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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初次听到约翰，汤姆逊的名字是在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的威廉，舒巴赫所主持的一场关于汤姆逊生
平的讲座上，看到这些影像的第一眼，我就被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
几个月之后，我在某个展览的开幕酒会上再次遇到了威廉，我先生不经意地问他汤姆逊的照片是否在
中国展出过。
威廉否定的回答令我们大吃一惊，同时也想到如果这些照片能够在中国展出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情。
这已经是四年前的往事了，140年前，汤姆逊带着重重的三大箱玻璃底版回到伦敦，今天，这些19世纪
中国的真实记录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我想今天的观众可以从这些影像中获得不同的灵感摄影爱
好者会为汤姆逊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得如此精美的影像所折服；设计师们可以欣赏到图中的服饰、发
型、家具和建筑并观察到其细节，历史学家们可以从图中的市井与家庭看到人们生活的变迁。
汤姆逊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女性照片，这使我对他超越文化和语言障碍的沟通能力尤感赞叹。
为了使这次展览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的团队不遗余力地编写了信息丰富、引入入胜的说明，向大家
介绍每张照片的时代背景。
我衷心地希望观众们能够喜欢这次展览并在参观中有所收益，能够更加珍爱我们的传统与历史。
筹办这次展览完全是出自我的兴趣与热情，展览能够成功举办离不开许多朋友和赞助人的帮助。
我在此感谢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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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公益性国家文
化事业机构。
该馆通过与全球其它艺术博物馆、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合作，旨在向中国民众推介人类文明发展历程，
推动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成为世界艺术展示和多文化交流的平台。
　　约翰·汤姆逊（1837～1921）生于英国爱丁堡。
在他出生两年之后，摄影术的始祖——银版照相法问世。
同年，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了卡罗版摄影法（亦称碘化银法）。
爱丁堡的两位著名苏格兰摄影家奥克塔维厄-希尔和罗伯特·亚当斯运用这种新技术拍摄了近3000幅照
片，题材涉及城市景观、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
这些作品无疑对汤姆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在汤姆逊成为职业摄影家之前的短短二十年中，摄影术的发展堪称日新月异。
而诞生于1850年的火胶棉湿版法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降低了曝光时间和摄影的成本，生成的影像也更加清晰锐利，因此迅速取代了银版照相法和卡罗版
法。
正如汤姆逊所说：“火胶棉湿版法的底版影像细节纤毫毕现，过度自然，冲印出的照片质量更是任何
现有技术所无法超越的。
”但是火胶棉湿版法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曝光之前需要在玻璃板上涂布火胶棉乳液，所以摄
影师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设备。
　　但是汤姆逊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
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所受的严格的教育使他养成了不畏难苦、坚韧不拨的个性和强健的体
魄。
同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与许多同代人一样为刚刚开拓的非洲和亚洲而感到激动；他们对探
索异域它乡充满了热情。
他深信摄影“不仅能给探险家带来更多的乐趣，也使他们的工作具有不朽的价值。
”而“在这个以知识和教育至上的时代，照相机应当成为教育这个时代的强有力的工具。
”　　1862年，汤姆逊启程前往新加坡，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照相馆，成为一名专业人像摄影师。
在此期间，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随后汤姆逊到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拍摄了不少风光与人物照片。
1866年汤姆逊迁居曼谷，并首次前往柬埔寨和印度支那（越地）拍摄。
这些柬埔寨与暹罗题材的摄影作品使他成为了一名有颇声誉的旅游摄影师，他也因此被选为伦敦民族
志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1868年，汤姆逊第二次来到亚洲，居住在繁华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在这里，他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并几次短暂前往广东。
而汤姆逊最为重要的中国之旅始于1870年，为时两年。
在这两年中，他从广东进入福建，然后游历了华东和华北，并到达了都城北京；然此后他又南下长江
流域，其行程长达5000多英里。
他此行所拍摄的作品在图像质量、内容的深刻性、广泛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特别是他在北京拍摄那些以街头和社会为背景照片时所积累的摄影经验和技术为他五年后创作《伦敦
市井图》奠定了基础。
而后者不仅使汤姆逊成为了纪实摄影的先驱，也是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之一。
　　参展照片均摄于北京、广东和福建。
汤姆森在广东和福建拍摄的是他风光照片中的代表作。
这些照片不仅再现了美丽的风光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内心体验。
而那些反映穷苦人民的照片更加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充满人性的同情心。
从在广东和福建的拍摄开始，汤姆逊便关注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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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程的展开，这种关怀也越发深切。
从北京的照片来看，汤姆逊不但在人像摄影方面的才艺卓著，他的街头摄影也是同代人中的姣姣者。
在20世纪，能够拍出这样生动的街头纪实的影象的大师也仅有柯特兹、布列松和杜瓦诺而已。
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末在挣扎中刚刚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和普通中国人的当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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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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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00多年前，当西方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不仅有梦寐以求的广袤
的原料产地、劳务市场和商品输出地，更有令他们无比震惊酌古老中国在过去数千年时间里孕育并积
淀下来的深厚历史和文化。
于是，在武力的开道下，随着西洋商品一同涌入的也有不少对这个神秘国度文化的探访者。
苏格兰摄影师约翰。
汤姆逊无疑正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一位。
汤姆逊被誉为纪实摄影的先驱之一。
这不仅是因为他到达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深入到从没有外国人涉足过的中国
内地，而且还源于他在中国人普遍对摄影尚一无所知的时代，凭借其良好的沟通能力，拍摄到了上至
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晚清其他造访中国的摄影师来说。
汤姆逊的镜头是不带有民族偏见的，是最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其所见所闻的。
除此之外，汤姆逊在回到英国后，又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类出版物，将这些中国照片广泛地介绍给西方
人，充当了一个在当时少有的公正且纯粹的文化使者角色。
可以说，“汤姆逊是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是第一个对中国早期摄影术进行珍
贵记录的摄影家，是第一个在拍摄中国人时孜孜追求摄影审美的艺术家和沟通大师，同时还是第一个
广泛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同情的西方摄影家”。
汤姆逊去世后，他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照片连同玻璃底版均被伦敦的维尔康姆图书馆收藏。
虽然在图书馆的努力下，这批藏品得以系统地整理和编目，并接待了许多国家的研究学者，但对于照
片诞生地的普罗大众来说，他们一直以来仍旧是遥远和陌生的。
欣喜的是，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多方的努力下，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终于迎来了“晚清碎影
——汤姆逊眼中的中国（1868－1872）摄影展，这次展览首次把汤姆逊的照片从遥远的英国带回来，
并大规模地介绍给中国最广泛的观众群体。
在介绍的同时，展览还突出强调了一个“回望”的主题，这也正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2009年的业
务主题——“回望中国”。
当然，这种回望还不仅仅是我们自身对历史过往的回望，因为这些照片出自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所以
实际上这是一种跨越时间和地域的多角度的回望。
既有过去的外国人如何看待当时的中国，又有现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当然还有现代的中
国人透过外国人的眼光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等等。
今天，当年费尽心力去记录和被记录的人俱往矣，但庆幸影像尚存，通过展览，这些影像又回到了当
年场景的发生地——北京、福州、广州和东莞等地，它们将以见证者的身份去史海钧沉，并促使当代
人去抚今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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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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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