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4 四月影会第三回展览文献

115

展览招贴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175 展览现场

116

展览招贴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176 四月影会第三回展览文献

117

展览前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177 展览现场

118

展览前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档案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档案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078 四月影会访谈（上）

王志平 
《风烛残年》

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作品

  只要它不倒，
  总有人朝拜。

  
诗·叶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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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王志平访谈（一）

徐勇：你有没有找过美术馆办四月影会展览？

王志平：说实在的，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胃

口。但第三回是办到中国美术馆去了。

徐勇：一开始你们找的是什么地方呢？

王志平：不想登国家那种大的殿堂，一开始我还

是想让它有一定的民间性。我们曾找过西城区文

化馆，后来订到了北京中山公园的兰室。

徐勇：四月影会正式成立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叫

四月影会？

王志平：四月影会酝酿筹划于 1978 年，第一回

展览举办于 1979 年 4 月。我们这伙人大部分是

在 1976 年“四五”运动摄影中结识的，大伙儿

凑到一起想再干点什么，那就再办一个摄影展览

吧。最初开会讨论时很多朋友顺理成章地提议名

称叫“四五影会”。我不同意说，这回咱们能不

能不玩政治，玩点别的。我同意叫“四月影会”。

当时我想明确地表明一种对抗，对抗新华社的新

闻宣传图片，也对抗我们自己“四五”摄影的新

闻性和纪实性。 

徐勇：筹备展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志平：我们是 1979 年 2 月份开始收集照片，

在我家，东四三条胡同 35 号。

徐勇：四月影会在第一次展览以后，是不是找到

了比较明确的创作的方向？比如说你们在创作观

念上，明确了一定要创作什么样的语言形式的作

品？

王志平：没有特别仔细和明确的方向。但总的方

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很清楚的。可是事后有了一

些分歧。

徐勇：是创作观念上的分歧吧？

王志平：也不完全是。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人在

中间传话传的，就是让我不高兴。就是晓斌的火

爆性子，一燎就着。有时候我无意中说了几句话，

被有些人别有用心地传过去了。

徐勇：当时在你看来，李晓斌这样的一种社会记

录式摄影，或者现在所谓的纪实摄影这种方式，

当时你是不太赞同的对吧？

王志平：是。当初不论是我还是李晓斌，都没

有把以他为代表的这些照片上升到一个社会纪

实、新闻摄影的高度。我也没有想，也不会同意

将四月影会的展览办成艺术摄影展之外的其他影

展，尤其是在第一回、第二回的时候。我现在看

李晓斌的东西，觉得好像很好，我觉得有一些东

西真是让我佩服。但是当时来说，我没有这种感

觉。我觉得李晓斌当初也没有这么有系统。说白

一点，他是那种很玩闹，什么都拍的人。现在回

想他记下了很多东西。但我认为他一开始也并不

是这么有心的。我现在看他的书、他的照片，有

很多过去我根本没有见过，或者说是没有仔细看

过，比我当初看的要好得多。我自己也从中发现

了一些规律，一些更高的价值。我现在承认他的

照片比我的更贴近生活、更生猛有力、更注重内

容。但最初我没有认识到这些，也不太相信当初

晓斌就有这么高的认识和这么高的追求。

徐勇：这是有可能的。

王志平：晓斌给我看了一些他抓拍的照片，我不

太理解也不太喜欢，就像不喜欢一些日本的大摄

影家那种不论场合、不论角度、不论构图的大反

差黑白片一样。咱们是不追求俗媚的忸怩作态，

但是也不追求那种太反常、太不美、太随意的野

蛮拍摄。我曾很轻率很片面地说过，像这种龇牙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080 四月影会访谈（上）

王志平 
《海上一辈子》

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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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王志平访谈（一）

