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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志先生的水墨摄影作品，除了能呈现大家原本熟

悉的『传统中国画意』的意境之外，在技法上还增加如同

水墨画般的毛笔线条，皴法和浓淡不同的渲染“笔迹”，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实在可以说是一项突破旧有成像技术

的新表现。

如果我们以郎静山先生传世的“集锦摄影”作品相对照，

便可发现郎大师的作品，仍然以通过相机镜头所拍的山、树、

云、石等物象的“真实相貌”，来作为画面表现的主体内容，

庄灵 , 著名摄影家，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理事长

中国山水画意摄影的新面貌
—视陈大志『水墨摄影』作品有感

庄灵

换句话说，作品虽然具有浓厚的传统中国山水绘画的感觉

和意境，但是画面中的所有物象，仍然不脱原本的天赋姿

容。可是陈大志先生的水墨摄影，则在如同前述郎老师作

品的意境表现之外，另增加了酷似用笔墨加绘的线条、皴

法和渲染痕迹，使画面看来更近似水墨画，甚至不再像摄

影，套用一句陈先生自己的话：“找出摄影作品中形成‘笔

墨形式美’的技法，就是我水墨摄影的创作核心。”今天

我们观赏陈先生的展出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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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观陈大志先生的摄影作品，便感动于作品中光影水

墨的诗意建构和融入生命精神的个性气息。

从《树·影》到《山野画卷》，从《三清仙境》到《关

山依旧》，他怀着对自然的膜拜、对光影探索的痴迷和对

中国水墨艺术的敬意，带给我们全新的视觉描绘和独特的

水墨印象表达。

他打开了一扇窗，运用传统的胶片银盐在不同光影变

化下独特的反应，结合光影之于风景的变化，探索出的影

像书写方式，使作品渗透着中国水墨画般的“笔触”韵味

的同时，又不失自然的光影意境。 可谓近可品味，远可赏景，

相得益彰。

他推开了一扇门，超越了传统画意摄影的技法、构图

和意境表达。中国画意派摄影大师郎静山对其创作有很深

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

光影水墨的诗意建构

赵迎新

的影像，陈先生在借鉴学习的同时，又大胆进行了更新的

探索和尝试。他的作品没有后期的添加和雕琢，作品表达

完整、简洁和纯粹，散发出一种自然主义气质。

他赋予了作品以生命，植入了他所崇尚的精神。陈先

生深爱自然，也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广泛涉猎佛法易理，

十多年修习陈氏太极，养成中正沉稳、外柔内刚的气质。

在他的作品中能体会到禅意的朴素、简洁和太极的刚柔神

韵。作品处处流露着“物色尽而情有采”般中国文化的含

蓄抒情情怀。 

独辟蹊径的创作是寂寞的。我很高兴看到陈先生坚持

了他的个性艺术表达。只有那些富有个性和融入精神的艺

术作品方能永恒。这也是我喜爱、珍藏并推荐陈先生作品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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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西方摄影技术与中国水墨画艺术的亲密接触。

借助当今特殊的摄影技术，陈大志将水墨艺术独有的笔法

与墨法带入写实的照片中，用这样的艺术形式表达作者对

传统中国国画艺术的敬意。

中国最早的写意摄影由著名的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开

创。仔细品味陈大志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其大师级别的

韵味。 陈大志将镜头对准山、树、云、雪等自然景物，

而后通过特殊的摄影技法对照片进行再加工，使景物相互

Gabriel BAURET，法国著名策展人，新华社巴黎新华影廊艺术顾问

摄影师陈大志向“中国水墨艺术”致敬

加布里埃尔·博雷

勾勒映衬，最终创作出独一无二的墨韵摄影作品。汇聚水

墨的意境，却又超脱了画卷本身。

陈大志专注的不仅是对主题的精准表现、对现实的完

美模拟、对西方绘画所重视的象征意义的追求和自然之美

的赞颂，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更强调水墨画家在挥毫泼墨之

时内心情感淋漓尽致的表达。他用相机捕捉和诠释着由每

一道风景所带来的灵感和心灵的颤动。

艺术之于陈大志，犹如慰抚灵魂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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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志的黑白风景摄影，独特的拍摄风格既有中国水

墨的笔触风韵，又保留了摄影的透视语言，将两种艺术巧

妙融合，大胆创新，其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令陈大志自豪

的是，用自己独创的技法，在风光摄影作品中实现了中国

山水画中笔墨的形式美，从而使自己的摄影作品从画意到

细节，都可借鉴中国古典的水墨艺术形式，使摄影艺术融

入了中国山水独特的笔墨元素。观陈的作品，让人心平气静，

姜平，著名摄影师，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

黑白之道

姜平

没有了世俗的浮躁，沉思静想，视野广阔。

前段时期，看到许多人谈论风光摄影，说有点穷途末路。

其实我想并无大碍，任何一个类别的摄影都是前人探路后

人跟进，就像世间的苦难与欢乐，前人经历的，我们一样

在经历，岂有一件事物我们可以指着说它完全是新的？但

陈大志的作品创新地溶入中国山水笔墨艺术形式，又启发

我们，创新也是无止境的；门是给有想法有准备的人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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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都是中国式的山水，却疑惑于绘画与摄影。

这些作品设置了一个游戏，让观者在画面前猜测、选

择。其实，艺术不过就是成年人的游戏，只不过在趣味中

玩得更有意味。

如果把某类照片理解为艺术，从来没有人说过照片应

该是什么样子。在人们看来，这组貌似中国水墨的摄影作品，

有着极强的传统意韵，光影的交错分明是水墨的点染。

而我并不想追究它所用技法的倾向，讨论和寻找像什

么、如什么、似什么，或许都是对这组作品的误读。没有

理由把它无端的归类，也没有道理把它帖靠在什么之上，

更没有权利把它附加在自以为的某种想像。

马夫 《中国摄影》资深编辑 

大写山水

马夫

这是一组不俗的作品，它的表达少有强烈的冲击，也

拒绝装神弄鬼的所谓“当代”，更摒弃八股式的腐气，但

它以不同寻常的、完整的，又极端平静的方式来发散作者

胸中之感慨。

这山水树石，哪里是对自然的描摹，早已变成作者表

达心性的道具，他借用这自然的事物，讲述关于人、关于

自己的故事。

这些作品带着诗意，虽然不是强烈地扑面而来，而每

一幅画面都潜藏着缓动的诗句。这不可能是有意而为的结

果，诗是真诚的，是从心底油然而发的。可以想见，作者

是以诗意的姿态面对着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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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于“墨影”与“画韵”之间：陈大志摄影作品展

亮相中国美术馆

2014 年 10 月 24 日，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主办的《“墨

影画韵”——陈大志摄影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一层大

厅开幕。

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高琴，中国美术

馆副馆长安远远，著名摄影家陈长芬、李元、李少白，平

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委员会艺术总监张国田等到场祝贺展

览开幕。

陈大志摄影作品曾于近两年先后在中国台北和法国巴

黎展出，期间，被当地艺术界誉为，“继郎静山之后将中

国当代画意摄影带到新的格局，呈现出更广阔的自然之美

和更深刻的诗意画境”。其作品从画意到细节，保留摄影

艺术的透视语言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山水画的水墨

艺术形式；借助当今的摄影技术，陈大志将水墨艺术独有

的笔法与墨法带入写实的照片中，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

传递着他本人对传统中国绘画艺术的敬意。

此次中国摄影出版社携手陈大志先生，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墨影画韵”摄影作品展，意在将摄影师与众不同的

影像书写方式传递给观众。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感受到陈

大志本人对自然的膜拜、对光影探索的痴迷。摄影师以全

新的视觉描绘和独特的水墨印象表达，带领我们穿梭于“墨

影”与“画韵”之间。

“墨影画韵”——陈大志摄影作品展
中国美术馆 5 号厅 2014 年 10 月 23 日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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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志“墨影画韵”展：颠覆传统摄影艺术，探索中

国当代画意摄影新方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著名风光摄影家陈长芬、

李元、李少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委员会艺术总监张国

田，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播学院院长宿志刚，华辰拍卖影像

部总经理李欣等人参加座谈会，现场就陈大志的摄影艺术创

作，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陶咏白： 我是从事绘画评论

工作的，摄影跟绘画是姐妹艺术，是舶来品。我觉得大志

的摄影是在向绘画靠拢，作品的构图十分讲究，表面看似

非常安静，实则画面是流动的，是在表现一个整体，一种

生命的动力。大志用镜头展现了有情有调的生命，这种情

调妙在黑白两色之间，两个颜色可以把五颜六色都概括在

里面，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内涵，即含蓄内在的性格。

著名风光摄影家陈长芬：我觉得看待大志的作品，不

要单纯把它放在摄影的角度，应该放开。他的作品给我两

种感觉，一是中国精神；二是非常平和的意境。他的拍摄

素材是平淡的，也没有选择特别的光线、时间乃至色彩，

却创作出抓住我们心灵的东西，就这点而言，作品的艺术

语言已基本存在。至于怎么呈现、用什么材质、什么软件

实现，这些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同时，将大志的作品放在

当代艺术的语境下，而非与传统相比较，在当代艺术里，

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颠覆，颠覆传统，颠覆光线、色彩、

构图、线条等要素，并且他的创作还具备一定的实验性。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委员会艺术总监张国田 : 这次

