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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

内容概要

维利·罗尼的作品覆盖了整个20世纪。他是个很执著的人，从最初开始拍摄就伴随着并记录下巴黎人
民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奋斗。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为巴黎几乎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作证。现
今他的照片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所收藏，同时也在世界各大都市如巴黎、纽约、东京、布宜诺斯艾利
斯等地举办他个人的作品回顾展。这本书每篇文章都是以“那一天”开头，记述了作者拍摄每一幅照
片背后的故事。书中不但收录了大师的经典作品，而且由大师详尽讲述拍下每张照片时的心里活动，
他的把握、他的错失，他想捕捉到的氛围，他期待呈现的意义。这些拍摄于不同时间的作品，完整呈
现出巴黎这座城市的变迁，最动人的是对不同时代人物的记录。这本书不单是摄影集，同时包括大师
对自己精选作品的剖析，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经典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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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一天，充满时代感。
2、送給某先生的書
每一幅照片背後的「那一天」
3、人的眼睛和大脑共同构成了一部精妙复杂的机器，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它可以根据眼前看到的景
象进行无休止的演绎，也可以根据大脑皮层中活跃的电流来赋予眼前看到的景象一些别样的意义。我
们经常会看到某一个场景触动到自己，在没有相机以前我们将这种场景放在记忆里，有时遗忘有事唤
起。在有了照相机以后，我们便可以捕捉这一场景，问题是这种感动如何去感动别人，如何构建这样
的影像语言？也许，在影像边添加些解构的文字就好了，于是就有了这一类小书。我素来喜欢人物和
事件为主题的新闻类照片，可惜我的父亲更善于拍摄风景和花鸟。我总觉得有主题的照片的活着的，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还可以看到情感。威利·罗尼的这本影集用以琐事和小感动为主题，其实翻翻
挺好，时间打发起来很快，只是缺少了一些作者那么细腻的感动，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同一台机器。
4、人文摄影，满满的诚意
5、Ce jour-la  你眼中的世界如此动人。
6、漫步人生皆美景，信手拈来无不是。听摄影家讲故事，是比听电影导演讲幕后更有意思的事情。
7、每一张相片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摄影捕捉瞬间很重要
8、回顾我的所有作品，我很清楚，自己的创作离不开日常的生活，离不开草根的真实，这就是我的
风格。我不是小说家，我不能凭空捏造，真正吸引我的，只有那些真真切切发生在我眼前的事物。可
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真实，却是难上加难。这些照片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玄奥莫测，但每一张照片
都能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以最纯粹的情感，激发我的联想。我每次翻阅照片的目的，就是回忆起更多
的往事。
9、非常喜欢这本书，在这些照片中可以嗅出“生活”的各种味道！
10、照片和背后的故事
11、珍藏版
12、#2017B2#《那一天》[法] 维利·罗尼 法国人文摄影派主要摄影师之一，作品几乎涵括了整个20世
纪。每一幅作品，都有作者的想法记录，告诉我们作品背后的故事。而这些作品，拍摄的都是法国人
民的日常——普通人的“那一天”。很喜欢黑白，光影效果足够扣人心弦。当然还有摄影师发现平凡
日子中闪亮点的眼光。与《家庭日记》不同，大家都是带着爱，记录消逝的瞬间，《家庭日记》是融
入其中的爱，而《那一天》则是带着抽离感、距离感的爱。所爱的除了家人，还有国家、人民和日常
的那一天。“我的镜头瞄准的都是那些平衡失调的瞬间，但我会试着从中发掘出一种新的平衡，尽管
这样的平衡可能转瞬即逝。”
13、那一天⋯⋯（B&W真是吾爱
14、最好的一张在封面上了
15、最喜欢的就是封面的这张和裸体女孩的那张。
16、最有名的“巴黎小男孩”竟然不是自然的被捕捉的瞬间⋯
17、看出了摄影师对妻子的深情。以及好的照片除了时机之外，你还要主动创造时机。
18、看完此小书，作者记叙了每幅照片的由来，“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自画像。”的确如此。
19、*不知是哪位友人赠送?
