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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一节过后，袁威拿来他纪实风格的摄影书稿《放飞生命》，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
因我不太懂摄影，建议请摄影大家来写，但他坚持要我这个儿时的伙伴儿来写序。
我深知他的性格与为人，做事喜欢低调，从不张扬，便也就应下了。
　　纪实摄影不等同于其他摄影艺术，它不仅需要摄影家熟练地掌握摄影技巧，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
用，而且还需要摄影家能把握、紧扣社会与时代的脉搏，对所采访和拍摄的主题背景，如历史、文化
、地理、民俗、风情等素材有较深刻的领悟，并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事纪实创作的摄影家需要具备一定的新闻敏感性，善于捕捉时代变革中的一些最具特色的闪光
点，因为这些闪光的东西往往是对历史的最好记录；同时还应注重发掘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极具特色的
原生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对历史的最好追忆；再有应注重对以往历史遗迹的再现，因为历史是
会随年代的推移而淡忘的，而纪实摄影正是再现历史风貌的最好手段。
　　纪实摄影家同样需要具备新闻记者的职业要素，要多看、多问、多听、多记、多跑，要有足够的
耐心去等待、去捕捉每二个要发生，或可能要发生的事件。
用手中的相机，用摄影作品去反映时代，记录历史。
　　袁威长于纪实和民俗摄影，对其他题材也有广泛的涉猎。
少年时期，我们这广代人正好赶上动荡的年代。
逆境的遭遇，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因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不论干什么，他总表现出一股沉下心来，埋头钻研的劲头。
正是他这种肯于吃苦，乐于钻研的意志品质，奠定了他日后在纪实和民俗摄影艺术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他摄影创作的高峰，先后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作品几百幅。
　　袁威跨入摄影圈并不算早。
记得有一次他与我说过，直到他走进摄影艺术殿堂，才真正体味到放飞生命的感觉。
从那一刻起，他觉得他是为摄影而生，是摄影让他“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因此，他把这部书起名为《放飞生命》，书中他收录了“勤奋若能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万事皆成，小
河流水奔腾不息，能够走遍辽阔大地。
”（藏族《水树格言》）这首格言，他喜欢这首格言。
我想这首格言最能够对他摄影创作之路作一个诠释。
　　袁威的纪实摄影多见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
反映那里小人物的心情、心声；挖掘原生态的民族生存状态；赞美、讴歌祖国的秀美山川。
关注民族、民风、民情，扣紧时代发展的脉动，挖掘历史沿革是他创作不变的主题。
他用相机记录基层人约真实生活，真实感受，反映他们的喜与悲。
纯真、率直、自然、清新是他一贯追求的创作风格。
所有这些，在书中关于雪域高原，瑶乡侗情，苗俗汉风的摄影作品和文字描述中都能得到印证。
　　愿袁威的这本书能给刚刚步入和将要步入摄影创作的朋友们以启迪。
“三进迭部”、“打三斗”等等章节都真实地展现了袁威坚忍不拔的性格。
坚韧、耐心，甘于寂寞，是摄影人所必需的，摄影如同狩猎，需要凝神屏气地耐心等待，才有机会赢
得准确命中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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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威长于纪实和民俗摄影，对其他题材也有广泛的涉猎。
本书就是他对过去部分游记的整理，本书内容包括旅游和摄影，同时作者将多年来从实践中摔打出来
的心得也一并写入书中，希望对初学摄影的朋友会有所帮助。
    袁威的纪实摄影多见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
反映那里小人物的心情、心声；挖掘原生态的民族生存状态；赞美、讴歌祖国的秀美山川。
关注民族、民风、民情，扣紧时代发展的脉动，挖掘历史沿革是他创作不变的主题。
他用相机记录基层人约真实生活，真实感受，反映他们的喜与悲。
纯真、率直、自然、清新是他一贯追求的创作风格。
