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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表达———美国摄影师艾伦·罗斯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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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具”非常重要     

    离开亚当斯后，艾伦·罗斯专注于个人的摄影创作，他的多数成功作品都是表现风光、静物和建筑的。不同于那

些常年坚持固定主题或项目的摄影师，他从不刻意限制自己的思维，而是随意发挥。底片里一张静物接着一张风光是

常有的事，正如他自己比喻的“大杂烩”一样。 

    罗斯几乎不拍摄彩色照片，他认为对彩色的掌控比较困难，因为生活中的色彩反馈到每个人眼中是不一样的，而

照片不免受到制作过程的影响。他钟爱的黑白照片正相反，世界不是按灰度梯度展开的，摄影师就有了最大的空间进

行判断和表达。当然，时下的数码可以让你随心所欲，但是传统工艺无疑还是黑白摄影的自由度更大。 

    人们通常会认为照片制作得好等于印制水平高，面对当今社会对摄影的忽略和误解，罗斯说：“我认为那只是

‘记录现场’，而不是摄影师视角的表达。拍摄一幅作品需要经过我看到某件事物———它引起我的兴趣———运用

摄影技术———表现我之所见的过程，这与‘相机所见’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很多人不屑于所谓的摄影技术，例如亚当斯的区域曝光法，但是罗斯却笃信雄厚的技术基础对创作、创新至

关重要。他认为越了解胶卷、显影剂、光线等客观因素，创作过程就会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不是靠机会。胸有成竹

总比无知地说“我这张照片的光影棒极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很喜欢”强多了。罗斯眼中的摄影是一丝

不苟的科学技术支持的艺术形式，而对于科学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即使当今仍然有许多东西值得再回头学习和实

践，一切是为了认知事物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的恩师益友亚当斯曾受到过近乎苛刻的钢琴训练，这也为他养成了一生

的良好习惯。直到70岁高龄，亚当斯仍然坚持不懈地实践再实践，练习再练习，而且乐在其中。排斥甚至反对技术的

人不在少数，罗斯恳切地劝大家：“这是很糟糕的，因为如果你想做一名专业的摄影师，并且服务于媒体，基本上会

被要求出示专业认证，至少要懂行。所以我认为了解‘工具’非常重要。” 

    随着数码摄影的发展，“技术派”的罗斯面临着更多的挑战。PHOTOSHOP软件深受他的喜爱，但他从不用它直接

做图，只是作为辅助的工具之一。他承认计算机与数码技术已经把摄影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他相信不同的相机

有不同的作用一样。对他来说，使用计算机还是35毫米相机并不重要，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就曾调侃

说：“照片印在浴室防滑垫上也没什么不对，只要能印得上。”关键是要有缜密而考究的意图，罗斯最厌烦漫无目

的、任意胡为的“偶得”，他认为那是不能原谅的。 



    罗斯也拍摄一些摄影师们“拍滥”的题材，比如美国圣路易斯州的一道拱门，连当地专科学校的学生都知道那道

门已经有无数人拍过，再拍也没有什么新意了。他说自己对这类的潜规则是有免疫能力的，就像面对任何第一次接触

的新事物一样，拱门就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建筑艺术，于是就会照自己的想法去拍摄。他觉得个人智慧和水平的

结晶终究是自己的，远胜于观看别人的。 

    表达与分享是罗斯摄影的目的，因此他“从不把思想藏在盒子里”故作神秘，相反，他乐于把一些日常司空见惯

的事物赋予自己的理解，用摄影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摄影师必须享受其中，如果你感觉摄影已经像家务事一样按部

就班，那就是说魔法已经开始失灵了。”艾伦·罗斯如是说。 

（摘自卡珊德拉·珂塞特于2000年对艾伦·罗斯的专访。）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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