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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们珍藏着
半个童年

曲奇是专注于拍摄儿童题材的独立摄影

师。看他的作品，干净舒服的色调让人轻

易进入到场景里，和镜头前的小孩好奇地

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微笑。

又或者是孩子低头时的笑容，不知他们为

何开心，但那笑声仿佛从记忆深处响起，

已经是风轻云淡的大人了，也会被照片里

这种热烈的情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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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二次童年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写道。“一个童

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 

看曲奇的作品时体验到童年的快乐，忽然就理解了余光中笔下

成人怀揣半个童年的心情。这种柔和细腻的拍摄风格，来自已

经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的曲奇——一个真正在享受自己“半个

童年”的人。

苏州是曲奇的第二故乡，这座温婉秀美的古城，是让曲奇的性

格变得自由和柔软的原因。他习惯在苏州周边约三四个小时自

驾距离的城市内拍摄，而不是成日待在工作室里。“去不同的

地方接受新鲜事物，对摄影的热情才不会被一点点消磨掉。”

如果去较远的城市进行拍摄，他基本上会提前一天就过去，花

上一整天或是半天的时间接触拍摄的家庭。他相信吸引力法则，

相信处于同一磁场的事物，会因为共同的生活理念才会遇到。

因此客户就是他的朋友，这不仅关乎拍摄，在和家庭交流沟通

的过程中，更能感受到亲情中真实的美好。

生活中的曲奇还会做网络课程教育，与网友分享摄影技巧和优

秀的作品。许多他在微博和公号中推荐的摄影师，和他一样都

是孩子的家长。或许只有为人父母，更懂得童年的美好与珍贵。

通过一部相机，他们将孩子的一个童年，自己的半个童年，小

心翼翼地珍藏着。

在孩子面前，做真实的自己

在儿童摄影领域，曲奇认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和孩子在一起

时要不加掩饰地做真实的自己，获取信任比任何技术都重要。

拍摄时曲奇会耐心倾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从一个朋友的角度

来得到小孩子们的回应。他们开心的时候会陪着一起大笑，遇

到不开心的事情就耐心疏导。“在交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需要放下大人的架子，跟他们处于平等的关系，不要有说教。”

拍摄的经历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就像和自己同学玩了半天差

不多。曲奇的相机一直拿在手里，他全身心投入，就像一个狙

击手，一旦等到合适的时机就将场景快速捕捉下来，哪怕是一

缕清风、一丝微笑，一阵沉默，都在触动他的感知力，至于怎

么去按快门，那反倒成了最简单的事情。

从观察记录开始到实现情感共鸣，已经完成了拍摄的 80%，还

有 20% 就是按下快门，把自己心里想的通过照片表现出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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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也能感动于你的感动。“相机是一个

用来曝光的盒子，参数的设定是为了实现

正常曝光，至于情感部分能达到的，那是

拍摄者自己的修行。”曲奇总结道。

一个善于主动思考的人，他的审美意识、

拍摄想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

化。摄影理念的提升往往发生在不拍照的

时候。曲奇接触儿童摄影至今已经有七八

年时间，前两年是在儿童影楼工作，但拍

着拍着慢慢发现，这种模式固定的批量化

生产毫无意义，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开始做起了独立摄影师。 在正式

走上独立摄影之前，曲奇已经完成了对于

摄影技术方面的储备，也做好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半年之内能解决日常开支就足够

了，别无所求。他踏踏实实地完成工作，

“对于任何唾手可得的东西都没有信心，

相信平和缓慢，细水长流的力量。” 

摄影学习的最终归宿是哲学问题

至于一些具体的拍摄想法，两三年前的曲

奇有些过于执着拍摄地点的选择，想把一

切事情先安排得很顺利圆满，但后来他发

现又有点不对了：原本的初衷是要释放天

性，顺着情绪而来，现在又有些过于执着

外部条件，这样的精致反而会带来虚假的

美丽。

这些话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落到实处，需

要不断去说服自己。如今的曲奇已经改变

不少，在拍摄的时候不再对拍摄地点有苛

刻的要求。比如在拍自家孩子时，就尝试

不特意选择地点来拍摄一组照片。“不带

任何目的，摄影只不过是用来记录生活的

手段。”

摄影不是曲奇生活的全部。每年，他会和

家人安排两三次的长途旅行。曲奇有个可

爱的女儿和一位漂亮的妻子，带着她们看

不同的风景，发现世界是这样的丰富多彩，

探索外部的同时也能发现更好的自己，他

借用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人为什么要这

么努力？还不是因为好多地方我都没去

过。”

不论是摄影，还是其他任何一项爱好，都

有从简入繁再归零的过程。千帆过境才知

心头好，这个过程是不可跳跃的。摄影师

必须具有主动思考的能力，不然就一直停

留在“繁”的阶段，摄影是一个不断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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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剖析自己的过程。“摄影学习

的最终归宿是哲学问题，一点都不怀

疑。”

美国摄影师 Stephen Shore 曾说：“我

想要拍摄那些自然而然的照片，一种

正在看的感觉，并非是从这个世界拿

走些什么，并非是从其中制造什么艺

术。”这句话曲奇颇为信服，他着迷

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那些容易被忽略

的美好瞬间，对他而言，比摄影技术

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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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珍藏童年之美

照片输出是摄影的最后一个步骤，丢失了就不

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曲奇在传给雅昌做了一本

画册《就这么拍着你长大》， 收录了他充满

温度的儿童摄影作品。

他很满意这本画册：“当照片的质感很细腻的

表现在纸张上，特别让我感动。完全是收藏级

的艺术水准，给了这些照片最好的呈现形式。”

之后的客片成品，曲奇也考虑采用这种艺术画

册的形式。因为只有匠心的工艺，才能最大限

度地珍藏童年的欢乐。“要把最好的作品，用

最佳的方式呈现给客户。”

从摄影历史来看，照片输出本来是一件理所

当然的事情，但近十几年数码产品的发展，

甚至提到照片输出感觉还带些复古的情怀，

不知道这是悲哀还是件幸事。“No print no 

value”，好的作品只是停留在电子屏幕的阅

读，会让其廉价，那种实实在在的抚摸触感是

电子屏无法实现的。

在纸张翻阅中，我们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感

动于丝丝入扣的细节呈现：孩子是在什么时刻，

就悄然长大了呢？在翻阅这些温暖的照片时，

人们会发现摄影并不是束于庙堂高阁的事，而

是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正如曲奇所说：“它很

简单，也很难，难就难在‘走心’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