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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舸李舸：：做内心激荡如火的摄影人做内心激荡如火的摄影人
□本报记者 路斐斐

“田野、山川、村庄、岁月，都在历史的和审美的观照中被

真挚端详和体认。”2021年4月9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的“希望的田

野——脱贫攻坚 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

重启幕。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受邀为展览特意撰写

的前言中，如此表达了这些来自乡野、穿越时光的影像对她的

触动：“这就是吾土吾民，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

为本次展览的总策展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高

级记者李舸亦如是说：“影像是‘时间的琥珀’，又是‘时间的种

子’，经由心灵累积传递，凝聚起直面现实的坚定信念。”从脱

贫攻坚拍摄到乡村振兴，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到对平凡人

生的抒写，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中国摄影还将带给我们

哪些思考与感动，带着问题，本报记者于展览开幕后第一时间

对李舸主席进行了专访。

记者：李主席您好！连日来，在全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浓厚氛围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希望的

田野——脱贫攻坚 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广大摄影人以真挚的情感、真实的写照、真诚的表

达，用影像的力量向建党百年致敬，带给了我们很多感动。中

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有关单位也对此次展览的举办给予了大

力支持。作为总策展人，从展览立项到展出的整个过程中，最

触动您的是什么？

李舸：作为今年两会以后，中国文联系统在国家级艺术殿

堂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现实主题展览，“希望的田野——脱贫攻

坚 共享小康全国摄影展”恰逢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喜迎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展出，在布展期间即备受各方关

注。此次共展出不同历史时期近150名摄影人的近180幅作

品，这是我们历时一年半，从各个渠道征集的十几万张作品中

遴选出来的，是中国广大摄影人和基层一线扶贫干部多年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以及亲身参与扶贫助困具体工作中所拍摄

的珍贵画面。因此这次展览不仅展示了一批优秀的摄影作品，

也是用影像对中国摄影人参与脱贫攻坚历程的一次汇报。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贫困

作斗争的奋斗过程。展览开幕后，我听到不少前来看展的党员

干部说，此次观展就是一次以图片来了解新中国这段伟大历

程的主题性教育和党史教育。

此次展览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文联主席、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为展览撰写前言，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为展览

题字，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著名作家梁晓声等多位知名作

家也结合展出的摄影作品撰写了感言随想。这些合作对我们

来说都是第一次，作家们的观看视角与思考进一步开掘了展

览的思想性和文学性。2017年底，中国文联、中国摄协在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后，提出实施一个历时三年的

