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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杰：当下

他说：即时摄影就是生活方式的延伸。首先要有好的眼光，才会有好的艺术

表达。通常要先从生活中提取灵感，并与创作者的眼光碰撞，通过影像，短暂地让

人进入“如在梦中，又如在身旁”的艺术时空中，从而将空间内外的动静完整呈现，

进一步加强空间与外界的联系。

我们很多时候会走过一大片的荒原举目茫

然，会为天地间的一棵树驻足怆然涕下，会为一

轮落日奔跑奋不顾身。在这茫茫人海里，谁是

谁的谁，我们又走在哪一条路上？

当潘杰在说他的作品与思考时，那是一副

大漠狂沙的风景，也是一幅意蕴深远的水墨。

风景、情景、诗景，他是一个行走的诗人，且走且

吟，且用画面去呈现与传递。

这次的采访，他提到了一幅名为《蓝莲花》

的作品。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摄影作品，从蓝

莲花的照片到亚克力的包装，是一种内容的延

续。“蓝莲花是一种精神，而我想让这种精神呈

现出更多的力量，用不同的材质做延伸，就是想

这种力量更具有层次感。”

蓝莲花很多人都不陌生，但是在潘杰作品

里的蓝莲花有着一种悠远的深邃，有着“花非

花”的诉说。

“这件作品，我从蓝莲花的后面打灯光，所

以它会散发另外一种神秘的状态。一般我们会

从正面打光下去，他会很具体，但是如果从后面

打上来的话，它的状态就变了，而且它的脉络好

像也会变得特别的不一样。这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换一个角度去看，会发现不一样的美。”潘杰

说。

在他的理解里，生活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重

新去发现美。

“这是这个世界神奇的地方，很多事物的外

部形态，有着相似的表达。比如说液体，很多时

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如一朵朵花一样盛开。在

这些相似里我们组成自己独一无二的美，这也

是城市化可以探索的方向。”潘杰把自己当作观

察者，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美”的

东西。

作为观察者的摄影师，他又通过这种观察

去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某一种态度。视觉与观

点，形成语言之外的另一种呈

现。“选择拍摄角度的过程，也

是我深度思考的过程。”

三生万物

一朵花开放了，意味着世

界上有无数朵与她一样的花在

盛开。

“如果摄影本身提供的信

息是很直观的东西，那么它只

是从功能上去描述，是它的一

种用途。但是从摄影艺术表现

来讲，应该是另外一种语言，它

只是提示性的东西，让看到的

人在进行想象。也就说我给了

你一，你可以看到二。所以从

我的角度上来讲，希望我创作

出来的作品可以给人更大的想

象空间。”

在潘杰的很多作品里都会

有这样的感受，静止的画面有

着即将发生的动感。好像这样

一个画面，打开了想象的窗口，

从这幅窗看出去，会有很多的

等待与期待。那就是我们想象

中的风景，也许是我们生活中

的一种状态，也许是我们曾经

抵达过的地方，但是它拨动了

我们心中的弦，从而接受到画

面中的力量。那或许是哀伤

的，或许是雀跃的，更或许是即

将勃发的。

仿佛有一种感觉，很多风

景也许未必见过，但情感是相

通的，悲喜是共鸣的。

高度决定角度

我们站在哪里决定了我们

看见什么样的风景。站在高山

之巅，我们可以看见巍巍群山；

站在山谷之中，我们可以看见

繁茂密林；站在九天之上，我们

可以看到广袤大地。

“角度，实际上是思考问题

的一种方法。每一个人的经历

不同，他的立场肯定不同。每

个人都会站在自身的立场来思

考问题，这就是角度的出发

点。考虑问题的深度以及广

度，最后决定了你在哪个方位

进行观察。”潘杰说。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艺术

家的作品，会觉得角度很不一

样。那是因为他脑子里所获得

的信息量，或者阅读过的书，或

者经历过的事比我们要多。那

么这个时候他所站的高度就决

定了他的角度。”

正如潘杰老师所说的，很多人习惯以平视

的方式与事物作关联，他们以为这样很客观，但

其实他只看到了事物本身的一个点。如果我们

加上思考的维度，想象一下，站在 100 米的高度

上和站在 500 米甚至更高的高度上，去看一个

地方发生的事情，看到的事物肯定是不一样

的。所以，脑子里的信息量决定了眼里能看到

什么样的问题。

“让自己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很重要。我是

谁，我是做什么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有

逻辑性的，而且是每个人基本思考的一个逻

辑。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哲理性的问题。只要

学会向自己提问，并认真地去思考它，我们逐渐

就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如何找到“我”的立场，却跳出“我”的束缚

思考？

潘杰老师提到他与山水画家林海钟老师的

一段对话。他说林海钟老师与他说，如果看西

湖还是用眼睛去看，那是看不见西湖的。“其实

这说的便是感官与内心的一种平衡，具象中的

我与意识形态中的我的一种平衡。”

潘杰老师举例子说，如果他去拍西湖，一定

会是不一样的西湖，是融入了阅历与思考的西

湖。有西湖的山水，有西湖的诗意，当然还有自

己心中重新的构建。“这很重要。我每次拍西湖

都在思考，期望得到一个论点。比如说月西

湖 ，你很难用文字去概括，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比如月影、山影、树影。这个时候脑子里会感觉

到声音，对的，可以感受到的声音，它会变成光、

歌声、喜悦等。这些都会变成创作的灵感，继而

留在作品里。当一个作品可以激发别人的想象

力，那他才有存在的价值。”

也许就像作品蓝莲花中所传递的美学力

量，如果从中国传统的审美来说，表象背后的哲

学性思考，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生命的情境

当然除了所站的高度，每个人的生活都是

流动的，我们生活在时间长河的不同阶段，也必

然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即使

我们在自己生命的长河里，也

会有不一样的阶段，必然也会

以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风景。

“就像不同时代的审美。

我们无法去比较两者之间的

好坏，没有办法去衡量其价值

差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

其中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的

思考，反射到自身，更好地认

识自己。”

好与坏就像光明与黑暗，

他们总是相携而行，相背而

立。他们通过彼此，寻找自己

的边界。

“一个人的进步、发展和

思维的延伸，其实是阶段性

的，这个阶段便是通过不断的

自 我 认 识 和 自 我 否 定 推 动

的。”就像是在黑与白之间不

断地求索。

“我觉得人与自然它是一

个亲密的关系，我拍了很多的

照片都是树，然后每一棵树都

代表着某种生命，而生命的根

一定扎在这个土壤里。40 年

前艺术评论家就说我的作品

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建

立在思考的基础上的。现在

很多年轻人便是缺少这样子

的思考，现在每天都接触到大

量的信息，却缺少沉淀的时

间。这也是我希望通过作品

可以传递给别人的。”

艺术也许是束之高阁的，

但是它所传递的力量却可以

穿透生活的尘埃。就像潘杰

老师所希望的，把人和自然的

关系带回到城市生活，在水泥

森林里，播下思考与美的种

子，从而让尘世繁花遍开。

“一个好的作品能够打动

人。它可以赋予你生命的情

境。这种情境是生命里不可

或缺的，也可以让生命有更多

的可能性。”

回到我们之前所说到的

角度，这便是年代与阅历沉淀

在生命里的痕迹，当我们把这

种痕迹描绘出来，也许呈现的

便是一个时代和一种人生。

创作人：潘杰，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知名先锋

摄影人，艺术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商业摄影委员会

理事；中国人像摄影十杰；中国最佳时装摄影师；中

国最重要的 30 位摄影人物之一；美国职业摄影师

协会（PPA）会员；上海国际影展评委。

作品：蓝莲花

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