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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残障人士能摄影吗？
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视力

残障人士能参加体育比赛吗？
确实，现实生活中视力残障人士在参

加多种体育比赛，全球范围内还有属于残
障人士的奥运会。我们通过新闻报道或者
在赛场看到过那些视力残障人士同样在赛
道上奔跑，创造着令人惊叹的成绩。

博尔赫斯曾经说，“失明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并非全然不幸的生活方式。”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用质疑视力残
障人士的摄影可能性。接着会追问的或许
就是，他们的照片有意义吗？

国内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曾经在摄
影课后按照老师的布置把眼睛蒙上装成失
明的样子去拍摄小区的楼梯，看看都会拍
出些什么。她说，蒙上眼睛之后走路非常
困难，眼睛看到的只有黑色，拍摄很难对准
焦点，拍下的照片很少。但是很显然，照片
的视角和常态情况下有差异，传递的信息
尤其是情绪不同。

摄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艺术，也和更
古老的艺术门类一样亦是看待世界的方
式。因此，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摄影艺术
最重要的并不是视觉上的看见与否。现实
也确实如此，尤其是在数字摄影全民化之

后，更能够看清这一点。无论是社交平台
上还是新兴媒体上甚至是传统的报纸刊物
上，“低价值”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摄
影艺术的成就更在于“看见”之外。

就是在摄影彻底大众化之际，视力残
障人士摄影没有唯美的技巧却用独特的

“视角”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
的一些作品被新闻媒介关注，也引起出版
人的兴趣。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更多的人
有机会去理解“失明摄影师”，欣赏到摄影
艺术的另一个领域。

有一本翻译出版的图书《失明的摄影
师》，书中说“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一种对
自我的肯定”，其实图书的出版与视力残障
人士摄影作品的传播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肯
定，而且是对这个群体的肯定。

《失明摄影师》的大部分作品来自于墨
西哥盲人教育机构“感觉之眼”中的失明
者，还有包括中国视力残障人士在内摄影
师的作品。据介绍，“他们开始只是将相机
稳稳地放到盲人的手中，让盲人在拍摄的
过程中放下失去的沮丧，在更多的交流与
反馈中，冲破自身的生存困境。”

公众看到艾丽西亚·梅伦德斯的摄影，
不仅具有戏剧化的布景甚至是自导自演之
作。她的镜头对准了皮鞋、折叠纸船、盘子

里的青豆等等。这些都是摄影者的投射或
者化身——作品以强烈的存在感表达着艾
丽西亚的处境、心境和认知。

赫拉尔多·尼根达的作品对准的人体，
作品既像婉约而感性的诗，更像人生哲学
的思索。在黑白之中和昏暗的影调里，配
上盲文，“看不见”与“摸得到”之间达到情
感的动态平衡，人体、触摸都是表象，期待、
存在、人生思考在不经意中传递出来。

更神奇的是概念摄影师亚伦·拉莫斯，
他的作品把图像或图像的组合视为以照片
形式呈现的思想。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
更像装置艺术的呈现。例如，将瓷器打破
并重组，然后以组照的形式展现。这样的
组照很明显在以概念取胜，如果没有思想
支撑，再好的视力也难以完成拍摄。

对于视力正常的摄影家和观众而言，
或许不易理解视力残障人士摄影，不过我
们可以想象他们是用了视觉以外的各种感
官在拍摄，包括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也正是因为感官调动的差异，影响着作品
的面貌。“黑暗不只一种，光会以各异的方
式渗入眼睛，他们能随之感受到变幻的色
彩、温柔的光屑、细如飞蛾的翅翼，甚或超
然于光影之外的一切；感官不只一种，即使
看不见，也能去闻、去触、去听、去尝、去感

受迎面而来的人类世界。”
彻底失明的依夫根从没能看过自己的

摄影作品，但他知道它们确实存在，并且是
一种“脆弱的影响”。“当我举起相机，我想
记录的不是我看不到的画面，而是我心中
的想象。你可以说我有一点唐吉诃德，但
是我知道所有画面的原型在我的心里。”另
一位美国视力残障摄影师皮特·埃克特说，

