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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它是一种表达、一种呐喊、一种

释放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去证明或表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当夜幕降临，卢兴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一天的行走

并不轻松，他如释重负般卧床静思，回想着白天走过的街巷，拍过

的市人，对于好照片的收获，欣喜便会泛上嘴角，对于那些错失良

机的拍摄，惋惜之态也会燃上眉梢。行动令人不解，情绪令人费

思，这可能就是摄影艺术家具有的独特个性。

卢兴东的生活是由极大的流浪与观察的欲望所形塑。在其20多年

纪实摄影生涯的积淀里，是对各色人等社会视像的定格。25岁，主攻

设计的他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但“摄影师”这个词，却一直埋在卢

兴东的心底。“刚开始的拍摄都是个人审美。”卢兴东笑着回忆，拍

摄时更喜欢四处逛逛，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主体，直到照片里的元素自

我安排进入一种构图，取悦了我的眼睛为止。对卢兴东而言，起初拍

摄照片的瞬间更多是一种“不期而遇”，至于其中到底附着了多少意

义和价值，还需要经历一个从懵懂不明到渐有把握的过程。

在苍茫大地、山河旷野中跋涉，在村镇郊野、社会边缘逗

留……卢兴东渐渐地把镜头对准那些极易被忽视的角落，直到《修

道》的出现，开启了他摄影之路的另一道大门——纪实摄影。

1999年，时值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傍晚时分，卢兴东走

在红原采风路上，突然看见山坡上一群喇嘛正热火朝天的修路。他

快速拿出相机，将这一幕定格下来。快门锁住了小喇嘛抛出装泥土

的口袋后与卢兴东激动打招呼的那一瞬间。口袋在半空中飘舞，每

个人都面带纯真笑容。“这是作为出家人很难一撇的劳动场景，意

义非凡。”时隔多年卢兴东依然兴奋不已，“整个场景中人物的站

位、动作、表情等在一瞬间实现完美结合，又稍纵即逝。当拍完才

发现是相机里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胶片。”从那时起，卢兴东便

意识到，有时照片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而是作为一种媒介传递出

特殊的信息。

成为专业的“游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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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一座城

相机更像是卢兴东的工具，借由它给予每一样环绕在他周围的

东西一个存在的理由。

新疆、西藏、敦煌，云南、甘孜、重庆……卢兴东的足迹遍名

山大川，有些地方他去过又去，再去。这或许就是摄影师的执着，

每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2001年，他生动记录下泸沽湖边卖苹果的小女孩。2002年，在

甘孜乡城，拍下藏族老人为其老伴打洗头水。铝盆、水瓢及阳光中

飘舞的水气向读者诉说着清晨的故事。2014年，他自驾青藏，突遇

冰雹，天色大暗。远处的藏獒屹立在漫天雹雨中，密集的冰雹强化

了藏獒忠诚与孤独的轮廓。这一刻，他拍下的是“高原守望者”，

是世代西藏人民对这片净土的守护……

“以前，是去到哪里拍到哪里。后来，却是为了拍什么而去哪

里。”2002年的重庆之行让卢兴东至今难忘。“矗立在重庆长江南

桥头长达5年无人问津的号称全球最大广告牌‘中国龙’迎来拆除

的尴尬结局。”卢兴东介绍，广告牌高45米，长达300米，用掉

1500多吨钢材，耗资4000多万元。在拆除过程中，卢兴东冒着酷热

和安全风险进行拍摄记录。“画面中，施工工人逆光下行的姿态，

也隐喻了这一违背市场规律迎来的残酷现实。该事件也给那个年代

一味追求高、大、全的中国广告界一记深刻教训。” 

“摄影创作中，有奇特意味的、唯一的和消瞬即失的画面无比

珍贵且捉摸不定，而这正是摄影的难度与魅力所在。”摄影与卢兴

东是同时发生的冲动，它来自向来细心的眼睛，用它来捕捉瞬间和

永恒。烈日的午后，宽阔的马路上，出现一骑自行车牵马的场面。

卢兴东当即停车追了上去，快门启动的一瞬间，竟然从对侧冒出一

辆摩托车来，形成可遇不可求的并驾齐驱画面。

“瞬间总是影响着作品，我感受到，我就去做。”用卢兴东的

话来说，摄影时，我就是一个猎人。背上猎枪在森林里寻觅、感受

猎物的气息。猎物出现，必须保持距离，等待，然后扣下扳机。

“这一刻我知道，我成功了！” 

