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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西北地區最大的影像類綜合性展覽，本屆陝西
國際絲路影博會由陝西省攝影家協會、西安市總

工會、西安市文聯、西安市攝影家協會共同主辦。博
覽會展覽總面積11,000平方米，共設七大展區：「我
和我的祖國」主題攝影展區、政府企業社團展區、國
際旅遊產業展區、高校攝影展區、攝影攝像器材展
區、攝影講座互動娛樂區、收藏精品老相機展區。

龍江：人要敬畏自然
在展覽現場，一組《絕命海拔》的作品吸

引了眾多觀眾駐足，展出的28幅作品涉及珠
穆朗瑪峰、安娜普爾納峰、馬納斯魯峰等
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峰照片。「這組照片
主要想表達的就是人和自然、生存和死亡的
關係。」攝影師龍江告訴記者，近十年來，
他已經攀登了8座8,000米的山峰，登頂6
座，在每次登峰拍攝的過程中，都會遇到
各種各樣的突發事件。同時，也讓他真真
實實地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麼渺
小，「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敬畏自然。」
「之所以將作品展命名為《絕命海
拔》，是因為登山實在是一項非常危險
的極限運動。」龍江說，這十多年來，和他一起登
山的很多兄弟朋友都離開了，他一直堅持拍攝，也是因為
有一份情懷在裡面，希望紀念這些曾經一起登山的兄弟。
作為龍江鏡頭下的模特之一，來自陝西的何靜亦攀登了

安娜普爾納峰、馬納斯魯峰等三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
她在展覽現場告訴記者，跟大自然親密接觸後，自己更加
熱愛生活。而和龍江的相處，亦讓她學會了如何將愛好與
工作、生活做平衡。
對於未來，龍江說，他的願望是將14座8,000米的高峰

都登完、拍完。近兩年，他亦會針對何靜專門出一本畫
冊，希望能通過自己的鏡頭和定格的畫面，將一些正能量
的東西傳遞給大家。

主題展區現百名老兵照片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本屆絲路國際影像博覽會

組委會亦特意設立了「我和我的祖國」主題攝影展區。來
自河北邯鄲武安市的攝影家劉軍昌攜自己拍攝的100位老
兵照片亮相展覽，通過展示老兵的舊照、榮譽證書、現今
肖像以及個人介紹等內容，較為完整地再現了老兵一生的

歷程，亦受到眾多觀
眾熱捧。
劉軍昌告訴記者，他的家鄉武安市是革命老區，家鄉

很多老兵都曾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
爭，但戰爭結束後就回鄉務農，迄今依然生活在農村。
「戰爭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其中很多人在部隊還受
過嘉獎。但他們對自己曾作過的貢獻和現在的處境無
怨無悔。」劉軍昌說，自己從2013年開始關注這個群
體，就是希望採訪、記錄、傳承他們的無私奉獻精
神。
記者並從現場獲悉，除了專業的相機作品，手機攝
影作品亦是本屆博覽會的亮點之一。據相關負責人介
紹，當下，手機攝影以其草根性、全民性和娛樂
性，正催生着自媒體全民「娛樂攝影」。此次手機
攝影大賽共收到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的手機攝影作品
3,000餘幅，最終評選了135幅入圍作品。他並相信
隨着5G正式投入商用，手機攝影亦將迎來井噴時代。

35003500餘件作餘件作品品「「從鏡頭看世界從鏡頭看世界」」
極限攝影師致敬生命與自然極限攝影師致敬生命與自然

20192019陝西第四屆國際絲路影像博覽會日陝西第四屆國際絲路影像博覽會日

前在西安開幕前在西安開幕。。本屆博覽會以本屆博覽會以「「本土的本土的、、

世界的世界的」」為主題為主題，，共展出來自全國各地的共展出來自全國各地的

攝影藝術家作品攝影藝術家作品33,,500500餘幅餘幅，，涵蓋風光涵蓋風光、、人人

文文、、建築建築、、創意創意、、旅拍等多方面內容旅拍等多方面內容。。在在

眾多的參展作品中眾多的參展作品中，，極限攝影師龍江的極限攝影師龍江的

《《絕命海拔絕命海拔》，》，通過定格人類在山巔之上通過定格人類在山巔之上

的行走攀登瞬間的行走攀登瞬間，，為觀眾展現了生而為人為觀眾展現了生而為人

的勇敢進取精神的勇敢進取精神，，以及面對未知的恐懼與以及面對未知的恐懼與

挑戰挑戰，，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與嚮往之心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與嚮往之心，，贏贏

得觀眾嘖嘖稱讚得觀眾嘖嘖稱讚。。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在猶
太民族與中國的交往過程中，上海有
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從20世紀初起，
上海就被譽為猶太人的「東方諾亞方
舟」。「『第二故鄉』中猶友誼國畫
展」日前在上海虹口區中猶文化科技
交流中心開幕，展覽展出了旅法畫家
潘先綱（亦飛）圍繞中猶友誼主題創
作的30幅水墨畫，描繪了20世紀三
四十年代猶太難民來到上海，與上海
人民比鄰而居，在艱難困苦歲月裡互
相扶持，結下深厚友誼的動人故事。
80多年前的二戰期間，上海作為唯
一不需要簽證護照，就對猶太人敞開
大門的港口城市，接納了近2萬名猶
太難民，上海的猶太社團對猶太難胞
也全力施以救援，當時虹口地區的市
民還克服種種困難，騰出自己的住房
給難民居住。
潘先綱表示，今次展出的30幅畫創

