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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与摄影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珍惜每一

次和世界偶遇的瞬间，它们不相信偶然，所有的偶

然里面都包含着必然。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如寇

德卡的作品）总能带来一个顿悟：现实往往比想象

更为超现实……于是，摄影和诗，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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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一个初到香港的外地朋友，无论来自古老欧洲还是新兴

强国，从机场快线走出，第一眼看到中环、金钟的天际线，都会

被森然撕裂了本来就狭窄的天空的那些利刃般的高楼震惊，随后

他就会发现，在高楼的立面之上或缝隙之中，遍布了影像、符号、

文字，有人会认出，这就是《黑客帝国》《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

等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科幻电影当中最常见的场景。

一如 80 年代九龙城寨的繁复混杂震惊了日本的艺术家，今天

的香港照样以其影像过剩的繁衍完美地隐喻着一个资本主义高度

发达社会的卵巢、一个消费话语聒噪的地狱。我相信像寇德卡、

萨尔加多这样的摄影大师来到香港反而会无所适从，从相机的取

景器望去，起码有一百个视觉元素在眼前喧哗着，当中又有过半

属于商业广告的种种幻象、伪装，在这里寻找孤独、空旷与贫瘠

的空间感是多么难，然而，孤独与贫瘠在每个香港人心中沸腾着。

一个旅游摄影师或者明信片摄影师，会很高兴这里处处都是

地标，到处都是香港的“签名”，很轻易就能拍摄出一幅美丽但是

千篇一律的香港标准照。而香港的大多数沙龙摄影师也乐于冒充

序

一位香港的过客，不厌其烦地走上山顶拍摄单一角度的维港夜景。

这个城市热切地提供可以看见、可以利用的种种意象，一如它在

旅游业上的自我定位：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大商场。这些香港

意象，可以称之为服务型意象—高度殷勤的一位苏丝黄。但真

正的香港，是看不见的。

我更多的足迹留在香港的边缘地带：在新界，2010 年因为兴

建高铁而被消灭的菜园村；在九龙街头，1997 年仍然书写地状家

谱的“九龙皇帝”曾灶财；唐楼里的舞踏、工厦里的诗人；天水

围或者青衣迷宫般的公屋里的新移民；熄灯之后的上环或者藏于

陋巷的庙街，某些欲望流动的残渣……这些关于香港畸零、废墟

的一面，我视为香港的性感。性感，必须是隐藏极深，只有拍摄

者与被摄者彼此知道的。

后来，我几乎只用黑白、用残缺的构图去拍摄这一切流光溢彩，

而且越来越吝啬于按下自己的快门，让早已拍下的底片在脑海中、

文字里慢慢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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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拍照的？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台