聚焦脱贫攻坚任务的驻点调研创作项目，把用摄影表现脱贫

攻坚主题的创作组织工作列入了重要日程。

当然，脱贫攻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从影像的选择来

讲，则需要更理性地把握。我们不能把摄影艺术展简单变成工

作汇报，而要强调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因此在策展

中，我们特别提出要三条线：作品精选、视觉设计和文稿写作

同步推进。同时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记录小组，把策展过程

中的一些基础性资料等都做了档案式的收集整理。希望通过

这样的积累，能慢慢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摄影展览工作体系和

工作流程。希望能同国内更多的摄影人、摄影组织一起，推进

摄影展览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更多具有

创新性的摄影实践与表达。

记者：2017年您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新一届主席，上

任后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决

胜期”项目的实现，通过倡导艺术家长期深扎创作，记录这一

伟大历程。其中部分作品在此次展览中也得到了呈现。展览以

攻坚、圆梦两部分，通过新旧照片对比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当代摄

影人对脱贫攻坚事业和中国乡村文化的深度理解。

李舸：是的，当时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新一届主席，我

认为摄协工作应当紧跟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扣新时代的

发展目标。当时我们联系原国务院扶贫办（现为国家乡村振兴

局）的相关机构，确立了一批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名单，倡导摄

影人聚焦一村、一户、一人的变迁、变化，利用三年时间持续关

注、深扎贫困地区，以影像创作展示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提

出这个构想我们还是有一定底气的，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几代

摄影人就一直在如此坚持，他们始终与贫困地区的乡亲同呼

吸共命运。我自己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人民日报》

记者参与希望工程的。彼时，希望工程由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的

一个自主性拍摄项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全社会都在瞩目的

扶贫工程，这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和鼓舞。从那之后，我的主要

拍摄题材就没离开乡村。多年以来我自己经常是“走村串户满

脚泥”，摄影人只有对中国乡村建立起真正的感情，才能拍出

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佳作。

2018年初“驻村项目”甫一启动，我们就建议参与乡村调

研的摄影师，第一年不要先急于“出作品”，而要多做一些“田

野调查”，在充分了解乡村的各类基本状况，并跟乡亲们真正

交上朋友之后再开始创作。在此思路下，2018年底我们向中

国文联做项目阶段性汇报时就感到，收获确实很大。有不少参

与拍摄的摄影家表示，一年下来比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走马

观花式”的拍摄都要有价值。“驻村项目”要求参与者每次在农

村调研的时间都要保证至少一周左右，大家手里掌握的素材

因此扎实多了，对如何拍好新时代的乡村变革也就有了更深

入的思考。中国文联党组领导在看过汇报后还提出许多有待

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明确指出脱贫攻坚题材的拍摄一定要拍

出百姓对新生活的希冀，拍出真情实感，拍出巨大变化。因为

文艺作品最终一定是凝聚精神力量，给人以向上的能量的。

这几年，我们针对项目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逐渐改进调整，

并广泛收集相关题材的摄影作品，最终将新的拍摄成果和老

一代摄影人几十年持续关注乡村变化的代表性作品一起，集

中呈现在展览中。从当年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到后来牺牲在脱

贫攻坚一线的黄文秀等同志，再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

以及中国摄影界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中国摄协理

事、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山西省武乡县五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张国田和上海市摄协会员、云南省楚雄彝

族自治州大姚县副县长陈路等，一方面能看到摄影人在用有

情感、有温度的作品讴歌脱贫攻坚中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和

先进人物，一方面也希望在中国摄协的团结引领组织下，鼓励

当代摄影更加活跃地丰富百姓的日常生活。发挥摄影的记录

功能，通过倡导对某一题材、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进行长期关

注的创作态度，而使我们的影像更具历史价值和表现力度。此

次展览固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窗口，但它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

的历史坐标上，也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几代摄影人前赴后继

的创作与精神，这种精神值得今天的年轻摄影人学习和传承。

记者：此次展览作品的征选还依托了历届全国摄影艺术

展、历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等，以及摄协各团体会员、各大报

社、各大型网络新媒体平台，在大力寻找好照片的同时，也彰

显了新时代的摄影人对什么是好照片及摄影的社会价值与时

代价值的深度思考。回顾2020年，曾一度引发广泛关注的战疫

摄影与中国摄影金像奖的评选也是如此，作为参与者与见证

者，您又有何感受？

李舸：2020年初，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宣传组的指导下，

并经中国文联党组批准，中国摄协迅速成立了由我为领队的

五人“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逆行武汉66天。除了新闻

采访，还组织联络了当时在武汉参与采访的全国各媒体摄影

记者和湖北各地的摄影志愿者一百余人，在不到两月时间内

拍摄了4万2千多名援鄂医护工作者的肖像，这在中国乃至世

界上，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为国家留下了一套重要的影

像文献档案。我们在经历的4万2千多次感动中，记录下了这

些最美逆行者脸上布满勒痕的“最美的样子”，通过这种面对

面有仪式感的拍摄，摄影者与被摄者似乎共同在进行着一场

于精神层面有重量的行为艺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拍摄无意

中还是一次对这些年轻医疗队员非常有必要的心理治疗。我

们以实际行动和影像传达，给出了对什么是好照片以及摄影

的时代担当等问题的思考。

在新冠病毒肆虐之时，我选择逆行武汉不是一时冲动，而

是长期的摄影记者从业经历使然。近三十年来，我始终冲在新

闻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第一线，这已经成为我的一

种生活方式。在武汉，我对所有参与拍摄的摄影师制定了两条

底线，即：绝不能影响病区的正常救治和护理工作；绝不能影

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为每个人拍摄也就是在他们走出

病房进入淋浴间洗消前摘下口罩的一瞬间。但就是这短短不

到一分钟的拍摄带给我们太多感动，我几乎每天都在流泪，这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没有过。我们为每位医护人员提供了一

