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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能展現中國傳統哲學根本的攝影作品並融入二十一世紀當代生活的挑戰。 

 

 

在今次討論，我希望分享我利用攝影這種源自西方的現代藝術媒介，探討及

展現中國哲學作為中國藝術與文化根本的歷程。我會由本人較早前的作品

《映荷影》為基礎，引伸至將這種概念融入現代日常生活中的方式。 

 

《映荷影》：藝術的加與減、東方哲學與西方文藝的拼合 

 

傳統攝影是比較被動的。作者透過相機，利用光圈，快門，在鏡頭下，呈現自

己的角度，從而表達個人感思，是攝影師按快門那決定性瞬間所捕捉的片刻面

貌。這與在空白畫布上塗上符號來表達作者心思的繪畫有很大分別。英國藝評

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觀看的方式（“Way of Seeing”）》的形容

最為一針見血：「 攝影師挑選的題材反映了他觀看的方式，畫家則透過在畫布

或畫紙上留下的筆觸反映他觀看的方式。」亦有一種說法，說「攝影是選擇或

『減』的藝術」，而「繪畫則是『加』的藝術」。 

 

攝影作為表現藝術的媒體，自170多年前出現後，迅速發展。 

 

我生長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順理成章地以攝影為我情感抒發的媒介。

但身為中國人，在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後，深藏血脈內的根讓我開始懂得

欣賞中國文化，對中國藝術如文人畫及書法及其內藏的傳統哲學思想，都產生

濃厚的興趣。受老子的道家思想影響下，傳統中國的文人畫「寫意」而不講求

現實面貌的準確描述，着重涵意與感情，將現實以抽象的手法重現於畫作中。



畫作所表達的「意境」並非要將真實的面貌準確呈現，而是將瞬間的感覺與氛

圍捕捉，展現大自然的「韻律」與「和諧」，是表現主義中的「景外之景」、

「立象盡意」。 

 

將這些思想併入攝影這種源自西方的媒介中，將攝影「捕捉決定性瞬間和不同

角度」的精髓與中國繪畫、書法、藝術融合是我的目的。我希望透過攝影構圖

展現這些精粹，以攝影技巧將攝影與中國傳統哲理融合。 

 

中國攝影之父郎靜山先生於上世紀曾作出這方面的嘗試。他以重疊負片等黑房

技術將中國書法併入攝影作品內，創作出貌似中國畫作的攝影作品，促成「加」

與「減」藝術的結合。至八十年代，另一位提倡「影畫合壁」的陳復禮先生愛

邀請當代知名畫家在其攝影作品上書畫，呈現另一種結合「加」與「減」的藝

術。 

 

這個題材荷花經常在中國的詩詞和畫作中出現，象徵高尚的品格，廣受文化界

歌頌和喜愛。我以荷花為題，並嘗試以三種攝影方式表達荷花這個題材，編定

為：「色之相」、「光之相」、「影之相」，由較直接表達荷花池現實的美態，

逐漸轉變為較抽象和非理性的表達手法，以單一色彩展現無限的意象。 

 

「色之相」是最寫實的荷塘面貌，以較傳統

的手法拍攝，多運用重拍的技巧，利用中國

和西方的畫意作構圖方式，豐富構圖和視像

感觀，重現「寫意」畫的視角美學，勾劃出

「詩意」的景象。是典型「減」的藝術。 

 

 

在「光之相」中，我進一步以多重曝光，多

種鏡頭運用，不同光圈、角度、焦距，甚至

視點，令同一張照片內出現荷塘不同季節、

不同時段、不同色彩的斑斕多姿，就像一些

http://amypang.net/bwg_album/lotus-colour/
http://amypang.net/bwg_album/lotus-light/


立體派的創作般，用以表達荷塘生生不息、永無休止的生命力。故相片所呈現

的結構，造型及色彩，亦非在現實世界所能看到，而是源於我心目中的一個景

象，境界。然而，這亦是彰顯我拍攝時那「決定性瞬間」的感思，是結合「減」

與「加」的藝術。 

 

