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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袁冬平 文/陈小波 1989-1994年
有数字表明：目前世界上各种精神病患者达3亿多人，其中重症患者达 4000万人，在有13亿人口的中
国大陆，则有重症患者1400万人因为病情特别严重而被送进444所精神病院，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来说，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已将这里遗忘了，或许还有—些人记得精神病院是关疯子的地方，充满了恐惧，
但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那里面住的是病人，是比其他病人更需要同情和关心的精神病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89、1990和1994年的三年时间内，袁冬平作为记者，克服了很多困难，在
全国7个省市的十几家精神病院里拍到了这些照片。
袁冬平外表谦和，看上去不油滑更不世故。
在中国摄影界，他毫无知名度。
虽然身为《民族画报》编辑，却似“圈外人”，几无惊人之举。
但这种耐得寂寞的个性并没有阻碍他对摄影的思考与行动，反而引导他进入别人未能涉及的更深远的
领域。

从1989年到1991年，他操着两台破旧相机用自己的假日和一些出差机会采访了天津、北京、湖南、四
川、贵州等地十几所大小精神病院。
相机里装的是从电影厂仓库里买来的过期电影胶片，对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偶然行为，这行
动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背景。

精神病既有遗传性与素质因素作为培养基，又有生物性或社会心理因素为促进导火索。
因此，敏感、内向、脆弱、偏执、孤僻离群、承受有害因素能力差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并成
为社会的负担。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此病的手段，只能在医疗控制的基础上求助于自我保护和社会保护。

“那是一个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可爱的女孩，我想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她。
”袁冬平缓缓谈起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的学生，那年全院只
挑选她一个人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只去了十几天就犯病了。
她患的是迫害性妄想狂症，总疑心别人企图谋害或加害于自己。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室，她带着耳机，正闭着眼睛听音乐，模样安详极了，看上去和花
样年华的女孩子完全没有两样。
我提出给她拍照片，她轻声说：我想把头发散开，这样更好看些⋯⋯”
“我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张贵庄精神病院的一个中年妇女。
她原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犯病后骨盆、胳膊都摔坏了，整日光着身子躺在床上。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我说：‘我在等死。
’那种等待死亡的眼神令我震动。
我又一次去她的房间，是午饭时分，见她正在大口吞嚼肥肉，她又对我说：‘我就爱吃肥肉！
’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绝望了。
”
袁冬平告诉我，人们绝不会想到，精神病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正常人谈一谈”。
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北京安定医院采访的经历，病人们得知来了记者，全都拥挤到门口排着队，像小
学生一样举着手朝我喊：“记者，先和我谈，先和我谈吧。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冲到前面：“记者，我会拉二胡，先采访我吧。
”当时我笑不出来，心中充满了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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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被视为社会异物，可他们也想交流，想得到理解与关怀。
可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空间拥挤的中国，许多人因生活的压力，身心不得安顿，
自顾不暇，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帮助精神病人?
据卫生部门的统计，目前共有的444所各类精神病院里，病床有8.6万张，正式的精神病医生却只有1.1
万人，这意味着每2.7万个病人才有一所医院，每130个病人才能有一张病床，全国平均每10万人才拥
有一个精神病医生。

在选择了这个题材拍摄后，袁冬平越拍心里越难受，滋味万千。
病人从四五岁到八十多岁，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在他们那或麻木、或凶猛、或痴或躁的目光背后，
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疼的故事，人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地狱。
拍摄进行得极其艰难，但袁冬平珍惜这次选择。
他为无数生命遗憾，他学会了同情生活中更为不幸的人。

问及袁冬平希望自己的摄影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
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
你得了感冒、得了肺病肝病，周围的人会同情你；而你得了精神病，社会却歧视你嘲笑你。
住过精神病院，出来后就业、婚姻都受到影响。
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难以找到情侣。
有的病人病情得到控制，可出院后社会没能给他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便又会犯病。
有的人一生进出精神病院好几次，甚至干脆就在精神病院中了其终生。
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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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冬平（b.1956）
1956年出生于广州；
1976年 毕业于北大附中；
1976年-1980年 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兵役；
1980年-1984年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并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4年-1986年 在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工作；
1986年至今在民族画报社担任图片编辑，现任采编部主任。

获奖
1992年组照《被遗忘的地方》获美国“年度照片”(POY)杂志图片故事类优等奖；
1993年获《人民摄影报》皇宫杯系列摄影大奖赛大奖。

展览出版
1995年 参加TOPIC小组5人摄影展(北京)；
1996年 出版《精神病院》摄影集；
1999年参加 《二十世纪末中国实验艺术展》(美国芝加哥等地)；
1999年 参加《中国当代摄影展》(美国洛杉矶)；
2000年参与编辑当代中国摄影纪实大型画册《中国故事》；
2001年参与策划组织第一届“一品国际摄影节”(山东东营)；
2002年 参加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

2004年 参加《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上海)
展览：1999年精神病院系列照片参加《二十世纪末中国实验艺术展》（美国芝加哥等地）；
1999年精神病院系列照片参加《中国当代摄影展》（美国洛杉矶）；
2000年参与策划组织第一届“一品国际摄影节”（山东东营）；
2001年精神病院系列照片参加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
2004年精神病院系列照片参加《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上海）。

收藏：广东美术馆，私人收藏，华辰影像拍卖，KOLLER拍卖
作品评论：1992年作品《被遗忘的地方》（精神病院）获美国“年度照片”（POY）杂志图片故事类
优等奖。
有评论说：“符袁冬平的获奖，据了解是本项比赛五十年来海峡两岸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台湾 萧嘉庆
1996年出版了《精神病院——袁冬平摄影集》（中国摄影出版社）。
这本书出版后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水平最高的纪实摄影集之一，在摄影界甚至美术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被誉为是“极具温暖厚实之人文气息的”作品。

——台湾艺术批评家 郭力昕
有评论指出：“袁科平遵循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和文学的一种悠久传统，他的影像当属文革之后这一
传统得以恢复以来的最好范例。
他的精神病人作品深受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完全不同于相似题材的其他摄影家，如玛丽·艾伦·
马克和侯蒙·德巴东”。

——美国 巫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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