相机么？

廖伟棠 ：大概是 1993 年。第一台自己买的相机是海鸥

DF-1，现在坏了，仍留作纪念。

沈祎 ：1993 年已经开始写诗了吧？你的诗歌和摄影几乎是

同步开始的？

廖伟棠 ：写诗更早，1989 年开始的。

沈祎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赚的钱大多用来买相机了，

对器材比较发烧么？能不能列举几款自己用到现在比较喜

欢的相机？

廖伟棠 ：对器材是有限度地发烧。我用过的最喜欢的器

材是 CONTAX G2，现在偶尔还用。另一种我也很喜欢，

是富士 TX-1 宽幅，我用它拍了很多照片，直到 2007 年

在广州被偷了，后来我买回了同样规格的哈苏 X-Pan。

LEICAM6 和 MAMIYA 7 都用过两年，也是好机器，后来

让给朋友了，但后来又买回另一台 LEICAM6。数码相机

我常用 CANON 5DMark II 和 LEICAME，但还经常带着

M6 和 X-Pan 拍胶片，偶尔还用 120 和 4×5 机器。不同

的器材的确能启发微妙的不同的想象力。

沈祎 ：这么说还是用过不少机器，但是每次出门不可能带

上很多机器，你一般会带几台，如何选择的？

廖伟棠 ：一般都是一台数码机配一台胶片机，比如说这

对话廖伟棠

廖伟棠 : 城市的游荡者

次去意大利带了 5DMark II 和 HOLGA，上次去越南带了

40D 和一台针孔相机加 612 后背。

沈祎 ：说到“不同的器材启发不同的想象力”，能不能具体举

例？比如 LEICA M6 和 LOMO 拍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同的。

廖伟棠 ：这建立在你对机械时代的理解上，机械带来

它自己的美学，和你固有的美学相碰撞。比如，拿着

LEICA 我会很注意摄影环境的氛围和质感，这是 LEICA

擅长的；拿着 LOMO 我会留意一些特殊角度、悬殊的光影，

这是它擅长的。

沈祎 ：最初开始拍照时一般拍什么？摄影上启蒙你的摄影

大师有哪些？你比较偏爱怎样的摄影作品？

廖伟棠 ：最初拍的照片，我只保留了一张，拍的是两个

卖米老妇人和她们身后的小汽车之间形成的空白倒三角

形，从这时开始我一直关心摄影中空白与虚无的部分。

启蒙和影响我最大的摄影家是罗伯特·弗兰克和约瑟

夫·寇德卡。我一直偏爱在纪实中保持疏离、并通向博

大无形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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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相对而言，我觉得约瑟夫·寇德卡可能更有诗人气

质一些，这大概和他长期自我放逐式的离群索居有关，他

早期的一些作品，一棵树，一个人，一片光，拍摄对象完

全被他以一种冥想式的影像孤立起来了。其实这很矛盾，

内心敏感细腻的人拍出的东西容易情绪化、个人化，很难

达到博大的境界。

廖伟棠 ：对于大师并不矛盾，你看寇德卡后期作品

《CHAOS》，非常博大。这个转换也来自在世界上的放逐

和历练，而不是逃避。现在中国的诗人或有诗人气质的

摄影师，选择的大多是逃避。

沈祎 ：你逃避过么？或者你逃避过，摄影把你拽回来了？

廖伟棠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逃避过。拽我回来的是现

实本身。

沈祎 ：从什么时候对摄影开始有了一个自觉的意识？你拍

摄上的“刺点”是什么，什么是你想要捕捉的对象？

廖伟棠 ：从 2001 年到北京生活，我开始自觉思考和实

验摄影。我的“刺点”主要来自人在刹那流露的诗意，

也许是丑陋和残酷的诗意，以及现实景物中骤然出现的

不实在感。这些也就是我想捕捉的对象。

沈祎 ：什么叫“丑陋和残酷的诗意？？是指精神层面与现

实之间的冲突么？

廖伟棠 ：现实的丑陋和残酷都有其深刻内涵，去思索它

的过程是有诗意的，这是波德莱尔和布莱希特式的诗意，

甚至是杜甫的诗意。

沈祎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你说的这几个人好像在人生的

不同时期都经历过长期的漂泊和流亡……

廖伟棠 ：不是巧合的，一个“不合时宜”者，只能选择

精神和现实上的流亡。

沈祎 ：我之前采访过一些摄影师，有些喜欢在自己熟悉的

环境里重复地行走与拍摄，有些喜欢“走出去”，去陌生的

环境里寻找刺激。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

廖伟棠 ：我还是属于后一种，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自身

中那个陌生的我。

沈祎 ：你的意思是，你的摄影是在挖掘你自己都未意识到

的另一个自我？

廖伟棠 ：是的，这很有意思。

沈祎 ：到了新的环境以后，你是那种很容易就能“融入”

的人么，还是本雅明说的那种城市的“闲逛者”（flaneur）呢？

廖伟棠 ：这两者并不矛盾，我是兼而有之的。

沈祎 ：确实，“闲逛者”的拍摄可能没什么目的性，所以像

是在“游荡”，但是和走马观花又是两个意思。

廖伟棠 ：他的目的性是在过程中流露的，他的优势在于

他没有功利目的，且行且停。

沈祎 ：在旅行中，一个城市怎样的特质会吸引你，你一般

会比较关注城市中的哪些对象？

廖伟棠 ：我喜欢城市散漫、草莽之气，我也比较关注那

些城市中的游离分子、波希米亚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沈祎 ：可是在大都市其实很难发现这样的“散漫”对象，