“我是一个光明世界的游客。失明者面对
的世界就像是有块玻璃挡住了入口，我们
进入不得。拍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能够
看得见，我能用我内心深处的双眼清楚地

‘看见’每一次的拍摄，用我的听力、触觉和
记忆。比起摄影师，我更像是一名概念性
的艺术家。”

不同的生理、心理基础影响并形成了
摄影艺术观念，一些视力残障摄影师认为，
视觉是普通摄影师的干扰，看不见反而成
了自己的优势。尽管看不见，但他们仍然
是“视觉化的人”。

如今，科技进步让视力残障摄影师的
作品得以 3D 的形式展现，视力残障观众可
以通过触觉来欣赏作品。随着 AI 技术的
发展，视力残障摄影师的艺术路径无疑会
更宽广——捕捉一个瞬间，需要的不一定
是视觉。

继承着去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家乡》由张艺谋担任总监
制，由宁浩总导演。电影分为五个单元，
单元与单元之间通过多个短视频画面连
接。分别为宁浩《北京好人》、陈思诚《天
下掉下个 UFO》、徐峥《最后一课》、邓超、
俞白眉《回乡之路》、闫非、彭大魔《神笔马
亮》。

《北京好人》整部片子以医患关系为
基础，反应了城乡医疗的变化。农民从不
敢医、没钱医到想要医、有法医，农村医疗
保险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整部影片幽默风趣而不失深度。既有张
北京“解放天性”的闹剧以及前后呼应，也
有抽血时的搞笑场景。在描述家乡变化
如此宏大的一个话题的同时，将大事化小
到个人，将沉重化为风趣幽默，加上一些
夸张的艺术成分，这样的构思可圈可点。

最令我眼前一亮的是《北京好人》中
几个刻意的镜头和葛优调侃张艺谋的彩
蛋。在医院等候排队时，有机器人报名叫
人；在最后一个镜头时，能够看到路上的
行人脚上踩着代步车。这两个漫不经心
的镜头其实都是刻意为之，是在向世界人
民秀出祖国强大的肌肉，向全国人民展现
家乡的飞速变化。葛优调侃张艺谋说自
己不接戏，这一段的衔接以及彩蛋的合理
配置令人拍案叫绝，既塑造了张北京的演
技高超，又反手对总监制来了一顿幽默的
调侃。看得懂、看得明白，不知身为影迷
的你看到这里是否会心一笑。

《天上掉下个 UFO》，依旧是用惯了
的首尾呼应——一开始就交代了路变得
好走，于是引出了曾经的悲惨爱情故事。
陈思诚调用了唐人街探案的两个核心演
员，人设身份都没有变，而陈思诚能够把

佟丽娅叫上，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最后一课》讲述的是一位在瑞士教

学的教授因为阿兹海默症，在儿子、之前
的学生的策划下回到 1992 年曾支教的农
村为孩子们上最后一堂课的故事。这部
片子最亮眼的地方在于背景音乐的使用，
极度煽情。另外，必须夸赞徐峥对杭州千
岛湖的美景的镜头刻画，展现出旅游业融
入乡村，南方山水人家的进步。

《回 乡 之 路》相 较 于《天 上 掉 下 个
UFO》《最后一课》，这部片子更加吻合主
题，更加展现出“我和我的家乡”的共同进
步。乔树林富而思源，脱贫致富，是时代
的红色旋律；闫飞燕闯关电商，带货直播，
是时代的流行色彩。将脱贫和流行文化
相结合，是邓俞二导演的良苦用心。

《神笔马亮》是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同
样也最让人对马丽的表演感到失望。开
头 的 西 虹 市 办 公 厅 就 在 我 所 在 的 大 学
——东北大学建筑学馆取景，其中远方的
双子楼，熟悉的墙灯和墙角的暖气片让我
倍感骄傲。故事非常正能量，视频卡顿也
非常搞笑，艺术加工处理不会让“假”影响
影片的质量。但马丽那段矫情的告白，让
人感觉不真实。我和我的家乡存在着一
种简单纯朴的感情，而不应该是激烈昂扬
戛然而止结尾的煽情。

