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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人物

3 月 28 日， 在第五届全国中青年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河
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周口市摄影
家协会主席、 全视影像文化艺术总监
罗勇， 与 43 名文艺工作者一起被中宣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文联
授予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
者”称号。

谈及获得的荣誉， 罗勇表示一开
始没想到国家会给予自己这么高的荣

誉 ，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做的事情 。 当组织上 、社会上
需要时，要站出来 ；作为专业人员 ，要
有担当 ， 而不是只专注于个人的得
失 ，要想着怎么样为社会服务 、为群
体服务。

“摄影，当你用它来愉悦自己的时
候，它是一种摄影；当你用它来为社会
服务的时候，它又是一种摄影。 ”在罗
勇看来，摄影是爱好 ，也是工作 ，更是
自己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作为摄影
师，镜头必须聚焦社会变迁，镜头必须
对准人民，讲好中国故事，拍出有温度
的作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与此同
时， 承担好介绍家乡、 反映家乡的任
务。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罗勇今年 54 岁， 是土生土长的周
口人，开始接触摄影 、喜欢摄影 、学习
摄影、选择摄影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
时还是少年的他， 在一次去邻居家玩
耍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相机，这个在当
时很新鲜的 “小玩意 ”，能把人和事物
“跃然纸上”，令他着迷，从此他与摄影
结下不解之缘。

之后， 罗勇开始翻来覆去地研究
相机成像的 “奥秘 ”，主动找来相关的
书籍阅读，自学拍摄技巧。 勤奋好学的
他，在邻居冲洗照片时 ，反复观察 、思
考，逐渐掌握了基本的相片冲洗技巧。
在家人支持下， 罗勇很快拥有了第一
部相机和一些胶卷， 他开始自己冲洗
照片，专职拍摄。 在 2015 年之前，罗勇
保持着主要使用胶片相机的习惯。

在罗勇看来，一方面，相比早期的
数码相机，胶片相机更占优势，使用起
来拍摄的感觉会更好；另一方面，使用
胶卷可以让人慢下来， 数码相机拍照
可能有一种不经意性， 当按快门的那
一瞬间，思考的因素就很少了，使用胶
片相机促使摄影师拍摄每一幅画面时

都要用心去感受。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 现在一个成熟的摄影师用数码
相机拍的照片完全可以与胶片相机相

媲美。 ”罗勇说。
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的摄影教育

比较匮乏，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
学等少数名校外， 开设摄影专业的学
校比较少， 初学者想进行系统学习比
较困难。 1988 年，罗勇报名了一个摄影
函授学校， 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摄影艺
术。 专职从事拍摄工作后，罗勇认识了
当时周口摄影界的名家们， 在他们的
影响下，他的摄影技术越来越好。 “早

期时没事就拍，基本上什么都拍；后期
就会注意一些方法、方式，会思考怎么
样拍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罗勇说。

对罗勇而言， 没有什么别的兴趣
爱好，只有摄影而已。 摄影既是工作，
又是爱好。 罗勇说：“摄影在我生活中
占到 60%~70%。 每当拍到一副好作品，
我的身心是非常愉悦的。 累了，就拿着
相机去拍拍照片。 ”

经过多年的 “刻苦修炼 ”，罗勇已
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谈及这么多
年的拍摄心得，罗勇告诉记者，作为一
个专业的摄影师， 首先要对影像内容
的思想性有一个认知；其次，作品要具
有一定的系统性，形成系列的拍摄，不
要贪多，要先把一个领域精通，朝三暮
四不利于一个摄影师摄影语言的形

成。

聚焦时代 折射变迁

罗勇认为， 摄影也是讲好中国故
事重要的一环。 罗勇说：“摄影能比较
形象地传达社会的状态， 很多艺术家
用摄影表达思想。 用画笔也好，用音乐
也好，用摄影也好，体现的都是对社会
的认知。 ”

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 罗勇不断
思考、领悟，形成了 “用镜头记录时代
变迁和发展之美”的创作方向和“关注
特定环境下的人物状态”的创作风格。
罗勇说：“2000 年之后， 我更多关注的
是我所存在的当下。 这些年中国变化
特别剧烈， 我想用相机记录下这种变
化过程。 ”

2005 年元旦， 罗勇从周口出发到
郑州， 开始了拍摄全国 34 个城市的火
车站和步行街的旅程，这次拍摄为期 1
年。 这 1 年的时间，罗勇背起沉重的摄
影机械辗转全国，他行色匆匆，但步履
坚定。 12 月底，他带回了拍摄成果和数
本摄影心得笔记，圆满完成拍摄任务，
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下当时中国主要城

市的发展状况，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此后， 罗勇在 2008 年 8 月拍摄了

奥运会下的北京， 在 2010 年拍摄了世
博会中的上海 、 亚运会中的广州 ，在
2014 年拍摄了青奥会中的南京 ，在
2015 年拍摄了春节中的深圳， 在 2020
年拍摄了从封城到城市正常运转的武

汉，在 2021 年拍摄了全运会中的西安，
在 2022 年拍摄了北京冬奥会……这些
内容被归纳于《大相中国 》之中 ，进行
长期的创作， 很多作品被中国国家博
物馆、 中国美术馆、 河南博物院等收
藏。

