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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廷峰，以士人风骨在“艺术江湖”享有
好的口碑。

他一手打造的“太和艺术空间”，发掘了
不少当代水墨艺术家 ， 不仅将他们从画坛
“边缘”推向国内外市场，还屡屡启发或颠覆
了学者、藏家及观众的审美经验。 如今，他用
手机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并在 2021

年 1 ? 20 日， 于人迹罕至的京郊幽静之地，

在天地之间、 群山环抱之中， 以一片辽阔的
冰面为展场，举办了堪称“举世无双”的户外
冰面摄影作品展，主题是《一条小溪》。

这一回 ，人们熟悉的 “老贾 ”，又呈现了
怎样的特立独行和颠覆思维？

笔者：您创办的“太和艺术空间（Tai He

Art）”是中国最早的画廊之一。 30 年来，您像
唐吉珂德大战风车， 挑战庸常的审美， 致力
于发现和发掘优秀水墨艺术家。 而近年，您
置身自然忘我地创作 ， 仿佛远离了世俗一
切，您的艺术之根来自哪里？

贾廷峰： 我的艺术之根在很小的时候就
种下了。 在懵懂的少儿时代，彼时戴着“地富
反坏右” 帽子的父亲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接
受批斗， 深夜回家坐在昏黄灯光下， 于旧报
纸上临摹苏东坡、 黄庭坚碑帖， 这一幕令我
内心非常震撼， 也引发我日后反复琢磨，为
何父亲身受磨难还能如此淡定？ 那时就在我
心里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那时我隐隐约
约感到，艺术是神奇的，刚强的。

笔者：小时候就想过当画家或艺术家？

贾廷峰：那倒没有。 小时候家里很穷，经
常饿肚子， 要说那时的理想， 一是吃饱饭能
讨个媳妇， 二是开书店。 之所以有开书店的
意愿， 是因为家乡安徽太和是 “书画艺术之
乡”，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贴春联，一时间，

像是全县举行春联书法 PK，民间高手统统冒
出来了， 我那时喜欢沿街沿户看哪家的字写
得好，乡风的潜移默化，使我从小爱书，也想
过开个书店。

笔者 ：哦 ，是什么促使您用 “手机摄影 ”

形式，而不是绘画、雕塑或文字进行创作？ 如
果有机会学习使用专业的摄影器材， 对您的
摄影创作会不会如虎添翼？

贾廷峰： 说心里话， 我抗拒各种清规戒
律，更直白地说，我不需要“技术”！

我的手机摄影，是激情产物，也是人生感
悟 ， 我需要的是随时随地地发现并记录下
来，当置身自然环境，屏息凝望山水，此时此
刻自然里的山啊水啊鸟啊， 会给我无穷无尽
的灵感和启发。 以往对于构图、色彩、艺术的
知识积累足以支撑我的摄影创作， 但其中发
挥更大作用的是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思考。

再则，在创作观念上，我一向反对条条框框，

珍惜艺术直觉， 倡导自由独立， 之所以选择
手机摄影形式， 还因为其他艺术形式与我的
艺术表达不匹配，唯有它能抓获“刹那间”表
达， 积蓄的思想岩浆才算有了宣泄口。 而手
机使我走到哪拍到哪， 将跌宕起伏的情绪得
以迅疾、极致地显现。

笔者 ：农历 “大寒 ”，您举行了 《一条小
溪》摄影艺术展，是不是过于冷寂了？ 有人认
为———“没有观众， 等于一切没发生”， 您怎
么看 ？ 您身上似乎有一股执拗于孤独的气
质？

贾廷峰：几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一个
人的战斗”。 不可否认，常规的展览都有策展
人和观众，还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等等。 但
颠覆这样的程式，有什么不好？ 我不认同“没
有观众，等于一切没发生”，办展本身也是一
次“艺术创作”，这样的创作活动首先满足自
身内心的需要， 而不单纯为了 “秀” 给别人
看。 所以，这次《一条小溪》展没有安排一个
观众到场，我压根儿不觉得是“问题”。 在严
寒的冰面上搞一场“举世无双”的孤独展，有
苍天俯瞰， 有无人飞机在空中拍摄， 有社交
媒体上朋友关注和传播，这不很完美吗？

