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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视觉日记》讲述王小慧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用心来看世界。
一旦看到，她便心跳了。
绝无清晰的思辨，却是一阵情绪的波澜。
在她的相机里，所有连动的机械部件，都由它来牵动，镜头上也布满过敏的神经。
当神经颤抖起来，她便赶紧揿动快门。
这驱动快门的意念只是要把稍纵即逝的心灵感动永恒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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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慧，是近年活跃于欧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名摄影艺术家。
1957年出生于天津。
1986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后赴德国留学，自此旅居慕尼黑。
从1991年起先后在世界多家著名出版社出版过20余种个人摄影集和书籍，其中影响最广泛的为2001年
在英、美、德国出版的肖像摄影专集《从眼睛到眼睛》和中文版《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
》（此书获上海市优秀图书奖），以及观念摄影系列作品集《花之灵》、《本质之光》。

曾在多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举办过20余次个人摄影展。
作品数次获国际奖项，并为许多机构及私人收藏。
1998年入选由英、美、德跨国出版公司编撰的《150年大师摄影作品集》。
2001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文艺图志·摄影卷》。
2002年编入《世界10位女摄影家作品合集》。

2001年被上海同济大学艺术中心及传媒艺术学院、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现代图像艺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
2003年在同济大学建立艺术工作室，并任上海汽车城安亭新镇（德国城）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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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是一座典型的德国式老房子的顶层，有一个带厨房的客厅和两个不大的房间。
由于教授是雕塑家出身的园林建筑师，房间布置非常简洁而有品味：墙上挂着很漂亮的画和草图，人
口处还有他早年的雕塑作品：处处显得既随意又充满艺术气息，比许许多多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式的装
饰风格和不自然的有意制造出的&ldquo;艺术风范&rdquo;，要让我们喜欢得多。
　　北德的十二月是很寒冷的：教授叫我们开足暖气并准备了许多木柴。
让我们点上壁炉。
　　那几天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ldquo;蜜月&rdquo;，没想到俞霖竟也那么缠绵：也许过去在中国
时没有环境和时间。
每晚天将黑时，我们会点亮蜡烛，打开音响，几个小时坐在温暖的壁炉边。
他会从后面搂住我的身子，一起望着那跳窜的火焰，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或者我们会长久地泡在那大浴缸里，倒上许多带着草药清香的沐浴露，使水面涨满泡沫，然后开着热
水龙头不断地往里面加水，整个浴室会充满雾气变得模糊，屋顶上的一个老式罩灯也蒙上了一簇光晕
。
　　那时我俩都属于那种非常单纯的&ldquo;大孩子&rdquo;一类，在我们之间总罩着一种兄妹般的纯
洁气息，似乎男女之间的欲念并不那么强烈，而绵绵情意更使我们感到满足。
我们更喜欢沉浸到自　　己营造的那种半幻觉的气氛之中，那本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在这里又似乎变得
不真实起来&hellip;&hellip;他是个很腼腆的人，用中文说&ldquo;我爱你&rdquo;这样的话让他难于启齿
，但他常会轻轻地在我耳边用德语说&quot;Ich liebe Dich&quot;(&ldquo;我爱你&rdquo;)，好像这样比较
容易些。
他说他没法忍住不告诉我他爱我，其实我早就从他的眼睛里读出这一切，我也像所有女人一样，对这
三个字百听不厌。
有时他会望着我出神，当我问他在想什么时，他会说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他觉得是在做梦。
　　然后，他又会紧紧抱住我说：&quot;IchliebeDichs。
sehr!&rdquo;(&ldquo;我真太爱你了!&rdquo;)　　我毛遂自荐，找到了这大商场的人事处。
我向处长说明了来意，告诉他我不光学习了建筑学专业，还拿到过室内设计专业的硕士学位，当时这
在中国是第一个。
同时我做过室内设计及改建的工程，很想参加他们的设计工作。
他非常高兴地说：&ldquo;我们当然欢迎这样的人才，可您为什么不为我们做&lsquo;香港小姐&rsquo;
呢？
&rdquo;他告诉我&ldquo;香港小姐&rdquo;是他们找来一些漂亮的亚裔女孩子，站在大门口问候来宾并
发放玫瑰花。
我问他为什么我应该做&ldquo;香港小姐&rdquo;而不做室内设计，他说那工资可是室内设计师的几倍!
