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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     今亦已百年。
应该说，至迟在二十一世纪中期妇女解放的运动中，那种自残性质的裹足习俗就彻底地废弃了。
如今缠过足的妇女，都已年过七十。
不管千百年来缠足习俗怎样残忍与蛮横，在今天的年轻一代看来，都已变得荒诞不经，甚至难以置信
！
曾经遍及天下的小脚，已然寥落无几，一如雨后残云，只待时代清劲的风不久便把它们干干净净地收
拾而去。
　　毫无疑问，它们已是历史进程中的弃物，谁会再瞧它们一眼呢！
　　但一位青年摄影家李楠偏偏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着它，一按快门，把这些几乎被人们忘却的形象
，赤裸裸摆在人们面前。
然而，这不是出于好奇而猎奇，也不是寻奇作怪，以暴露“隐私”来惊动世人。
可是对于当代人来说，猛然间看到李楠这些照片，却都会感到惊异和困惑，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出于
什么原故，究竟用怎样的凶厉的手段，才把女人的双脚伤残至此？
这便自然进入一种文化反思。
　　这恐怕正是李楠想达到的效应。
　　由于我写过小说《三寸金莲》，曾经引来不少国家的影视人员找我问东问西，却都被我拒绝。
我知道他们镜头的兴趣在哪里。
对于三寸金莲这种悲剧性文化，或叫做病态文化，我拒绝甚至憎恶任何兴趣的角度，却执意于对它的
研究与反思。
文化研究是没有禁区的。
仅仅情绪化地把它当做一种“国耻”，决不是对它历史的本质的认识。
没有深刻的反省就没有诀别。
当李楠决心用他的摄影机来担当起这并不轻松的使命时，便令我着实钦佩了。
　　摄影有其优势，便是客观和真实的记录。
李楠非常明确自己的工作，即抓住行将消亡的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的生活，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
史的最后几页。
　　我欣赏他采用的手法，没有造作，没有强化，更没有大惊小怪。
他如同生活本身那样，不声不响地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小脚女人们独有的生活景象摄入底片。
那摇摇摆摆的步行，难堪的负重劳作，伶仃的伫立，还有片刻的歇息⋯⋯一帧照片使我完全不曾料到
她们这样行路——当这些小脚女人行走在沟边时，她们害怕身体不稳会掉进沟去，便两条腿叉开跨在
沟上，左一脚右一脚蹬在沟的两边斜坡向前跳动。
这个细节真是惊心动魄！
她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生活了一千年？
它叫我看到了一千年间压在她们背上的那个病态文化狰狞暴虐的模样！
不要以为轻易摆摆手，它就可以知趣地离去。
虽说这段历史仿佛一辆大车已经轰然而过，但被它的车轮碾过的生命却依然挣扎着，发出无声而最后
的哀叫，这叫声告诉我们什么？
　　只要细心，从照片上一张张皱纹密布的脸上，都读得出她们终生的艰辛。
尤其是李楠追踪拍摄的一位百岁的缠足女人——名叫赵吉英——一生中的最后几年。
从种种日常生活细节，直到她故去时直挺挺躺在床板上的凄凉景象，脚上穿着一双精美的绣花小鞋，
作为最终的饰物，也是她一生特有的句号。
我还把它看做整个苦难缠足史冰冷的终结。
而历史只有在它终结时，才能显现出这种警世意义和千古绝响！
　　不能叫这残酷而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
这便是李楠自动承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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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在小脚即将失去的一瞬，他以历史和文化的敏感，把它捕捉了。
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些小脚时，真是浮想连翩，感慨不已。
　　不要以为中国几千年女子的历史都是缠足史。
中国历史上的全盛的汉唐时代，女子并不缠足。
单是大唐女子的放达，即使今天亦很难想象。
可是那些骑着英俊的胡马招摇过市的女子，怎么到后来被囚徒一般幽禁在高宅深院“大门不出，二门
不迈”？
那些曾经和胡姬们一起跳着疾如旋风的胡旋舞和胡健舞的劲爽的双足，怎么到后来竟被缠裹成这种丑
怪而无力的模样？
或说这是为了约束女人的行动，或说是把这秘不示人的小脚改造成变相的性器官，供男人玩弄。
其实这一切更深的本质，原都是封建制度的创造。
封建制度依靠对人的扼制而维持。
它表现在男性所主宰的社会中，便是对女人的专政。
这专政的极致则把变态的性心理也渗入进去。
中国女人的缠足与封建社会的深化同步，也与中国社会的封闭同步。
因此，缠足与封闭互为印证，愈演愈厉，高潮都是在明清时代。
　　反过来看，缠足的终结不正是中国近代文明的起步吗？
这近代文明最深刻的表现就是人的解放。
近代中国的人的解放是女人开始的，而女性的解放是从脚上开始的。
由缠足到放足，从上世纪末开始，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但小脚的灭绝还要伸延到下个世纪初。
前后差不多需要一个半世纪。
这也说明结束一个历史的艰难，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历史！
且不说，当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形态结束后，它的观念与思想还想延绵多久。
　　从这些历史思考反观李楠这一主题的摄影作品便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中非凡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这中间，当然包含着他的发现力、很好的美学素养与高超的拍摄技术。
还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在艺术中，人道精神常常转化为感人的力量。
它不仅引起我们对上千年阴影重重的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会激发我们注目于那段正在烟消云散
的历史，以无情的批判为它送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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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一千多年，约有二十亿中国妇女缠足风俗的影像作品。
摄影师李楠历经24年时间，足迹遍及山东、云南、北京、陕西、山西等众多省份和地区，义不容辞地
将镜头对准行将消亡的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的生活。
　　关注小脚，关注中国女人缠足的历程，关注小脚女人现在的生活，关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样一群带有时代烙印的特殊人群，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史的最后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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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1961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为《大众日报》摄影记者。
　　1990年在济南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
　　1996年北京北斗星摄影画廊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
　　2001年、2004年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举办过二次摄影作品联展。
　　2005年北京百年印象摄影画廊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
　　1995年、1996年分获第二届、第三届佳能杯“亚洲风采”专业组一等奖、特别奖，应邀去日本创
作。
　　1996年获第39届世界新闻摄影（WPP）比赛金牌。
是中国摄影记者首次获得金牌，应邀去荷兰领奖。
1996年获96’SSF世界体育摄影大奖赛特别奖，应邀去日本领奖。
　　1997年获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 （FIA）第24届黑白双年展惟一个人金牌。
　　1998年、2001年共获得三项国际民俗摄影比赛一等奖。
　　1996年获中国摄影艺术最高个人成就奖——金像奖。
　　2002年获冰心摄影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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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连续24年的追踪摄影报道，记录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
　　一千多年的习俗，二十亿妇女的宿命，即将终结之时，本书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史的最后
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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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注小脚，关注中国女人缠足的历程，关注小脚女人现在的生活，关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
一群带有时代烙印的特殊人群，《绝世金莲(中国的故事第5集)》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史的最后
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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