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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个镜头，60年丝路风雨
【文/蔡娴  摄影/茹遂初 赵磊 王嵬 容晶 丁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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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有型、有趣、有态度的生活美学！  格乐活志

丝绸之路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它不仅仅是物质和商品流通的通道，也是思想与故事传播的途

径，通过丝绸之路，古代的诸种文明互相交融，这一切依然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生活。人们在古老的道

路上追寻着内心的真理。

在丝绸之路中国段这条数千公里长的景观和文化带上，地理地貌和民族习俗的多样性丰富得

令人咂舌。有人在潮流中寻找家园，另一些人在传统中安放心灵。连绵的雪山之间，道路如同迷宫，每

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然而勇敢者的步伐从未停歇……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次掀起了丝绸之路的热潮，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表象

背后，人们的内心动力，与几千年前支撑丝绸之路的力量没有什么不同：那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

未知世界的好奇、对内心信念的坚持。

那些久远的历史中，那些灿烂的文明、那些改变人类历程的大事件，湮没了个体。对历史来

说，个体太过渺小，但是对个体来说，历史就是生命的每一天。在丝绸之路上的生活和生活在这里的

人，不会因为沙漠的侵蚀、河流的改道而消亡，不会因为战乱和疾病而灭绝。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这条

道路上，人们通过交流、迁徙、贸易、信仰等各种力量，找到生活的依托。

漫长的丝绸之路上，充满了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生命故事，不同的梦想，不同的奋斗，不同的喜

乐和忧愁。我们所关注的，是今天为美好生活而努力的人们。

驼铃声响，往来无数。丝绸之路从辉煌到落寞再到如今重新受到重视，历史的脚步想告诉我们

的恐怕远不止是往来通商，而是广阔的自然环境里诞生的一个个开放多元的民族文化。如今，我们

通过摄影镜头重走这段丝绸之路，看看他们记录下的，人们的奋斗和宝贵的遗产、多样的文明，以及

他们如何互相适应、和平相处，共同缔造新丝绸之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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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光影 路的存在是为了方便人们
的交流，不管它是出于什么样
的目的，它都有交流的需求，所
以，人是这里的主角，人文的东
西一定是跟自然伴随而生的。

摄影的本质是选择，不同摄影师拍摄同一题材会有不同的呈现角度。所以，当海杜马偶

然发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探险家们在丝绸之路上拍摄的作品，和现在的摄影师所

拍摄的同一处遗迹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海杜马的脑中渐渐浮现出了一

幅丝绸之路的现代画卷。他希望通过不同年代的摄影作品来还原一个真实的丝路、活灵活

现的丝路、现在依然吐故纳新的丝路，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寻找“丝路摄影”的历程。

两年数千公里的“西部取经”

海杜马一直觉得很可惜，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丝绸之路却鲜少有优秀的画册来呈现它

的风貌与故事。“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国家其实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文明，丝绸之

路并不是谁来串成的，随着交往越来越密切，这些文明相互之间生发出来了一条路。”他希

望来填补空白，用画册的形式来展现中国段的丝绸之路。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一名图书编辑，海杜马向来关注西部风貌，也认识了许多长期