因为我没有工作许可，作为学生只能拿到14马克／小时的工资，而&ldquo;香港小姐&rdquo;则可拿
到45马克／小时，加班费双倍。
&ldquo;为什么?&rdquo;我不解地问道。
她们并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站在那里只是像花瓶似地摆摆样子而已，是很没意思的工作，其实就是
后来在中国也时兴的&ldquo;礼仪小姐&rdquo;而已，只要人年轻些就行。
&ldquo;这不太公平&rdquo;，我很想不通。
他说&ldquo;的确不太公平，可是失业的室内设计师我们有很多，而漂亮的亚洲的脸却寥寥无几，物以
稀为贵嘛&rdquo;。
　　他还想说服我去做礼仪小姐，因为我的德语比应试的许多人好，可以陪同大老板和贵宾们晚间去
一些高级餐厅吃饭，这样每晚几小时双工资的收入是很可观的。
　　出国前我每月工资是50元，在德国的奖学金扣除了房租及保险金，拿到手的大概800马克。
记得刚去德国时电影院刚好在上映陈冲演的电影《大班》，我和老大哥以及另外一个青年教师徘徊在
电影院门口，犹豫了半个小时，下不了决心花10马克买一张电影票，我极力怂恿他们去看，我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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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10马克，但他们两位有家有孩子的人无法容许自己那么奢侈，用上相当于中国一个月的工资看
一场纯为娱乐性的电影。
最后我只好与他们一起悻悻而归。
　　不能说那每小时90马克的加班费对当时的我不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于是我决定两份工都做，先是两周的设计，再就是一周的&ldquo;香港小姐&rdquo;。
　　他们为我们准备了全套&ldquo;行头&rdquo;，量身订做了大红色缎子旗袍，至今我每到春节还会
拿出穿一次，然后从高跟鞋到长筒丝袜，以至胸罩全都为你单独挑选。
每天早上商店开门之的，我们要被化妆品部的售货员们细细描画一番，嘴唇和指甲全要涂得鲜红，让
我感到太刺眼很不习惯。
第一天下来，感到工作很无聊，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一整天站得笔直不能动地方，穿高跟鞋的双脚
也很疼，心想这钱并不那么好挣。
　　第二天我又一次毛遂自荐，建议他们不送玫瑰花而是为一些带小孩的顾客拍&ldquo;一次成
像&rdquo;的照片，那不是更吸引顾客吗?于是我得到了胶卷和相机，至少可以在这大楼里上上下下地
走，有时小孩子们会围住我叫着要再拍一张&hellip;&hellip;工作变得有意思多了。
　　这次打工经历使我看到有许多女孩子愿靠青春而不靠专业挣钱，但青春是易逝的。
小时妈妈给我读过《银手套和金手套》的童话故事，两个学手艺的徒弟都想当个好裁缝，仙女让他们
自己挑有魔力的手套，银手套戴上就可做出极好的活计，不用去学；而金手套可以让你学会的本领永
世不忘。
师兄偷懒要了银手套，师弟要了金的，两人都成了名师。
有一天师兄的手套　　被老鼠咬破，他的本领也随之而去。
妈妈告诫我要好好学本事，要戴&ldquo;金手套&rdquo;。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面临了去留的问题。
照道理我是和一个访问学者团一起来的，应该一起回去。
当时国家规定研究生毕业回国后要在本单位服务五年以上，才能再出国，但这时俞霖已经争取到博士
奖学金，可以继续留在德国。
同济大学领导也很希望他继续深造。
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为我应该与他一起在德国继续读书，俞霖的态度非常明确，如果我回国，他一
定会和我一起回去，宁愿放弃读博士。
可这种奖学金真是&ldquo;千里挑一&rdquo;的人才能得到，虽然回国也有许多事可做，但拖累了他我
于心不忍。
我很犹豫，希望学校通融，但时间不多了，也不知有多大希望。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作了两手打算。
　　在最后两个月里，我去打听留下来的可能性。
据说只有两种方式，即需要有一个学习或工作的位子，或者有人为你做经济担保供你读书，可是这谈
何容易?通常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至多被承认两年的&ldquo;同等学历&rdquo;，研究生毕业也不一定承认
你有毕业设计资格。
我虽然在中国名牌大学里前后学习整整八年，但在德国并没有认真上过一天的建筑系课程，也没参加
过任何形式的一种考试。
用德语来参加他们博士资格考试。
用德语来参加他们博士资格考试，难道是短短两个月能胜任的吗？
我们的进修任务又很紧张，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
　　　　我知道安斯佳喜欢我，但我不能给他爱，这一点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了他。
我对他说，做个好朋友也很好，因为真正的好朋友也很难得。
他似乎也能正视这个现实。
　　他多次对我讲过他对人生对爱的理解，非常理想主义，比如他们奉为艺术而生、为爱情而死是最
崇高的。
慢慢地我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敏感、忧郁、孤独的人，常常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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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里。