展览及座谈会策划非常好，李元老师，少白老师，少芬老

师都是我曾经仰慕的大师。大家一直在讨论陈大志先生的

作品到底是不是后期，我觉得前期后期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一幅幅完整的画面带给我们一种愉悦。他找到了一种影

像的语言中的一个元素，在这种元素中集合在一起，然后

又和另外一种语言发生了一种碰撞，产生了一种画面，而

这种画面感只能意会没法言传，陈大志“墨影画韵”展：

颠覆传统摄影艺术，探索中国当代画意摄影新方向

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播学院院长宿志刚：陈大志先生

这次展览上的作品，确实让人耳目一新。首先，这种创作

方法属于跨界艺术，陈大志先生将材料，传统的胶片跟数

字相结合，在结合之后产生一个类似水墨画的艺术，在这

个过程中，实现了跨界。其次，保持了自己作品风格的独

特性，让人一看就是大志的美学，你的艺术特征、生命的

积淀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对自然界的歌颂，对宇宙的歌颂，

我认为这点对艺术家而言，是最重要的，能够坚持下去也

非常不易。

“墨影画韵”——陈大志摄影作品展座谈会
中国美术馆 7 层学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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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像大師郎靜山辭世之後，台灣沉寂一時的畫意攝

影於 6/1( 六 ) 重新在台北紅館與大家見面。來自中國大陸

的新銳攝影師陳大志以別於郎靜山的創作手法為畫意攝影

開創新格局。其中台灣水墨大師周澄深受陳大志的創作感

動，在展出現場揮毫題詩引起關注。知名攝影大師莊靈更

表示，同為畫意攝影，陳大志的影像風格與手法卻迥異於

郎靜山，走出了屬於自己的路。

中國攝影出版社社長趙迎新於開幕式會場表示，當初

一看到陳大志的作品就深受感動，遠看有「似畫似影」的

視覺趣味，近看卻能發現細膩如中國繪畫的韻味與筆觸，

是畫意攝影的一個突破，所以即使當時陳大志還是個業餘

的攝影愛者，趙迎新依然自告奮勇為這位創作者舉辦個展，

可謂陳大志攝影路上的伯樂。

水墨大師周澄則於開幕會場為陳大志於江西三清山拍

攝的作品揮毫題詩，絕美的長卷作品與優美的詩句相得益

彰，為現場製造出另一段高潮。參與盛會的資深攝影家莊

靈表示，在台灣，畫意攝影幾乎與郎靜山的名字畫上等號，

但一看到陳大志的作品時卻發現，他走出了別於郎靜山一

條路，從創作手法看來，郎靜山的作品是將各種中國水墨

作品中常見的元素，如山水、細柳等影像拼貼重組，以「集

“墨影画韵”——陈大志摄影作品展
台北华山文创园红馆 2013 年 6 月 1 日 —6 月 5 日

錦」的手法表現中國水墨的精神。但莊靈指出，陳大志的

創作有別於郎靜山，是以傳統底片技術、利用銀鹽粒子的

化學變化和景色的光影反差表現出水墨的筆觸，在技巧與

風格上與郎靜山的創作十分不同，為當代的畫意攝影走出

了新的格局。

知名攝影家蕭嘉慶認為，陳大志雖然十分謙虛地將自

己定位為攝影愛好者，但從現場的作品中看來，其創作手

法與風格已經十分成熟，未來若持續創作不輟，其未來前

景十分令人看好。資深影像工作者簡永彬認為，即使是在

21 世紀的當下，攝影與繪畫依舊存在著十分曖昧的關係，

雖然有一派攝影家鍾情於畫意攝影，但其實也有一派畫家

以模仿攝影圖像為途徑創作。但陳大志的影像作品，遠看

像照片，近看卻能看到猶如水墨的筆墨技法，在繪畫與攝

影間取得平衡點，十足難能可貴。

本次展覽開幕式吸引了攝影界諸多的資深前輩前來共

襄盛舉，包括參與座談的知名藝術家簡永彬、蕭嘉慶，以

陳大志的畫意攝影作品為引，深入探討了攝影創作的本質

與畫意攝影未來的可能性，其他與會貴賓還有資深媒體人

徐宗懋與水彩畫家謝明錩。知名攝影家彭大力、劉振祥、

莊明景、周志剛、洪世聰與高志尊皆蒞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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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巴黎 10 月 7 日电 ( 记者 龙剑武 )《墨影画韵

─陈大志水墨摄影作品展》7 日晚在法国巴黎新华影廊

揭幕。继 6 月份在台北成功举办首个摄影个展后，陈大志

再携这种创新的摄影形式亮相欧洲艺术之都。

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赵迎新在当晚的开幕式上表示，

很荣幸将陈大志的作品介绍给法国艺术界的朋友。他宛若

中国水墨画般的笔触所进行的影像表达令人感动，这种表

达在中国摄影家中是独特的。

法方策展人加布里埃尔·博雷在致辞中说，这次与中

国摄影艺术家的合作是一次发现之旅。这些作品前所未见，

颠覆了欧洲传统摄影观念。同时，这次展览也表达了向中

“墨影画韵”—陈大志摄影作品展
巴黎新华影廊 2013 年 10 月 7 日 —10 月 13 日

国传统绘画的致敬。此次展览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和巴黎新

华影廊共同主办。这些作品均取材于山水草木等水墨画的

传统主题，借用西方的摄影技术，通过国画的写意表现形式，

呈现出自然之美和诗画意境。

陈大志表示，这种把中国画的笔墨艺术和摄影的透视

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可以不拘泥于东西方的艺术形式，

随心所欲地表达其内心意象，抒发其内心激情，抒发他对

大自然的赞美和感悟。

据巴黎新华影廊总经理陈立群介绍，这些作品在台北

展出时受到广泛欢迎，现在如果同样能得到欧洲艺术界的

赞赏，那就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金像奖手册.indd   13 14-10-30   下午2:34



14

时间：2014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地点：中国美术馆七楼

赵迎新：大家好。陈大志先生的作品有一种个性的艺术表达

方式，那么有这种中国水墨这样一种意境，还有光影的表达，我

想这种表达方式和这种艺术创作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听听专家对于

整个他的作品，包括这种风格，还有包括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包

括如何运用我们摄影来传承我们的一些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也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把时间都留给各位专家，我想先请我们德

高望重的陶咏白老师，陶咏白老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也是在艺术评论家，在业内也是非常有声望的，我们先请陶老师

来给我们发言，谢谢。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艺术评论家）：不好

意思，我就是抱着学习来的，对摄影不通。 当时我在电脑上看到

陈大志的作品，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老头，一定是个香港的，台

湾的，就是给我留下这个印象。所以我今天有好几个惊喜。一看

这么年轻，40来岁，而且作品这么成熟，而且才知道他是搞理工的，

是个票友，竟然是如此专业，所以挺惊喜的。他的画一进展览馆，

就看到一江山水，我想这不就是水墨吗，一点摄影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很怀疑，当时很怀疑，我想他肯定是摄影以后加笔墨，结

果我看还不是，还真是搞摄影的技巧。

还有我发现一个惊喜，我终于看到了我们古人多么的厉害，

在摄影机下面看到的画中国的画点，皴法，在摄影机放大以后还

真是那么回事，我们古人没有摄影机，他们就由自己的那种灵性

感觉画出各种各样的画法，我这次来了以后觉得收获非常大，开

了眼界，非常感谢。

那么我是搞绘画评论的，所以对摄影我评论不出什么，因为

我就觉得同样是个视觉艺术，是姐妹艺术，摄影跟绘画是姐妹艺

术，都是舶来品，都是从国外来的，中国油画从大概是，到中国

来已经 500 多年，一般来说明朝利玛窦带着圣母像过来了，其实

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洋人到中国来，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在门

板上画了许多油画，应该是更早一些。我看大志的画我就觉得那

么文气，为什么我有这个印象，太文了，文人画，就是完全是过

去文人画的一种传统，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是一位老先生，没想到

这么年轻。那个时候这个洋人画的跟真人一模一样，画的跟真的

一样，可是非常的逼真，不露画笔，就是太匠气了，不露画笔，

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因为摄影的发明，使我们这个绘画的道路改道了， 就是

从 19 世纪以后开始绘画不断的向现代发展，从印象派以后，印

象有光，照相机也有光，印象派是把色彩分解用在画布上，照相

是真正的还原真实，这样发展各种各样的，表现主义，立体派，

墨影画韵座谈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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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派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肯定绘画，作为我来讲，我一看到画画太像照