都市里的人总是强调规范、统筹、计划、逻辑……

廖伟棠 ：呵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恰恰相反，

大都市里这样的人极多，但他们潜藏得比较深，要你细

心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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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相对而言，我觉得约瑟夫·寇德卡可能更有诗人气

质一些，这大概和他长期自我放逐式的离群索居有关，他

早期的一些作品，一棵树，一个人，一片光，拍摄对象完

全被他以一种冥想式的影像孤立起来了。其实这很矛盾，

内心敏感细腻的人拍出的东西容易情绪化、个人化，很难

达到博大的境界。

廖伟棠 ：对于大师并不矛盾，你看寇德卡后期作品

《CHAOS》，非常博大。这个转换也来自在世界上的放逐

和历练，而不是逃避。现在中国的诗人或有诗人气质的

摄影师，选择的大多是逃避。

沈祎 ：你逃避过么？或者你逃避过，摄影把你拽回来了？

廖伟棠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逃避过。拽我回来的是现

实本身。

沈祎 ：从什么时候对摄影开始有了一个自觉的意识？你拍

摄上的“刺点”是什么，什么是你想要捕捉的对象？

廖伟棠 ：从 2001 年到北京生活，我开始自觉思考和实

验摄影。我的“刺点”主要来自人在刹那流露的诗意，

也许是丑陋和残酷的诗意，以及现实景物中骤然出现的

不实在感。这些也就是我想捕捉的对象。

沈祎 ：什么叫“丑陋和残酷的诗意？？是指精神层面与现

实之间的冲突么？

廖伟棠 ：现实的丑陋和残酷都有其深刻内涵，去思索它

的过程是有诗意的，这是波德莱尔和布莱希特式的诗意，

甚至是杜甫的诗意。

沈祎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你说的这几个人好像在人生的

不同时期都经历过长期的漂泊和流亡……

廖伟棠 ：不是巧合的，一个“不合时宜”者，只能选择

精神和现实上的流亡。

沈祎 ：我之前采访过一些摄影师，有些喜欢在自己熟悉的

环境里重复地行走与拍摄，有些喜欢“走出去”，去陌生的

环境里寻找刺激。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

廖伟棠 ：我还是属于后一种，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自身

中那个陌生的我。

沈祎 ：你的意思是，你的摄影是在挖掘你自己都未意识到

的另一个自我？

廖伟棠 ：是的，这很有意思。

沈祎 ：到了新的环境以后，你是那种很容易就能“融入”

的人么，还是本雅明说的那种城市的“闲逛者”（flaneur）呢？

廖伟棠 ：这两者并不矛盾，我是兼而有之的。

沈祎 ：确实，“闲逛者”的拍摄可能没什么目的性，所以像

是在“游荡”，但是和走马观花又是两个意思。

廖伟棠 ：他的目的性是在过程中流露的，他的优势在于

他没有功利目的，且行且停。

沈祎 ：在旅行中，一个城市怎样的特质会吸引你，你一般

会比较关注城市中的哪些对象？

廖伟棠 ：我喜欢城市散漫、草莽之气，我也比较关注那

些城市中的游离分子、波希米亚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沈祎 ：可是在大都市其实很难发现这样的“散漫”对象，

都市里的人总是强调规范、统筹、计划、逻辑……

廖伟棠 ：呵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恰恰相反，

大都市里这样的人极多，但他们潜藏得比较深，要你细

心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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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有一组照片叫作“新现实主义之湖南”，首先能否解