行走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摄影师，他清楚地知道摄影师

眼中的西部和丝绸之路，不仅仅有风光，更有民族和人文故事。不过，长期

驻守一地的摄影师对当地的文化、风貌有着深入的了解，但往往也会存在

一些局限性。为了找好照片，海杜马在两年间，行程数千公里，不断奔赴陕

西、甘肃和新疆等地，一边耐心地和摄影师沟通，一边一张张亲自挑选照

片。他在听取摄影师意见的同时，也会帮助一些摄影师打开视野，引导他

们去拍摄更能展现现代摄影语言的作品。最终，海杜马收集了58位优秀摄

影师的三百多幅照片，有些甚至是“压箱底的宝贝”都被他翻了出来。

主编黄秀芳也在收集各个丝绸之路研究者的想法，并请教了复旦大

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侯杨方和团队曾深入帕米尔高原，循

着当年驼铃阵阵的商队和玄奘西行的路线，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还原出真

实的古丝绸之路。侯杨方认为，丝绸之路的实质是道路，而不是散布的一

个个遗址、景点、城市，只有道路才能将这一个个点贯通，这才是丝绸之路

的魅力所在。根据侯杨方建议，最后确定了以丝绸之路最鼎盛时期的“唐

代丝路”作为主要线路进行展示：以西安为起点，经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咽

喉——河西走廊，然后进入新疆的南线、中线、北线，最后进入中亚的十字路口——帕米尔

高原。再将摄影作品根据主线整理归纳，编辑成了《丝绸之路》这本画册。

地图师程远还为《丝绸之路》绘制了一幅球面地图，着重于一些宏观事物的表现，而且

能把周边的一些地貌信息很好地表现出来，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来细心制作，虽然这张图

叫作“示意图”，但程远希望图上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是正确的。“这张图最复杂的其实

不是绘制，而是信息核对，我们根据侯杨方教授建立的网上丝绸之路信息系统，一个点一个

点地去核对，成图之后也经过侯教授的核对确认。”

新与旧的融合

虽然，本就有丰富的摄影师资源，但这次的“西部取经”还是给海杜马带来了很多意外

的收获。比如他找到了不少让他眼前一亮的作品，像是丁和的专题摄影“克孜尔石窟”。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这里塔寺众多、名僧辈出。据统计，龟兹石窟遗址共有10

处，洞窟总计约六百余个，是世界级大型石窟群之一。其中的“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最

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丁和是一名上海摄影师，却热衷于“丝路文化”的探索，常常

远赴西部取景拍摄。2007年，丁和从西域遗存和玄奘取经之路主题转向古代西域石窟壁画

的拍摄，流连于西域各地石窟。“克孜尔石窟”是最早进入丁和镜头的石窟群。“我对佛教壁

画艺术的认识从这里开始，从无知到求知，到了解，到深深的吸引。克孜尔石窟不论从规模、

数量、形式都大大超出了西域其他的石窟。它经历过几次巨大的历史创伤，我曾赴德国柏林

拍摄流失海外的西域壁画，其中数量最大的就是古龟兹克孜尔石窟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

虽残损严重，在我眼里却比完美壮观的敦煌壁画更有魅力。”据丁和介绍，“克孜尔石窟”是

中西合璧的中间形式，它的早期洞窟以融合了印度、希腊艺术的犍陀罗风格为主，其后期洞

窟在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龟兹风。其特点是人物形象

更本土化、内容结合世俗生活，丰富生动。

丁和说，每当自己在电脑中打开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照片，并一倍倍放大时，都会为其

中大胆的色彩铺染与精细入微的线条勾勒而惊叹：“它们让我窥见了属于中国某一历史时

期，却又融合了其他文明的更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我自己也仿佛正在这个西域古国中畅

游，感受着历史，也追寻着那些逝去的记忆……”

此外，海杜马还接触到了85岁的茹遂初老先生，他可以说是“丝路摄影”的“老法

师”。茹遂初在上世纪70年代先后倡议并参加了《人民画报》“大河上下”“万里长江”“丝绸

之路纪行”三个专栏连载的采访工作，是我国首批到达青海高原人迹罕至的江河源头的摄

影记者之一。他所采摄的“黄河源头行”和“大江之源”两个专题报道，也第一次向国内外读

者展现了江河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此外，茹遂初与人合作采访的“丝绸之路纪行”，反映了

丝绸之路沿线的遗迹和出土文物，以及当时的面貌，并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丝绸之路》。

海杜马发现他既拍过五十年代的敦煌，又拍过六十年代的新疆，有幸将这些老照片

收入画册内，有助于展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丝绸之路。同时，让这本画册的历史

跨度达到了60年，“最早的作品拍摄于1957年，摄影师的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28岁，最

年长的85岁”。

“路的存在是为了方便人们的交流，不管它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它都有交流的需

求，所以，人是这里的主角，人文的东西一定是跟自然伴随而生的。”正如主编黄秀芳所

说，人文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同时也是最难呈现的。让海杜马有些遗憾的是，如今国内有

90%的摄影师都是拍风光的，缺乏拍人文题材的传统。所以，在丝绸之路的人文摄影上，他

其实还有更大的期待，海杜马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对于丝绸之路，我们还能看到更新

更独特的摄影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