片，太客观，你主观怎么理解的，有的时候画画，你看到很多知

名的画家画的那个人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可是

你看他没有精神，所以这个绘画要活，人的生命要表现出来。艺

术必须是你手工跟自己的内心揉在一起画出来的东西才是艺术。

所以现在很多绘画，我们中国出现了油画的意象油画，那就

是围绕老祖宗的写意精神，似与不似之间，这个东西画出来的人、

物， 更强调神似胜于形似， 这才跟西方一些绘画拉开了距离，

今天的意象油画基本我们画家走这样的方向。 我们中国人思维方

法等等方面也不可能绝对走向抽象，因为我们是象形文字，不像

西方 ABCD 完全是抽象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从语言出发，我

们也不可能是太抽象。

从大志摄影当中我觉得是向绘画靠拢，他是向艺术发展，追

求艺术化，看他的作品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看郎静山的作品，在我

心里很崇高，他的作品就向水墨靠拢，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我觉得大志黑白摄影是沿着郎静山的路走过来，他完全是有自己

现代的一种手法， 加入他新的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等等的看

法才出来的照片，说老实话我很怀念过去的黑白照片，感觉有很

多的想象空间 。就像我到桂林去，我在照片上看这个桂林漂亮，

阴雨蒙蒙，虚虚乎乎，神秘得很，我到桂林大白天一看，这桂林

那么难看，很难看，也没有青山绿水的感觉，所以一览无余很难

有艺术的感觉。

 我说大志作品是用追光逐影的镜头显现了有情有调的生命乐

章，这种情调妙在黑白两个颜色，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内涵，含蓄

内在的性格特征，中国人是这样的，比较内涵，他这个黑白两色

可以把这个包罗万象的五颜六色包在里面。所以中国水墨画就是

黑白两色，这种概念化的色彩也代表中国人的深层的心理， 避开

了客观的对象的变化的描写，采取的一种比较相对永恒和稳定的

色彩观念，这是黑白的色彩。所以代替了色彩，用这种色彩代替

了平时我们看到的色彩。 而变成黑白以后就带着自己心里的文化

素质，文化素养，是信念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这不是一种光摆脱色彩的过程，而是中国的哲学，生命

精神在绘画理论当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形成了东方的水墨精神。

老庄就是反对很花哨的色彩追求，讲究朴素的美，老子说五色令

人眼盲，眼睛看不见了，孔子说的是要会视后素，画的素的，很

素雅出来，这都是跟我们水墨画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黑和白，

阴和阳的相合的过程，也是在合的融入当中，一些对立的色彩进

行调和，这个也就是中国哲学最高一种原则。我觉得大志选用黑

白这样一个我说的水墨精神，黑白这样一个精神来表现他的摄影，

有他自己本身的原因，从老庄理论来讲也真正是中国的文化的一

个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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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样进行下来，形成一种神秘的一种深层的清秀的黑

白之美，展现宁静纯粹的大自然， 表现一种沉静的精神世界 ，

就成为一种更深邃的一种超然于自然之上的精神的存在，超越了

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水墨精神就是以黑白阴阳调和的原则上创

造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包容了一切，具有强大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大志这些作品，使我得益不少，我觉得他

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技法等等，使中国这个水墨精神的黑白

摄影进到个新的层次，表现中国水墨精神这么一个摄影作品是中

国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多元文化中间希望大志能不断努力确立我

们中国摄影的地位，谢谢。

陈长芬：我进了美术馆这个殿堂里面，请允许我当一回艺术

家。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艺术范围上，站在平台上很多事情都是包

容，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从这个角度出发看大志的作品，我体

会到， 一个是中国精神，第二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清醒的，非常平

和的一种意境。那么看大志的作品以后我觉得能感受到，给我一

个非常平和的心态。

那么首先我们谈到一个，我今天看到他的所有作品非常平和，

其实他取的一些素材都是很平淡，没有特别的光线，没有特别的

早晚，没有特别的色彩，没有特别丰富什么东西都不要，一个非

常平和的心态，抓起我们心灵里的那些东西，我认为这是艺术的

素质，艺术的语言已经基本存在。至于怎么表达，怎么呈现，用

什么材质，用什么电脑，用什么软件那是第二个问题，是表达的

方式，表达方式我们说几天的我们的艺术已经很广阔了，海阔天

空，你想怎么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大志的作品我觉得不要把他

放在一个摄影的角度上，应该把他放开，放在一个摄影艺术，或

者艺术摄影这个角度来看，看是不是对他的未来，对于他作品的

走向我想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我把大志的作品放在当代艺术，不

是放在传统意义上的，为什么？因为在当代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

条一个是颠覆，颠覆传统，颠覆你的光线，颠覆你的色彩，颠覆

你的构图，颠覆你的线条，不要线条，那么这一点就是甚至有的

不要层次，这都是一种颠覆性的。

说大志的作品要想有更大的深度，离开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应

该也学术，这个学术从哪而来？不是照搬我们水墨画，不是照搬

我们油画，也不是照搬摄影作品，应该有现代重新建立中国当代，

包括中国元素，中国精神，中国美学，中国哲学这一连串东西打

包在一起，捆绑在一起来谈。我们今天中国的摄影作品需要在国

际这个平台上有话语权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的难度，如果今

天没有这种学术，没有这种学术作后盾，没有权威，没有权威的

媒体，没有传播性都没有用，我们沟通不了。 如果谈到艺术里面

讲中国文化，讲中国的美学，讲中国的美学哲理等等，我认为今

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

最后一句话，一个意思，我希望不要把大志的作品和中国的

书法，中国的绘画，中国的水墨混为一谈，一谈像某某国画，像

原代的，像隋唐的，如果这样我们摄影是很悲哀的，因为我们摄

影包含很多科技在里面，有现代艺术，有时代风貌，这些东西今

天怎么把握，我们做摄影，我们艺术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

说我们有个很大的误区，我为什么讲话躲躲闪闪，我想讲一句话，

过去很多人讲话这照片像油画，这幅作品像水墨画，完了，摄影

白干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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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迎新：我觉得每一个作品它作为摄影还是绘画，作为艺术

作品来讲，我觉得这种个性的表达是，强烈的个性表达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他都

有自己的这样的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包括他的一种哲学思想一种

表达，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李元：首先我要感谢这次中国摄影出版社跟数码摄影杂志社

邀我到这来。而今天我看到了陈大志老师的作品，刚才陈长芬老

师我们也是多年在一起了，我们也有很多的沟通，我也很同意他

很多的话题，那么刚才陶咏白老师，她又从传统上来讲了。那么

现在我想讲的是， 从数码摄影发展以来，今天摄影可以说是最广

泛应用的，每一个人都会拍照，不用相机就可以拍照，什么东西

都可以拍，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人可以有不

同的画展，有不同的想法，陈大志老师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表现出

他对于摄影的新的一种做法，也同时也说明了，摄影本身还是有

很多发展的余地，并不仅限于大家目前所接受的而已。

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摄影一个最特殊的一点，跟其他媒体

来说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摄影的纪实性，那么纪实是不是一个

就是记录，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想跟摄影的题材有很大的关系，你

假如说拍人物的话，一个人物脸色，他的表情就是这张照片的故

事，可是风光摄影你去看真正说起来，风光摄影应该是远超于记

录，什么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从李白到毛主席，他们的诗词，以

至于朱自清写的荷塘月色这些都是实际的景色，可是实际的景色

可以有更深的体会。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摄影的人应该要更多

的追求，原因是什么？刚才也谈到了，虽然说油画传到中国已经

500 年了，可是也说到了西方人对于绘画也好，一直到后来现代

派的以前，西方人视觉的媒体都是一个记录，可是在中国文化里

面，这个绝对不仅仅只是个记录。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

们必须要把这个摄影发展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话，虽然发明在

西方，而且发展在西方，我们必定要了解它跟中国文化的接轨。

那么刚才也谈到了，现在事实上刚才讲到陈大志老师的作品到法

国去，法国人也接受了，其实跟国际接轨是经济上的接轨，而不

是文化上的一种求一个共同性。真正再说远一点，八卦虽然说天

地山水是风光摄影的题材，八卦还有风雷水火，这表现的是动态，

这个在陈大志作品里面也表现出来这一点，所以因为有动态的关

系，才会使得风光摄影的含义绝不仅仅只是记录而已，这一点是

我们需要了解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能够做到更精确，其实我们也可

以看到，中国画很多人讲八大山人的画就是今天的超时代的现代

主义的画，他的作品并不是说就是题材来解释的东西，所以这种

事情在中国文化有这么深的这种情景，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要考

虑到。中国人讲意境，什么叫意境？中国的意境就是说一张照片，

对它的理解有更深的情感。随着数码的发展， 我也觉得很高兴看

到中国摄影出版社这次能够支持这方面。因为在过去中国，郎其

山作品被人骂的一塌糊涂，原因就是觉得他不够纪实，其实就是

说纪实并不表示记录，特别是在风光摄影方面来说。拍摄风光照

片不仅仅是一个景色的记录，因为跟景色记录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差异，就是说照片是有画框的，不管多大总是有画框，可是景色