咧嘴的照片，在大街上站半个钟头我也能拍一堆。

这样的话，确实很伤人，我愿意就这类的言论向

李晓斌们道歉。

徐勇：我曾经看过你和王苗拍的《西部中国漫游》

幻灯片的放映，在中山公园的大殿里。那时候我

觉得是挺棒的。这个是不是代表了你们当时的摄

影创作方向？

王志平：现在我看这些东西，当时也确实有一点

孤芳自赏的小家子气，偶尔玩玩行，但不是我也

不是王苗坚持的创作方向。虽然现在我也在随波

逐流地玩彩色，但是我心里头明白，在摄影上这

种有重大内容的、黑白的、抓拍的甚至不加剪裁

而又具有高度美学修养构图的照片，始终是摄影

艺术的主流，就像绘画中的油画，音乐中的钢琴

一样。

徐勇：你觉得第二回和第三回的四月影会展览，

跟第一回比起来，有些什么变化？

王志平：更大、更多、更全，但就是特点更不突

出了。这个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不完全

是我们做得不行。第二回、第三回的展览，如果

提前将全部的东西放在 1979 年第一回的展览上，

照样还是轰动的，甚至也许会比第一回展览还要

厉害。

徐勇：那么，就是第二回、第三回影展跟第一回

相比，影响力和展览效果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呢？

王志平：我跟你说一个不好的，即使把第一回那

个展览全部的照片，如果今天再展，也许也没人

看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时代不同了。 

徐勇：四月影会第三回影展，我现在连有多少幅

作品、有多少人参加、有谁参加都弄不清楚。当

时是出了什么状况？

王志平：我印象里，第一回展览是一百多张，第

二回是二百多张，第三回是三百多张。第三回最

多。美术馆他们能查数据，他们每天跟我说今天

有多少人进你们展厅。我印象里有一个星期天是

八千多人。

徐勇：第三回影展参展的作者有多少？

王志平：这事儿你问问晓斌、贺洪宁他们，他们

也许能知道。这种数字方面的东西，有时候我不

太记。

徐勇：好。你认为四月影会后来不再办展览的原

因是什么呢？

王志平：就是无疾而终，该到解散的时候了。很

多原因，最后我觉得好像有点儿无可奈何，不得

不解散。好像是办着感觉意思不大，就是很费劲

了。到第三回展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了，再办

下去就不叫四月影会了。

徐勇：如果具体举个例子说呢？

王志平：虽然我在第一回展览上也说，以后希望

每年能办下去。可是到了第三回展的时候，等于

说已经差不多是百花齐放的时候了，已经是条件

比较好，整个国家的情况都稍微好转了。文化界

的情况也都是一样的。

徐勇：都好转了，对你们的创作不是更有利吗？

你们继续往下办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国家的社会

文化状况好了，你们反倒不办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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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四月影会访谈（上）