這種突破傳統的拍攝手法到「影之相」內更被充分

運用，多重曝光的手法令我將當時的感思層層捕捉，

而純以拍攝技巧造成的效果，顯示出沉靜的荷枝縱

橫交錯地充斥着整個畫面，簡潔的荷枝造成現實視

像中無法呈現的構圖。由多角度、多視野的荷塘景

色帶出另一番結構美，以荷塘本身創造出無窮無盡

的新觀點、新構思。這手法與書法強調以線條、結

構、空間、節奏、和諧、無限的理念如出一轍。我

在作品中試圖拼入這些珍貴的傳統智慧，讓有限的

荷枝，轉化為無限的構圖。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我嘗試在攝影構圖上將這些抽象的概念重新演繹出來，

但不是以「道沖」 為本，而是借用荷枝和荷塘縱横交

錯的姿態，呈現「淵兮似萬物之宗」 的面貌。是「以

無限為有限，以無法為有法」的思想為基礎。可以說

是另一種「加」與「減」藝術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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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與西方藝術媒介拼合後再融入二十一世紀當代社會 

 

展望將來，我會以「映荷影」的創作為藍本，將所建構的新視野、新觀點融入

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生活中。 

 

不過，我不會再以荷花為主題，而會從日常生活中挑選，然後用不同範疇的攝

影方式，如街頭攝影、旅遊攝影等，表達這些新主題。 

 

故此，對我而言，傳統攝影概念中「捕捉決定性瞬間的現實世界」將會轉化為

按下快門所「捕捉我心深處的感覺和情緒的決定性瞬間」，亦是對當下日常生

活的反響。 

 

在創作時，我會嘗試實踐《映荷影—影之相》內建構的概念，將在日常生活中

接觸到的事物，塑造成屬於那一瞬間的結構、空間、節奏、和諧。目標是要帶

出無限的新視點、新空間。空間之廣、視點之多，將如恆河沙數，無窮無盡。

但同時間，保持對傳統道學信念作出呼應。 

 

今次所介紹的作品都是我花上不少心思創作，既表達我對有關主題那一瞬間獨

有的感情，也彰顯有關主題的特性。 

 

不丹 — 一個佛教國家，和諧平安的代表，人類美善的反映。 

紐約 — 一個色彩斑斕、朝氣勃勃、變化萬千的城市，各式商業大廈和高聳入雲

的建築下，是追逐不同美國夢的各階層人物。 

中國 — 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明的國家，順應時代洪流和歷史變遷的推動，

孕育出新舊交融的文化；既在各種轉變中屹立自處，也與年代更替進化共生。 

巴斯克 — 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度，以自身的語言和文化推動着持久未了的獨立夢。 

波羅的海 — 一個夢幻的童話國度，各式各樣的城門堡壘裝載着每人心目中的王

子與公主。 

聖彼得堡 — 一個多姿多彩、趣味盎然的城市，是一個強大國家內不同人士都可

輕鬆享受日間閒情的地方。 



 

我在構思、拍攝、後期修飾，甚至編曬相片，都親力親為，希望以創新的意念

和手法，表達本人深層次的感情，同時為讀者呈獻更新穎的思維與視覺效果，

帶來新的體驗。 

 

  



總括而言，我試圖： 

 

1. 將攝影由「減的藝術」轉化為「減與加結合的藝術」； 

 

2. 將「決定性瞬間」的概念由捕捉現實景況轉化為捕捉情緒感覺，由現實狀況

轉化為抽象空間； 

 

3. 以荷花為題，重新審視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與信念，再將從中所產生的概念透

過攝影這項源自西方的現代藝術，轉化為二十一世紀當代社會的產物。 

 

今次能夠在這個論壇上與大家分享我的感思，十分榮幸。希望我的作品能為大

家帶來新的趣味。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我的作品和創作的藝術理念，歡近溜

覽 www.amypang.net。 

 

趁此機會，我亦希望向美國攝影學會致以深切謝忱，多謝邀請我在這個享負盛

名的論壇上講說。能夠與眾多志趣相投的聽眾和在藝術嶺域孜孜不倦的朋友分

享和交流，實是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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