所有这些，在书中关于雪域高原，瑶乡侗情，苗俗汉风的摄影作品和文字描述中都能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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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威，1956年5月10日出身于军人家庭。
1975年高中毕业，到京郊农村下乡插队。
1976年返城，当车工。
1984年电大毕业后，一直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自幼爱好美术，为日后的摄影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96年开始从事摄影创作，其摄影作品涉猎广泛。
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
 
    1996年至2003年期间，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约300幅，刊登文章13万字。
其作品多次获大奖。
曾先后两次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委托从事专项拍摄，而此项专题拍摄以往全是由美国摄影家来完成，这
两次由中国摄影家拍摄出的作品受到基金会纽约总部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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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达西宁　　1997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
于是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第一次摄影采风就和香港回归绑在了一起。
二者都是盛事，一桩是国家的，一桩是我的。
　　7月19日，北京虽然阴雨，但丝毫没有令气闷难耐的“桑拿天”得以改善。
“到了西藏就好啦，那里肯定凉快。
”在去西客站的路上我这样安慰自己。
一身热汗，行囊里却塞着厚厚的羽绒服。
　　这一天是星期六。
经过数月的准备和焦急的等待，今天终于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早8点50分整，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我们“西天取经”之行开始了。
　　同行的是两位摄影家：朱恩光和姜平。
行李又多又重，除了尽量压缩的日常用品之外，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二百个胶卷、一个摄影箱和一个沉
重的大三脚架。
　　次 日下午5点半，火车到达西宁站。
在列车上我们与临铺的两位年轻的地理教师交上了朋友。
他们在西宁有人接应，因而我们也就有了接应。
运气不错，刚一出站，一 辆白色的面包车直接给我们拉到当日的宿处——西宁大厦。
接待我们的是解放军某部营房质检处的樊麦虎处长，由于他在某工地的指挥部当头儿，大家都称呼他
“樊 指挥”。
　　一下火车立即感受到了高原的气息，阳光那口凶一个亮，空气那叫一个爽！
樊指挥让我们赶紧换上长衣服，以免着凉。
　　晚餐后，在西宁街头散步，看到一处清真寺——玉带桥清真寺。
很多戴白色礼拜帽的穆斯林急匆匆地赶来。
我信步走入，看看穆斯林怎样作晚课。
　　西宁与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晚9点钟天才黑透。
　　梦中的塔尔寺？
　　次 日上午，樊指挥带我们去参观塔尔寺。
塔尔寺是我多年向往一游的地方，早就闻知塔尔寺绚丽多彩的酥油花和每片树叶都生着文字的神树。
尤其是读过一本游记之 后，塔尔寺竟不止一次地走入了我的梦境。
大约150年前，一位叫古伯察的法国神父，在环游中国的途中曾在塔尔寺逗留了三个月，留下了大量有
关塔尔寺的翔实 记载。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夜间举行的一次法事活动。
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见到如此奇特的宗教仪式了，古伯察的记述非常生动，空灵而神秘：　　“我们觉
得似乎在梦中听到长空中一种如同是人数众多的合奏曲，这种混乱而无一定之规的声音慢慢地变得强
大而清楚了。
我们醒来之后，确实听到了喇嘛们祈祷的歌声。
　　院子中由一种似乎是来自上空的灯光的微弱映影所照亮。
　　一 架梯子正好靠在墙上，我们飞快地攀登阶梯并立即就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
所有住宅的平屋顶上都由挂在长杆上的红色的灯笼照亮。
全部喇嘛都穿上他们的礼服并头 戴黄色法冠，坐在其住宅的平房顶上，用缓慢而单调的声音唱经。
⋯⋯这些无数的灯笼及其淡红色和光怪陆离的微光，被摇曳的反射灯光若明若暗地照耀着的喇嘛寺 的
建筑，这4000人发出的直冲云霄的宏亮的交响乐，再加上不断听到的唢吶和海螺号声，所有这一切都