王志平：客观来说，人也多了，大家有各种各样

的思想，有一些不统一或者是分歧，或者什么样

的都有。王立平他们就说，完成任务了。 

徐勇：完成什么任务了？

王志平：比如说严冬水面结冰，对于江湖海来讲，

四月影会像一艘小破冰船，但春天以后就没有必

要再要这个破冰船了，该大的舰队出来运输了。

徐勇：就是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对吧？这是原

因之一。 

王志平：对，完成历史使命了。再往下做，说句

不好听的话，就是有点儿费力不讨好。

徐勇：在这个时候，四月影会的成员创作上有没

有开始尝试个人的方向，观念不同了？

王志平：实际上是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

就觉得好像有一些费力不讨好，有点儿没有办法，

这么多人物慢慢都成长，好像不太好形成一个统

一的口径和语言。

徐勇：有没有觉得以你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四月

影会越来越难以控制或难以驾驭了？

王志平：真的是那么认为的。

徐勇：那为什么呢？

王志平：比如说晓斌就跟我闹了。当时王文澜说

吓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闹得这么厉害？

徐勇：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和晓斌的主要

分歧是什么？

王志平：有分歧，也有些误会。艺术家或者说是

摄影家，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的东西不欣赏或踩。

徐勇：实际上这时候你们的创作观念分歧也越来

越大？

王志平：对，可以这么说。可我真的不太承认是

创作观念完全不一样。四月影会当初是艘破冰船，

现在是春暖花开了，冰化了、冻解了、花开了，

整个船队都浩浩荡荡地跟来了。这时候你再拿着

破冰船跟别的船队同样去办展览，你怎么办？你

怎么让破冰船跟得上后面来的这些航空母舰，去

比运输量、比豪华？

徐勇：你觉得谁是航空母舰？你们只是一艘小破

冰船吗？在当时，实际上在 80 年代初期的时候，

没有什么你说的这种摄影创作的舰队、团队。北

京广角摄影学会是1980年成立的，还有一个“80

平米”的摄影组织。社会上大部分搞摄影的人，

他们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方法达不到你们的水准。

王志平：是一点一点，慢慢地渐变的东西。起码

在我们之后，西安马上成立了一个“四方影会”。

徐勇：实际上在 1980 年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

的民间性的摄影团体，创作方面的思想禁锢也开

始破除。比如说在 1980 年，我参加北京广角摄

影学会的活动，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一个平房大

院里，两辆平板三轮车拼起来当桌子大家围在一

块儿，车上摊开很多照片大家来评比，很民主的

方式。后来全国各地又陆陆续续出现很多的民间

自发成立的摄影学会。2009 年我做过大概的统

计，80 年代全国范围有 200 多个，北京有 60

多个。

王志平：这些舰队、船队都开出来了。

 注：四方影会—西安民间自发的青年摄影团体，主要成员：惠京鹏、高海风、赵康、吴峻、张宗琨、山新莉、韩晓安、宛然等。
     1978年起展开摄影活动，正式成立于 1980 年 6 月，名誉上挂靠西安科普创作协会。1981 年春节期间，在西安东大街平
    安市场地下放空设施空间举办了摄影展览。张艺谋等四十余位作者近 200 幅作品参展。1983 年受到“反精神污染”运    
   动的“严打”行动影响，停止了活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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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王志平访谈（一）

徐勇：解散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李晓斌说过，

到了 1981 年，政府政策要求民间的这类组织都

要有挂靠单位，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要求

有明确的负责人，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等等。而

你们不愿挂靠注册，自己也没钱，加上原本组织

管理特别松散，不想建立规范的组织形式？

王志平：没有，都没有。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个

工商登记管理的问题。

徐勇：晓斌说，当时你跟他讲，你看看现在政府

要求工商管理登记，要求法定代表人，要求有财

务，我们怎么能养得起财务呢？我们连钱都没有，

还要养财务！你有没有说过这些话？

王志平：我肯定说过，因为我们真的没钱。有人

说到卖照片，我根本想不明白照片哪儿是能卖的

东西。

徐勇：所以这也是四月影会解散，后来不办展览

的原因之一，是吧？

王志平：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主要原因，那会儿的

能量如果大家真是要齐心合力，要搞一个事业、

搞一个什么东西也不一定克服不了。你想，当年

把展览捅到邓力群那儿都能捅，工商管理的话也

未必捅不过去。

徐勇：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以后，你自己感受到

什么压力没有？比方说来自于政府官方或摄影体

制的？

王志平：我没有太感觉到压力。因为当初我有一

个想法，我心里头想着，四月影会就是要捅娄子，

就是要惹别人看不顺眼，或者就是要挑事。四月

影会如果说没有一点压力，谁都看着多么好，像

温吞水，这就不行了。

徐勇：你所谓的“捅娄子”是捅什么样的娄子呢？

通过什么方式“捅娄子”？四月影会的宗旨原本

就是搞艺术摄影的对吧？这原本就是很单纯的想

法，为什么还想着去“捅娄子”？

王志平：我有点儿半开玩笑地讲，比如说文字上

有的东西，就像《笼里笼外》的文字这样的东西，

可能不是我写的，我思想上觉得有一点儿像开玩

笑、像捅点小娄子。王立平在北海大桥上拍的那

张照片，我记得是我给他起的名，叫《北海·中

海·南海》，有意把中南海这个事儿给它弄进去，

就不是说：“中南海”。

徐勇：让它带有一点隐喻？

王志平：有点儿让它去捅小娄子。

徐勇：让照片内容带有一定的社会指涉是吧？

王志平：对。什么“叶落归根”这些东西，什么

《芍药冢》。

徐勇：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的照片，是不是都是

你一个人来最后选定的？

王志平：不能完全这么讲，还是在我的小屋里头

大家举手表决行不行那样的。还有这么一个过程

呢。我都快忘了这过程了。

徐勇：是完全由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的呢，还是最

后你一个人拍板？

王志平：不是完全民主，但也绝对不是我一个人

说了算。我承认我在这里头拥有很大的决定性的

权力。像晓斌、赵介轩都是在最后走的，留下来

帮我选定哪个行，哪个不行，都给了我很多建议。

确实有这么一帮子，像罗小韵、王苗、许涿，最

后大家再过目一下。这个时候我还是挺尊重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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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 四月影会访谈（上）