一张有力量的照片会成为某个地方、某个时刻和情境的图像符号。

《三足“顶”立》《大运起航》《浓墨重彩画新区》……翻阅着画册《文艺

助力东部新区》，卢兴东镜头下一栋栋时尚建筑拔地而起，一台台现代化施工机

具穿梭其中，一段段美好未来缓缓展开。所谓摄影家的才华和勇气，不仅仅在于

超出凡人的视觉观察力，更是那种穿透人心，跨越时代，融汇民族文化的完整的

价值观念和对影像理性的再现。

关于“艺术助力东部新区”，其实是卢兴东发端于2021年春天的创作愿景。

4月，成都市文联公布面向大成都范围的文艺助力东部新区中青年艺术家招募计划

以后，拍摄思路就时常不由自主的在他脑海里“盘旋”。卢兴东介绍，去掉阴雨

天气及各种准备时间，作品整理、作品集编辑设计，用于创作拍摄的时间不足两

周。为了不错过难得的晴朗天气，在签约后卢兴东到10月国庆假期之前已经跑了

数趟东部新区。“镜头中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将东部

新区的蓝图变成了现实。不仅成就了东部新区，亦成就了我影像的厚重与色彩”

要用镜头表现好东部新区开发建设这一宏大主题，对于寻常摄影人而言颇具

挑战性，其拍摄难度非一般风光、人文题材可比。成都市摄影艺术家协会主席曹

铁表示，在美学功力深厚、摄影技艺娴熟的卢兴东手里，这组东部新区建设的一

个个经典画面无一不是精彩之至。构成、光影、色彩、瞬间，摄影语言被他游刃

有余又恰到好处地运用于东部新区建设场景的表现上。一切看似信手拈来，又不

无包含个人的审美眼光和独特创意。

在数字化十分普及的今天，人们都已尝到数码照像带来的惊喜与无限的乐

趣，摄影不再“神圣”，真正图像泛滥的大众时代已经来临，其实这也更显得职

业摄影人的专业精神与普通人兴而为之的不同。 在卢兴东的看来，“照片的价值

取决于作品的重要性和唯一性相结合构筑而成的难度叠加，直至其升华至艺术的

高度。”他认为，纪实与艺术并不是矛盾的，甚至互不相干。“纪实”是形而下

的单一表述。“艺术”是形而上的综合表述。纪实不代表就不能以艺术的方式，

艺术更不意味着就是虚拟而不真实的。相反，艺术的纪实才是纪实摄影理应追求

的境界，直至实现纪实的艺术。

 摄影家的艺术，是一种需要耐心和时间的持续性发现。卢兴东人生故事的开

端是摄影，而图像则是贯穿他整个故事的情感文本。或许有的照片都未曾进入我

们的视野，却始终留在他的记忆里，留在他对纪实摄影的热爱里。
（受访者供图）

秋意正浓

冰
浴

色
彩

进
行

曲
新闻周刊
     面 孔 112022年2月10日   

编辑：杨莹  版式：马煜航

“我更像一个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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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落地落实，孩子们最先感知和体会到变化。打篮

球、踢足球、写书法、学美术……孩子们的寒假发生了诸多变化。

运球、过人、投篮一气呵成，引来阵阵欢呼……上午10点，记者

来到位于城区翡翠路的悟畏少儿篮球训练馆内，小学员们正排成队

列，围绕球场进行运球训练，场边的教练不时为他们纠正动作、提示

要点。除了基础训练外，孩子们还在球场上进行酣畅淋漓的比赛，将

自己学到的技巧运用到实战中，在欢呼和汗水中感受运动的乐趣。

由于学科类培训不能再开，素质教育培训迎来了一个好机会。今

年报名的学生人数比往年增长了三分之一。悟畏篮球总教练、悟畏体

育创始人杨卓告诉记者，最小的学员只有三岁，在情景教学中玩游

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孩子的兴趣。小学到初中阶段的学员，

则是以专业、体能、技巧等方面进行教学，提升孩子的综合素养。

“现在家长让孩子来学习，不是为了应试，更多是考虑培养兴趣，锻

炼身体。”

在城区蟠龙路的98K足球公园，传来教练训练的吹哨声。孩子们

在球场上奔跑，稚嫩的脸蛋红扑扑的。乐山雄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汪学谦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开始，参加培训的学生人数就

有所增长。今年寒假增加了50多人，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双减”之

前13岁—15岁的学员人数为0，今年这个年龄段的学员有20多人。

“根据年龄段不同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提高各项技能。

家长报班的原因更多的是经过长期的足球训练，孩子们在需要激烈竞

争，又需要团结协作的环境中，意志品质和竞争意识会得到磨炼。在

外出打比赛期间，还能提升孩子们适应集体生活，锻炼独立生活能

力。”

除此之外，一些舞蹈、书法等兴趣班内也十分热闹。记者从寒逸

堂了解到，寒假里学习书法的学生数量和以往差不多，不过坚持学的

学生变多了。寒逸堂创始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准）萧亦坤告诉

记者，课堂上除了教授基本笔画到临摹隶书的经典法帖外，还要求每

一位学生在过年前写春联。在萧亦坤看来，书法培训不仅激发了孩子

们学习书法的浓厚兴趣，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

减
双减政策后

������������������出寒假新花样
■ 本报记者 杨莹

“双减”政策后的首个寒假的确不一样。“寒假作业写写写，

背书包赶培训班”的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

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收获一个快乐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