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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朝花》文
章将发送至半岛＋
客户端“快读”频道。
扫一扫，更多精彩极
速浏览。

■新书讯

□半岛记者 刘鸿亚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
过双眼，我们可以看到纷繁的线条，
斑斓的色彩，但如果窗户被关上了
呢？在黑暗的房间里，大脑负责思考，
想象构建现实。对盲人来说，世界尽
在“心灵之眼”中。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盲人也有视

觉器官和视觉需求。这时，相机就成
了一种视觉辅助手段。在本书中，我
们可以看到盲人们拍摄的照片：青草
为春天散发的芳香，窗帘边带刺花束
的形状，西瓜清凉甘甜的味道，一只
破碗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原的悲伤，那
些眼睛看不到的东西，都被在照片中
收藏了起来。
这本书让我们相信，摄影师不一

定要通过眼睛去“拍摄”，同时也让更
多的人见识到了盲人摄影作品的活
力非凡与多姿多彩。它展现了来自墨
西哥、印度、欧洲和中国的生动影像，
发现了“真实”的诸多层面，以及分享
“真实”的诸多方式。

闭眼，拍出心灵的写照

我们都知道，一处感官受损，其
他感官会更为敏锐。盲人摄影师虽然
看不到光线在物体上制造的影像，但
他们的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对光
与热的感觉，让他们知道怎么利用它
们与世界相处，他们也有办法利用它
们对世界加以记录。
近年来，盲人摄影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关注，傅高山就是我国著名的
盲人摄影师培训人。1983年生于福建
的他，患有先天性眼球震颤，视力不
足0 .1。大学毕业后创办“一加一残障
人公益集团”，是国内首批“非视觉摄
影”培训师。
在傅高山的眼里，世界只是一个

模糊的轮廓，没有色彩，没有线条。傅
高山说：“失去视觉只是减少了一种
认识环境的角度，我们还有其他的感
官和认知方式可以作为补偿，当一个
人看不到的时候，他拍下的就是其他
感官带给他的感触。如果一般人是看
到什么就拍什么，那看不到的人拍
照，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就拍什么，它
反映的是拍摄者的听觉、触觉、嗅觉
等等带来的综合感受。”
傅高山将自己所做的摄影培训

定义为“非视觉摄影”而非“盲人摄
影”。他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上个
世纪末开始，逐渐兴起了盲人摄影，
这确实是一种由盲人群体主导，并随

之产生的新兴摄影方式，然而，因为
这种拍摄方式能够记录下视觉之外
其他感官感受到的环境，所以也逐渐
得到了盲人以外群体的认可。这样，
盲人摄影这个词就不再能涵盖这些
内容，相比起来还是‘非视觉摄影’更
为准确。”
拍照这个动作本身而言并没有

任何难度，只要能摸到快门按钮，就
可以果断按下。“盲人摄影师”们拍出
的照片，虽然没有精致的构图，没有
绚烂的色彩，有的甚至是失焦的，但
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生活
的热情和对自我的表达。我们不难想
象，本书中这些艺术作品背后，是盲
人摄影师无数次地尝试和自我训练，
是他们无数次地与同一个拍摄对象
进行交流、对峙、或者静静陪伴。

为什么要摄影

是什么驱使他们拿起了照相机？
每一位盲人摄影师都有自己不同的
理由。
“盲人有和视觉健全的人一样的
视觉器官和视觉要求，就像任何人在
黑暗中都渴求光明。这种欲望就是我
摄影的起点。”斯洛文尼亚盲人摄影
师叶夫根·巴夫卡尔写道。可以看出，
盲人选择摄影，就是为了满足这种人
类共同的欲望，而我们欣赏盲人摄影
师的作品，就是对这种人类共通欲望
的认可。
“五年多前的一天，我醒来时发
现眼睛只能看到一层‘移动的纱帘’。
我被诊断为视网膜破裂，我花了很长
时间才终于从深深的抑郁中走出来。
要完全接受这一现实很难，但我现在
差不多做到了。摄影帮我度过了这段
时期的煎熬；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一
种对自我的肯定……在思考和拍摄
时，我感觉自己又能看见了。”在墨西
哥盲人摄影师艾丽西亚·梅伦德斯这
里，摄影是一种独特的自我救赎。
“摄影让我得以描绘出在我头脑
中玩耍、跳舞和欢笑的东西，并与他
人分享这些奇妙的感受。”盲人摄影
师阿尔贝托·洛兰卡将摄影当作表达
与沟通的媒介。
“照片中颤动着希望，不是感情
用事地希望被彻底‘治愈’，而是希望
明天能有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让我
们可以表达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英
国的盲人作家坎迪亚·麦克威廉则看
到了摄影对于盲人自身存在的证明。
失明的他们不再被动地等待别