释一下你对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解？其次，你说到“岳阳、

长沙、凤凰，我最爱在这种城市拍照，因为中国最真实的

一面往往在此”。能否具体说说为什么？

廖伟棠 ：我认为的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深层的现实，它往

往以超现实的面貌出现，就中国而言，它是极麻木又极

痛的，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往往有幻象，自欺地

把它掩蔽，但在二、三线城市它无拘无束地疯长。

沈祎 ：你说的这些城市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是不是这种

历史的沉淀与现代城市化的改造凸显了你说的“超现实”？

为什么北京、上海有幻象可以掩蔽？幻象是什么？

廖伟棠：你说得对，这种超现实来自历史与未来的错位，

导致中间的现实处于悬搁的状态。

沈祎 ：我之前采访过《联系》杂志社的普雷基，他在前几

年把罗伯特·弗兰克带到过平遥，他说弗兰克回去后一直

惊呼中国很神奇，我在想，弗兰克影像中那种冷眼旁观式

的戏谑、讥讽，略带伤感的幽默倒是很适合来拍摄现在的

中国。

廖伟棠 ：在中国发现神奇很容易，发现神奇又发现痛，

那可能只有中国摄影师能够，这是自己身上的痛。

沈祎 ：我很喜欢你拍摄的两组巴黎照片——“巴黎无题剧

照”，虽然是“无题”，但是“剧照”二字已经有了深意，

说说为什么用“剧照”二字命名呢？既是“剧”，谁是导演，

谁是演员？

廖伟棠 ：我很关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戏剧性，有时甚至

让相机刻意地去碰触这种戏剧性，那些胶片冲洗出来后

连我自己也感到陌生，但越陌生越是揭示着我拍摄时内

心深处的一些忧郁或恐惧。所以，这些剧照其实也是我

心灵的剧照，“无题”就是可以自由命题。也许导演和

演员，都是我自己。

沈祎 ：巴黎的这两组照片把巴黎拍得不像常人心目中的巴

黎了，让我想到波德莱尔。这组照片里，感觉拍摄者像个

“幽灵”似的，照片里的对象也像个“幽灵”，充满了短暂性、

不确定性，这是我的观看体验。能不能说说你的创作感受？

廖伟棠 ：你说得非常对，这批照片在台北出版的时候，

就被我分为“无题剧照”和“幽灵影院”两个部分。波

德莱尔《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对我的诗歌写作和

摄影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被本雅明点出的一个“漫

游者”和世界“路遇”的概念，这种企图超越不确定性，

但又迷恋不确定性的魅力，也许就是造成幽灵感觉的原

因。冬天的巴黎，我和被拍摄者都行色匆匆，把自己视

作幽灵浪抛在世界上，是一种微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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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有一组照片叫作“新现实主义之湖南”，首先能否解

