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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艺术

    日前，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名为“光

路·十年”的摄影展。这个只是在浦东波
特营文创园区一家咖啡馆里的小展。参

展的摄影家有马良、陆元敏、戴渊如、王
志强、吴笠帆等。这个展览也是摄影团

体光路摄影社“光路·十年”系列展的首

展。十年来，光路社去高校、社区、时尚
地标、商场办展，也到上海国际摄影节

办展，还到平遥国际摄影节办展。成员

中不乏获得国际国内大奖者。抽象艺术
家许德民说，“光路创意社自 2009年诞

生之时起，就凝聚起几代上海摄影人的
精神追求，以艺术创新作为自己的旗

帜，接力海派摄影文化，将抽象摄影、意

象摄影、城市摄影推展到一个让人刮目
相看的境地。”光路社集合了不同文化

身份的摄影人，在职业摄影家之外，他
们有的是作家、出版人、画家、设计师；

也有的是会计师、公务员、大学生，甚而
有文物修复专家和侦查摄影师。他们的

表现风格不尽相同，或感性或思辨，或
严肃或戏谑，或纯粹或复杂，或具象或

抽象，他们多有跨界却有着一致的创作
思想圭臬；这就是对位和区隔于常态的

风光、人物、静物摄影种种，突破常态的
抑制和界限，他们要在观看的方式上走

出自我的路数。“日常生活最不被注意
的东西与最有美感和震慑力的东西联

系到一起。”摄影理论家林路如
此说。

摄影是反映城市记忆最直

观生动的媒介。更重要的是，摄
影还折射出拍摄者主观的表现

性因素。戴渊如的作品宛如一部
街头行动剧的戏码，连环画面构

成的舞台空间产生的间离效果
让视觉叙事获得了一种文学的

意象。与此相对应的是陆元敏此
次参展的一组作品，如同他的著

名的《苏州河》《上海人》系列，在

人们所熟稔的上海市井里，又分
明透析出一些古灵精怪的细节

和陌生的意趣，仿佛是老式放映
机播放着无声电影胶片的视觉影像。让

这种戏剧性叙事推向观念和意象一端
的则是被称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观念

摄影家”马良。这位“荷赛”金奖摄影家
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视觉辨识

度，浓艳的色彩、华丽的布景和精巧的
道具构成了马良“戏剧情境”浸入的场

域。他的作品让人想起日本女性时尚摄

影家蜷川实花，却在如梦如幻的影像里
蕴藉了一股内敛而沉着的男性气质。王

志强则将镜头聚焦当下，疫情中的人
们，无论在地铁公交车厢里的一般民众

还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戴着口罩沉着的
神情与晕化的背景之间形成了强烈对

比，很好地烘托了抗疫的氛围。吴笠帆，
这位年轻的跨界艺术家将水墨意象融

入摄影的表现之中，从而让作品获得了
简约而空灵的意境。我则坚持通过手

机，将生活日常无所不包的“细节”执拗
地表达“手机微摄影，一种洞察事物的

艺术态度”。
“创新、创意，变化、变革，其实都在

推崇一个新，强调一个变。新和变让艺
术更具生命力。”光路社社长、摄影家管

一明说出了这个摄影团体摄影人的心
声。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创新的挑战就

是如何让长于纪实的镜头表现出生命
主观的思想。创意摄影就是试图改变传

统摄影的思维定式，记录下这个时代的
特别。

◆

徐
明
松

非
常
摄
影

创
意
摄
影

■ 戴渊如 摄

■ 吴笠帆 摄

■

陆
元
敏

摄

■ 戴渊如 摄

■ 徐明松 摄

■ 吴笠帆 摄

■ 马良 摄

■

陆
元
敏

摄

■ 王志强 摄 ■ 王志强 摄

■

徐
明
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