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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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陈大志   采访｜王飞

摄影，“水墨”之路
东方画意摄影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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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子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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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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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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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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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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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志
山东荣成人，做过软件工程师、记者、编辑、报社社长、公司总裁，现自

我创业。 数年前偶然拿起相机，竟一发不可收。衷情水墨摄影，经过不

断试验摸索，终于探索出在摄影这种西方艺术和技术中，发挥中国笔墨

的外在形式，以结合画面内容，表达出中国文化中的水墨山水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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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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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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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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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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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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影画韵——陈大志水墨摄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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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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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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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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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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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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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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