次表达情感、释放压力的机会，也给了医护、医患之间一次彼

此认识、互相鼓励的机会，而这一切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摄

影在特殊时期的独特价值与职责。

在去年举办的第13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选中，我们就看

到了表现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的优秀作品，这说明摄影家都在

用自己的行动传达着自己的思考。近年来，随着金像奖评选制

度更加严格规范，竞争愈发激烈，金像奖已越来越“难评”。积

几十年之功、默默耕耘、深度记录自己身边变化的摄影家不断

涌现，他们的作品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越来越多的摄影作品更

加注重思想表达，越来越紧跟时代变迁，作品背后凸显的精神

力量，让我们对进一步推动金像奖成为引领新时代摄影事业

发展的风向标充满信心。同时我们也感到，未来中国摄影人在

创新意识上还需进一步加强，在观念与视野方面更要进一步

拓展。

记者：如您所言，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您有一个身份一直

未变，即作为一名新闻摄影工作者参与和见证着伟大时代的

巨变。您摄影生涯中的很多重要主题与中国社会30年来，特别

是新世纪以来的飞速发展及经历都是密切相关的。您的摄影

观及对中国当下摄影发展的观察与思考是怎样的？

李舸：我从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人民日报》做摄影记者，至

今都没变过。我主要负责党和国家重大时政新闻采访，当然也

曾进驻非典重症患者病房、深入地震、洪水、泥石流等重灾区

进行现场报道。30年来，作为记者我亲历了中国社会发生的众

多重大事件。近年来，我又多了一重身份，在中国摄协，成为中

国摄影事业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因此除做好自己的创作之

外，还要认真履职，做好相关的组织服务工作。特别是在大发

展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摄协与广大摄影人要继续加强同各

类艺术机构、新闻媒体的紧密合作，延伸服务手臂、强化服务

职能，团结引领广大摄影人为时代写真、为人民留影，创作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而另一方

面，对这些工作的深度参与，反过来也不断激发我的创作灵

感，多年的摄影实践亦使我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与探寻中去尝

试创新的摄影表现方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征集“希望的田野”

展览作品、设计整个展览框架时，我有很深的感触，即中国摄

影事业始终是跟中国革命事业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回顾

百年历史，我们摄影人始终活跃在第一线。摄影术自1839年

诞生，短短3年之后即传入中国，从最初的简单记录逐渐开始

深度参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并发挥着重要的以图证史

价值。这100多年来文学、美术等各门类艺术的创作和理论都

深刻影响着摄影艺术发展走向。摄影也从诞生之初“与传统艺

术类比始终处于审美判断下风”以及19世纪文艺评论界关于

“摄影是平庸的复制技术，缺乏心灵的力量”之偏见，逐渐成为

一门更加有责任担当、更加有思想内涵的真正艺术。今天，摄

影早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存在，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摄影所

带来的重大变革。由摄影而发展出来的活动影像，以及数码成

像与互联网技术，不仅让电影成为观赏领域的中心事件，更让

视频表达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交流与传播工具。

针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国文艺，鲁迅先生曾表达过4

个观点，这对当今21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文艺创作，特

别是摄影创作，仍具有借鉴意义。我想套用这4句话来谈谈今

天对摄影和摄影人的定位：一、我们是否具备一种深度介入历

史和干预现实的积极品格；二、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文化艺术

不是娱乐和休闲的附庸，而应是一种独立的有重量的精神运

动；三、我们愿不愿意以自己丰富的见证和“痛苦的肉身”去见

证和记录社会变革与社会生活；四、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资格成

为21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人说，相对其它艺术门类，摄

影是一门“挫折感来得很晚的艺术”，很多人在毫无基本功的

情况下，都可以在短时间干得“有模有样”。我认为这种“模样”