相对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
家乡》的故事之间的连接段落不再采用

“写字”这一内容，而是采用了具有短视频
风格的多人拼凑式的连接。确实能够贴
近生活，接地气，近民众。家是每个中国
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每一个中国
人都热爱着自己的故乡，每一个中国人都
见证着故乡的成长。《我和我的家乡》就是
这样一份份深情的浓缩。 时光王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抗疫主题电视剧《在一起》播出以
来，观众的这句点评一次又一次刷屏。

电视剧《在一起》由《生命的拐点》
《摆渡人》《同行》《救护者》《搜索：24 小
时》《火神山》《方舱》《我叫大连》《口罩》

《武汉人》10 个单元故事组成。取材自抗
疫期间真人真事的这部电视剧，以纪实
风格，艺术地还原了这场战疫中普通人
的不凡壮举，致敬为守护彼此温暖的家，
普通人挺身而出的善良与担当。

国庆中秋假期，《在一起》在全国 6
家卫视和 3 家视频平台接力热播，受到
热议和广泛好评。这部剧为什么能赢得
观众的口碑？

抗击疫情的艰难记忆，深深刻印在
每个人的生命里。它的近，不只是时空
距离，更是心理和情感。这让剧中那些
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的人物原型，很容
易被辨认出来。《生命的拐点》单元中张
汉清的原型，是用渐冻的生命托起希望
的“人民英雄”张定宇；《同行》单元中乐
彬的原型，是驱车回鄂参与救援的感染
科医生朱彬；《火神山》中陈如的原型，是
奋战在火神山医院的护士长陈静；《摆渡
人》单元中辜勇的原型，集合了奔走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志愿
者……这样密集的共情点，让《在一起》
面对的是知情的观众。“近”是优势，更是
挑战。如何将观众的知情变成共鸣与共
情，尤其考验创作者的艺术功力。

《在一起》以“真实”破题。抗疫题材
必然会带来高关注度，观众也必然带着
放大镜来审视和考量。真实再现生活本
来的样貌和自身的发展逻辑，才可能与
观众达成真实可信的共识。生活的样貌

不仅包括真人真事，还包括故事呈现的
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于是，10 个故事，
几乎每个故事都有人物成长的弧光，这
样的挺身而出才令人感动和信服。人物
可信了，故事便在观众心里扎下了根。

电视剧不是纪录片，纪实风格所追
求的真实当是对生活提炼、升华之后的
艺术真实。为实现这一艺术追求，《在一
起》以有限的篇幅努力抵达现实主义应
有的深度、锐度和温度。10 个故事连缀
起来，如同一幅中国抗疫全景图，景深就
在每个人面对危机时刻的选择。这里有
对现实的思考，对主流价值的弘扬，对医
患关系、家庭伦理、观念更迭的凝视，生
动呈现了中国人在与疫情殊死较量中的
所忧、所念、所思。剧中每个人物发出的
声音可能很小、可能分散，但汇聚起来就
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是中国
人民的伟大抗疫精神。

《在一起》不是一部常规意义的电视
剧。在抗疫这一主题之下，10 组不同风
格的编剧、导演、演员完成各自篇章，最
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今年 2 月主创团队火速成军，4 月第一个
故事开机，5、6 月集中拍摄，8 月全剧杀
青，国庆期间与全国观众见面。“时间紧、
任务重”的压力之下，主创人员拿出了各
具特色的作品，并最终得到观众的认可，
为电视剧在思想深度、人物鲜活、情节生
动方面拓展新的维度。

与时代的脉动在一起，与火热的生
活在一起，与人民的悲欢在一起，文艺作
品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心坎里。这是

《在一起》的成功密码，也是新时代讲好
中国故事的有益启示。 王平

捕捉一个瞬间，
需要的不一定是视觉

《《在在一起一起》》
为何赢为何赢得观众口碑得观众口碑

《《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家乡》》记录奔跑中的家乡记录奔跑中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