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创新精神，需要年轻人，所以这

次的展览，我们也十分鼓励年轻人参加。 在一楼二楼的

展区中，60%都是年轻人的作品。 ” 据策展人陆昱介绍。

此次展览中，1999年出生于贵阳人汪泽坤是其中较

为耀眼的存在， 其作品入选过第 21届平遥国际摄影节、

第二届贵阳“众生·青年影像观” 、第 14届贵州省摄影艺

术展·创意类铜奖、北京 798映画廊春季摄影展等。

他此次带来的作品《sweet》，提取了社会中带有大

量糖分的物品作为原型标本。“我聚焦于社会性话题———

抗糖。 我把糖分转化为图像视觉上蛮刺眼的白白的样子，

类似于雪地反光刺眼， 用这种强烈的曝光刺痛观众的眼

睛。 我想表达，其实过度的

甜蜜、过度的糖分对人也是

一种伤害。 由味觉进行代入

刺痛神经的这种感受，蛮像

我们现在活在当下的一种

状态。 ” 汪泽坤说，“马卡

龙、棉花糖这些东西在各种

餐厅蛮多，而且很多时候会

被包装出很高的价格，我的

这种表现方式也是对现实

的一种解读，当代艺术和我

们生活息息相关。 ”

策展人陆昱说：“此次

展览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老贵阳，也有最新的贵阳

城市景观，还有老百姓生活娱乐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摄

影师中，有 70多岁的老艺术家，也有 95后 00后艺术家，

内容比以往更丰富。 此次展览走进商场，以灯箱为重点

展示方式，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我们也在探索创新之

路。 希望更多的市民欣赏到贵阳好的摄影艺术作品，欢

迎大家来看展。 ”

“寻城迹·走进六爽贵阳———

影像贵阳第一届摄影展开展

����近日，“讴歌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 寻城迹·走进六爽贵阳———影像

贵阳第一届摄影展首展在贵阳壹号

The� One�购物中心开展， 展期至 12

月 7日。

本次展览由贵阳市文联主办，贵

阳市摄协承办。这次摄影展自 2023年

7 月启动以来， 截止到 10 月征稿结

束，共收到 1000 余件作品，组委会评

选出入展作品 120件。展览由 78名作

者的 120幅（组）摄影作品组成，集合

了贵阳市老、中、青摄影艺术家的视角

反映贵阳摄影艺术在新时代下的多元

表现， 以百花齐放的姿态传递贵阳影

像力量的活力。

此次展览按前行贵阳、生活贵阳、

时尚贵阳、艺术贵阳四个版块，展示我

市“一圈两场三改” 、农村“五治” 和

“强省会”建设等新时代精彩画面。有

历史的沉淀，也有现代的活力，凸显出

贵阳这座城市爽身、爽心、爽眼、爽口、

爽购、爽游的“六爽” 特色，展示了六

爽贵阳的独特魅力和人文精神， 诠释

了贵阳贵安新时代风采。

今年 70 岁的摄影师应筑君带来了 《虎门巷》和

《辛勤的快递小哥》两组作品。 2022 年，贵阳市委市政

府决定对 500 条背街小巷进行改造，5 月， 应筑君在摄

协的号召下，参与了对这些背街小巷改造的拍摄工作，9

个月的时间里，她拍摄了虎门巷、余家巷和文昌阁，单是

虎门巷这条美食巷子， 她就记录了 20 家小店的经营故

事。

应筑君指着 “虎门素粉” 的照片滔滔不绝起来：

“这对夫妻大学毕业后碰到新冠疫情肆虐，暂时没有工

作，就子承父业开始卖素粉。 这个店也就 20 多平方米，

夫妻俩一大早就开始忙忙碌碌，别看他们年轻，做起事

情来麻利着呢！“高坎坎烤肉” 同样也是有着关于勤奋

逆袭的故事，应筑君说：“这家老板来自农村，高中毕业

以后就投靠在贵阳的姐姐，夫妻俩把姐姐的烤肉店接了

过来。老板很诚信，肉买最好的部位，再用自己制作的底

料精心调配，味道很赞，生意非常好。 ” 这条美食街上，

还有来自中国台湾的创业者，应筑君介绍，“职人猪排”