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不具备艺术精神。真正的摄影是需要严

肃的艺术态度和严谨的艺术理念来支撑的，是要彰显影像背

后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的，是

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情感路径的。

这些年我发现，越拍到一定程度越想否定之前的很多东

西，包括当年一些标签化、概念化、形式感的影像。影像是需要

沉淀的，而真正的摄影艺术应该是润物无声、沁人心脾的。有

人说，中国摄影需要平静如水的影像，更需要平静如水的摄影

人。我们不需要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拍摄，真正的艺术家应

该是待人谦逊友善，表面平和自在，而内心激荡如火的，他们

对民族、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当下的移动互

联网时代，海量影像出现在我们面前，愈发提示着摄影的两个

价值取向，一是当下的传播价值，一是记录的历史价值。对于

我们摄影人来说，一定要能站在历史的维度去考虑问题，创作

作品。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经过时间的沉淀，还能留在史册

中持续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才可被称之为经典。

记者：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

也在面向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新的百年征

程。在传承精神，促进新时代的文艺发展特别

是摄影事业的发展方面，您还有哪些可以分

享的心得？

李舸：这让我想起去年参加武汉抗疫保

卫战时的感触。1938年，我们摄影界的前辈

吴印咸等人，就是在武汉接受了荷兰导演伊

文思捐赠的摄影机并把它们带到延安，由此

开创了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新局面。从上世

纪20、30年代开始，我们的摄影人就已经积

极地参与并深度介入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

程中。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在开天辟地的救

国大业、改天换地的兴国大业、翻天覆地的富

国大业、惊天动地的强国大业中，都留下了很

多珍贵影像，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摄影人的命

运跟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这让我深受感动。无数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

摄影人用他们的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

百年历史，沧桑巨变。摄影作为一种观看

社会行为的中介，其行为本身的意义与摄影

的最终成像相比，已变得更加意味深长。比如

疫情期间我们摄影人的在场拍摄，比如乡村

脱贫减贫的历程中我们的持续关注，这几年

来所经历的，是我从业30年来从未有过的职

业体验。这种体验帮助我们让影像回归内心，用我们的人格和

风范去表达内心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讲，摄影有时并不是一次

艺术创作，也不是一场新闻采访，而是一种直指心灵的生命体

验与精神升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下一步我们要为更好更

深入地讲好党史、学好党史作出切实有效的工作部署。同时，

我们还需在当下最薄弱的摄影理论、评论、史论等方面的建设

上多下功夫，力争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摄影理论

体系和学术体系，真正起到旗帜性作用。在新的时代，我们需

多沉下心来多做些有益的深入思考，让摄影作为时代的记录

者，培根铸魂、凝心聚力。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这需要

我们坚定信念，砥砺品格，持续聚焦，用心审视，用优秀的作品

真情描绘。我们将持续用心用情用功，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不

断推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再

创中华文化新辉煌，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用文艺凝聚起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

愿、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为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访谈录

《取水有道》1997年2月，陕西吴旗县，村民带着自家的器
皿下山取水。张桐胜/摄

2019年6月30日，在乌英苗寨，驻村第一书记韦桂华（右四）
带领村民维修河堤。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由于地
处偏远，山多地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黄孝邦/摄

《战疫天使》福建省立医院援鄂医疗队
护师徐健。李舸/摄

2020年9月20日，新疆喀什地区浩罕乡，幸福大院各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
在一起。李舸/摄

2020年10月20日，河南台前县吴坝镇徐堌堆村，致富带头人
李爱芹（前排中）与服装加工厂的姐妹们。几年前，李爱芹放弃在天
津打工，回到了村里做起服装加工，目前有40多人就业。解海龙/摄

李 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