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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王庆松的摄影作品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责任感和象征主义，他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保持对话的方式，同时也深挖问题重重且令人生厌的概念如教育和发
展等。

    

2005年，中国的一家商场盛大开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场，我们谈论的正是新南方华贸，占地659.612平方英里，坐落于中国东莞市。这座建筑也许是当代中
国最大的败笔之一，巨大的空间本来是用于提高消费水平的，却由于距离遥远和交通困难，无法有效地接驳顾客而完全闲置。这种情况的荒诞性在于它无可衡量的失败的美
感和丑陋而令人不安的可笑。

      

这是一个无可比拟辛辣而可笑的例子，但是也使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近些年来经济发展的巨大规模。有些迹象表明在虚假的进步和本应该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之间不停地存在着
各种矛盾。或者说，这是它在克服困难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切。但是似乎发展总是和矛盾手拉手前行：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寻找资本主义的利益最优化，
而不触碰到它政权控制和意识形态的滤网。中国现在处于各种巨大的压力之间，这些压力也是由于前进和退潮之间的巨大矛盾。

      

在中国经济开放的漩涡中，王庆松（生于1966年）的作品纪实地呈现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被各种力量抬高、但同时又被抛锚在各种矛盾之中的巨变的时代。他的摄影
作品因尖锐的批判特性中含有的象征场面构图而独树一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参加了一个混乱的会议现场，这里交织着被腐蚀的传统，眩晕的现在还有充满矛盾对抗不公
平的未来，这些问题以大规模的表现手段罗织在一起。在此种意义上，他的作品创作的巨大规模也在探讨全球变化和中国自身蜕变的巨大程度，大部分老百姓需要一种基本
的角色，需要抱团的感觉，而且也是由于发展带来的破裂形象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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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缺乏讥讽和反讽，庆松的作品把吸收西方不完美的经验和需要向世界开放以及如何在这个迅速变革的过程中，随着中国传统超脱价值观的困乏而蔓延的失落感，还有公民
的流浪无安全感及社会对他们无情的分离分类等等问题都放在一起让它们之间发酵碰撞。“在都市化进程中，有两种人被人瞧不起，他们是盲流还有农民工……这些人被
认为是非法居民和不安定因素。”

    

今天，中国艺术家似乎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和界限，鉴于政府的审查制度和/或监督制度。当然这只是一种外界的评价，事实如此吗？

    

在表面上，当局的审查和监督制度在中国不存在。中国支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文化艺术表现方式可以同时发展。但事实上，政治、色情和暴力是三大禁忌题材
。这些限制和边界是无可跨越的。如果你有某些政治态度，即便你以最传统的方式仅仅画了花鸟虫鱼，你的作品也会被“沾染上”政府不认可的种种问题。

    

你作品使我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规模宏大，大量的布景结构，大的工作室拍摄和很多电影群众演员的参与，为什么选择如此大的尺寸和规模？它们代表什么？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众多，高达14亿。在中国很小的举动都会引起混乱和骚动。中国人又喜欢扎堆，因此很多国际化城市里面都有中国城、唐人街。这也不是改革
开放之后的新型产物，这是来自中国人骨子里天生的特质，人们习惯于在一起扎堆。因此我也喜欢把众多人放在混乱的环境里面，利用不同的场景来创作更加不同的情境
。我选择大场面规模的目的绝非为了呈现我的能力和聪明。这种大规模代表中国几千年来最首要的一种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超人，一个家长、宗王来控制
和领导我们，而非个人决定一切的自由。

    

《大败战场》和《大摆战场》之间存在什么关键的连续性和不同吗？2004年创作的《大摆战场》似乎还有向上努力的能力，也就是说国有品牌试图和外国同类
产品竞争。然而到2009年的《大败战场》里，如此高昂的斗志似乎已经被迅速发展带来的怀疑策略所取代。挣快钱！快速解决问题！公司之间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就
表现在挣快钱，不惜以环境破坏和劣质产品为代价。这种心态不仅仅给生产商带来失败，给消费者也同样带来惨败。在《大败战场》中，我强调表面虚妄的成功。从
远处看，这张摄影作品就像是一幅不错的抽象画。

    

在你的《盲流梦》中，你强调并希望挽救那些弱势人群的希望，大部分他们都来自农村地区。似乎对我来讲，这件作品反映了快速发展和“被悬空的希望”之间的矛盾
。这些大批流动人群对应的人口将不会成为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一部分。你认为将来，这些不平等会减少吗？《盲流梦》是我对我自己从老家荆州一个比较传统的城市
迁移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的感想。我本来应该把自己放到画面里面，可是当时有那么多人需要安排，我忘记自己的角色了。我视自己为这些盲流大军的
一员。中国目前还有困难解决不平等的差异，大部分中国人还很穷，占了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这些由于贫富差异所导致的贫困和迁移的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可能解
决。目前的中国面临多重危机，来自各种不平等，因此各地相继发生社会暴动事件。

    

在你作品《跟你学》中，很多学生显然都非常累了，有些在睡觉，尽管墙上写满了各种文字，内容都是突出表现很多修辞性的问题,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等。这些人在书前昏睡，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能否讲讲《跟我学》和《跟你学》的关系？2003年，我拍摄了《跟我学》，我当时更多想说的
是中国人非常渴望与西方交流学习。学习英语是和西方沟通的第一要素。而在《跟你学》中，我更多讲的是大学扩招、学生超员而出现的问题。墙纸上写满经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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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前后的流行用语，画面主要围绕两重意思，第一种是他们学得太辛苦了，另外也说明他们对学习非常厌恶，教育的产业化使得很多学生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因此出现了
《跟你学》中的混乱和戏剧化。在《跟你学》中，人们可以读出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些困倦的学生可能是太劳累了，也可能是对学习毫无兴趣，感觉无聊，才呼呼大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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