笔者：您血液里有喜欢冒险的基因，是不
是？

贾廷峰：呵呵，这么说也没错。 有时回忆
小时候， 脑海浮现的画面是少年时候的自己
在乡间一个人狂奔……那时候我挺捣蛋，上
树掏鸟窝、下河摸鱼、在田间挖红薯、上房揭
瓦、打架斗殴，啥事都敢做，还曾经误烧了自

家的房子闯过大祸， 因为害怕老爸揍我，狂
跑在一个杳无人迹的乱坟岗睡了一夜， 干了
不少荒唐事。 青年时期还当过太和县 “最年
轻的乡长”，自信能带领父老乡亲发家致富。

90 年代初去海南岛闯荡做买卖，创建地方政
府办事处当主任， 不畏冒险的基因始终在我
的血管里奔腾。 搞艺术，我不怕冒险，始终警
惕“四平八稳”。

笔者：开画廊，做经纪，“学术”跟“市场”

常常会打架，您如何处理两者关系？

贾廷峰：我的画廊生涯像一条河流，其中
存在一座分水岭。 前 15 年，我着眼于“艺术
生意”，眼睛盯着体制内名画家，谁好卖就代
理谁。 15 年后 ，完全变了，变得彻底不一样
了。 通过过眼上万的艺术熏陶， 我的眼光变
狠了， 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我要寻找真正
意义上的艺术信徒， 也为具有贵族精神的藏
家推介杰出的艺术。 选择走这条路， 异常艰
难，因为体制“墙”里的艺术家往往缺乏独立
精神，我只能去“江湖”、去边缘地带寻觅。 我
和我的太和艺术空间， 至今坚守这样的眼光
和品性，从不妥协。 虽然挣钱很难，但是，跟
随太和艺术空间买画的藏家， 往往都有这样
的收获———锤炼出不一样的“凶狠眼光”。 我
想，他们内心是自豪的 ，因为在“美盲 ”遍地
的粗鄙时代， 懂得辨识艺术高低， 是极少而
美好的！

笔者：您自己也自觉追求做一个不盲从、

不媚俗、葆有独立意志的艺术家？

贾廷峰：我的体会，任何艺术家首先要成
为一个有灵魂的“人”，而不要沦为绘画或摄
影机器。 先做好“人”，这个要求不可谓不高，

需要有情有义，有独立思考力，人靠谱，讲信
誉，对他人不成为累赘。 有了这样的基础，如
果对艺术抱以兴趣 ， 而且长年累月痴心不
改， 那么投身创作，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趣味
不俗的作品。 我自己是这样自勉的， 我的摄
影创作基于长期的熏陶和积累， 是身心与自
然的碰撞和交融，是冥想、发现、探究与反复
拍摄的结果。

笔者 ：您选择 “与世隔绝 ”的生活 ，远离
网络和电视，不感到寂寞？

贾廷峰：寂寞？ 要看从哪个角度。 城市的
喧闹于我是嘈杂， 身处浮华的嘈杂中我更倍
感寂寞； 山谷宁静于我是诗和音乐， 居住其
间令我其乐融融。 你看，我家四面环山，一面
还临水， 周围数百米不见一户人家， 独此一
栋大屋，坐落于湖畔。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不
看电视，不上网 ，每天种菜除草、喂鸡喂鹅 ，

溜狗夜游， 看日月星辰流转 , 感受美妙的自
然 ，芦苇摇曳 、阳光移动，风在飘舞 ，树在呢
喃，这一切给了我巨大快乐和深刻启迪。

我还有一个“重要发现”！

笔者：重要发现？ 发现了什么？

贾廷峰：有一天我在山野里行走，在离家
一公里处， 遇见一条仅仅两尺宽的小溪，流
水潺潺，格外清澈，一见之下令我立刻喜欢，

从此每天去看“她 ”三四回，早中晚都去 ，我
发现在不同的日光映照下， 小溪有着无穷的
变化。 我蹲在溪畔，凝视“她”，聆听“她”，从
各种角度拍摄“她 ”，毫不厌倦 ，一拍就拍了
一年。 如此专注于一条小溪的拍摄， 对我的
意志、 眼力、 耐力都是极大考验， 但我每次
去， 都有不同的感悟， 我试图以一系列自然
的碎片来概括精神的现实， 用目光和直觉赋
予一切事物以生命，知微见著，以管窥天。

