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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十年的影像思考
王伟强

空间是社会的发生器 !人
与空间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构建了我们的空间#社会系统
范式$ 调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城市
发展中的持久议题! 亦是汶川
大地震后十年来不少摄影作品
期冀表达的人文思考$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
稚的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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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的汶川
干热河谷'!将视线偏移出地震
对建设环境的破坏! 聚焦于自
然的山川%河谷和森林$

%"

多年
来!依托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猛
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以&一年
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的速度!

&人定胜天'地改造着自然!对自
然的破坏逐渐加大!人们的城市
安全意识慢慢淡漠((尹稚用
镜头描述强震破坏之下自然地
景噬血的伤口!以冷峻的视角!

提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

提醒我们要更为重视自然生态
及城市安全)

与很多人一样! 摄影师成
文军当年第一时间奔赴地震灾
区!尽自己所能开展救助$在此
期间! 他的拍摄尽量避免对被
摄者产生二次伤害$在他的&在
人间'系列作品中!展现的灾民

是豁达而乐观的! 安置是整洁
而有序的!援助是奔腾不息的$

即使家园尽毁! 农民老伯仍然
闲庭信步般地在田里喷洒农
药*尽管蜗居帐篷!即使只有三
包香烟! 老板娘还是乐呵地开
着小卖部) 这不仅是灾民的肖
像! 更是成文军等万千志愿者
的心相) 志愿者们所展现出的
大爱无疆! 是社会责任感的体
现)

&国家队'的灾后重建成就
可圈可点)由山东省对口援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的
北川新城! 表现出了中国的速
度%品质和智慧$一个远期规划
&"

万人口%近期建设
$

平方公
里的新城!居然在

&#

个月里竣
工交付! 且其中涉及各项建设
工程交叉%基础设施交叉%工地
重叠%材料运输等问题!其难度
可想而知 !但 &国家队 '硬是把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北川新城
规划所表现的理念和手法 !将
水道%风道%绿廊!与小街区%密
路网叠加! 使得城镇布局结构
具有教科书般的理性又不失活

跃$ 公共空间所演绎出的市井
生活充满活力! 堪称城市设计
的典范$ 对此!摄影师席子%欧
阳均军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规划师孙彤等都有各自侧
重的视角$

令人叹为观止的成都彭州
白鹿镇领报修院的修复! 也是
中国智慧的体现$ 在成文军的
作品中! 我们曾为领报修院垮
塌后仅剩部分片墙的状态而感
到惋惜$ 但摄影师万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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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大画幅的拍摄! 严谨地
勾勒了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修

复的高超水平$ 修复后的领报
修院 !展现了对 &旧 '的尊重保
留!新旧交织!相得益彰$

借用
&'

世纪庞贝古城发
掘修复负责人朱赛佩,费奥雷
利 -

()*+,--, .)/0,11)

.的话 !今
天审视汶川地震!&我们修复的
是未来')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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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影相间#$$汶川十年%规划

行动& 影像展今日起于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院
%

北京
&

展出'明日

起于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展

出'展期均至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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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文军 "在人间&

"

席子 "北川新城&

"

万钧 "修复中的白鹿镇领报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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