是没有画框的，如何要把一个有画框的画面能够表达出一个感受

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追求，这也就是说从构图也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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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这种现实追求，让人家觉得这个里头你看到了就有一个

感觉 。说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这个作品，陈大志的作品

就说明了他把中国文化带进了摄影作品，不管说他的作品怎么样，

纪实到什么程度。国外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确是随着中国的进步也

希望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摄影界应

该是从这方面来找寻，不管它是一个纪实的表现也好，是色彩的

表现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数码的描写也好，更重要就是要把

中国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

李少白：陈大志作品我以前没看过，今天我看了他的展览，看

了他的画册我想举音乐上的例子来说，比如说一首本贝多芬的曲子，

或者肖邦的曲子，乐谱没有改，不同的演奏家表现出来还是不一样，

唱歌也是，青藏高原李娜唱，或者韩红唱还是有区别，我就觉得陈

大志在他那个，如果用音乐打个比方来说，我觉得陈大志让我看到

从乐谱来说没有多大改动，没有说新曲子，但是唱法不一样，他的

表现不一样。陈大志他自己给自己定位，墨影画韵。 我觉得不管

是画还是摄影，都是一种视觉艺术，平面视觉艺术，我觉得不管像

画也罢，或者画像照片也罢， 就是他整个在艺术上的表达，他下

了工夫的，考虑到比如说墨，墨影，听，动，还有分布。陈大志这

个作品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说艺术，我过去更多往艺方面

去，术不太重视，我也轻视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能轻视，这个术

也有无限的，刚才有人问我，怎么弄的什么什么，做后期没有，问

我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没必要研究这个问题，后期做也好，没做

也好，总而言之那个过程干好事就得，别问干什么什么， 但是他

是在表现上下工夫了。亚当斯的作品我在没有看过亚当斯展览之前，

我觉得亚当斯作品一般，因为我觉得亚当斯作品没有什么特别让你

觉得新鲜的地方，但是在美术馆那次，就这个美术馆我看的时候，

非常震撼，他把技术美发挥到极至，一块石头，你看画册就一块石头，

到跟前拍张照片就不一样，所以技术我认为摄影的技术在不断的往

前发展，技术上也很重要。刚才听到李元跟陈长芬老师讲话对我

有一些启发，我就觉得第一，他是画意，第二，他用摄影表达画意，

而且工夫下在影像上，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成功的，也对我有启发，

以后我也得好好的对科技重视。

王建军：接到参加座谈会这个通知很仓促，原来我也不认识

大志先生，也没听说过他的摄影表现，刚才听了各位老师和专家

的一些发言，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们在讨论大志先生的作品的时

候，不要就摄影来谈摄影，老是离不开摄影，陈老师说的一句话

非常好，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谈是否思路就会更开一些，今天熊伟

先生发言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了解他，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

发言，不是拿着稿子念半天，说来说去还在纠结技术，还在纠结

绘画与摄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我的感觉。

实际上我对于摄影的理解，摄影所反应的是自己个人的一种

感受和感悟，因为我也从一个爱好者，80 年代李元老师认识的

时候，我对摄影突然感兴趣，到后来陈老师的“日月”、“长城”

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原来文章写到，我是看着陈老师的“日月”，“听

着”于云天老师的“钟声”，走入了摄影世界。 今天参加这个会

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也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今天我在会场上，不

光在会场上，下面讨论时候很多人问有没有后期，有的还在技术

层面纠结，我觉得这个没太多的意思，数字影像的进步刚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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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拍片子，尤其你看摄影那种泛滥，比

赛的这种不断的翻新，弄来弄去还是在摄影中转圈，今天看到的

是一个非常有成熟的、有思想的这种艺术家和摄影师的那种感悟。

今天也谈到一些技术上的，就是说国画中间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比如笔触、泼墨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技法，真的是个技法，真正

这个作品能给你带来的是你的个性、你的思想、你对自然这种理

解。为什么陈老师经常挂的一句话，我不是摄影家，我是艺术家，

实际上他给我们揭示的，所提醒的，我们都不要站在摄影这两个

字眼上审视你的拍摄对象，这很容易走死。前些年我走遍中国西

部，我用 6 年时间走遍了美国西部，我把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不

同的哲学观对待自然的这种理解进行了整合和融合，再回过头来

再看我们中国的时候，眼光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对大志的作品

也有一些看法，很多东西和别人种东西，你说完全区分开了我觉

得还没有，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 。

赵迎新：谢谢王建军老师，因为刚才大家谈到了我们可能有

的时候不能就摄影论摄影，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请到一个著名的

纪录片导演，张克明先生，他原来在 NHK 做过多非常有名在世

界上很有影响的纪录大片，我也希望张克明先生以国际视野和其

他领域视野谈谈他的看法，谢谢。

张克明（著名纪录片导演）：谢谢，过奖，首先很感谢今天

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一直拍自然纪录片，但是

我在日本是学广告摄影，从广告摄影转为纪录片导演，在自然界

拍东西包括心态，包括你创作的整体的思路肯定跟自然有很多关

联的，今天我看陈大志先生的作品感触还蛮多的，刚才几位老师

都谈的很好，都讲到了，我讲几点感性的认识。

 首先我今天看完之后感触很多，有几幅作品我真的很喜欢，

后来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作品，当然追本溯源，我肯定考

虑本质的东西。今天这个展览名字叫墨影，我们也看到这个作品

的特点，虽然是摄影作品但是有点像水墨画。我简单讲一下水墨，

水墨都知道，我们都是说在古代中国文人抒发情绪的时候，或者

表达思想时候用水墨画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方式，水墨画它是用

水调配这个墨，有浓墨跟淡墨画一个物像或者心里想表达的内容，

当然这个墨晕开的时候，有一点意思是什么，这个说不清楚的地

方，我们用意境来总结它，为什么说到这？因为今天下午来的时

候看展我们几位也在讨论这个事情，陈大志先生作品这个细节说

这个没有晕开，不像水墨画，我针对这点反而这个地方最让我自

己喜欢，就是看他作品就是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融合，

融合水墨跟摄影的这两个不同表现方法的优点。水墨画当然是黑

白灰来表现物像，有几个具体作品，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

叫竹影，就是一个竹子后面有一个山石的，摄影表现它的细节，

就是用那个水墨可能没有摄影这个手段做得好，然后还有能表现

光影部分，在一个作品当中能看到水墨跟摄影的两个不同手段的

那种最好的那个融合，特别触动我，就是我感到了在他作品当中，

陈大志先生很准确的捕捉到了那个物像本质的东西，可能是这一

点，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很触动我，就是他抓住事物本质东西抓

的特别好，让我去思考一些事情。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早期主

要用影像很美表现它，但是做着做着，到后来做了十多年、二十

年下来之后，我现在也在找一种能不能用你的影像表现一个事物

本质的东西，能很准确抓到它，捕捉到它。其实特别难，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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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我在他的好多幅作品上面我看到这种东西，也触动了我，

我今天想讲就是这些东西，我也希望陈大志先生今后的作品还能

看到这样的东西，特别好。

陈光俊：今天看这个展览挺感动，刚才老师都说了特别特别

多，包括陈长芬老师，就是说当这个东西像一个事的时候有点难，，

当我们像了以后从怎么像的基础上跳出来，而不是满足其中，就

会还是有一些难度。为什么大家探讨你是怎么做的？其实大家最

感兴趣你的这种叙事方法。你看到这些东西，包括少白老师也在

说，这些东西很多的中国摄影家都拍的司空见惯，并不是拍的构

图或者光线有什么大的突破，而是你的叙事方法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是你有意思的事。

