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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年，除了教学，就是东奔西走地拍摄，套句时尚的话说：不是在拍摄，就是在去拍摄的路上
。
拍摄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镜头则是我看世界的第三只眼。
　　我想拍的题材非常多，而这些年拍摄的主体主要是建筑与空间，是工作也是偏好。
看着那些从空旷的地面拔地而起棱角分明的现代建筑，看着那些潜藏在闹市中古香古色的老建筑，看
着那些千姿百态、造型多样、色彩万变的室内空间，我常常有种莫名的感动。
能够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美好事物用相机记录下来，以影像的方式传播开去，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
事情。
旅途奔波虽然有些辛劳，工作却总是充满期待。
　　用镜头记录建筑是件愉悦的事，但要以文字的方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却殊为不易。
我们做教学工作的，平常讲摄影方法与技术表现可以滔滔不绝，但要讲到建筑摄影，还是个比较新的
课题，需要谨言慎行。
建筑也好，空间也好，完工前已经有一大批建筑师、设计师、配套技术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我们用镜头以自己对项目的理解进行影像再创作，记录的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劳动成果。
对于集体的心血结晶，需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也是我下笔“重逾千金”的原因所在。
　　搜索旧稿，发现那些鲜有的文字记录根本无法和这几年辛劳的拍摄等值起来。
去年给《domus》写了一篇关于建筑感悟的文章，感觉意犹未尽，小小的篇幅是无法把我的看法讲叙
清楚，今天要借《大师智慧》这本书一吐为快。
我常常提及“忘记照相机”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少谈些摄影技术问题，而更多谈些拍摄的感悟与体会
。
我就从自身的理解说起，也希望由此抛砖引玉，得到更多的回响与真知灼见。
　　对于建筑的认识，我大体上是从概念和人文这两个层面去理解的。
在我看来建筑是古老而神秘的话题，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建筑就已经作为一门艺术出现，
可以说是视觉形象艺术最早出现的形态。
从艺术史中不难发现，无论是人类早期艺术的居址壁画，还是后来被我们视为经典的西斯廷天顶画，
或是佛罗伦萨洗礼堂的大门，都和建筑不无关系，是建筑的一部分。
无论古埃及的金字塔，还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再或者比萨斜塔这些建筑都早已经超越任何地域文化与
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影响世界各地。
艺术发展脉络中很多思潮与流派都源于建筑术语。
另外一点，建筑还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实践与创造活动，动用资金之庞大，参与劳
动力量之多，试想有哪一种活动能够比得上今天我们建设城市的力度。
　　摄影要比建筑年轻得多。
从十九世纪摄影产生以来，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它的自身来说，并不像建筑有那么多的辉煌的历
史。
但摄影的出现，却给我们解读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打破了文字一统天下的单一局面，给了我们
一个相对真实而客观的信息渠道，并且对同时期绘画的革命起到了强力催化作用，促使绘画从写实迅
速地走向抽象。
摄影发展之初，由于技术（早期受感光材料的限制导致曝光时间过长）的原因，建筑就已经成为最早
拍摄的对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专门为建筑服务的摄影便产生了。
摄影早已今非昔比，它已经不再是专业摄影师独享的专利。
数码时代的到来打破了技术鸿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的新拍摄时代促进了信息的空前繁荣，
同时使得新一代的摄影师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身价重新审视摄影。
建筑摄影正逐渐走出对建筑忠实再现的单一诉求，开始探寻自己的语言。
但发展史证明，每一次随着技术进步而开启新篇章的同时，又都会给艺术发展带来暂时的停滞甚至倒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智慧>>

