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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仟《再见时，我希望你微笑》系列之一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

该作品采用长曝光手法，记录下自己与朋友的拥抱瞬间，并在作品右下角记录下这次拥抱的具体时刻与绵延长度。在代表“此曾在”（编者注：法

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出摄影的本质是“that-has-been”）的摄影加持下，“无限”与“有限”的边界变得模糊，瞬间即是永恒。

闫紫怡《Inimitable Ties（无与伦比的纽带）》系列之一 武汉传媒学

院摄影专业2025届本科毕业生

该作品将家庭老照片投影在悬挂的白色布料上，将过去与当下的场

景结合。随风飘舞的布幔像一块临时搭建的银幕，在风的作用下不断变

化形态，正如作者儿时的情感回忆，存在于永恒的流动与不确定之中。

谯寻《玉先和我们》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2025届本科

毕业生

该作品以一个四川普通农村家庭为调查对象，以作者的外婆玉先

为主要线索，将家庭成员的对话和旧照片作为基础素材，通过纸的折

叠设计，将一个个家庭故事可视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 写文

一月的徐州风格外大，武汉传媒学院摄影专业的闫

紫怡在家人的帮助下，用两根钓鱼竿上的鱼线捆住白布

两端，放飞在老家广阔的山坳间。冬日的风如同一双大

手，将印有家庭老照片的白色布幔捏塑成各种形状，被

她用快门一一捕捉。闫紫怡跟很多摄影专业的学生一

样，选择以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作为毕业创作的主题。还

没正式走入社会的她，想选题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身边

最熟悉的人、最容易接触到的故事。

同样以家庭照片作为素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

传达系本科毕业生谯寻用 6本小册子呈现了外婆玉先的

晚年生活片段。她发现，对于老年人来说，照片有着特

殊的意义，每年回老家的时候，外婆都会把相册打开，

重复地说起当年的往事。“相册是独属于他们那一代人

的回忆，所以我就把家庭相册翻出来重新做了一次‘二

创’。”谯寻说。

每本小册子的折叠结构都根据其中老照片的图像逻

辑进行了特殊设计：折页依次展开，纸的长度也越变越

长，象征随着家人外出工作、上学，与留在乡下老家生

活的外婆距离越来越远；外婆与姐妹多年间的合影被排

布在另一本回字形结构的册页中，没有头，也没有尾，

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合影的机会越来越难得，她们忘

记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也无法预料下一次会在什么时

候。读者阅读的过程就如同解谜，只有根据提示不断展

开折叠的纸张，才能抽丝剥茧，发掘潜藏在客观数据和

缜密逻辑下柔软的情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生成式 AI图像越来越

能“以假乱真”，这对视觉艺术尤其是摄影的冲击，让

近年来许多摄影专业的学生围绕此主题进行毕业创

作。2023 年土耳其大地震时，一张社交媒体上广泛传

播的“现场照片”竟是 AI生成图像的新闻，引发了鲁

迅美术学院刘明慧的思考，如果用 AI去生成一篇完全

虚构的新闻、一期根本不存在的报刊，会不会有人把

这些事情当真？她在展览现场制作了一个报刊亭装置，

将自己“炮制”的新闻产品覆盖其上，用看似过时的场

景，直观地呈现 AI时代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新闻扑面

而来的感觉。

北京电影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巴钰滢则利用人工智能

生成技术打造了一套实时交互体验装置，当观众步入展

览空间时，摄像头会即时捕捉其身体形象，并将其解析

为粒子数据，程序再据此实时生成每秒 60帧不重复的

人工智能动态影像。最终，这些生成的图像被实时投射

回观众的身体表面。观众可以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真实的

身体与 AI对其形象进行实时转译的交叠。巴钰滢还用

同样的方式拍摄了一系列影像作品，其中一张照片里，

一只周围散布着光点的眼睛被投射在一株蝴蝶兰上，那

是其中一朵花被智能程序分析识别生成的结果，算法关

联与人类联想存在差异，但二者叠加形成一种错位的奇

异美感，“人工智能看似跟人类学习的是一个相同的现

实，但它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人的视点，”巴钰滢说，“这

个视点在反馈给人类以后，其实也开启了人类全新的认

知方式。”而作品标题“一个无限炽热且致密的点”，源

自巴钰滢在一本小说中看到的一句话，她觉得用来形容

当下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感受再合适不过。当观众走进互

动装置，直视投影时那种刺眼的感觉，恰似人工智能日

渐普及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但同时，它也是具有

无限潜力、无限能量的一个光点。

有人选择把摄影作为一面镜子，反射内心情感，也

有人把它作为一扇窗，观察外部世界与社会万象。天津

美术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夏若文将自己定义为一名公路上