但是这个事是特别的杀手，当你把你的艺术作品降低在小的

技巧，或者一个小的方法上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

情，我也是觉得下一步你要用这种方法做什么事才是最最有意思

的，是不是还要做中国山水这个事，或是用这个方法开拓更多跟

当下有关系的一个事，是我的一个希望。我是一个画廊从业人员，

我更看重我们现在艺术家拿来东西之后我根本不问怎么做，包括

建军老师也在说，我们方法根本不重要，我们所重要的是那个东

西摆在墙上，打出来以后给我的效果，这是我们画廊看到的，我

们挑艺术家也是这样，从今天展览呈现方式还是挺传统一个方式，

也是很漂亮的，包括这种装裱，我认为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现方

法，其实我看重的是你下一步干什么。

张国田：我发现这次策划特别好，我觉得今天的定位，大家

做个作品展览总要起个名字，墨影画韵给大家陷入一种感觉中。

前段时间数码摄影的王飞发了个微信，说大家在讨论陈大志先生

的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后期， 我就说了前期后期不重要，重要的

是这一幅幅完整的画面把我们的视觉，影像给我带来一种愉悦。

我今天翻画册翻了好几遍，我也是大概看，有时候美好东西我不

忍心停在那看，我想把它停留住慢慢欣赏，我试图找到对这个照

片喜欢的原因。很多风光照片我看太多，包括第一次大志去平遥，

赵社长他们要了我一个最好的空间，那么大的空间给一个摄影师，

我当时非常不开心，我说凭什么给一个摄影师这么大空间给予他，

他说你不知道这个照片有多好，展出来的时候也好，但是不像今

天好。你们刚才说技术也好，不是技术也好，就是说画廊不在乎

你做什么，他看能不能把照片卖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他的

这种，刚才他的叙事方法，刚才那位克明说想表达他喜欢的这种

抓住本质的画面，我在感觉大志他找到了一种影像的语言中的一

个元素，把这种元素中集合在一起，然后又和另外一种语言发生

了一种碰撞，产生了一种画面，而这种画面感只能意会没法言传。

我也试图寻找他这个东西怎么完成的，我们说这种影像语言和这

种语言中的一种元素，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影像，但是我们到了

影像就没有研究，后来其实影像里头又有一种元素，就像我们原

子子、中子、质子，可能大志研究比我们所走的更远，所以这就

是他的聪明之处。

中午吃饭时候熊总谈论他的历程，包括谈论他们相识，一个

人能把所有工作做好的时候，当他想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

能做好，而且在这个路上会走的更远，而且能赚更多的钱。我太

喜欢这个作品，而且有一种买的冲动，就是这样。其实开这样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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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无非大家给你出出主意，这让我想起杜尚一举句话：我什

么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你们说什么说去吧。坚持自己的创作，

会走的更远。

李欣（华辰拍卖影像艺术总监）：我想就我们陈大志先生的

作品我们来谈一下我在这 5 年当中推出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其实

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流行。大概 40 年已经不成问题了，实际上我

在这些年的市场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我发现摄影在整个美术界

和艺术史是缺憾的，我下一个目标其实想把我们摄影重新拉回到

我们美术界和我们的艺术史里面，所以我下一个目标是希望我们

的摄影大师们能跟我们其他艺术门类大师平起平坐，坐在同一个

桌面上共同研究艺术他们之间的一个相通的地方。我今年也有一

个专题叫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其实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大家已经不再停留在这个快门瞬间的一个摁法，我们真正艺术创

作是多元化，有多种呈现形式，所以我觉得，创新和你的一个真

正有前瞻性一些观点，这是比较重要的。

宿志刚：来了之后我觉得看了大志这次展览，确实不一样了，

确实看到了耳目一新，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

个展示，这是我看展览的一个感受。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我觉

得你这个作品首先跨界，属于跨界艺术，在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是

跨界，一个是材料，陈老师把材料，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胶片跟

数字的结合，在结合之后产生一个很像国画的艺术，就是很像绘

画艺术的一个艺术，但是这种像因为我们这种材料的这种可能性，

比如数字喷绘，到宣纸上，表达为一种数字的呈现，都属于数字

过程一部分，这部分属于新材料一个实验，我们看到更多叫新媒

体，我们管这种艺术叫新媒体艺术。。虽然你的画面呈现出来像

国画，像传统的中国绘画一个形态，但是在我们来看跟绘画没关

系，是一个新媒体艺术，是你的实验，用传统，用数字，用后期

的数据输出实验出来一种艺术影像，达到了跟国画般的一种精致，

在美学意义上的相似性，这个让我感到好玩，做的很有意思， 出

来的效果特别像国画水墨当中的加上矾处理之后的效果，在喷绘

当中和处理当中都表达出来了，这个很神奇，我们很好奇怎么做

的，怎么弄的。

但我觉得你已经达到极致，已经很像了，确实是惊叹你的技

术。像了以后我觉得大志先生艺术，怎么像了之后能形成自己的

东西，这种材料我实验完了，我想干的第一个目的，像国画你做

了，但是第二个目的你应该像你自己，怎么像你自己，一看就是

大志的美学，大志的艺术特征，大志的境界，大志对世界的认知，

你对世界的，你的生命跟世界对话的积淀，对自然界的歌颂，对

宇宙的歌颂，这个可能是我作为艺术家可能最后关注的。

王武：我总体感觉挺好，走这么一个中国山水的路子。但是

大志也很谦虚，面临了很多观众，或者专家，组织，是否经过了

PS，因为大志老师也是不厌其烦的解说这些，包括赵老师也在

给大家解释，这个事情已经多余了， 不用再说了。因为再好的技术，

都会很快被学会，但如果你中国山水情怀抓不住就无法表达出这

个效果，这个本质是艺术，艺术是不可复制的，技术是可以学习的。

马夫：今天大志兄作品有点像画，我们又变成绘画摄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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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评论。其实可能不仅仅这个原因，可能因为我们时代，因为

我们摄影已经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摄影，讨论讨论有点就象一个

建材的一个讨论。因为就是大志兄做了一地砖，做的很像木地板，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木地板好，还是瓷砖模仿木地板好，

这种讨论毫无意义，就是真的怎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哪有什

么像什么不像什么，像多少好。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媒介的问

题，对于艺术的媒介，因为在媒介当中绘画一直是有霸权的，比

如说我们很多绘画的人，包括很有名一些画家，他们美术作品画

画就是利用了，或者挪用我们摄影，但是这种挪用完全把摄影成

分侵蚀掉；但我们摄影所谓挪用美术时候我们几乎是削弱不了，

或者消减不了美术成分在里头，而且摄影和美术这个关系，德国

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画家叫米希特，他在 1962 年就说，他说只有

摄影才是顺应历史发展一个东西，他说绘画变得没有意义，那是

1962 年，我们 2014 年还在讨论这个非常可笑，我就说到这。

吴常云（原中国摄影杂志总编）：我跟大志很早就认识了，

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看一下大志的照片，当时我看了以后我

觉得还真是非常有新意，当时的作品还不是很成熟，而且在制作

方面也是初步摸索阶段，我就希望大志更进一步去摸索，这个路

子我觉得很好。因为咱们风光摄影应该在摄影圈子里头，拍风光

摄影的人应该是最多的，作品也最多，每次什么全国影展来稿里

面风光作品量非常之大的，但是后来受到攻击也是很多的。我想

一想为什么，主要还是咱们刚才谈到摄影的这种记录功能，纪实

功能，你要摆脱这种是非常难的，大部分风光作品有雷同趋向，

要跳出这种雷同非常难。因为摄影这个快门一摁就是对对象的一

个忠实记录，那么我觉得大志在这方面是有开拓的，你的这个展

览和你拍的题材大部分现在是风光类的，那么我觉得摆脱那种纯

写实，应该说是一种写意的风光摄影，那么些意的东西就要写自

己胸中之意了，是你自己的感受，个性化的东西，我觉得你这种

手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艺术魅力，应该在风光摄影里头应

该是独辟蹊径的。所以我觉得迎新社长能够把大志推出来也是很

有眼光的，应该是一个伯乐。应该在摄影界多推出各种创新思路

和创新手法这些摄影师，这样我们风光摄影才能丰富，我们摄影

门类才能丰富。我觉得今天看了大志这个展览以后，我觉得已经

比以前成熟了很多了，但是还应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的去摸索，

而且应该胆子更大一些，更放开一些，真是要把气韵生动中国传

统绘画里头这种精神的东西，在你的摄影作品里面体现。是一种

摄影跟绘画的一种结合的产物，因为你没脱离开摄影，没脱离开

相机，没脱离开胶片，但是既是一种结合又要超越。

白建春（求是杂志办公厅主任）：首先非常感谢出版社给我

这样一个机会，能有机会欣赏到大志这么好的作品，倾听各位老

师各位老总的见解。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个人爱好关系，自己对摄

影还是很关注的，也会经常欣赏不同的风格作品。但是大志作品

看到时候还是让我感到很激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郑板桥那幅对

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让我感动，让我震撼。

我个人想主要有以下这几个层面。

首先是在语言的层面上，他是通过创造性的运用摄影的各种

技术手段，实现了抽象与具像，概括与精致这种写意，比较好的，

或者是比较充分的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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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就是文化层面，他具有东方神韵，中国品德和时