作於五年前，為了準確還原歷史，除
了上網瀏覽大量資料，他還多次赴猶
太紀念館，為此做足了功課，猶太民
族的苦難史令他深受震撼，「這段歷
史更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我
們後代人應當將前一代大愛無疆的精
神發揚下去。」來自以色列駐滬領館
的以色列友人興致勃勃地參觀了畫

展，對用國畫這
樣一門中華傳統
藝術，來表現近
代故事充滿好
奇。
畫展開幕式

前，近 15 位專
家學者還開展了
「國畫的國際
化」專題研討
會。「站在中國
畫的角度，我們
一直在思考一個
問題，中國畫的
現代性是什麼？」華師大藝術學院孫
乃樹教授說，今日大家都生活在科技
高速發展的時代，無論是西方人，還
是中國人，都在反思什麼樣的生活，
才是更應該追求的，「西方人很多地
方都從中國畫中『取經』，比如人和
自然的關係，天人合一、人與自然融
合等等，這些概念恰恰是中國畫常常
表達的主題，反映了中國人對世界的
認識。」
他續說，中國畫走到今天，也做了

很多思考、變革，我們力圖走向實
踐，在此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思
想，比如繪畫應該向外，應該對社會

問題進行表態，又如潘先綱畫中有拓
印的成分，用銅版印文字，將文字和
繪畫串在一起，這些都是當代的概
念，包括使用馬克筆，都是對傳統語
言的一種突破。
孫乃樹亦直言，中國畫的改革還沒

有完全走出死胡同。「我們國畫中的
筆墨系統，是放棄了顏色、放棄了
『形』之後留下的，但是這個系統現
在走到了一條死胡同裡，」他說，
「今天的繪畫有沒有找到一個可以排
除筆墨、排除線條的語言系統？這是
我們的困境，也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
向。」

「第二故鄉」中猶友誼國畫展在滬開幕

■百名老兵照片吸引觀眾駐足觀看。記者張仕珍攝

■■極限攝影師龍江表示極限攝影師龍江表示，，此次參展作品主要想表達人此次參展作品主要想表達人
與自然與自然、、生存與死亡的關係生存與死亡的關係。。 記者張仕珍記者張仕珍攝攝

■■觀眾觀賞龍江作品觀眾觀賞龍江作品《《絕命海拔絕命海拔》。》。 記者張仕珍記者張仕珍攝攝

■■20192019陝西第四屆國際絲路影像博覽會陝西第四屆國際絲路影像博覽會1111月月11日在日在
西安開幕西安開幕。。 記者張仕珍記者張仕珍攝攝

■■龍江龍江《《絕命海拔絕命海拔》》系列作品之一系列作品之一

■■龍江龍江《《絕命海拔絕命海拔》》系列作品之二系列作品之二
■■龍江龍江《《絕命海拔絕命海拔》》系列作品之三系列作品之三

■■龍江龍江《《絕命海拔絕命海拔》》系列作品之四系列作品之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代著名彩墨
畫家、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與其弟子8日在香港
大會堂舉行《彩墨印象》書畫展，旨在讓更多人
感受到彩墨畫的魅力，以及不一樣的畫裡畫外的
故事。
林天行的彩墨畫獨具一格，二十多年來在全球

各地舉辦多次個人展覽。《彩墨印象》展出逾百
幅林天行以及他逾40名學生會員的彩墨及書法
作品。
提及本屆畫展自己最喜歡的一幅作品，林天行

將中新社記者引至一幅火紅色菖蒲的彩墨畫前。
「菖浦是我今年剛開始畫的，我覺得菖蒲對於中
國文人歷代文人都非常喜歡，因為它代表一種崇
高，也代表一種生生不息，它有頑強的一種生命
力，也代表一種很與眾不同的君子的象徵。而紅
色，它代表希望，且充滿力量。」林天行認為這
是香港人的精神。
他直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安全的

地方，也是最美好的、生活最愉快的地方，他希

望香港能夠早日恢復。「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靜下
心來，讓美好的事多一點在心裡，在身邊，我想
這是我們美好的一種願望。」林天行如是說。
記者留意到，參展的會員來自社會不同界

別，包括商界、醫護界、法律界、教育界、會計
界等等，更有來自德國的學生會員參展。其中年
紀最小的作者、10歲的林小姐告訴記者，自己
的媽媽就是林天行的學生，自己從4歲開始師從
林天行。在媽媽蕭女士的眼中，這也是一種傳
承。
「其實彩墨畫本身就是中國一種傳統文化藝

術，很重要的，傳承到今天，一直都在發展。印
象，我覺得生命中留下來的最美好的東西往往都
是印象，那一剎那我希望把這一剎那最美好的印
象把它保存下來，然後再發揚光大。」林天行也
希望，能把這些美好傳承給青年一代，讓他們感
受到文化的力量。

香港美協主席攜弟子開展香港美協主席攜弟子開展
望彩墨文化影響青年一代望彩墨文化影響青年一代

■■《《彩墨印象彩墨印象》》
展出逾百幅林天展出逾百幅林天
行以及他逾行以及他逾4040名名
學生會員作品學生會員作品。。

■■林天行的菖蒲系列林天行的菖蒲系列。。

■畫展嘉賓合影。 主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