就是他的门店：“经营打理得很好，管理得井井有条，现

在他在大西门网红街又开了一家新的门店。 ” 应筑君还

介绍起一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花店，“这对夫妻先到广

州学习插花，然后在贵阳开店，用收入养育着 3 个孩子，

现在孩子们都读大学了。 ”

应筑君印象最深刻的小店，是一个卖恋爱豆腐果的

流动摊位，“她家豆腐果卖 3 块钱一个， 平均一天可以

卖 300 个，养活一家 4 口人。 ” 应筑君想起和摊摊老板

聊天的经历：“起先她不愿意聊， 后来我发现她没有固

定摊位，就常常去帮她占位置，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她

才慢慢和我敞开心扉。人和人的交流就是要用诚心对别

人。 ”

说到拍摄的初衷，应筑君说：“拍摄一定要找故事，

要能讲述中国贵州小巷的命运，看他们怎么用心用情做

事、创业，家人之间互相帮衬，相互扶持。 ” 在拍摄之余，

应筑君和很多店家主人都成了朋友， 除了拍摄的照片，

她还把背后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这样的细致观察也在她的另一组作品 《辛勤的快

递小哥》中展现。 那是某一天，应筑君正在一个小巷里

拍摄， 看到一个邮递员推着摩托车挨家挨户送报纸送

信：“我觉得很震惊， 现在通讯和互联网已经这么发达

了，怎么还有人还在用这些有些‘落后’ 的方式送信，这

让我产生了好奇。 ” 后来，通过邮局找到这名叫蔡明的

快递小哥，和他聊天，还跟拍他的工作，用视频和照片的

方式拍摄了两个月。

清晨 6 点半到岗， 分拣出邮件和包裹，8 点开始穿

行于责任区的大街小巷投递邮件， 每天投递百多份邮

件，行走近 15 公里。 蔡明的生活单调且繁忙。 为了不影

响他的工作，每次，应筑君只跟拍一两个小时便不再打

扰。 “后来我还到他家里去了，把他的生活场景也拍摄

下来了。 ” 应筑君说：“生活中的有些东西，值得留给自

己看，留给别人看，留给下一代看。 ”

摄影师何文浩、何春平带来长篇人像摄影《筑

城外乡人》，100 个不同职业的男女老幼生动的面庞

道出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

何文浩介绍：“快递小哥、园林工、发型师……，

城市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人。拍摄之初，我就想给各个

行业的人拍照，看他们的眼睛、听他们的故事、传递

他们的理想。 ” 何文浩的灵感来自一位发型师：“他

是云南临沧人，父亲给了他 1000 块钱，让他到广州

学美发。 学美发很辛苦，3 年不开工资，还有干不完

的活。 但他很勤劳，得到

了师傅的认可，就传授他

手艺，学会了后他在贵阳

安了家，小孩现在都上学

了。 ”

“各种人生都有不同

的故事，我想用镜头来反

映他们。 ” 何文浩指着一

张年轻护士的照片说 ：

“这位护士是 00 后，也是

从市州上来的，现在在省

医上班，她和朋友们租住

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房子

里，几个姑娘的梦想就是

落脚在贵阳这个地方” 。

在被拍摄的人当中，年纪

最大的是 90 多岁的老

人。 何文浩说，老人是金

沙马场乡的，他女儿是退休教师，孙女是贵州省博物

馆的文物修复专家。现在一家三代在贵阳安居乐业，

其乐融融。

何春平说：“每张照片，没有修饰，全是真实的

展现，每一滴汗水、每一条皱纹、每一片污渍都真真

切切：“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觉得要去洗个头或

者换衣裳，我就说不用，现在就很好了，很真实。 ” 何

文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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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摄影师镜头下的小巷故事

100个外乡人的谋生故事

年轻摄影师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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