代气派，他以个人文化底蕴和修养在自己这一个浑然天成的境界

里面传承并且创造性的发展了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国文化。

第三个层面就是从价值，或者哲学层面上他做出了一种智慧、

而且坚定的价值选择。一个伟大的作品它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

它能够以自己典型的个性的表达方式体现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大志先生作品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独特深刻的人生体验，体现

了许多人、或者无数人的认知和情感。所以我想这些作品也是生

命是长久的，而且是常青的。爱迪生曾经有过一句话，叫做天才

是 1% 的灵感 99% 的汗水，我想这个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这

个汗水大家都要付出，这个不用讲了，但是灵感每个人都不相同。

曹丕曾经有一句话：“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每个人

天生的气韵不同，写出的诗自然就不一样。我想大志先生这条路

属于他自己也是别人不可复制的，祝愿他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熊伟（数码摄影杂志出品人）：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因为

我在《数码摄影》干的时间很长，在座好些老师很熟，接触这些

老师比大志进入到这个摄影圈子时间长得多，我其实有一个感受，

就是，第一，摄影作为一门艺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它实际上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它是不难的，就是一个初学者，原来没有接触

过摄影的人可以在比如 5 年的时间，然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说做出一定的成绩。至少说明这件事情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讲，其

实它不难。但是我接触摄影，接触很多老师，给我感觉有一个困

惑，就是摄影很难有突破。好像大家经过了很长时间在艺术上的

尝试努力之后，好像要找到一个新的点，突破自身的所达到一种

高度怎么样再上一层楼，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我自己就在想，

摄影如果作为一种艺术怎么样去突破，肯定不能从摄影本身去寻

找这种机会。因为现在全民摄影，我相信如果加上手机全国至少

超过 5 亿人在做摄影，所以凡是你能想得到的点，你能想到的角

度，你能想到的构图，你能想到用光方法，我想可能没有人没有

尝试过。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出新意，而且摄影本身有记录功

能，有表达功能，更多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思想能够通过摄影这

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且我们到底要怎样表达，这个好像就已

经不是摄影范围本身的事情了，我们自己思想的突破，我们的艺

术修养的突破，我们对于整个这种宇宙、对于人生这种哲学思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深的思考，然后我们试图去表达出来。如果

我们这件事情没有想清楚，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表达什么样的东西，

那其实所有一些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用，你表达出来跟别人肯定是

一样的。

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个老师都谈到的问题：摄影本身不能解决

摄影界的问题。如果摄影不把艺术角度展开，不从文化的角度来

展开，摄影没有什么太好的发展。所以不管用什么样方式，都是

一种探索，都是很值得去尝试的探索，但是更多我们整个摄影界

也好，艺术界也好，思想解放，思想的一种升华提高，自己艺术

修养的提高，则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从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工作，我们怎么样去突破这

种眼界的局限，让我们眼光能够放的更长远。

陈大志：其实今天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是个总结，也是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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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心中是比较困惑，下步怎么走，确实有一些困惑。但是其

实我回想起来摄影这个事对我来说出发点非常朴素的。当时要换

一下环境，锻炼身体，到大自然里去放松身心。走着走着自己就

慢慢特别想表自己心里这个东西，而且说实话这个技法本身，刚

才老师也说只是找到一种表达语言， 我特别喜欢中国绘画中的那

种意境，特别喜欢水墨笔触的形式美。有幸的是我找到了表达的

方法，跟中国绘画元素比较契合，可以在摄影作品中充分表达中

国文人心中的山水情怀。孔子针对学易经曾说：要玩而索之！不

要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们就是到山水之间跟大自然交流。我始终

是提醒自己要保持这点。以自然为师，与大自然里交流，我自己

也陶醉在其中，内心那种激情真正得到一种释放。这种感觉对我

来说，真的是很畅快淋漓那种感觉。

当然一开始摄影，我心里这个想法也是非常朴素的。我觉得

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拍片，我怎么能把中国这种意境表达出来，

这个确实在主观上有这种追求，所以碰到这种技法我就去放大，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摸索。究竟走到哪一步，我也不会现在预设。

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心里不断思考，不断修炼，在不断的拍摄过

程中慢慢去找。古人云：琴棋书画，不修心，如同万物丧志！答

案其实就是修心，不断从中华文化和艺术宝库中汲取灵感和力量！

谢谢今天大家提了很多建议对我非常有启发，我也会继续努

力，谢谢大家。

赵迎新：我们座谈会今天就结束，感谢各位专家和老师们今

天给我们很多的好的建议评论，包括对于我们在艺术绘画，包括

在艺术的表达方式，还有包括我们今后在艺术探索，包括在国际

话语中的传播，怎么去把我们这种文化和艺术能在国际上有认知，

能够把我们摄影家推出去这些方面都做了非常丰富的发言，特别

感谢大家我想对陈大志先生今天座谈会能有很大的收获，我们也

有很大的收获，我想我们出版社也是有责任肩负起这个使命，推

出更多的更好的摄影家的作品，同时也把他们推到国际舞台上去，

让更多的人认知他们，也使摄影真正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能够融

合在中华文化艺术的宝库中。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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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中国传统文化，连“老外”都会啧啧称赞，国人亦或会

陶醉在传统曲艺的腔韵里，亦或会钟情于国画山水的水墨世界，

而同样对传统文化深怀向往之心的摄影师陈大志则另辟蹊径，在

原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摄影中，突破胶片拍摄冲洗技术瓶颈，

探索出一条通往传统“水墨”趣味的新奇之路。效果之奇，以至

于摄影界的专家们亦难论断：这究竟是摄影在抢占传统“水墨”

之路，还是传统“水墨”敲开了摄影的大门？

人类总是在不知不觉间便掉进历史的惯性旋涡。有人在传统

文化的红尘中忘了自已，有人则挣扎在历史的迷雾中寻找着孤独

灵魂的居所，陈大志属于后者，他说人的一生脱离不了潜意识的

诱惑，而自己却是一个总在不断寻找突破口的行者。陈大志尊儒

教，研易学，并皈依佛门，他一直在“探寻中华文化的瀚海中让

自己能够安静下来的那一束光。”如今，他似乎找到了，这光束

就是对摄影的信仰！陈大志就像一匹行业黑马，入道摄影不久，

却在不经意间闯进了专业学术的领域。

探索之路 柳暗花明

陈大志开始学摄影已是数码时代，虽半路出家，却不惧猛虎，

硬从胶片入手。这本无可厚非，胶片与数码之争早已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陈大志竟从中看出了问题。最初玩胶片时，陈大志对自

己的作品也不甚满意，看起来总觉得不过瘾，他用了一个最直白

的流行语汇来评介自己的作品，叫做“画面‘不透亮’”，陈大

志也常常因此懊恼，感觉摄影无路可循。

虽然陈大志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淫很深，但毕竟摄影属于

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需同时具备理论与实操的全面把控能力。

每个摄影人都会经历这种眼高手低，并需要数以“年”计的拍摄

经验积累沉淀，而转折点在于，陈大志竟意外跳出了这一“经验”

的圈套，很快找到了属于自已的独特摄影风格——“水墨”画意

摄影。

陈大志从自己扫描出的一堆废片电子版里发现了意外之处，

他发现其中一张黑白照片出现了难得的“水墨”晕染现象。细细

回忆拍摄过程之后，陈大志又抱着相机去类似场景拍摄印证，等

回来冲洗出照片后大喜，按自己试验办法拍出的作品“水墨”晕

染现象更加明显。对于这一新发现，陈大志不知何因，也不能断

定是否算是新发现，但几经求教，却无人能够解答，因为没有人

做过此项专门研究。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陈大志暗自庆幸

自己在摄影领域找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的技术语言，终于可

以通过摄影创作出“自己心中的风景”来。

技术之路 老树新枝

技术创新需要理论的支持，随后陈大志就开始认真探索起了

胶片曝光的原理。“在黑白胶片中，当光线照射某一银盐的晶体后，

摄影，“水墨”之路——东方画意摄影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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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和附近的其他晶体结成团块，照射到感光乳剂的光线越强，

晶体改变而聚集成团块的也越多。银盐颗粒的本身具有大小不一

的体积，显影后的银粒并不单独存在，而是聚集在一起。底片放

得越大，便会形成

越发明显的颗粒团。”陈大志经过反复试验发现，这种“颗

粒团”的效果通过加强和减弱，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团块”

