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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提出问题的摄影。这里的“问题”，也许指的是我个人感觉到的问题，并不是摄影

家赵起超要通过其摄影提出的问题。但客观上，这是由赵起超通过拍摄在拉里贝拉的东正教

圣地教徒的生存状态而提出了让我认为可以讨论问题的摄影。当然，这部摄影作品也是因为

他“志异”了远在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圣地的信众生活与宗教文化从而满足了观众的好奇

心的摄影。就摄影而言，“志异”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与强项，或者说，摄影就是为“志异”

而发明的。人类为了了解其所不了解的而发明了摄影。有了摄影，加上其它物质和技术条件

的不断进步，人类就不断地、不知疲倦地推进、扩展其视线所及范围，而其观看的对象则可

能已经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但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还是有像拉里贝拉这样的地方因为

各种原因的限制需要等到赵起超这样的摄影家来千里迢迢地“志异”并与大家分享。 

 

从拍摄题材及内容来看，毫无疑问，这是有关信仰的摄影。也因此，我们有可能就此首

先对赵起超的摄影产生并且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一也许是：信仰如何被视觉化以及这种视觉化

的可能性与局限。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从拍摄方法看，只要有摄影家和他的摄影对象，

就必然存在有关主体和对象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摄影家如何处理他与对象的关系以得到相

对满意的照片。而且，我们可能还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信仰的视觉化与主客关系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并不能够截然分开讨论，而是相互纠缠，彼此牵涉。 

 

先就第一个问题作一个讨论。从根本上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之一，是对于生

命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付诸于生活实践的追求与寄托。而当信仰成为一群人的共同精神追求

与寄托时，就要面临如何生产、凝聚集体认同、传播和分享其精神诉求的问题。于是，由信

仰者的聚合（包括共同生活这种方式），而有了宗教团体，这样的信仰者聚合一般会借助一

系列外在的、可视的符号系统、群体活动、活动空间的设置与规划以及宗教仪式等来表达自

身的诉求，并且建立起外在辨识度高的形式区别。而有关信仰的（尤其是有关一个团体和组

织的）摄影，无论如何，基本上面临的可能就是如何从其外在（包括信仰者的形象、集体的

和个体的行动、信仰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仪式、空间和服饰等）着手来加以呈现并且由此予以

确认的问题。这里，许多方面是可视的，也可以被视觉化。赵起超的拉里贝拉摄影在这方面

可以说是做到了尽其可能的观照。而通过这些方方面面的观察与记录所得的有个这个团体的

外在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对于这个信仰团体及其中人的具体认知。因

为这些具体信息本身就来自于他们的信仰实践，成为了可供外部世界了解与理解的基本材

料。因此这些拍摄所得的图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从这里开始，我们也许会思考拍摄者

如何去接近对象甚至进入到对象之中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上述主客双方的关系性问题。 

 

从赵起超提供给我们的照片来看，至少在我看来，他与这些异国的信仰者的关系是融洽

的，没有感觉到因为作为外来者的他的存在而令被摄对象有所不适。他们是那么地自然地存

在着，按照自己既定的生活方式行动着。而从作为拍摄者的主体立场出发来看，摄影家赵起

超面对外在于他这个主体的作为“他者”的信仰者的对象，需要什么样的沟通能力（包括心

理和语言交流）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进而获得如此令人信服的画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

注与深思。至少，赵起超是在处于与对象并不具有相同信仰的情况下展开拍摄的。这显然是

一个客观存在的障碍。因此，他如何能够得到自己所满意的呈现了这些生活于物质条件非常

贫乏的环境里的信仰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的照片，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不可思



议就在我们面前，这些照片所展示的因为信仰的力量而产生的宁静与神秘就是如此地不可思

议。更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个系列的拍摄只有两天的时间。那么，赵起超是如何在这么短

暂的时间里处理好他这个外来者和作为“他者”的他们的相互关系？在这个互为“他者”

的相处过程中，我想他一定找到了他自己的独特方法去面对必然会发生的沟通上的问题并且

顺利地解决了。不然就不会有这样一批令人感动、更重要的是，是令人沉思的照片。我想，

这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而令主客关系消融于无而获致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这些通过赵起超与他们之间的由他和他们建立起的特别关系而得的照片，

同时也是一种中介，为作为照片观众的我们与千里之外的他们建立起某种看不见的但确实存

在的关系。因此，本来的主客二元的关系，在这里其意义也发生了改变。这是成为了客体的

照片和作为主体的观看照片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任何照片都是某种关系的产物，但由赵起

超拍摄的这些照片通过展览和出版的方式同时又生产出新的关系，一种通过赵起超的照片而

产生的精神联系和物质关系。还有比通过这样的摄影来生产和建立更广泛的、更默契的关系

而更令人兴奋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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