　　最后一段时间，我更没有时间跟他见面，偶而他会打电话来，有一次他说，我电话里的声音和他
回忆的声音不同。
我对他说在我的生活中回忆和想象总是比现实更好些，他说对我的回　　忆和想象与我的现实同样美
好&hellip;&hellip;　　他的死是很突然的，但又似乎顺乎情理，特别是在熟悉他的人中间，这点是我在
参加他的葬礼之后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的。
徐志摩曾经说过：&ldquo;在爱中，人的心理是最复杂的，说是最不　　合理的可以，说是最合理的也
可以。
&rdquo;　　他曾经对我讲过他最大的遗憾是在年轻时没有演罗密欧，当时导演让他演了第二号男角，
即罗密欧的好友帕里斯，但他以为自己能非常好地理解罗密欧，这理解有一般人达不到的深度。
后来我和他的导演谈论过这一话题，导演也很后悔没让他演这个角色。
说他是极少见的、投入整个身心去创作角色的好演员，而且他的文学修养很深，对剧本的理解独特。
当我问导演安斯佳在他那里工作了多久时，他纠正我说：&ldquo;安斯佳不是在我这里工作，我们是共
同创作了十五年。
&rdquo;　　他属于那种艺术与现实分不清的人。
我想正因为此，他太过于投入，以至于用生命演出了他所理解的罗密欧。
他好像就是为艺术而生的。
因为过于执著地追求&ldquo;绝对的完美&rdquo;，而这实　　际上很难达到，所以他失望了。
&ldquo;不是为躲避丑恶而死，就是为追求完美而死&rdquo;，他离现实生活实在太远。
　　我想起澳大利亚一本小说《荆棘鸟》里讲到的传说中的这种鸟，从它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就在
寻找荆棘树，找到后歇息下来，把身体扎进长长的荆棘刺上，在奄奄一息时，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
唱出一生只唱一次的歌。
在死亡时它生命的意义才得以实现。
　　他对我说过，他这一生中只碰到过三个他爱的女人，都曾让他失望，我是他碰到的第四个，我是
让他觉得现实与想象同样美好的一个人，这种内在与外在、现实与理想统一的人他没有遇到过。
这种感情，在他生命中只出现过一次，虽然他知道我不能给他以回报，但我帮助他实现了这个梦。
　　我对他说过我决定回中国的事情，他说他也要到中国来。
我问他在中国语言不通怎么演戏?但他说，只要能经常见到我，他便满足了，他并不企求更多，因为他
尊重我。
我想是我的拒绝造成他的死，但我不可能不拒绝他，而且我以为有时候仁慈便是残酷，而残酷便是仁
慈。
也许我对他太无情了，没给他留下丝毫希望?　　最初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风华正茂，负有盛名，
事业蒸蒸日上，崇拜他爱慕他的人那么多，他还会走上这条绝路?但细细回忆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后，
我慢慢地理解他了。
　　他曾多次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比如说：生命终结了，痛苦也终结了。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太少了，但真正极致的美总是给人以悲伤，总有悲剧色彩，因为它和消逝、幻
灭总是不可分的。
他信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论点：存在的真正根基是虚无，我们被虚无抛出，又被虚无吞没。
我们囿于日常生活对存在这种毫无根基视而不见，一旦有所领悟，就会主动走到虚无之中去，这样才
能超越日常生活，实现独特的自我&hellip;&hellip;人生有那么多死的可能，病死是种无可奈何，老死未
必有意义，而人总有一死，无谓的死天天发生：车祸、凶杀、战争&hellip;&hellip;唯有为爱而死才是最
神圣的。
只可惜很多人没有这种机会体验一种真正的爱、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爱。
如果说为爱而死是最值得的死，而生活本身又是一个大舞台，舞台只是浓缩了的生活的话，为什么不
能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一次罗密欧呢？
只是无人喝彩而已，但这喝彩本是无所谓的事&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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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 《我的视觉日记（珍藏版）》　　《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这些对美
好瞬息的珍爱，不期而遇的欢愉，还有淡淡的惋惜，构成一种低调的人生诗，一种又苦又美的心境，
一种抓住感动了她的事物便牢牢不放而刻骨铭心的气质。
这是好的作品，其实也是她自己。
艺术的发现都是发现自我，艺术是把自己个性的灵光投射在世间万物上，然后再一点点收回到自己的
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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