笔者：对话小溪，拍摄小溪，强烈的感受
有哪些？

贾廷峰： 体察了小溪的生命状态， 听懂了
小溪的喜悦和忧伤，热烈和寂寥。 尤其有一天，

突然间小溪干枯了，没水了，安静地沉睡在杂草
丛中，我顿生“生命无常”之感叹。 每一个生命
体都是卑微的存在，人如此，小溪也如此。 我拍
摄了小溪，留下了“她”有过的绚烂和孤寂。 目
前累计拍摄了三万多幅， 时常翻阅， 我感到自
己半生的积淀都用在小溪身上了。

笔者：哦，倾注了半生积淀的摄影作品，

怎么想到去冰面上孤独地呈现？

贾廷峰：冰面也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它非
常非常开阔， 原先是一片湖， 入冬后变成了
白茫茫的冰面。 我每天在那儿行走，突然想，

如果遴选出一部分摄影作品放置在那儿，让
无人机代替世人在空中鸟瞰它们， 是不是一
次非常有趣的对话？ 俗话说，滴水成冰，化冰
为水，小溪欢畅存在的时候，涓涓流向了湖，

如今 “干涸” 的小溪以图片方式躺于冰面怀
抱，挺有意味。

笔者：听起来疯狂且酷（cool），恐怕全世
界没人这么干过……

贾廷峰：别人怎么看待我无所谓，反正我
决定了“就这么干！ ”

我选择 2021 年 1 月 20 日，农历大寒，从
季节来说这是一年之中最冷的一天。 由于疫
情的原因， 加之冰上展的安全因素， 我不能
邀请观众来这里观看， 这是我自己孤独之旅
的折射， 不需要嘉宾如云， 也不需要花篮齐
阵 ，由天空、山谷作证 ，摄影展记录了 “一条
小溪”的宿命轮回，再现了她的生命之旅，吟

唱了“世界从这里流过……”谨以此展，既作
别小溪，也献给我自己。

笔者：钦佩您的果敢和独特。身为艺术经
纪、收藏家、摄影家，三者存在矛盾吗？

贾廷峰： 杜尚讲过：“我对 ‘艺术’ 没兴
趣 ， 因为我对这两个字本身早已失去了信
仰。 所以我不想用这两个字。 今天世界上对
‘艺术 ’有太多不必要的钟爱 。 ”他还讲过 ：

“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术更为重要 ”。 是
啊，我对“作品即生活”“生活即艺术”是感同
身受的。 几十年来，做画廊、搞收藏、玩创作，

三者是互相滋养， 相辅相成的， 其间不存在
精神冲突！ 我主持“太和艺术空间”已经蛮久
了， 女儿和团队可以打理。 而我打算致志于
摄影创作， 在我生活和创作中， 没有诗和远
方，当下，此时此刻 ，即是诗又是远方 ，此岸
即是彼岸，彼岸即是此岸。

大凡动人的绘画、雕塑、摄影等，都有漩涡
般的吸引力。

这不，2021 年 1 月 20 日，农历大寒，京郊
幽静且辽阔的冰面上举办的《一条小溪———贾
廷峰摄影艺术展》，令我掩“卷”覃思。这可能是
世上最孤独的展览吧———我不禁长叹！

说其“最孤独”，是因为在人迹罕至的冰面
上举办的一次与大自然同呼吸的展览，没有策
展人和主持人，也没有观众和花篮，只有寥寥
的几个记者。 展览呈现了从 3 万余幅照片里遴
选的 60 幅摄影作品。 作品“主角”是一条小溪，

从春夏的汤汤到秋冬的干涸， 艺术地再现了
“无常之常”。

驻足凝望贾廷峰拍摄小溪的 60 幅作品，

有苏醒、欢乐、绚烂，也有寂寥、萧条、悲凉等
等，作品里无人胜有人，无声胜有声 ，仿佛可
“见”一个身材颀长、鬓发染霜的男人，手执一
枚手机，踯躅于天宇下、山谷里、小溪畔，与天
地、山河、虫鸟作伴，记录了一个男人与一条小
溪的奇遇与对话。 镜头定格的是一个个碎片化
瞬间，表现的却是一个不甘在物欲横流、浮华
喧嚣里沉沦的灵魂，影像“碎片”却呈现了一种
精神现实。