构成的点、线条、色块及其深浅变化，类似毛笔在宣纸上勾划皴

擦出来的点、线和块，从而产生“水墨”效果。

前人无法突破的技术屏障，在陈大志这应刃而解，摄影的“水

墨”效果甚至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堪比国画真“水墨”的趣

味。并且，“摄影是减法，我运用的这种尚且称之为‘水墨’技

法创作出的作品，纹理在，细节在，却更粗犷，更好地实现了减

法的效果。”这种技法不通过后期处理就能很好地实现，“好技

法一定简单”陈大志对这一技术的可操作性非常看好，他期望通

过探究能将这一创新技巧沉淀下来并公式化。技术只是手段，“摄

影艺术本质是画面表达的内在意境和精神，所有技法和外在形式

都是为此服务的。我们必须掌握和发展摄影的技术和技巧，但不

能陷入技巧中而忽略了对内在意境和精神的追求。”大喜过望的

陈大志依然冷静而清晰地明白摄影的要旨。

艺术之路 追根溯源

说到“内在的追求”还要回归到传统文化，而提到中国的传

统文化，惯于形象思维的人眼前立刻会浮现出巨幅国墨山水之情

景画卷。随着画卷款款展开，耳畔顿时响起丝竹腔调之声韵，此

刻一叶偏舟扬帆而起，又瞬时幻化成巨型龙舟，迎向历史长河的

滚滚洪流，于苍茫中雷霆而去……如此，有人感喟江湖武侠之快

意，有人赞叹华夏文明之浩远，有人敬畏古人先贤之遗风，有人

悟道苦乐人生之虚幻，不一而足。

“每个中国人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骨子里都有一个‘中国

山水’的情怀”，陈大志总结说。而在摄影界，也有很多摄影师

在如痴如狂地探索着摄影的“水墨”之路，郎静山自不必说，那

是东方“水墨”画意摄影的“开山鼻祖”，这条路上随后的摄影

人纷呈踏至，曾几何时一提到中国风光摄影，每个摄影人都能拿

出几幅画意小品，但真正能称“名”成“家”的寥寥无几。不过

郎静山的集锦摄影风格需要通过暗房拼贴，在胶片时代，能拼得

出画意作品已算是高手，而到了数码时代，拼贴再无技术台阶可

攀，中国的画意摄影发展难出新意，便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僵局，

中国摄影的主流也再次回流到了西方摄影的审美表达上。

“中国画意讲求‘似象非象’，其笔墨技法很重要，从技法

分析，其实中国山水画的画意特点很多是依靠其“形式美”来体

现的，而技巧核心则是它的笔墨和宣纸，毛笔在宣纸上一画，那

种在纸上洇湿的感觉便顿显出来”。陈大志的“水墨”创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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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摄影中实现东方画意的核心，是从技法上体现出“水墨”

形式，表现出了“笔墨”的形式美。为了寻找东方画意摄影的艺

术理论支持，陈大志认真研究起了国画山水的发展脉络及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论根基。“中国山水画是散点透视构图法，在一个平

面上自由地铺陈布设山水、树木、人物、庭院等等，以表现深远、

高远、平远的意境。构图中往往有大块留白，很少光影变化，多

以立轴、长卷、扇面等形式出现，有题款印章。中国山水以形写神，

以神写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表达简拙、淡远、虚静的画意。”

如今，这些理论陈大志已烂熟于心，讲起来也头头是道，甚至可

以将之与影像审美完美结合：“借助银颗粒团特性，光线通过底

片上构成图像的银颗粒团的中间和边缘后，在相纸上形成的影像，

就会产生一种水墨在宣纸上交融渗透的感觉：树枝的影像好像用

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树枝的那种一笔下来，墨汁洇湿浓淡的感觉；

岩石的影像好像用毛笔一点一点皴擦出来的；由于边缘的洇透感

觉，大块的黑色块又像是墨汁的泼洒和堆积，浓淡中隐隐透着纹

理，妙不可言。在相纸上居然出现了中国水墨画中的那种‘笔墨

形式美’，使照片有了些中国山水意境，不同的构图使有些照片

又有西方绘画中的写意味道！”

悟道之路 曲径通幽

陈大志喜欢打太极，修炼的是陈式太极，已有十余年。陈大

志说前几年都是花架子，现在才是用脑子打。太极最初出见于《易

经》（《易学》），易经的理论：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归太极”“阴阳之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独

阴不生，独阳不长”这是中国的哲学。“打了太极就会按这种哲

学思想去生活”，陈大志身体力行，通过打太极去感悟生活。摄

影也一样，是悟道的过程。“当我找到了属于自我的独特技法后，

我最想要做的就是走进大自然，自然是吾师！”“在大自然中，

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你”这是个凝视的过程，也是在悟道。“中

国有句古话叫‘用而不知’，其实我们做事情是在从中国文化中

寻找到的力量。”陈大志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来分解西方的

摄影，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摄影审美理念。他认为“抓别人的

东西，别把自己给丢了”。

当然，陈大志也承认现在这个社会西方文化占主流，而且在

摄影上，他更是受著名风光摄影家亚当斯提出的区域曝光法的很

大影响，从亚当斯的书中得到提示——“摄影首先要去想象”，

甚至他的“水墨”技法的形成也得益于对东方传统画意摄影方法

的否定。他说：“看《易经》，能让国人获得文化自信；作为中

国文化之精粹的儒释道，我们都应该更好地去研究。”“中为体，

西为用”是陈大志认为的最好结合。

追求之路 任重道远

采访结束前，陈大志还在谈胶片与数码的结合，这本已是强

弩末路，而经他的“水墨”技法创新，东方画意摄影这棵老树焕

然一新，他也感慨专业摄影师都在放弃胶片时，自己却选择了一

意孤行——“穷则思变”。

基于介质特性的探索，是陈大志摄影的未来之路，也是东方

画意摄影的未来之路。陈大志摄影创作上也是一直在追求体现中

国传统意味的系列，而问及打算，他还希望从西方的构图审美去

做更深入的“尝试”。“西方绘画讲究运光，讲究光在画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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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中国绘画讲求意象，甚至只用寥寥数笔来表现形、意”陈

大志能如此简练地概括出东西方绘画语言中审美趣味的不同，说

明他已经不再受东西方文化的限制和阻尼，而如何更好地在摄影

领域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陈大志任重而道远。

《墨影画韵——陈大志水墨摄影作品展》

2013 年 6 月 1 日，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主办的 《墨影画韵─

陈大志水墨摄影作品展》 于中国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之台北红馆举

行开幕式和研讨座谈会。第一个将西方摄影带入东方水墨意境的

是摄影大师郎静山，取多张底片之局部接合构图或对底片加笔修

绘，使成一新的影像，力图建构出水墨艺术中写意的情调，称为 

“集锦摄影法”。此次，首来台的摄影家陈大志则以创新的方式，

藉由西方的摄影技术，通以中国笔墨的外在形式，表达出水墨艺

术的山水画意。与会的台湾摄影博物馆文化学会理事长庄灵表示：

陈大志的作品，远远看，就是幅摄影作品，走近欣赏，感觉作品

更丰富了，且视觉上多了惊艳。光盐纪实工房的执行长萧嘉庆也

给予不错的评价，他表示 : 陈大志在 “虚无之间的拿捏，已经了

然于胸了”。座谈会最后更邀请书法家周澄为陈大志的摄影作品

题诗落款。

时间：2013 年 6 月 1 日

地点：中国台北华山文创园 台北红馆

策展人：赵迎新 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

研讨会特邀：

庄  灵 摄影家、世新大学图传系教授

简永彬 策展人

萧嘉庆 《人间杂志》 摄影主编

周志刚 摄影家、亚洲影艺联盟秘书长

庄明景 风景摄影家

刘振详 摄影家

洪世聪 中华摄影文化协进会理事长

徐宗懋 收藏家、艺术评论家

展览研讨会记要

庄灵致辞：

最近有机会看到陈大志先生定名为“水墨摄影”的作品多件，

前些日子看的小样，今天在现场观赏，感觉更不一样，更深刻。

发现这些作品除了能呈现大家原本熟悉的“传统中国画意”的意

境之外，在技法上还增加如同水墨画般的毛笔线条，皱法和浓淡

不同的渲染“笔迹”，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实在可以说是一项突

破旧有成像技术的新表现。

如果我们以郎静山先生传在的“集锦摄影”作品相对照，便

可发现郎大师的作品，仍然以通过相机镜头所拍的山、树、云、

石等物象的“真实相貌”，来作为画面表现的主体内容，换句话说，

作品虽然具有浓厚的传统中国山水绘画的感觉和意境，但是画面

中的所有物象，仍然不脱原本的天赋姿容，可是陈大志先生的水

墨摄影，则在如同前述郎老师作品的意境表现之外，另增加了酷

似用笔墨加绘的线条、皱法和渲染痕迹，使画面看来更近似水墨

画，甚至不再像摄影，套用一句陈先生自己的话：“找出摄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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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形成‘笔墨形式美’的技法，就是我水墨摄影的创作核心。”

