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摄影家协会CPA 

[资讯]   [图片]   [会员]   [活动]   [论谈]   [社区]   [网址]   [博物馆]   [其他] 

当前位置： 中国摄影报导读 →  

·影展过后说影展，意见堆里挑意见对《失误与遗憾》的五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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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是看的艺术，观看时或观后发表见解或评论一二则是所有观者的权力。有这个惯例，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经济日报》摄影部主任邓维又“挖了个坑自己跳”，主动给大家提供了“痛说新闻摄影家史”的阵地。这项名

为《失误与遗憾》的影展虽然没有过多的宣传，但仍然成了摄影界、新闻界热议的话题。 

     如今，展品已悄然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画廊展厅撤走，给邓维挑刺的摄影界内外人士也为数不少。当

将能看到的资料全归置到一起时，也应该冷静地看待和分析这次有些特殊的影展的效果和意义了。我们不妨采取不同

的角度，随着邓维的反思和大家的评说从五个层面来重新看待《失误与遗憾》。 

主观地看：雷声小，雨点大 

     邓维办展前接受某杂志专访时提及，摄影界“许多费了挺大劲儿弄的影展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观者是上眼不

上心。”当自己的影展结束，面对“雷声”与“雨点”关系的问题时，邓维回答：雷声小，雨点大。 

     说雷声小，是因为除在展厅和国务院新闻办图片库网站展出外，影展并未过多宣传，来的大多是新闻界和摄影界

同行。雨点大的程度则是邓维没想到的：许多外地朋友专门打电话或到网上发表意见；温州职工摄影论坛网站等还把

参展照片和文字全部转载，供影友批评；许多网站上的评说已超出新闻摄影业务范畴；以《绝对隐私》栏目起家的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让邓维不得不掏心窝子说了回“隐私”，成就《“找骂”是一种胸怀》一文；参加完研讨

会回到广州后，《新快报》摄影部主任李洁军当即让他任教的中山大学新闻系60多位学生每人写了一篇论文，来专题

评判邓维的照片；邓维到外地参加活动，有人专门找到他的房间，关起门来要与他好好“理论理论”…… 

     现象之热闹确实出乎意料，但邓维很清醒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摄影界最重要的一环，只不过没人捅破这层

窗户纸。 

     当然，小雷声激起的大雨点到底有多少养分，能给新闻摄影这块沃土奉献多少真材实料的营养，给大家带来多少

启迪还有待实践检验。 

客观地看：现象大于本体 

     有人借上世纪80年代后期红火一时的“邓维现象”，给这次影展命名为“新邓维现象”。于是，无论是研讨会，

还是大家写在论坛里和纸上的意见，似乎对这种展览现象的评判多于对照片本身的说法。 

     也许是摄影界从未有敢公开“亮丑”者，也许渴求批评的风气太久，也许有人只对这种形式感觉新鲜，尽管新闻

界和摄影界对单幅照片零敲碎打的批评从未断过，但当面对这种将作品集中起来公开征求批评的形式时，业界却有些

失语：除了那60多个学生，还真未见到有人对某幅照片进行鞭辟入理的深度批评。 

     邓维的看法是，批评之于摄影界有先天不足，摄影界多套用美术理论和程式，新闻照片也不时被人以“创作”提

及，最大的失误是未将美术批评同时套用。 

     于是，在摄影批评还未成气候的情况下，大家也只能对“新邓维现象”说说看法，对个把作品品头论足，很难形

成超出技术与应用之外的深层次批评。 

旁观地看：令人佩服的“作秀” 

     其实，本次影展还未开始，就有许多质疑声，问邓维是不是用《失误与遗憾》为自己“作秀”？研讨会主持人之

一黄文也风趣地说，这是邓维讨巧的举动。 

     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到如今，所有公开提出的意见只有两位说邓维有“作秀”之嫌，但其中一人深沉地说：即便

是作秀，也是高明的“秀”，值得佩服。 

     邓维说，人家有此态度不足为怪，大家都有了宣传意识，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秀场。如果通过这么一场“秀”，

能在新闻摄影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或稍微有些波澜，就是我的欣慰。 

     摄影界聚到一处，往往喜欢对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作品加以评论，个别好发表意见者也不免有人前奉承、背后骂



娘的行径，拿出作品来专谈走麦城的却鲜见。虽然《失误与遗憾》仅仅是一种形式，也很难使摄影界风气为之一变，

但这样的事儿总得有人做。展览开幕当日，就有人公开表示要效仿邓维，办类似的失误展。步别人后尘再照搬这样的

方式，本不应被看好，邓维却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来做此事，反倒能使之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说不定这样的展

示方式会成为摄影人检验业务能力的一种方式。 

宏观地看：新闻摄影不是个人行为 

     有人说，邓维展出的许多照片，现在看来是很好的配图；某图片网的负责人也幽默地说，不少展品都可以通过他

们卖得很好，只不过关键词需要改一下。 

     新闻摄影的改革与进步日益明显，作为这个过程中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邓维认为，十几二十年前，新闻摄影的整

体状况远不如现在，不可能脱离历史条件和环境来看待这些作品。包括编辑方面，一些照片今天看来非常好，但在当

时编发可能就不合适，因为新闻摄影作品的拍摄和刊用，已不是个人行为，新闻摄影从业者必须受制于社会责任和社

会道德。 

     据邓维介绍，当他连载形式的政论式摄影报道面世时，业内的批评声多于叫好声，而从读者面得到的则正好相

反。分析原因，他认为，业内的规律读者未必了解，业内谈的是作品，读者看的是报道，只要有他需要的信息，他就

喜欢看。可是，在业内谈论新闻摄影作品的得失时，又有几人考虑过读者的说法呢？ 

纵观地看：我们都是在探索 

     从一定意义上，邓维认为，之所以他有目前的名声和成就，是因为“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有个

宽容的环境，那时并没有都市报。现在的都市报记者群体也和我们一样，赶上了头班车。” 

     作为都市媒体的代表，李洁军说，随着新闻题材边缘化，现在有些记者只会拍突发事件，相对而言，邓维这代人

深层次的思考较多，目前恰恰缺少思考型的记者。邓维则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摄影记者，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

探索与尝试，如果放到现在，单工作量一项，他们有时候干一天就够我们干一个月了。邓维不太喜欢因年长就动不动

拍胸脯，给年轻的同行们讲当年如何如何。他说，大家只要坚持职业的道德底线，有职业的素质，其他的应由时代评

判。 

     邓维办展的目的明确是为后来人当梯子，让大家通过他20年的《失误与遗憾》得到启示，的确有些苦口婆心。就

在记者发稿时，邓维的作品已装箱运往广东，将受邀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亮相，继续征求意见。 

     至于那本学术画册什么时候出来，邓维说，顺其自然吧。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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