其摄人心魄的感染力，正在于此：纳万象
于镜像，呈人世于方寸。

我与贾廷峰相识相知 10 余载。 他是一位
激越昂扬，抱以艺术信仰的汉子。 他创办的太
和艺术空间，慧眼识珠，沙里淘金，发掘出不少
“在路上”的水墨探险家，他们或隐居于山野，

或生活在社会边缘， 既不被主流美术圈接纳，

也不屑与一味抄袭或模仿传统的美术家为伍，

而是经年累月埋首于自己的“艺术革命”，在创
新跋涉中踽踽独行。 而贾廷峰不辞辛劳辗转于
不为人知的旮旯，发现、发掘出具有探索精神
和创作成果的艺术家，并将他们一个个推向市
场。 这些具有颠覆性气质和力量的水墨作品，

冲击了学院派的创作，刷新了专家学者和大众
的审美经验，还屡屡在欧美以及台湾、香港等
地赢得国际藏家青睐，由此，贾廷峰以及他一
手打造的太和艺术空间，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先
锋性和前卫性。

而贾廷峰的创作，显然与他专注于当代艺
术的创新气质乃至精神一脉相承。 他的摄影，

不屑于重复前人老路，而是远离车水马龙的热
闹“大道”，勇敢地独辟蹊径。

近来年，他“与世隔绝”，沉酣自然，倾心于
怀柔山野里的“一条小溪”，拍出的作品妖娆多
姿，气象万千。 几乎每一幅都有充实且自由的
生命，知微见著，以管窥天，洪荒一派，却又生
机盎然，势如大江大河，汹涌澎湃。 如此艺术再
现，犹如冰冻三尺，决非出自一日之寒，而是他
拥有 30 年艺术实践和思考积淀后， 灵感和思
绪在创作那一刻的火山岩浆般迸发。

贾廷峰的摄影作品，奇在“镜象”，妙在“思
想”，他沉着而专注地聚焦一条无名小溪，从具
象到非具象，从意象到心象，将身心与小溪产
生的碰撞和交融，表现得可谓极致。 我早年看
他的“抒情摄影”，胜在构图和画意，呈现诗性
和浪漫。今年看他的“心象摄影”，尤其是“一条
小溪”的系列摄影，裹挟着弥足珍贵的高古气
息和士人风骨，令人观之，不禁联想古代圣贤
选择隐世而坚守精神家园， 亦如苏东坡诗云：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贾廷峰的摄影已然形成了 “贾氏艺术”的
辨识度，它们出自手机摄影，当然归类于影像
产物，然而我每每阅读，感觉它们像极了“画”

———兼具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及中国文人
写意画精神。 他将具象之“所见”，拍出心象之
“所悟”，独创了自己的影像语言，并在这条风
格小径上越走越远， 以致我们今天还看到，艺
术家本人知行合一，寄寓荒郊野岭，于淡泊里
追逐纯真。

文如其人， 摄影创作与一切艺术一样，其
终极是思想和人格的再现。

法国作家罗什曾评论：“杜尚最好的作品
是他度过的时光”。 我感到，身为摄影家的贾廷
峰，本质上是一个通悟人生的艺术家，他阅世
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涕下，生活与艺术深度交缠，以致呼吸、漫步等
几乎也成作品，不可见却其乐融融。

艺术不疯魔不成活。 贾廷峰的艺术摄影，

也可谓“疯魔下的蛋”。 只不过，他并不是不食
人间烟火，恰恰是丰富的入世经历，给了他出
世的灵感和意志。 摄影，不过是艺术的表象，热
爱生命并且乐于自我燃烧，才是贾廷峰与众不
同的艺术之内里。

（作者系艺评家，作家）

“世上最孤独的展览”

——— 读贾廷峰摄影艺术有感

丁曦林

冰面上发生了什么？
一个摄影家与“一条小溪”的传奇

林 涛

一条两尺宽小溪，流
水潺潺，格外清澈，贾廷峰
偶见之下心生喜欢， 每天
去看三四回，早中晚都去，
他发现在不同日光映照
下， 小溪呈现千姿百态
……一年里， 他为小溪拍
摄三万余幅， 前不久举办
了“最孤独”展。他说：我感
到半生的积淀都用在小溪
身上了。

一次与大自然同呼吸的摄影展《一条小溪》

荨

向
小
溪
致
敬

荨

《普
渡
慈
航
》

① ②

③

① 《晓色芦苇》

② 《一条鱼儿》

③ 《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