人的拍摄和解读，而是让自己成为自

己生活的掌控者；既然永远甩不掉象
征失去的“盲人”头衔，那就再加上证
明能力的“摄影师”头衔；去闻、去尝、
去听、去触摸，让周遭的美在自己的
手中实现。

失明摄影师镜头下的世界

开裂树桩上的蜗牛壳是墨西
哥盲人摄影师拉莫斯的杰作，照片
被取名为《终止的进程》（见下图）。
亚伦·拉莫斯讲述了张照片的来
源：“那天，我本想拍摄昆虫，一位
视力健全的朋友陪我去寻找，结果
我们找到了这个，朋友说，这只是
个空壳，我不会满意的。但我觉得
这正是我想要的，曾经有生命的东
西，现在空荡荡的。”
在静止图片的背后，我们可以想

象到蜗牛壳曾经以螺旋状生长，树
的生长更是经年累月，年轮记录了
它们发育的过程与最终的死亡。壳
中的生物已经逝去，树也已经死去，
年轮讲述了它们曾经鲜活的年岁，
也暗示着每个生长中的有机体终会
死亡。在拍下照片后，拉莫斯说：“我
想捕捉和永久地保留一些已逝生命
的图像，这样仿佛能延续它们在这
个世界的生命。”
盲人摄影师艾丽西亚·梅伦德

斯，她的拍摄对象多为日常物品：
鞋、蔬菜、纸船等，而船是她最为喜
欢的物品。“我还是小女孩时就喜欢
纸船。这只船就是我。一旦脱离了
水，它就无法动弹与航行，毫无用
处，但如果被放到合适的环境中，它
便能够漂浮、飘荡，变得自由完整。”
在她的作品《纸船》（见下图）中，艾
丽西亚·梅伦德斯表达了试图从束
缚与停滞中挣脱的自我。在艾丽西
亚·梅伦德斯的其他作品中，有身处
围墙之中的旧鞋子，有碗中的青豆。
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她的化
身，在多个化身中展现了她的多个
自我。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码设备快速

更新换代的时代，摄影被用于制造
重复的画面和无谓的随意记录，成
为绝对即时又转瞬即逝的媒介。在
这样的环境下，书中的这些作品尤
能带给我们愉悦和体悟：它们挣脱
了满是阴影或黑暗的生存困境，投
射到我们所有人都栖息其中的寻常
光芒中。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失明
并不意味着看不见，失明者在黑暗
中对世上的新奇与美好的发现，不
比视力完全的人少。

《庄子百句》

作者：陈引驰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学者陈引驰教授凭借多年来道家研

究之心得，择取《庄子》中深富智慧、启示
意义的段落百句，精心选释。以贴近现实
的视角与深入浅出的文字，对庄子精义加
以阐述引申，将经典中的智慧引入现实生
活，使读者得以轻松进入庄子的精神世
界，准确把握中华先贤的思想表达，进而
寻找到经典与内在生命的共鸣。

《日耳曼尼亚：古今德意志》

作者：（英）西蒙·温德尔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日耳曼尼亚”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古
老的地名，英语中德国和德意志的称谓
（Germany）即由此衍生而来。作者结合多
年游历德国的经历，写出了这本非常有趣
的关于德意志历史的书。本书用与众不同
又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呈现严肃的历史。
作者不仅介绍了德意志的历史，介绍了它
的地理风貌、建筑、艺术、音乐、文学、科学
等诸多文化元素，还适时提到了奇怪的食
物、城堡、疯狂的王子，甚至童话故事。

《间谍与密战》

作者：（英）乔恩·怀特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本书探索了人类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

梳理了英国军情六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发
展脉络，以及各自的重要历史任务。除此之
外，你还会读到那些“悄悄”改变了历史进程
的低调间谍，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勇敢地做出
了许多冒险的行为，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你甚至还能了解到间谍经常使用的真实工
具、秘密武器、监听设备和一系列密码工具，
这一切构成了间谍的真实样貌。

《帝王将死》

作者：张建安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人生的最后时刻，帝王的遗嘱势必会

在瞬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其间伴随着政
治的交锋、权力的角逐、家族的争斗、亲人的
反目、现实的走向与帝王遗愿的碰撞，充满着
忠诚与背叛、阴谋与杀戮、残酷与无奈……冲
出传统的历史视野，用文字细刀，剖析帝王遗
嘱的密码，解开重重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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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的摄影师在黑暗中温柔
地捕捉生活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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