今天我们观赏陈先生的展出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前期还是后期

简永彬 : 陈先生的作品展示了个人在追求艺术领域上一个无

限的可能性。我们翻开整个艺术史理论上的问题，整个摄影和绘

画上的纠葛或者说它像兄弟般的亲密。“摄影未来会走到什么地

方去？”各位都来思考这个问题。传统的摄影它要界定在哪个位

置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思考问题。不过回到陈大志先生开场所

说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是永远不会被否定的。现在的

视觉艺术已经像上帝、像变形金刚一样可以无限展延的时候，那

些传统的、原本的价值在何方呢 ? 那是不会变的，基本上那是一

种情愫，一种感情，你反过来说，一张能让你感动的照片，它是

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的。

针对技术面的话，我稍微要说一下，因为毕竟涉及我对于一

项作品的看法，我会比较坚持一种作法，就是用传统的一致性，

一定是用黑白的底片、黑白胶卷、黑白的冲印，黑白的冲洗。像

我刚刚看到的作品里面，有在泼墨上表现的极致，我觉得那可能

有些后制，泼墨也是后制的一部分。有些作品又想有现代水墨上

的极致表现，又想表现中国山水那无法复制的山林吐雾的现场震

撼，而陈先生的作品就把这些层次都表现在里面。但作品输出在

宣纸上可能会削弱某一部分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在泼墨上它可能

会薄弱一点。

如果说陈先生作品真的是靠后制的部份，其实又回到刚刚讲

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那也不妨可以加更多的元素进去，这样呈

现在现场，对中国山水的那种敬畏，或者是一种对待呼应自我的

过程中，应该会有更丰富的感受。

萧嘉庆 : 刚刚我特地拿了我的老花眼镜，站到作品前面去看，

我真的看到了笔触，林国彰老师也非常认同，这个笔触就是毛笔

的笔触，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通过多少的锻炼、多少的失败，

或者他是怎么拿到这样的笔触，我很好奇。

庄灵 : 我觉得在欣赏上这是不同的感受，等于是说从远处看

构图以及影像的呈现，从哲学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追求和表达的

概念。当走近以后又增加了很多趣味，这趣味是其他任何一位摄

影家同样要表达传统画意的影像时所没有的，是一个新的视觉经

验。增加很多的笔触和水墨的韵味，增加了作品的可欣赏性和空间。

陈大志 : 其实中国画的感觉跟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套用这种

形式用油彩去画中国画，不会有那种感觉，所以这就变成了它的

一种独特形式美。在介绍的文章中我也说技法的核心就是把这种

美体现出来，但如果过于注重这种技法，把画意丢了，那什么也

不是了，所以就是看怎么去结合。我觉得技法是一个基础，就像

毛笔一样，毛笔这种绘画工具，它本身就让人感觉是中国画，而

技法出来后，像庄老师说的，就是一个笔触，

就是毛笔的感觉。

赵迎新 :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个摄影作品，虽然它的拍摄取法

自然。我认为这一拍摄是属于自然的技术所呈现的，但所表达的

意境又能超越自然，它是对自然非常纯粹的体验和表现，这是我

觉得在现在的摄影界非常非常难得的部分。在我们不断的绘画中

也好，或是摄影创作之中，其实都有历史性转折的时刻。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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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欧洲印象派，也是根据它笔触及对光影的绘画技巧的转变，完

全形成一个风格和流派。我觉得陈大志先生在摄影创作中是一个

很好的尝试。

洪世聪 : 我刚跟刘振祥在讨论。比如以其中一张来说，它里

面都是属于块状的结构，一张底片，起码像那些有水墨的笔触绝

对不是底片的内容，底片应该是它拍时是什么样子其结果就会是

什么样子，所以你把它模糊化了反映到作品上却又不模糊，这让

我们很好奇。

陈大志 : 有些杂志社的朋友说你要发表，你要交代你怎么拍

的，我就自己回头去分析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图片社的朋友说你

写那么多干嘛，把底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就可以了。现场有部分跟

底片几乎一模一样，但有一些是明暗对比要调大一点，这可以拿

出来给大家看。

我主要用 Lightroom 来调整图片，主要用几个功能，一个是

曝光，一个是亮度。高光压一下，暗部调一下，这是过去暗房里

很难处理的事情，但现在非常简单，无非就这几个功能，你想多

去调整也没有。

关于传承与发展

周志刚 : 我很高兴我们遇到一个同好，我跟郎静山先生一起

很多年，大家都想这一方面能够寻求一些创作的方法。我觉得不

管用什么技法来作摄影，应该是要追求意境和诗意，这些画面感

觉有诗意、有意义的存在。

郎静山先生是非常注重国画六法，尤其气韵生动，出来的作

品必须有气韵，必须生动，这样变化才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刚才讲的经营位置，我们很多人讲的经营位置就是构图，其

实经营位置比构图还要更广义的解释，构图当然很重要，但它应

该比构图更宽广一点，所以二者一般是无法比的，我想陈先生很

重视这一点。这点郎静山先生并不太强调，因为他完全用“深远”，

没有考虑到笔触的问题，虽然他也画画，但没有用这种方法来画

在摄影上面。所以他（陈大志）最重要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气韵

生动，另一是经营位置。

庄明景 : 刚才陈大志讲自己对中国哲学、美术和传统艺术的

理解和感情，这才是最深的知识基础。然后从旁边去出发。

我觉得作品从展现上来说，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当然

艺术是不断成长的，他特别在数位影像这么盛行的强势状况下，

选择展现更多可能，有更多无限的空间，将来是不是也有彩色呢 ?

在摄影和绘画之间

刘振祥 : 陈老师让我开了眼界。我刚进来就看到你把它定为

一个摄影展，其实我觉得不用，这完全就是一个画展，你没有必

要去跟摄影做这么大的连结。因为就现在的视觉艺术来讲，摄影

只是一个使用的工具与界面，你呈现的是已经脱离摄影能够办到

的事情了。你用早期摄影这样的技术，可是后面做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你个人对中国水墨或是个人创作的绘画影像，跟摄影已经

没太大的关系。

庄灵 : 可能刘振祥先生的看法是不同的出发点，我的看法跟

他不一样。我反而觉得大志先生的展还是摄影，但他的摄影把表

现的领域更往前开创了，在整个当代艺术里面或视觉艺术里面，

它必定有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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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永彬 : 我非常清楚对陈大志先生的表现方法要去界定是摄

影还是非摄影，但我会反过来想到底用什么材质来表现。当一个

艺术家或创作者用一种材质去表现的时候，这些是可以被理解的，

应该要清楚地被阐述，因为这是一种传达过程。你的摄影要去表

达什么，这个是可以传达的，那技巧面的作品展示，就是要可以

被了解的。这里面没有技巧，它就是真实在里面的。一次性的底

片黑白能呈现这个吗 ? 我可能没看过，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存

疑，底片呈现这样的作品，我不太可以认定。我觉得是后制的结果。

陈大志 : 我特别喜欢风光摄影家姜平对我作品的评论，他说

“把水墨笔触这个感觉跟摄影透视技术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所以不能按照绘画的要求来要求它。我个人

倾向用摄影来看它。

拍片还是“立说”

徐宗懋 : 显然您现在尝试成立一家之言，这个很好，要自立

门派。我觉得真正的成为一家之言的时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

的艺术理论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它的体系化、脉落是非常清晰

的。第二个通常他们对技法是不会隐瞒的。“这就是我的一家之言、

我的学徒、粉丝、我的跟随者，跟着我这么做”。“我以我告诉

你我创立了这个方法为荣”。

萧嘉庆 : 我的看法不太同意，因为我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极简主义世界级的英国风景摄影家。他的极简主义风景甚至包含

黄山，非常有名，他也不需要跟全世界说他是什么体系，是什么

技法。他就是拍拍拍，他追求的是这种境界。

我觉得陈大志先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而且他只花了

三年，所以他是非常有天份的，他未来的世界级的地位是一定有

的。只要我们把他摆对位置，只要摆到苏富比的拍卖市场去，谁

管你的体系和理论，那重要吗？

庄灵 : 我忽然想到一点。陈先生说参加座谈后感觉压力很大。

我觉得从一个创作者角度来说你没有任何包袱。尤其你以前不是

个大摄影家，都没有，这很好好。今天各位给您的不管是肯定或

未来的定位，这些都不管，你想要怎么做就去做，回到最简单的

状态，未来交给时间交给观众。我觉得艺术创作如果一开始就想

到这些对他只有束缚，变成自己钻到井里出不来。你就走你愿意

走、希望走的路，尽量地去发挥，这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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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7 日中国摄影报第 5 版

发表陈大志摄影作品专版。

2014 年 9月，《墨影画韵》画册获得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画册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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