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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四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开幕意味着这个广东省重点文化项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
个项目已经通过四年的运作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都闻名的摄影节，连州也光荣地被誉为“中国摄影之城
”，全体连州人民都引以为豪。
连州地处粤西北，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
据史载，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沛相袁忠的子孙就将中原使用铁犁耙田的先进农耕技术带到连州
，开了岭南先进农业之先声。
先进的农业技术进～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连州成为了“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刘禹锡
《连州刺史厅壁记》）的富庶地区，当时的连州已有三万多户口．人口之众仅次于广州而多于韶州（
今韶关）。
连州和广州、韶州一起并列为“岭南兰州”。
　　在唐宋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如韩愈、刘禹锡、王宏中、张浚等都曾贬来连州
，特别是刘禹锡还在连州为刺史近五年之久。
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到来，为连州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连州成为了百越荒蛮之地的文化之
城。
唐、宋期间，连州士子高中进士竟达七十二人之众，因而事有了“连州科第甲通省”的美誉。
连州还是粤北旅游中心城市，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唐代诗人刘禹锡贬任连州刺史时，就写下了“剡溪若问连州事，惟有青山画不如”的诗句。
唐代文学家韩愈，亦在《燕喜亭记》中赞美“吾州之山水名天下”。
连州境内的旅游景点，有神秘瑰丽的地下河、“岭南画廊”之誉的湟川三峡、夏凉冬雪的潭岭天湖森
林公园和天龙谷、森林温泉飞瀑的大东山旅游渡假区、慧光千年斜塔、古村落群、燕喜园林、历代名
人手迹的磨岩石刻、道教之四十九福地的静福寒林等，可让人领略并陶醉于湟川文化的神韵。
　　迈入21世纪的连州，紧握广东历史文化名城和粤北旅游中心城市这两块金字名片，积极响应广东
省委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创立了这个国际性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摄影年展，集学术交流、专题研
讨、摄影创作、图像展示、图片交易于一身，并将创造一个文化与经济、专业与市场共赢的更高层次
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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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照相机”的主题也许带着复古的倾向，但艺术史上很多新思潮恰恰是通过对某种古艺术的复兴
来实现的，诸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而"连州国际摄影节"举办地的连州，其人文地理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
“我的照相机”，并不主张单纯回到“我”和“照相机”及其现实的传统关系上，而是主张摄影家回
到“我”的独立立场，回到通过“照相机”直面和见证今天的现实和人生境况和感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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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家重“心”略“物”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
学观念。
自然界的山与水只是艺术家对人生的反思与认识的一种载体。
他们的意趣并不受此束缚，艺术家寻求的“神游”意境，并非现实生活的东南西北、前后左右。
山水画要求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摆脱真实自然的约束。
这种审美观在19世纪末才受到西方的重视，提出在艺术上打破时空界限，以开阔艺术的表现作用和功
能，但在此之前的西方风景画的创作观念，就像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必须“以镜子为师”，在现实
中感觉大自然，依靠丰富的色彩、细微的光感表达一种真实存在的自然风光，以此表达自身对世界的
理解。
　　“山水”不但成了个人躯体生命寄托之所，可以居；也成了身心探求舒畅之处，可以游；更成了
性情修行领悟之道场。
可以望。
山水从客观形而下的“居”，通过身心一体的“游”。
达到主观形而上的“望”，是一个从形式美学到艺术乃至人生哲学的过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中国人的心里，山水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景致，她所蕴藏的丰富哲理
已上升到修身养性的高度，成为一种胸怀、精神、学养及人格魅力的体现。
我选择用京、沪、穗三地摄影师作品，策划这个展览，最初的想法就是想讨论：山水，作为一种中国
人千百年来所依恃的价值尺度和精神资源在当下现实中是否已经或接近枯竭？
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不仅是如何去理解历史，更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如何延续到如今，它怎样从过去
进入了现实的沼泽。
　　在孙骥的拼贴作品中，我们可看出他对经典山水绘画理念的致敬与取法：层峦叠嶂，云环岚绕，
是画面章法的经营，孙骥稀释透视，把画面构建成疏密有度的主观心理空间，充分利用色调的微妙变
化，整合建筑的各种形状，形成了气韵生动的层次感和节奏感，以丰富的奇想使之达到整体的充实、
壮阔，巨变时代中的记忆碎片在此重获整全的可能。
颜长江的“三峡”系列，怀有自噬其心的巨大焦虑：一方面是深情的缅怀，是“立此存照”的强烈；
中动，香溪吊桥的远处山坳，是屈原的故里，即将沉入水中；另一方面是深切的痛惜，川维码头附近
入江的是工业污水，青山绿水徒有其表，曾有评论家言，对于他来说，三峡就是这样：一半浮在现实
中，一半沉在深水里，在魔幻与现实中游走与交错。
郑浓的作品，则不动声色地揭示了旅游的本质，山水虽仍可徜徉，然而已不再自在，那是由景区管委
会、旅行社、连锁酒店、高速公路、广告公司、媒体写手、黄金周以及假日办精心打造的“产业”，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时人们急切填补内在情感的需求，如此这般地复杂纠缠。
相生相克。
许培武镜头里的珠江入海口南沙，从冷到热，从生地到熟地。
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缩影。
荒烟衰草之间，是急驰而过向远方的列车，远方等待着我们的究竟有什么？
朱锋一贯的机敏和智慧，帮助他把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意味深长地、沉静平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得失、进退之间却早已换了人间。
新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老先生回报家乡的封笔之作，朱锋在中庭拍摄的照片，显现了设计大师的幽深
心境，这使我想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第一句话是：“我是徽州
人”，这隐隐有着一丝对古老中国的乡愁与歉疚，中国现代文化的关键人物隔着浩瀚的大洋和数十年
的时光向它凝望。
而正是付羽的那张照片，触发了我做这个展览的念头：北方的高天朗日下，矗立着描绘了山水的大烟
囱，我看着它，想着的是这个工厂或者旅馆的老板，烟囱的主人，他肯定琢磨了半天，到底在这上面
装饰些什么呢？
照片中的情形是那么温暖，又是那么冷清；是那么实在，又是那么空虚；是那么妥帖，又是那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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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依稀还在中国人的内心里面，只是我们既不知如何安顿它，也不知如何安顿自己，我把它称
为最后的山水，就像树上最后一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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