罗勇最满意的作品是 2008 年 8 月
1 日做的专题《八月北京》。 “当时我想
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并且是
在首都北京， 我就思考怎么样去反映
这场盛会给中国带来的改变， 同时反
映出奥运会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

态。 ”提起这个拍摄，罗勇充满了兴奋：
“为什么叫《八月北京》呢？ 第一是因为
在 8 月的每一天我都指定一个地方拍
摄， 这个地方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场
景；第二是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第三是
都有奥运的符号。 ”

罗勇把第一个拍摄地点选在天

安门广场 ，他吃完午饭 ，来到拍摄位
置 ，一动不动地拍了 4 个小时 ，用了
21 个胶卷，拍了 120 多张照片。 在这
次拍摄中 ，他对人物的布局 、场景的
表现着重关注 ，每一张都有特殊的地
方。

相比 2005 年的拍摄， 这次拍摄使
罗勇发现， 北京人脸上都是自信阳光
的笑容。 “我拍摄时关注特定环境下的
人物状态，画幅比较长条。 人是主导，
我特别关注人的气息在影像中的位

置。 ”罗勇说，确立自己的镜头语言，必
须得有积累，才能灵感乍现，如果努力
不到一定程度，不会产生灵感。 他认为
摄影与其他艺术不太一样， 必须得亲
临现场， 不停地去拍摄、 不停地去感
悟，只有拍得多了 、感受得多了 ，才能
拍出好作品。

如何拍下一个很满意的镜头呢 ？
罗勇认为，摄影师是慢慢成长的，需要
一个过程， 每个阶段追求的效果不太
一样，早期可能倾向于捕捉美感。 但随
着资历和思考的加深， 后来会更多地
偏重于拍摄人文内涵比较丰富的照

片， 会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环境中的
生活状态、生存状态。

记录平凡 发现美好

罗勇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
工作者， 摄影人应该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用镜头去记录体验百姓冷暖，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创作有筋骨有
温度的作品。 ”他也是这么做的。

自 2012 年起， 罗勇先后深入河南
省 40 多个乡村， 为留守儿童拍摄证件
照，为敬老院老人拍摄肖像照、为抗战
老兵拍摄纪念照、 为春节返乡农民工
拍摄全家福、 为农民家庭赠送摄影装
饰画，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0 余次，共计
服务 2000 人次。“我感觉给他们的不仅
是一张证件照，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
给他们拍照片、与他们交流与沟通，他
们会感觉到大家的关心。 看见他们的
笑脸，我也非常开心。 ”罗勇表示，这个
活动会坚持下去。

在 2020 年武汉封城期间， 罗勇看
到中宣部发布的倡议书，要为 42000 余
名援鄂逆行医务人员留影， 他就主动
报名。 他被任命为河南摄影小分队的
队长，带领队员们奔赴武汉执行任务。
在拍摄期间，他们 35 天累计行程 9000
公里，拍摄近 30000 张照片，记录了许
多故事与感动。

谎称加班、 瞒着家人支援武汉的
河北小姑娘，聊到家乡风土人情、特色
小吃而哭泣的医护人员……都给罗勇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隔离期间，罗勇
把影像整理好， 采取一种全新的创作
方式，用 6000 余张在武汉拍摄的照片，
历时 26 小时拼贴出来 2.5 米×5 米的
“黄鹤楼图”，分为事件、抗疫、医护、道
路和天空 5 个部分，命名为《封城记》，
这组照片在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从 2008 年开始， 罗勇发现影像很
长时间内都不被博物馆、 美术馆和艺
术馆等机构认可。 罗勇认为，影像是承
载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 不容缺
失。 于是，罗勇跟许多博物馆建立了联
系，帮他们做收藏体系，提供一些影像
收藏的方法。 罗勇策划了《中国事项》
的影像收藏项目 ， 用 21 位摄影家的
210 张影像描绘了中国 1965 年至 2015
年的社会状况， 一经推出就得到业界
和收藏机构的欢迎。

随着在摄影领域的不断深入 ，罗
勇还发现国内的影像收藏 ，尤其是地
域性的影像收藏还处于空白阶段 。于
是他带领小组启动了 《河南早期影像
研究图录 》的项目 。 这个项目的老照
片有的是从拍卖会上拍的 ，有的是从
旧货市场淘的 ，有的是从收藏家手中
转出的 ， 还有的来自国外 。 同时 ，他
还准备启动拍摄项目 《新冠年代 》。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疫情很快过去 ，
但是没想到如今病毒依然肆虐 。在这
种背景下 ， 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大
事 ， 比如 2020 年的脱贫攻坚 、2021
年的建党百年 、2022 年的冬奥会 ，所
以我想要有意识地记录疫情下的中

国故事 。 ”罗勇说 ，这些都得益于党
的伟大领导 ，得益于我们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用自己的相机记录疫情
下的中国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 。 ③9

摄影家罗勇：“云端”望 “田野”留痕
□见习记者 邱一帆/文 图片由罗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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