显得很隆重，并使人们心里感到了可十白的茫然和不知所 措。
　　平房顶上祈祷的喇嘛们的诵经声停止了，唢呐、钟铃、法鼓和海螺声分别三次骤然间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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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结束了。
灯笼熄灭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自《鞑靼西藏旅行记》）　　宗 教是人类精神的产物，遍及所有存在人群的地方。
在漫长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人类需要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来支撑着自己去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去和
困难抗爭。
我 们就要进入藏传佛教弥漫的地区了。
藏族大多数人信教，我曾经试图了解一点藏传佛教，然而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对我来说似乎永远是那样
的扑朔迷离。
　　“到了，这就是塔尔寺。
”樊指挥一句话将我从遐想中惊醒。
汽车停在一个条石铺就的广场上。
广场边一排白塔肃穆端庄，像是拱卫寺庙的挺胸腆肚的武士。
　　塔 尔寺是藏区黄教的六大名寺之一，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寺内矗立着埋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遗物的圣塔。
这里鲜明的藏域特色和浓郁的藏族风情使 我们十分兴奋，禁不住端起相机连连拍摄。
在许多禁止照相之处亦伺机偷拍。
也许是神灵有验，立刻就有了报应。
当一个胶卷拍摄完后，照相机自动倒片尚未完成的 时候，我就急火火地打开了相机的后盖想换胶卷，
估计要报废好几张底片。
　　塔尔寺的酥油花最为著名。
在一个独立的佛殿内陈列着许多的酥油花作 品，绚丽多彩，栩栩如生。
酥油花是藏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其主要材料是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酥油。
在酥油内调入各色颜料后，塑造成花鸟人物的形象。
在塔尔寺每年 都有酥油花节，不过由于酥油遇热就会变软融化，所以都是在较寒冷的季节举行。
没想到在这7月的夏季也能够一睹酥油花的奇异。
这一来要感谢青海凉爽的气候， 二来还得归功于喇嘛们的维护。
佛殿屋高顶厚，还围挂了遮阳的帐幔。
即使在正午的阳光下，佛殿内也会凉气沁人。
　　来拜庙的藏民很多。
这还是平常日子，樊指挥说，若是逢年过节，这里是人山人海，香客如云。
　　途遇三难　　中午稍事休息之后，樊指挥热情地拉我们去西宁远郊的北山森林公园游览。
不料十分不顺，途中连遭三难。
　　车 还没出西宁市区胎就瘪了。
在强烈的阳光下足足晒了一个多小时才将轮胎换好，此第一难也。
修好车后继续赶路，高速行驶之中，突然两粒石子飞入车窗，像子弹般 打在姜平的脸上。
其中一粒石子击中左下眼睑，立刻红肿起来，疼痛难当。
我赶紧采取急救措施，从骑自行车卖冷饮的孩子那里买了两根冰棍给姜平冰着，以免产生 皮下淤血。
要是弄个阴阳脸到西藏，多影响观瞻哪！
所幸没有伤了眼睛。
此第二难也。
　　过互助县城不久，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地和麦田，漫山遍野 黄绿相间，很是美丽。
遂要求停车拍摄，不料那车一停就再也不肯定了。
年轻的司机想尽办法，就是扎不着火。
折腾了两个小时也没修好。
时间已是下午5点多了， 看来不但此次游览要泡汤，就是回西宁市都成了问题。
樊指挥只得组织大家推车调头，等顺路的车将我们拖回城去。
调转车头后我们发现，汽车前方的路是一段又长 又缓的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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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合计，反正也是等着，不如顺坡推一下，没准儿还能推着。
于是众人奋力推车，跑出百米多远，那辆日产的老丰田吉普车，像是患了肺病，连咳 带喘，呼吸困难
。
然而，还真有门儿，那车“咳”了一阵之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唉，可以川页利地回西宁了。
不想，樊指挥还真有“不到 黄河不死心”的劲头，命令司机将车调转，又继续向大山深处急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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