王志平 
《家庭》

四月影会第一回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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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王志平访谈（一）

子的意见的。但是我不太尊重一般投稿者的意见。

可是同时原则上来说，只要投了稿，我就想方设

法让他有一张照片上去。

徐勇：四月影会第三届影展之后，到你出国之前，

这一段时间你在北京做了什么？你都进行了些什

么样的创作？或者举办了自己什么样的展览？

王志平：四月影会之后，马上就是现代摄影沙龙

那个展。 

徐勇：那是 1985 年了，你也出国去了。

王志平：我是 1985 年 10 月出的国。

徐勇：对。第三回影展是 1981 年对吧？ 1981

年到 1985 年这一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呢？ 

王志平：在 1981 年后期还是什么时候，我办了

我自己的第一次影展。

徐勇：你是在哪儿办的？

王志平：是在法国驻华大使馆。

徐勇：三里屯东街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展厅是

吧？ 1981 年几月份？

王志平：这个我得查一下历史文件。我忘了是几

月份，但肯定是夏天，我穿着背心钉框子。当时

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在展览（四月影会展）的

时候，有一些在法国大使馆的朋友，他们找到我，

说这个展览特别好。他们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展

览都搬到我们使馆去，我们只想邀请你个人做个

展览，在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办。我说行，就答应

了。最后我又另外地做了一些照片，包括我第三

回展览的，可能有一百多张照片，在法国大使馆

做了一个王志平艺术摄影展。

徐勇：名称叫作“王志平艺术摄影展”？

王志平：对。这是我的第一次个展。也是中国人

第一回在外国使馆、非官方的自己办的个展。没

有任何请示，我跟法国使馆一个朋友就那么决定

的，他是文化专员。应该是这样的。

徐勇：后来法国大使馆的影展对你个人有什么影

响呢？

王志平：当时中央四个部委，中国外交部、农业

部、文化部、对外文委发了红头文件：关于王志

平违法乱纪在驻京外国机构展览的通知。以后不

许不请示就这么做。我们单位给了我一个行政记

大过处分。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把所有的照片都

给拿到了公安局。当然之后照片都还给我了。当

时我发现我挂在最前面的一张，我的作者照片没

有还给我。那张照片是许涿拍的，是我在美术馆

摄影房里头他打着灯给我拍的，用光很讲究，黑

白反差都挺棒的一张照片。

徐勇：那么在这个展览结束以后你又做了些什么

事呢？

王志平：这个展览结束之后，我做了一些幻灯片。

我到处去旅行，其中包括到西藏、新疆、内蒙古。

一开始我跟王苗做的那个《野外拾回的小诗》，

好像是 1981 年，大概在秋天 9 月或 10 月的样子。

《野外拾回的小诗》之外还有我跟王苗合作的一

个《西部中国漫游》。

徐勇：《西部中国漫游》，我在中山公园太庙大

殿里看过你们的幻灯放映。

王志平：我放过很多遍，我也搞不清在哪儿放的，

在很多大学、很多地方都放过。后来加上李晓斌，

我们做了一个《霸县行》。有李晓斌、王苗我们

三个人。

徐勇：四月影会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你来说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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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 四月影会访谈（上）

王志平：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干成一件事儿，结

识了一些哥们儿和朋友。没有四月影会就没有我。

徐勇：你像是四月影会的符号，是四月影会的精

神领袖，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王志平：在 1979 年、1980 年可以这么讲。我

觉得以后慢慢越来越不太讲了。

徐勇：你觉得现在想回中国吗？

王志平：我当然想回。实际的情况来看，我也知道，

实在是不是那个时候了，现在回中国也没有我的

位置了。主要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了，我老婆

病得很厉害。有些人说你还不回来？我说，我能

回去早回去了，就是回不去。 

徐勇：就是说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吧？

王志平：对。回去租房子什么的，看病我都看不起。

买房子租房子都不行。我现在也一直是租的房子，

比较便宜的那种，像国内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徐勇：从 1985 年出国至今，你有没有再进行摄

