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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

期，刘香成以自己的新闻摄

影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新闻摄

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香

成拍摄的中国，凸显出强烈

的现场感以及对于事实的平

静呈现。当然，还有他作为

专业记者所表现出来的良好

的职业修养，那就是尽量抑

制个人的表现欲。

刘香成在中国拍摄的照

片，开始时属于新闻摄影范

畴，基本立场是还原当时人

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随后，

在他不断拍摄的过程中，其

摄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

摄影创作里，既有新闻性很

强的作品，也有需要长期观

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

性作品。中国有“静水深流”

这样的话，而他的这两部分

作品集合起来，构成了一部

以中国为主题的“活水深流”

的纪实摄影巨作。“活水”者，

我认为是那些新闻性强的照片，反映了“变化

的”表面现象；“深流”者，是那些沉潜于变化的

底流，但却更多触及变化本质的纪实性照片。

这两者汇集起来，将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

以纪实摄影的形态展现了出来。

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有不少是他在中国

长住后拍摄的成功人士的生活照，但我更愿意

从他拍摄的普通老百姓不同时期的生活情景去

发现过去的事实。我的生活经历与他拍摄的这

个时代正好同步。我必须承认，即使作为与这

个时代同步走过来的中国人，我仍然需要这些

照片为我的个人记忆作注。它们有时能加固我

的个人记忆，有时会质疑我的个人记忆。但不

管怎么说，它们的存在都有助于确认过去发生

的一些“微观”与“宏观”的历史细节与事实。即

使这样，也不能说刘香成全面记录了中国在这

段时期的社会变动，所有人都会受到自己的思

想、行动与观察的局限。

中国有“真水无香”一说。我愿意在此就这

个说法在字面上对新闻摄影理念作出自己的阐

释。真水，纯净为其第一要义，气味（“香”）自然

不在其要义之中。而且，如果有气味，反而有可

能意味着水已变质或者水不以水为第一要义，

而以离开水的本意的东西使水升值，比如香

水。同样的，新闻摄影照片中的事实，应该是直

接、朴实的世界本相。当然这个本

相因拍摄者的视角不同而有着事实

的不同面向。但是，真正的新闻摄

影（“水”），不会有扑鼻之“香”，也不

需要以“香”来引人注意。也就是

说，不需要以外在的东西来吸引关

注。新闻摄影照片是以“水”（真相）

的纯粹而吸引人们的关注。一张好

的新闻照片就是无香的真水，事实

如同纯净的水那样无碍显现。如果

记者能经过自己的努力拨开笼罩在

事实之上的雾霭，那也许是新闻摄

影的最高境界。

展期：    .6.9 －     .  .  

时间：每日  :  －   :  

（最后入场时间  :  ）

地点：浦东美术馆4F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号

近期，“刘香成 镜头 ·

时代 · 人”大型摄影展在浦
东美术馆举行。  世纪
  年代末，刘香成是首批
端着照相机记录中国的记
者之一，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视觉记忆。作为一位获
得过多个奖项的摄影家，
他的摄影方法论不仅奠定
了关于中国报道的影像风
格，也对中国新闻摄影的
趣味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以下为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摄影评论家顾
铮的评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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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园长椅上的青年情侣（1978年） 刘香成摄

▲北戴河度假区沙滩上的女子（1982年） 刘香成摄

▲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 ·卡丹在北京参加他的马克西姆餐厅第一家国际
分店的开业仪式（1983年） 刘香成摄

▲秘鲁摄影师马里奥 ·特斯蒂诺中国首展“私视角”开幕式上的观众
（2012年于北京） 刘香成摄

▲歌手、演员周迅（2021年于北京） 刘香成摄

▲美国时装设计师罗伊 ·休斯顿和模特游览长城（1980年） 刘香成摄

▲中国陆军装甲部队战士（1980年于北京） 刘香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