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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缺席”的拍照———解读卢克·德拉哈耶  

                                         汤向阳 

  卢克·德拉哈耶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并不太熟悉，但那幅著名的《塔利班士兵》却为大家所熟知。不久前，卢克·德

拉哈耶在英国国家摄影、电影、电视博物馆举办的摄影作品展引起了轰动。展览期间，该馆馆长、艺术评论家帕提克

·汉里对其人其作进行了解读。 

 1984年，22岁的卢克·德拉哈耶到英国北部拍摄矿工罢工。在那里，他得到了矿工们的帮助和照顾，其间拍摄的照片

被一家名为《人性》的报纸采用，由此开始了他环球摄影记者的生涯。1994年当他以提名者身份进入玛格南图片社

时，就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战地摄影师了，同时签约于《新闻周刊》。那些他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车臣拍摄的作品广

为人知，卢克·德拉哈耶得到了不计其数的奖掖和荣衔，包括1993年和2002年两度获得罗伯特·卡帕金奖。 

 上世纪90年代初，卢克·德拉哈耶开始出书、办展览，以不同于操纵相机的方法探索纪实照片的生存。为参加2001年

《寂寞之地》影展的人像部分，卢克·德拉哈耶把一群无家可归的人集中到巴黎地铁站的快照室拍照。在摄影室里，

流浪者在镜头前敲打自己仅有的财物，脸上的风霜历历在目。当观众看到这些照片时，都会觉得是在审视我们自己。

他还收集了萨拉热窝的一家日报1993年讣闻版刊登的许多照片。尽管照片上的人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民族背

景，但他们都是波斯尼亚战争的受害者。然而，他们的遗照———取自护照或其他证件上，却都在刊登时被扭曲了。

卢克·德拉哈耶的这两组作品，使我们得以反思自己以往的歧视。 

 这幅著名的《塔利班士兵》是一组名为《历史》的系列作品中的一幅，一个年轻的士兵面对着我们躺在不深的战壕

里，他的身体姿势和半闭的眼睛让我们觉得他像刚睡醒，但他脖子上的伤口却告诉我们他已经死了。在周围的沙地

上，脚印依然清晰可见，不远处还有他干瘪的钱包，脱下了皮靴，解下了武器，他看起来异常的安宁祥和，与世无

争。 

 系列作品《历史》，本意是想从这场战争中挽救些什么，正是因为有卢克·德拉哈耶在远离全球新闻圈的地方拍摄的

这些事件，我们才得以对它们有不同的体验和记忆，而且这些照片都是由能够提供大而细节完整的底片的全景相机拍

摄而成。然而，《历史》系列作品还只开了个头儿，它还将以每年4到5张的速度增长。 

 卢克·德拉哈耶的拍摄设备和方式使他在某些方面更像一个早期的摄影师，而非他的同时代的人。 

 卢克·德拉哈耶正在尝试把他的所见和摄影的实质———即它作为反映现实的独特手段，再度连接起来。“我相信照

相机记录事情的能力———记录现实与真相的细枝末节，同时创造幻像。”但在报纸或杂志的背景下，这些宝贵的现

实世界的碎片却只会增加困惑和破坏性的，将导致我们丧失目标的混乱。趋前避后，正是卢克·德拉哈耶最初的目标

之一。 

 系列作品《历史》中附有深入细节的正面作品已被削减，不同于传统图片新闻的框架，它们包含了大量重要的边缘信

息，属于一种传统的直白的文献图片，强调“事物本身”，就像是一个超脱世外的，理想化的观察者用一种单一的，

全方位的视角观察一个特定的对象。这与以能反映连续且画面闪烁而著称的新闻图片中的快餐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历史》汲取了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形成的西方美术精髓———多点透视法。在拍照时，卢克·德拉哈耶极少以艺术的

名义，意在使自我“缺席”，或者“透明”。为了顺利拍到好的作品，他的座佑铭是：“谨言，低调和客观”。 

 卢克·德拉哈耶说，在已完成的图片里，他把文献的现实主义与所取场景内在的艺术独立性结合起来，只有当素材照

片具备了以上这些品质，它才能成为展览图片。卢克·德拉哈耶痴迷于杰瑞·克特、戴维创作的历史画的力量和庄

严。这些被经常用来反映新近世界风云的巨幅画作，堪称现实主义流派的杰作。它们使自身蕴涵的主题引人注目，发

人深省，栩栩如生。它们的比例和蕴涵其中的信息使人们有必要跨越时间，把它们当做一种精微的东西来体验。想要

一眼看透它们是不可能的，它们使观众沉醉其中。 

 卢克·德拉哈耶说，新闻中的图片表达的意思常被上下文所牵制或篡改，而在展览馆里，图片是独立的，因而是自由

的，虽然放在展览馆里的照片，看的人会少一些。他承认，“但是他们能感知更多，我觉得这种展出方式能让我表达



更多。我的观众是那些极少数的，任何人都能从我的作品中有所获益，他不一定是杰出人物、不一定是个收藏者，或

许他只是一个过路人而已。” 

 1998年9月，卢克·德拉哈耶开始了为期一冬的俄罗斯之旅，拍摄一系列研究当代俄罗斯的照片。俄罗斯使我们从灯

光暗淡的公寓房和荒芜可怖的工业区搬到了大片荒凉的土地。简略地了解了俄国人的生活后，德拉哈耶为这个废墟中

的黑暗、空寂、荒谬的帝国描绘了一幅荒凉的画面。有时候，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传统的文献项目，一个由摄影师一手

创造的世界的窗口。德拉哈耶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废墟中结交当地居民。他以自然主义与表现主义交融的手法描绘“黑

夜暗来袭，树立雪无语”的意境。 

 如果说他的作品涉及到人道主义的话，它也是毫不悲天悯人的。他拍的每一个表情，或是任何一张图片中都找不到一

丝情感的痕迹。卢克·德拉哈耶只痴迷于摄影本身———它作为记录媒介的根本特性和它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

在他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便是：摄影师作为指向标的角色和表达方式本身互相掣肘的关系。他总是在测试这种关

系，在阴影里走进或者走出，在自己讲的摄影故事里出现或者消失。 

 作为卢克·德拉哈耶最新也最出色的作品，《历史》融合了文献作品的清冷漠然，历史绘画的直白浅显和摄影记者瞬

间的灵感迸发。 

 在过去的十年里，出书和筹划展览已经从配角走向了卢克·德拉哈耶生活舞台的中心。这就意味着，在某种层面上

说，摄影艺术超宽泛围的探索，和一个远不仅仅是针对拍照———这个对于照相机本身来说已经是极限的功能的研

究。卢克·德拉哈耶始终关注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的所想所说以及我们面对他们的照片时的

表现。 

 他的陈列于展览馆的作品把两种迥然不同的情景和事件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们让我们无论是面对个人照片还是更大一

点的场景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从而对政治、权利和责任提出疑问，而传达某一特定政治消息正是德拉哈耶的意图

之一。在简单的拍照和欣赏照片中，他的信仰清晰可见。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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