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攝影的個性觸覺
近年來在香港本地舉辦的網羅兩岸三地攝影家

的作品展，說多不多，說少也絕不算少。因而這
次攝影交流展的最大特色其實不是源於地域，而
是多元面向。所謂的大中華概念，是三地的共
融，但更應是三地各展所長、盡顯自己的美學堅
持。當置身展廳時，我們的第一感覺便是格局的
寬闊。大幅的大底作品、觀念攝影、線條與色
彩，百花齊放。

來自大陸、獲得中國第13屆國際攝影藝術展金
獎的年輕攝影家陳煥庭，這次帶來的《人與人》
和《流動的風景》便打破了我們對內地攝影藝術
的一貫認知。他說：「人生像一條線，線與線的
交點中，產生了相愛與相知。而不論線的距離有
多長遠，線本身都不會變。」正如人生的本質是
孤獨的，史鐵生《戊戌筆記》中那句「人總有一
日是要孤零零的。」令他深受啟發。

從陳煥庭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內地攝影家
的視角中開始注入更多個性化觀念。他在《流動
的風景》中，提出了與傳統風景攝影不同的風景
概念：「風景中有我。」這像極是作家們最愛使
用的那種浪漫表述：「看見風景看見我。」攝影
可以實現與文字相若的力量，而正因攝影可以捕
捉每個人觀看世界的不同眼光，他在火車上拍下
隨 時間推動所見的世界。「雖然好像我是不變
的，但隨視點變化，風景也在變。」這反而能促
使身為攝影家的創作者去思考攝影是甚麼，個性
觸覺有時比技巧本身更動人心魄。

歷經各地攝影節的陳煥庭，認為當今內地既有
沙龍式攝影展，也有平遙攝影節等國際賽事。不
同展覽中包容了不同的展覽文化，也是一個兼容
吸收的過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內地作者的個
性越來越得到重視，並呈現出不同的個人氣質與
視覺表現。

香港作品的質素行先
看到香港攝影家的作品匯集時，第一個令記者

眼前一亮的名字正是鼎鼎大名的影帝周潤發。其
實這位優秀的演藝大師，另個身份正是資深攝影
家，他創作了許多出色的大底膠片作品。所謂大
底即是質素行先、追求一流畫質的「點點清」。
他用微距拍攝火龍果內部，以小觀大，一個水果
卻呈現出了恍若月球的形態。而這樣的大底作品
遠觀起來最有意趣，不同於新興數碼攝影的種種
奇妙效果，大中華攝影學會會長楊志強稱之為非
線性攝影。「該暗的地方就會暗下去，因而有意
境。」

最傳統的手法在今日看來雖然老派，又牽涉時
間、環保等一系列問題，但質素卻是毋庸置疑的
最優。那種奇妙的震懾力正在於，它是一幅好照

片，擺在那裡，你一眼看過去就知道，
這樣簡單的視覺衝擊力，已勝過萬千語
言。大概這也是發哥多年癡迷探索其中
技藝的吸引力之所在。

蘇卓華的大底作品也是令人讚嘆的。
他拍馬蜂窩時，那種捕捉到的美感像是
被凝練到出神入化，容不得人去拒絕其
中的靚。拍好一張美麗的相片，看似是
非常簡樸的追求，但我們卻看到其呈現

出的成品往往最華麗細緻。「只求一點，不求其
餘。」或者是因為專注，才有品質。香港攝影近
年在內地和台灣兩方夾擊的局面之下，延續自身
生機更需要將一些回歸傳統的質素追求從一而
終、秉承下去。沙龍攝影展最情有獨鍾香港，也
是因為這個城市空間雖然促狹，卻容得下最傳統
的攝影觀念和最西方的當代理念。

我們在這裡看到來自世界的不同的影像狀態，
但其間差異從未令老一輩港人攝影家們迷失。一
張張寬闊的大幅作品，如你屏息凝神去看，會感
慨其中時間流逝的堅持。至少我們的城市裡，還
有這些把握 攝影藝術最原初質素的藝術家們，
令我們被攝影本身的品質所撼動。

多元面向的交流融合
我們從這些作品中感受最深的一定是面向多

元、不拘一格。我們能看到郎靜山宛如渾然天成
水墨畫般的攝影，也能看到周慶輝的紀實攝影。
詩情畫意的中國式意境和跟拍麻風病人生活實錄
的攝影作品一起放在展廳中，沒有絲毫突兀。這
些紀錄時間光影的膠片上，有新舊的衝撞，也有
奔放的色彩，更有crossover穿透不同媒介的嘗
試。比如將攝影底片和畫作疊合一起，不 痕跡
地營造出真實和創作的融合感。從這些作品中，
我們看到的是多元可能性。所謂交流，百花齊放
的形態是最為基本。