释一下你对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解？其次，你说到“岳阳、

长沙、凤凰，我最爱在这种城市拍照，因为中国最真实的

一面往往在此”。能否具体说说为什么？

廖伟棠 ：我认为的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深层的现实，它往

往以超现实的面貌出现，就中国而言，它是极麻木又极

痛的，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往往有幻象，自欺地

把它掩蔽，但在二、三线城市它无拘无束地疯长。

沈祎 ：你说的这些城市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是不是这种

历史的沉淀与现代城市化的改造凸显了你说的“超现实”？

为什么北京、上海有幻象可以掩蔽？幻象是什么？

廖伟棠：你说得对，这种超现实来自历史与未来的错位，

导致中间的现实处于悬搁的状态。

沈祎 ：我之前采访过《联系》杂志社的普雷基，他在前几

年把罗伯特·弗兰克带到过平遥，他说弗兰克回去后一直

惊呼中国很神奇，我在想，弗兰克影像中那种冷眼旁观式

的戏谑、讥讽，略带伤感的幽默倒是很适合来拍摄现在的

中国。

廖伟棠 ：在中国发现神奇很容易，发现神奇又发现痛，

那可能只有中国摄影师能够，这是自己身上的痛。

沈祎 ：我很喜欢你拍摄的两组巴黎照片——“巴黎无题剧

照”，虽然是“无题”，但是“剧照”二字已经有了深意，

说说为什么用“剧照”二字命名呢？既是“剧”，谁是导演，

谁是演员？

廖伟棠 ：我很关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戏剧性，有时甚至

让相机刻意地去碰触这种戏剧性，那些胶片冲洗出来后

连我自己也感到陌生，但越陌生越是揭示着我拍摄时内

心深处的一些忧郁或恐惧。所以，这些剧照其实也是我

心灵的剧照，“无题”就是可以自由命题。也许导演和

演员，都是我自己。

沈祎 ：巴黎的这两组照片把巴黎拍得不像常人心目中的巴

黎了，让我想到波德莱尔。这组照片里，感觉拍摄者像个

“幽灵”似的，照片里的对象也像个“幽灵”，充满了短暂性、

不确定性，这是我的观看体验。能不能说说你的创作感受？

廖伟棠 ：你说得非常对，这批照片在台北出版的时候，

就被我分为“无题剧照”和“幽灵影院”两个部分。波

德莱尔《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对我的诗歌写作和

摄影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被本雅明点出的一个“漫

游者”和世界“路遇”的概念，这种企图超越不确定性，

但又迷恋不确定性的魅力，也许就是造成幽灵感觉的原

因。冬天的巴黎，我和被拍摄者都行色匆匆，把自己视

作幽灵浪抛在世界上，是一种微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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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还有一组巴黎的照片是宽幅组照，用的什么机器？

怎么会想到采用宽幅？

廖伟棠 ：就是用上文提及的富士 TX-1。宽幅一来很有电

影感，二来和我喜欢的主体偏离式构图很配合，营造出

很疏离的空间感。

沈祎 ：感觉你的很多照片是黑白的，为什么对黑白影像情

有独钟？

廖伟棠 ：黑白粒子饱含着忧郁，水淋淋的忧郁，仿佛不

属于此时此地。

沈祎 ：是否因为去掉了颜色之后，让影像变得更单纯，更

接近世界的本质？

廖伟棠 ：倒未必单纯，也许更暧昧了。

沈祎 ：即使是一些彩色照片，似乎色彩饱和度也比较低，

并非那么浓烈。这是你个人的影像风格么？  

廖伟棠 ：有的照片我是故意调低了饱和度，更吻合流浪

者那种无所谓的悠然之意。

沈祎 ：看下来只有《爱丁堡》那组感觉明媚、轻快些。说

说那组的拍摄吧。

廖伟棠：那是 2005 年应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和《青年视觉》

之邀，前去拍摄爱丁堡艺术节。我非常喜欢9月的爱丁堡，

因为整个城市整个月，都是全民参与的艺术节，街头全

是快乐的表演者，因此我的影像也相应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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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祎 ：还有一组巴黎的照片是宽幅组照，用的什么机器？

怎么会想到采用宽幅？

廖伟棠 ：就是用上文提及的富士 TX-1。宽幅一来很有电

影感，二来和我喜欢的主体偏离式构图很配合，营造出

很疏离的空间感。

沈祎 ：感觉你的很多照片是黑白的，为什么对黑白影像情

有独钟？

廖伟棠 ：黑白粒子饱含着忧郁，水淋淋的忧郁，仿佛不

属于此时此地。

沈祎 ：是否因为去掉了颜色之后，让影像变得更单纯，更

接近世界的本质？

廖伟棠 ：倒未必单纯，也许更暧昧了。

沈祎 ：即使是一些彩色照片，似乎色彩饱和度也比较低，

并非那么浓烈。这是你个人的影像风格么？  

廖伟棠 ：有的照片我是故意调低了饱和度，更吻合流浪

者那种无所谓的悠然之意。

沈祎 ：看下来只有《爱丁堡》那组感觉明媚、轻快些。说

说那组的拍摄吧。

廖伟棠：那是 2005 年应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和《青年视觉》

之邀，前去拍摄爱丁堡艺术节。我非常喜欢9月的爱丁堡，

因为整个城市整个月，都是全民参与的艺术节，街头全

是快乐的表演者，因此我的影像也相应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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