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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摄影家

管一明的《被抽象

的城市印记》系列

作品在巴黎大皇宫

艺术展上应邀展

出。近几年，他的

作品频频出现法

国、德国、英国等国

际艺博会上。

有评论说，“管

一明对焦一个个真

实的瞬间，通过对

景深与构图的精妙

掌控，表达了摄影

师的主观态度。”这

些被凝固的瞬间体

现出他敏锐的触

觉、丰富的想象和

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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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单杠 巨型吊车前，一位青年用一根铁管作单杠，作品展示了

当代青年的蓬勃朝气和充沛活力。（1986年4月摄于宝钢工地）

巴黎ARTCAPITAL艺术展于1884年在巴黎

创办，众多国际知名艺术家均通过此展被世界认

知，每年都有来自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的上千位艺

术家汇聚在巴黎大皇宫，展示他们具有独立个性

的作品。我这次的作品经组委会评审而入展，之

前还参加过法国国家艺术家协会在卢浮宫举办的

国际艺术年展（SalonSNBA2014），获得评审委

员会摄影金奖。视觉艺术无国界，摄影作品不需

要语言，只要挂在墙上就是在说话了，所以，中国

摄影师要主动走出去，大胆展示自己的作品，障碍

不在路上，而在心里。

我的摄影经历从上世纪七零年代末开始。最

初阶段以纪实摄影为主，还航拍过宝钢前期建设

和长江口疏浚。后来到《上海文化年鉴》做摄影记

者和图片编辑，集中做上海文化活动和文化名人

的采访，拍摄了巴金、贺绿汀、周小燕等上海约80

位老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很幸运，这些老艺术

家没有一个拒绝我的，也没有提任何条件和要求，

我都顺利到他们家中或医院中去拍摄。他们淡泊

名利，与人为善，对我充分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使我

非常感动，对他们深入拍摄采访的过程，就是从这

些大家身上汲取养分的过程，令我享受其中，也影

响到我后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至今难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出许多新鲜事物，全民炒股、宣传环保理念……我

也把镜头对准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这次在法国

展览的作品就是在这一阶段拍摄的。在这组照片

中，基本表现出我在摄影方面的追求：最佳的瞬间

只有一个，这就要求把握好按快门的时机；最佳角

度只有一个，取景时要上下左右环顾，寻找最有说

服力、最有信息量的角度；构图上，最大可能地突

出主题，把画面中不需要的内容，通过变换角度、

镜头取景来取舍，让画面不能有一点点多余元素，

必要的元素一点也不能缺少，做到精炼、简洁。这

样在拍摄时，我就寻找各种角度，取景框或者很高

或者很低，甚至很靠近拍摄对象，通过镜头的虚

实、透视来展现。

其中的一张照片（《和谐相处》），是

表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最大的问题是

住房，当时大量的外来务工者进入上海，

他们集体住宿，没有多少个人空间，周末

家人来到上海，就到人民广场。我把镜

头对准人民广场上的他们，画面中的两

人产生和谐稳定的关系，我通过镜头大

胆让前景虚化，远处清晰的人物和前景

虚化的两人产生呼应，构成简洁的画面。

对于摄影，我对自己有一个很重要

的要求，就是敬畏对象，不管是明星还

是外来务工者，我都会用敬畏之心按下

快门，绝不会去摆布干扰他们的正常状

态。我认为，摄影师没有改变事实的权

利，只能通过拍摄角度来体现个人的风

格。纪实摄影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镜头

的使命就是真实客观去记录，它是理性

的，需要头脑去思考、去判断。只有这

样，作品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才

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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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父育女 盲父培养女儿学琴，一台录音机是家里最贵的财

产。物质艰难不怕，心有梦想就好。 （1992年摄于山海关路）

▲ 股民悬读 股市下挫，一位群众演员在工作间隙阅读股市行

情，忧心自己的资产。（1997年11月摄于车墩影视基地）

▲ 和谐相处 和谐生活并不依赖物资条件，有时候有限的物质更

能体现出和谐的情意。（1998年摄于人民广场）

▲ 环 保

天使

经 济

起飞时，环

保往往滞

后，一位美

丽的天使

勇敢承担

起呼吁环

保 的 使

命。（1995

年摄于外

滩）

▲ 幕间休息 俄罗斯现代芭蕾演出首日，女主演为了保持演出状

态，幕间休息时踮脚而坐。（1989年摄于福州路210号）

  
镜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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