退的危险。
我正是经历了摄影的这一变革始末，才发自内心的提出“要忘记摄影机，把精力与激情投入到更加广
阔的文化领域”，否则我们将会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
　　这本书收录了我近两年拍摄的优秀室内建筑作品，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带有强烈个人
视角的解读方式。
我自认算是一个勤奋的摄影师，最近几年近乎疯狂地沉迷于拍摄，除去教学工作我几乎占用了所有的
空余时间。
每年完成大大小小不少于100个项目的拍摄，这个数字让我自己都吃惊不小，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开
自己的惑，去探知何为建筑摄影。
有人谈起“艺术何为，何为艺术”实在有些绕口，就像是高更当年疑惑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虽然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却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不得不思考。
今天我把它的范围缩小为“建筑何为，摄影何为”。
最近看了本阿兰&#8226;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里面有些观点我甚是赞同——建筑因人而存在，人
为追求幸福而存在，建筑为人提供幸福生活而存在。
以此推理，摄影因人而存在，也应该为人谋求幸福生活。
建筑从物质到精神两个层面为人服务，摄影则在精神层面为人服务。
建筑摄影是通过对建筑题材的再创作而实现为人服务的最终目的的，因此拍摄时忘掉摄影机的存在，
关注拍摄对象是必要的。
　　人是怀旧的动物，是追求艺术生活的动物，建筑正是现代人寄托情思的载体。
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让无数国人为之陶醉和向往，如今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常常出
现的“左岸”、“花园”等地产名称，更是折射了人对艺术生活的回味。
因此从这一意义来说，建筑的作用与意义就应该归属为以人为本和“人”、“生活”、“精神享受”
相关联的产物，任何一种建筑都无法摆脱，任何一个拍摄建筑的摄影师也不能回避应有的对“人”的
关注与尊重。
虽然建筑设计与建筑摄影关注的对象都是建筑，摄影的关注点却有其独特之处。
作为一种看的方式，摄影更注重通过形式表达精神，传递信息，而对于建筑摄影来说，它的纪实性与
创造性是并存的。
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看”赋予了建筑截然不同的理解。
而这种理解构成了建筑的存在感，它究竟以什么形式存在，以何种面貌呈现，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观看
者本身。
对于建筑师来说，设计之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新建筑融合进现有的环境中。
所以，他们理应恰当地安排新建筑的存在空间，竭尽所能地考虑如何让新建筑与原始环境和谐共存。
但是，与建筑师的前期策划相比，建筑摄影则更多地关注已经存在的建筑和周围空间的关系，他们习
惯于从不同性质的空间中寻找对比、协调等诸如此类的视觉关系。
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专业摄影师，他的任务除了记录空间影像之外，还必须亲身体验建筑所
创造的空间。
他们通常是作为建筑的见证者和体验者来感受空间，并将这种体验转变为图像。
所以，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其更容易摆脱专业的思维定式，关注建筑真正的使用情况及其生长状况。
因此作为一名旁观者，摄影师对于建筑的存在性这一问题似乎更有发言权。
　　设计师希望通过建筑向人们传达些什么，摄影师也希望通过镜头传递一些信息。
每种建筑风格都诉说着一种对幸福的理解，司汤达说：“美即是对幸福的许诺”。
他聪明地避免了对美的类型作出定义，通过幸福这个极具包容性的词汇涵盖了人类追求美的宽广范畴
。
当建筑师们称赞一幅建筑照片美的时候，实际上是照片实现了拍摄者和建造者的共同理想，于是建筑
摄影独立的艺术特性便呈现出来。
发展至今天，建筑设计领域越来越重视建筑摄影的存在，有的甚至给予更多的期望，但摄影师和建筑
师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适合所有风格与建筑题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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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在不同的层次与阶段有其自身的优劣差异，建筑摄影只能起到美化与促进的作用，但绝不能够从
本质上改变建筑的优劣。
这就需要谈到摄影的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建筑摄影作品夸张了某些局部关系，从而为建筑提供了
更多的解读可能，也给相关读者产生新的灵感提供了可能。
直到现在我还相信被摄影抽象并放大了的建筑局部照片真的能使建筑局部重返现实变成创意之源，毕
竟人们面对抽象形态的想象力要远超过对写实物体形态的想象。
就如当我们看到一片云的时候，它可以被视为龙、凤、牛、羊等，又有谁在看到一头牛时可以有这么
丰富的想象。
　　这本书以《大师智慧》命名，而没有使用诸如“美的许诺”之类的意想型的表述，是因为收录其
间的作品确实是在业界声名卓著的国际一流设计公司在中国的经典空间设计作品。
选择这些项目结集成书还有一个优势是：“大师”替我挡了箭，“智慧”又回避了下定义的尴尬，但
是建筑摄影本身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识别建筑相对明确却狭隘的定义，回避了时间与环境的复杂性导致
的情感多变，也因此它无法表达建筑的全部情感，却强化了观点，明确了诉求，个性也更加鲜明，这
正是用精神层面的手段解释物质现象的必然结果。
但愿这本书能够帮助您对这些优秀建筑有更鲜明的认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智慧>>

书籍目录

酒店餐饮娱乐会所休闲公共空间销售展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智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