的“漫游者”，以旅游大道为线索，走过中国 40余个县

市，去观察经济与社会变化如何在当地留下印记。黄河

科技学院毕业生张明慧用 3个多月的时间走街串巷，寻

找郑州市区那些由核酸小屋改造成的治安岗亭、爱心母

婴室、环卫工休息室和街边小店，拍摄的过程中亲眼见

证着越来越多的小屋被换上“新装”。它们并未停留在

被遗弃的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点点地重启，

并重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毕业

生邸晋军用两年时间，在秦皇岛的海边用有着百余年历

史的湿版火棉胶摄影术拍摄了数百名普通人的肖像，用

一种更具有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平凡人之美。北京电影学

院的硕士毕业生施金宇以家乡四川凉山的彝族创世史诗

《勒俄特依》 为视觉蓝本，构建了一部介于真实与虚构

之间的“民族影像志”：在山包上观看火把节比赛的老

乡；如同披戴盔甲一般的光伏山脉；身上沾满苍耳的彝

族青年扮演着“射日英雄”支格阿鲁，站在反射着光伏

面板带来的“二手阳光”的广告牌前，向天空弯弓射

箭。古时那些无法被掌控的自然力量，如今变成了可以

加以收集利用的能源，古老的传说故事也在当代凉山社

会现实的语境中被重新编纂和演绎。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拥抱，那是中国传媒大学本

科毕业生王明仟用长曝光拍下的画面。在摄影早已不仅

仅是作为记录客观事实工具的年代，以一种出自本能的

动机拍摄，也许更加接近摄影的原点——把那些重要的

瞬间留存下来。北京四环外的出租屋里、夜晚高架桥

下、与跨年烟花一同降临的朋友间的拥抱，还有唯一一

张未完成的拥抱，那是王明仟尝试在 59秒的曝光时间

中“拥抱”自己。但最终，两个身影没能重叠在一起，

而是隔着一小段距离，有点像在审视自我，也有点像在

和自己对话。“整件作品都是在讲述着日常中最细微的

一些情感，”王明仟说，“它是扎根于生活真诚的表达，

也是我当下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沉思与漫游
——2025届摄影（视觉）专业毕业生作品选

巴钰滢《一个无限炽热且致密

的点》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

2025届硕士毕业生

该作品利用摄影、人工智能生

成技术与实时追踪投影构建了一个

体验剧场，观众与其人工智能生成

影像的“数字化身”的投影形成“重

曝”的效果。在动态的交互中，作者

试图突破人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与

观者共同探讨当下人类与技术、艺

术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如何通过

信息共生成为现实的延伸。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2025届毕业展现场，观众在巴钰滢的作品前体验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打造的影像交互装置。

刘明慧《真相与真相之后》 鲁迅美术学院影像艺术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

作者用人工智能（AI）工具撰写了数篇新闻报道，其中的文字和配图都是由AI生成，并将其放

置在“报刊亭”中。作品借用AI的虚构属性讽刺现代社会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探讨

“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摄影将何去何从。

施金宇《黑色的河流》系列之一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2025届硕士毕业生

该作品以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为视觉蓝本，通过自然节律与个体生命史的双重变奏，以电影式摄

影的形式勾勒出当代凉山社会的现实图景，在虚实相间的叙事中编织出一部充满寓言的“民族影像志”。

夏若文《旅游大道》系列之一 天津美术学院艺术摄影系2025届硕士毕业生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各地兴起了大规模的旅游投资热潮，从城市主题公园到乡村民俗村，各种景区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下中国的旅游图景正处在重组之中，传统热门景点的人潮退去，更多元、更深入

的旅行路线悄然兴起。作者跟随现代旅行者的足迹，深入那些非典型旅游空间，去观察经济与社会变化

如何在当地留下印记。

张明慧《新装》 黄河科技学院摄影专业2025届本科毕业生

该作品记录了郑州市多个核酸小屋改造案例。它们不仅有助于

缓解城市空间压力，还能促进社区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邸晋军《纪念碑》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2025届博士毕业生

该作品使用大画幅湿版火棉胶摄影术拍摄了数百名普通人的肖像，并将其镶嵌

于高5米、方尖碑形状的装置上。照片中，保洁员、游客、教师等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

被摄者站立在事先准备好的基座上，形成一种雕塑式的美感。作者试图提醒观者：历

史并非仅由重大事件或者英雄人物所书写，每一个平凡的瞬间、每一个普通的生命，

都在构建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