
【 建筑也有魅力表情 】
城市建筑绝不仅是锦上添花的门面装饰，

它反映的是一方精神，是在这里生活着的群体
相互间的意识认同，所以说，建筑可以改变一座
城市。怎么建构、怎样解读，在回答这两个问题
时建筑的内涵也随之而生。

建筑由来之处是为了满足人类能够躲避大
自然带来的各种不便和灾害，然而随着文明的
不断发展，人类对建筑的要求早已变得丰富多
样了。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是能够满足当代人
的？科技的不断革新又让当代人对建筑产生了
怎样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不算新鲜，至今
在国际上它们依旧是建筑家、艺术家们争论的
焦点，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标准答案，但是摄影
家们用镜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的可能，不
同的视角展现出建筑自古至今的传承、变革以
及展望。

西方摄影家 !"#$%&' ()*&"&+ 以其独特的
拍摄视角，将各种建筑不为人所熟悉的一面捕
捉了出来。老式“田”字窗与最流行的落地玻璃
窗各占半壁江山，单调的直线构图却在整体上
让人感受到严谨计算带来的整齐利落与活力全
开；西式建筑常见的螺旋式阶梯将人带进了弧
线营造出的美妙世界，原本是众人焦点台阶不
再出现，反倒是容易让人忽略的扶手雕花和明
黄柔和的楼梯顶让人眼前一亮。时而大气蓬勃，

时而细腻柔和，这些无一不是建筑的生动表情。
在不少建筑摄影中，日常对建筑要求的诸

如高度、造型、功能等往往不是主角，因为建筑
的真正魅力并非来自这些设计上的重点，这些
所谓人心所向的要求往往只会让建筑迷失在宏
大目标下，而城市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时代洪流
之中的人对所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场所的理解和
共鸣。

【 为人而造为人而摄 】
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往往十分类似，高楼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并且互相攀比着谁更高、谁更
怪，城市内部比完不算，还要放眼中国，立足世
界。而我们有不少传统古建筑，天南海北，更有各
的时代，各有各的风采，却过早、过多地为这些
“春笋”让道，成了再也无法挽回的文化缺失。新
建的就真的是更好、更合适的吗？未必。

很多到过欧洲的人都会对那些发达国家高
度“不发达”的城市建设感到惊奇，大一些的如
西班牙、法国，小一些的如瑞士、斯洛伐克，在大
多数城市中你根本看不到摩天楼的身影，相反，
有很多城镇始终保持着几百年前的风貌，无论
房子里的人和物怎样新潮时尚，对历史建筑的
外观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
这些迷人的风情不仅吸引了千百年前的艺术

家为其留下无数精彩绝伦的绘画为证，今天，它们
依旧吸引着艺术家用新潮的相机记录下这不变的

风景及当代人在精神和思想的变化。这不禁让我
想到今年已经第五届的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一
共吸引了全国 ,-.万人参赛，作品达到了 -..多
万幅。这样的规模在中国摄影比赛中从没有过，虽
说当中多少有些重在参与的原因，但这个结果让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古建筑，发现
古建筑留给我们的珍贵“宝物”了。

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过快，在建筑上曾经造
成了不少无法补救的伤害，透过镜头，这些遗憾
更容易被放大，无声地提醒着我们，建筑不仅是
砖瓦钢筋，还有继承着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
的前世今生。

【 艺术的拯救与机遇 】
在现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城市建筑多数

是高大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一种笼统而
宏观的眼光去审视周遭的环境，逐渐变得不善
于发现，变得麻木。当你走在大楼下时，不妨试
试用微观的角度去思考一番，也许或收获更
多。

如果不是立足于最底层，我们很难发现自
己的渺小，/"0$%&' ()*&"&+的建筑摄影正是将
人带回了最初的原点，让人重拾最初那种对万
物万事都抱有崇敬之情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看
待环境。无论是明亮还是灰暗的色调，他的很多
作品都将建筑与蓝天白云放在了一起，这似乎
是一种暗示：当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钢筋水泥取
代了花草树木，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属于自然
的空间，更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互动
也不复存在了。当我们意识到所在的环境已经
变得如此冷漠，谁还能说不断推陈出新的建筑
还能带给我们美和享受呢？

幸好，我们还有艺术来拯救，利用摄影、绘
画、雕塑、影像等形式，当代艺术家们在忍痛揭
伤疤的同时，也展开了积极的自我救赎。其中，
摄影更能让建筑从建构到内涵，有更完整的诠
释，摄影以一种形象的真实与变形，让人能更直
观地进行观察与反思，无论是对社会还是自身，
并且最终在整座城市中重新认识自我，更好地
定义生活。这是艺术带来的机遇，更是填补冰冷
的水泥时代所造成的情感缺失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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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
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
中，在奥林匹克公园场馆呈
现的徽派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摄影展再次让人们将视角投
到了建筑摄影上。建筑本身
可以是艺术的，而摄影的艺
术则不仅是为了展现建筑美
本身，更多的是对建筑在每
座城市独特的语境中，带领
观众去解读社会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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