沒有題材器材的限制，這樣的交流形成一種推
動，正如楊志強所說：「中華民族有統一的文
化，但三地人們的生活呈現出的是不同狀態。因
而攝影藝術也是一樣，我們需要找到一個三地的
融合點，讓大家彼此互相理解。」

教育則是攝影藝術共融中的另一迫在眉睫的問
題。許多攝影家去別國遊歷都會有感而發於其他
國家攝影教育的完善。楊志強自己在日本的感受
就是，他很奇怪為何日本小學生就已經會拍照，
而在香港，這種興趣的建立明顯滯後。因而在本

地高校開設攝影課程，也
是能夠起到推動的重要作
用力。認識攝影的多種概
念是令年輕人們選擇是否
親近這門藝術的前提，觀
念、風景，或是紀實，各
種不同風格作品也將成為
我們背後所牽連的情態，
都有其內在的生機和美
學。華人攝影的面貌正在
通過攝影節、攝影展等許
多平台凸顯自己的特質。
而這場交流展，也會成為
一個我們認識華人攝影複
雜性的難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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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水無色無相，卻自有魅力，教人神魂
顛倒。「香水」的英文是perfume，衍生自
拉丁文per fumum，意思是穿透煙霧。除了
散發出穿透煙霧的馥郁香味，其實每一支
香水都紀錄了時代的氣味，盛載一個又一
個故事。本年度法國五月藝術節精華節目
之一，正是「香水傳奇」展覽，展覽內的
香水為國際知名收藏家Jean-Marie Martin
Hattemberg所有，每支香水都有其故事，
讓大家一同細味。

展覽內的私人珍藏品全屬於Jean-Marie
Martin Hattemberg，他除了是知名收藏
家，還是法國香水製作藝術及歷史文物專

家，原來香水也不一定是女士們的專屬，
也可以令雄赳赳的男兒拜倒其下。Jean-
Marie對香水情有獨鍾，搜羅了世界各地的
香水。「香水傳奇」展出了120種與香水有
關的罕見物品，Jean-Marie對1880年至今的
香水皆有研究，常在各式拍賣會上收集與
香水有關的物品，展覽現場也會展示製造
香水的原材料及機器，讓大家對香水有更
多認識。

每件收藏品都有其背後的故事。1946年
製成的Schiapareli，瓶身印有太陽圖案，是
當時典型的設計，為紀念大戰結束，代表
大家對和平的寄望。眾多香水中，也有記

下品牌Guerlain歷史的香水，瓶身海龜形狀
的Le Parfum das Champs-Elysées就是自嘲創
業期間困難重重，品牌產品推出得太遲，
如海龜爬行般，太慢了。在眾多收藏品
中，最珍貴的一支就是L'Abeille，翻譯出來
的意思就是蜜蜂，瓶身由水晶製成，呈蜜
蜂形，L'Abeille由外到內都非常精緻，特別
之處是中間的瓶身離地，技術要求很高，
全球只生產了47支，而瓶內的香水用香橙
花製，香味層次豐富。「香水傳奇」展覽
從古至今，由歐及亞，讓香水訴說歷史、
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余秋婷

「香水傳奇」展
時間：6月3日至6月16日
地點：金鐘太古廣場LG1 Garden Court
免費開放

讓香水說故事 「香水傳奇」展

■收藏品 Le Parfum das
Champs-Elysées

■法國香水製作藝術及歷史文物專家
Jean-Marie Martin Hattemberg(右二)

華人攝影共融的新概念
隨 數碼影像技術、多媒體技術和網絡傳媒的發展，攝影藝術從物理特性、圖像製作方

式，一直到攝影概念、攝影史、類型攝影的符號學含義等，都在不斷被革新。在此過程

中，當代華人攝影家昇華了傳統的攝影概念，也在通過他們的共同努力，探索 一個全新

的影像文化時代。當代華人攝影家的審美追求和氣象，集合了傳統審美和現代觀念，而其

中的細節又極為豐沛。這一次的「當代華人攝影家交流展」不只是一種結連兩岸三地不同

創意與視覺觀念的平台，也能令我們從之前不曾了解的層面，去認識和讀解攝影家的美學

和想像空間。兩岸三地的華人攝影家各具風采，他們將不同地域的觀念視覺化，在攝影創

作中注入了打破邊界的種種可能。因而今次我們也將通過走近這些作品，來細讀華人攝影

所呈現的豐富面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當代華人攝影家交流展」
時間：即日起至6月17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地點：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連登良作品《鋼管舞》 ■周潤發攝影作品 ■周潤發攝影作品

■楊嘉美作品

■ 陳 煥 庭
作 品 《 人
與人》

■ 郎 靜 山
作 品 《 春
樹 奇 峰 大
檔》

■王古山作品

■ 周 慶 輝 紀
實 攝 影 《 雲
南馬幫》■楊志強作品《荷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