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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

问： 在你的这组作品里，我看到的是曾经

存在的事物的存在，以及这些存在曾经与人的

关联。“痕迹”—人去楼空的时间感，是这

组作品给观者最直接的触动。关于物的存在、

不存在、能指、所指等等，从你的作品到你的

自述，你似乎是在做一次形而上学的思考。请

详细谈一谈。

答：那段时间读了一点德里达的东西，有

一句他写的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能指变

成了所指，符号成为了真实，不存在成为了存

在，于是新的现实就诞生了。”对此我的理解

是，图像是指代外界真实事物的符号，随着图

像不断的增多，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开始基于

图像，于是失去了事物本身的联系，由此图像

替代了真实事物的存在。鲍德里亚在他的《模

仿和拟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的开

始也复述了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中讲过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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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s

这个系列的照片希望表现关于“不存在事物的存在”。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它就被当作存在

事物的证明。不同于绘画和其他艺术媒介，人们认为摄影是脱离于人们主观控制的，它是自然事

物的精确复制。尽管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人们，已不像原来那样相信摄影的客观性，它仍然是视

觉信息传达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式。在一个图片爆炸的时代，人们被大量图片包围而逐渐忽略了

思考图片的含义。所以我试图使用图片，一种传达信息的视觉方式，来表现去视觉化的事物。在

这些照片中，都有一些曾经存在的东西，但是现在消失了。消失的东西往往是人们熟悉的事物：

投影仪上的视频，黑板上的粉笔字，画册中梵高的画等等。因为某些原因，它们现在都不在了，

但它们留下了某种“痕迹”使得观看的人能够感受和想象它们曾经的存在。而通过感受和想象，

“痕迹”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存在事物的思考。虽然关于原始事物的一切最终会完全消失，但却会

留下痕迹。痕迹总是在时间的流逝之中变得越来越强。正如德里达所说：“能指将变为所指，符

号成为了真实，不存在成为了存在，这时新的现实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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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个国王命人画一幅他的王国的完美的

地图，这幅地图的大小最终覆盖了整个王国。

他们都在阐述符号是如何代替了真实的存在。

我的考虑是从这里出发的，不过又和他们不太

一样。我想以不存在来表现存在（presence of 
absence），而能够表明事物存在过的证据就

是它们所留下的痕迹。在事物消失之后这些痕

迹就是符号，是另一种新出现的真实，而看到

的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这些事物是什么，只

能够通过痕迹来推测。我也是想把想象的空间

留给观者，这个故事要由观者自己完成。

问：你的自述中说“尽管随着数码时代的

到来人们已不像原来那样相信摄影的客观性，

它仍然是视觉信息传达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

式”，你想说的是不是，通过对物的存在痕迹

在，但也正是这样把这个瞬间独特的存在通过

摄影保存了下来。数码时代更多的是让人们对

于媒体图像的传播产生质疑，不过当人们自己

是拍摄者时，摄影作为对事物存在的证明这一

功能依然没有太多改变。

问：把“曾经的存在”呈现为摄影上的最

终画面，是你这一系列的主要手法，但这些瞬

间同样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与选择，这与拍摄对

象（相对客观的物体）的客观性，是否有难以

统一的地方？

答：这个对我来说倒没有问题。我一直

觉得摄影本身就是主观的控制和选择，再怎样

强调它的机械复制都没法改变这一点。从一开

始的想法就要很明确，这样才能够拍到自己想

要的。客观性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和摄影有很大

问：我也在想，这组作品是否也是你在纽

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习（专业是摄影、视频及相

关媒体）的一次作业呢？以你目前的专业学习

方式，这样一组作品是如何构思，如何着手和

进行的呢？这组作品算是完成了吗?
答：我们的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门是“评

论”（Critique），这门课是定期（两周或者三

周）在课堂上展示作品，老师和同学一起来进

行讨论。不过拍摄的内容可以自由选择，所以

也不完全算是作业吧。最开始想到拍摄这个系

列的作品是源自从图书馆买的一本旧书。图书

馆的书在封底里面都会贴一个借书卡，这本从

图书馆淘来的旧书把借书卡揭掉了，因为长时

间覆盖所以借书卡覆盖的地方颜色比旁边浅，

于是就想到了拍摄跟痕迹相关的东西。这组作

品也是我第一次使用4×5的大画幅相机，拍摄既

是学习技术的过程也伴随着想法的发展。期间

看了不少以静物为题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比

如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约瑟夫·苏
德克（Josef Sudek）等等。目前算是告一段

落了，因为拍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重复了，想

先放下来，如果之后有了思路希望能继续拍下

去。

的捕捉，摄影在表现“物”的变与不变方面仍

然是非常有效的。

答：是的，虽然Photoshop和各种软件的

出现动摇了人们对于摄影真实性的信任，不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照片还是会默认被

摄物存在的真实性。尤其在展现事物的变化

上，大到城市、建筑，小到一朵花一张纸，在

拍摄的瞬间意味着这个瞬间不再在时间中存

的交集，尤其是在科学研究中，有人认为摄影

的到来是科学的福音，因为它标志着对样品的

描绘脱离了人的主观控制，照片展示的细节就

是事物本身的样子。如果从纯物理上来讲，照

片的冲洗，印制都存在不确定性，数字时代的

话成像本身是一种程序编码过程，不同的相机

编码方式不同，这都不能说是绝对客观的。而

对于画框的选择，决定什么包含在内什么排除

在外，这一步永远需要人来决定，也就是主观

的。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做的是选择最合适的

方式传达自己的观念，主观的介入是必要的。

物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的“物质性”而非

它的客观性。

问：你本科时在清华大学的专业是材料科

学与工程，2012年毕业后就开始在纽约视觉艺

术学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这是你面向公众的

第一组作品吧。这组作品对物的观察，对事物

的细节和痕迹的敏感，让我不由得想起你本科

学习的专业。这其间有关系吗？

答：是的。我觉得这可能与我原来接受训

练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有关。本科学习材料需要

做很多实验，实验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用显微

镜和各种其他仪器观察以及测试材料的性质。

这样的实验要求我们要有很好的图像解读能

力，所以也就培养出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了。

现在自己拍照片依然会觉得总是带有一种科学

实验的眼光看待事物。纳博科夫说：“在世界

的大小比例之中，似乎在想象和知识之间有着

某个微妙的汇合点，这一个汇合点是通过缩小

大的事物和放大小的达到的，这在本质上具有

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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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张铂泷  2008年考入清华，本科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2年开始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攻读艺术

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专业为摄影、视频及相关媒体

（Photography, video and Relate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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