影创作？

王志平：我一直在拍照片，现在我也在拍。

徐勇：但是在国内，很少再见到你的作品了。 

王志平：用《中国摄影》编辑部他们的话来说，

我是隐退得最彻底的一个。因为我曾经说过，除

了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

展，就是“四五”事件的那个展览，我有作品参

展，再就是四月影会展。除此以外，我没有参加

过任何的展览，没有参加过国内任何其他的展览

和摄影比赛。

徐勇：你现在回想一下，四月影会在中国摄影发

展史当中，包括民国时期，以及文革时期，一直

到今天，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王志平：中国摄影史上应该有它的一笔。它是一

个历史事件和摄影史上的一个标志。 

徐勇：它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呢？

王志平：用我的话说，就是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摄

影艺术。

徐勇：行，我觉得今天采访挺好的，我会做些整

理。如果你想到什么，你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用邮件发给我。

王志平：你说文字，我在《永远的四月》里，已

经讲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了。

徐勇：哦。还有，在第二回影展之前，当时《今

天》诗刊的一些人，有没有找过你们，想进行一

些文配图形式的合作？因为第一回展照片配诗的

影响比较大。

王志平：正式合作的事儿我想不起来。

徐勇：据李英杰回忆，说在第一届影展上他在值

班的时候，有人找他谈论过与你们合作的事。

王志平：黄锐找过我。

徐勇：第一届影展上找你？

王志平：第一届的时候就开始找我。

徐勇：找你说什么呢？

王志平：黄锐是星星美展的负责人。当时他找我，

我记得很清楚。在中山公园兰室的时候，我就认

识黄锐了。那时候他还没有办星星美展，可能是

这个展览激发了他。

徐勇：你觉得星星美展是受四月影会第一回展的

影响？

王志平：这个我不敢说，但是肯定给了他们一个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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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王志平访谈（一）

徐勇：给了他们办星星美展一个启示？

王志平：起码黄锐、王克平看了这个展览以后有

办展览的想法了，就是更助了他们的兴。因为当

时黄锐很兴奋，感觉这个展览这么办挺好的。

徐勇：当时你认识马德升吗？

王志平：马德升我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想想。我

肯定离开中国之前就认识他了，肯定是 1985 年

之前认识的，忘了是第一回展还是第二回展的时

候。

徐勇：行，我了解了。那么你回想四月影会的一

些比较重要的人物，你自己来说一下的话，应该

都包括谁呢？除了你。

王志平：我觉得起码有王立平、李晓斌、许涿、

王苗、罗小韵、金伯宏、李英杰、凌飞、池小宁、

吕小中、赵介轩、王文澜等。

徐勇：你觉得四月影会展览作品呈现的这种形式，

摄影画面和诗文的一种搭配，当时对摄影作品起

到了什么作用？ 

王志平：让这个照片有味儿、有分量、有可读性、

有延展性，而不是简单的一张图片而已。

徐勇：你有没有感觉如果没有题诗，四月影会这

个展览对观众的触动和影响会比较弱？ 

王志平：肯定的，我觉得是会的。我当时就说，

我一定要有四月影会的味儿，这个味儿既体现在

照片上面，也体现在题目和配文上。 

徐勇：当时第一回影展照片的名字是由作者起的，

还是由你们统一起的？

王志平：作者自己起的很少，可能有一半以上都

是我起的，或是由我决定的。

徐勇：一半以上？

王志平：应该讲一半以上都是我们几个人起的，

都不是作者。有的作者根本就把照片往那儿一放，

就不管这事儿了。他们也没有能力、没有水平、

没有权利管这个事儿了。

徐勇：行，志平，挺好的。我觉得今天的电话采

访也差不多了。这些我到时候整理出来，我也会

给你看一下，以后会放进文献里去。

王志平：当时的一些真实的细节和我自己的感受，

等于说回忆一下三十年前的一些思路，理了一些

东西。

徐勇：在第一回四月影会展的时候，你是个什么

身份？

王志平：我当时的身份是农业出版社的美术编辑，

兼管摄影。

徐勇：你是什么时候调到农业出版社去的？

王志平：1976 年，四人帮垮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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