20、就是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当然照片是不错的，不过也有些照片在我或者我们看来可能是废片的
，经过作者一说，觉得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
21、真诚的照片，真诚的文字。
22、很喜欢的一本~~喜欢的并不是行文，也不完全是摄影，而是对每一幅照片的记忆与解读，那才是
这些照片最初的样子~~
23、同事借我的，美妙的瞬间和配文解释的故事，今天坐公交我也拍了一下。这样的书翻翻也是让人
欣赏美。
24、摄影，是对浩瀚生活图景的断章取义。图片能传递作者的想法，但，也可能歪曲了现实本意。作
者知道如此，但依旧热爱摄影，希望用他的照片，构造心中关于“生活”的美景。
25、Ce jour-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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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所有的摄影书里，离大师最近的一次。他站上椅子爬上高台隐入人群，他预测等待珍惜时机，得
到的这些照片，叫热爱。
27、翻过，里面有两张照片被人裁去了。
28、一瞬即永恒
29、果然是本有意思的摄影书
30、闲书，每次看完摄影集总会感受到生活中的可爱迷人之处。
31、漫步人生皆美景，信手拈来无不是。
32、法棍面包那张太经典
33、亚马逊活动购入～很多照片要看到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加打动人～
34、感动。
35、美图胜过千言，有情之人才能拍出这么多美好感动来。
36、单纯性的叙述，没有华丽的词藻，但足够真诚和美好。
37、其实出成单纯的影集就好了，文字写的真的不怎么样
38、双腿的倒影
39、每一张照片后都有个独一无二的故事，都是作者有的不同的感悟
40、喜欢跳舞的那张！
41、纪实摄影和随笔的最美结合
42、摄影有了文字，会深邃很多，看来图片的力量还是有限
43、有温度的瞬间
44、封面这张照片是最最触动我的，估计也是最最触动大部分人的。
45、奔跑的小男孩儿拿着法棍，原来这照片是摆拍哈哈，有些照片的解读被当事人亲人指出是错误的
，有意思
46、美好的回忆
47、敏感和才气
48、好喜欢，感点完全一致，也带给我启发。
49、是碎片，是奇迹的留念，是个体温柔的目光。迷人但不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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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静与动，维利罗尼照片的定格在那一刻，静静的，但是又好像不是，它似乎有种延续，期待着照
片中的人，做出下个动作，或者吻下去，或者喊着爸妈，或者把扑克发出去，或者难受的嘤咛一声。 
他所观察地、所期待地按下快门所构思的想法，足够让我痴迷。在玛丽-安在公园的石凳上，等过春天
等过夏天等到秋天，等到叶子黄了纷纷飘落，在光光的树枝之下，在厚厚的落叶之上，玛丽-安安静地
坐在石凳上，他也不是单单的凸显玛丽-安的长老，他选择远远地将玛丽-安置于天地之间，与周围的
落叶浑然一体，犹如一只小小的昆虫，寄身与草丛落叶之中。让我感受到人的渺小，天地之大，有何
其得，想必那是的维利罗尼是平静的。有时，维利罗尼就像一个窥视者和编剧，远远地独自一人在那
看着他们想着他们是在做什么会做什么。我咋觉得他是一个神经病呢！！！
2、作为一名正在学摄影的业余爱好者，最近也在纠结着如何突破自己拍照的瓶颈，构图，色彩各种
技巧五花八门网上都有，模仿容易，但是却很难形成自己的东西。或者说，照片仅仅就是一张照片，
总觉得不能满足自己。发现图书馆的妙处，可以借各种彩图贵到没街坊不想买的书。翻开书页，发现
确实就像有些读者说到的，这本书“图片很好，文字不行。”确实，这些文字都是作者随便几笔回忆
当年拍摄这张照片的过程、感情之类的，就是平实简单的小学生记叙文一样。可能是看的角度的不同
吧，我倒是很喜欢这样的描述性的文字，尤其是作者当时的心情和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我觉得摄影
作品最关键的内容就是摄影者自己感情和想法的表达。觉得自己的摄影缺的也是这个感觉，觉得这个
好美哇拍一下，但是也没想过它是为什么美，哪个方面的美打动我。缺少思考的照片确实会让照片变
得空洞我觉得。“1954年圣诞，那辆自行车”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真的落泪了。看完这本书确实就是
和大师的对话，了解大师的创作时的想法。重要的是又激起自己去拍照的冲动。大师说。“要把相机
带在身边&quot;。
3、文 | 海马街头摄影，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摄影方式，摄影诞生的第一张照片据说拍的就是街道。很
多摄影爱好者都把街头摄影称为「扫街」。摄影的历史相比其他艺术种类，他的历史并不长，就在这
短短的历史中，却诞生了很多摄影大师，这些摄影大师中，以扫街为题材的摄影师占了绝大多数。我
们欣赏那些摄影大师的作品，有时对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拍感到不理解，有时对摄影作品本身的内容
感到理解困难，每次欣赏这样的摄影作品，总是在想如果大师能给我讲讲他当时的想法该有多好。法
国有个摄影师名字叫做「维利·罗尼」，这位摄影大师出生于1910年，1937年成为独立新闻摄影师，
从1926开始拍第一张照片，一直拍到2002年。他被认为是法国人文摄影派的主要摄影师之一，和布勒
松、杜瓦诺这些著名的摄影师齐名。罗尼出版了一本文集《那一天》，这本文集汇集了罗尼的50多张
摄影作品，最重要的是罗尼为每一张作品配有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是以「那一天」开头，我们不仅
可以欣赏到罗尼拍摄的人文作品，更能跟着摄影师一起体会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很少有摄影大师把
自己拍摄的作品用文字描述下来。在我看来罗尼不光是一位伟大摄影家，更像是一位文学家。可能很
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会感觉到，书中拍摄的照片或温馨或充满想象空间，而文章写的太简单，简单到
就像一个中学生写的记述文。我倒觉得这就是这些文字的美妙之处，其实摄影技术不难掌握，拍摄的
技法也不难掌握，真正难以掌握的是摄影的意识，你为什么会在那么一瞬间按下快门？这才是摄影最
难掌握的，也就是我们挂在嘴边常说的那句话「镜头后面的那个头更重要。」《那一天》中的「贝尔
维尔1957」这一篇，摄影的画面是一个男人手扶着楼梯站立着，脚边还有两个旅行箱，整个场景看上
去是某个街道的一角。就是这么寻常的一个景象，罗尼把他拍了下来，罗尼用什么文字来描述的呢？
他整段文字的是描述画面中的那个男人的心理活动，罗尼用幽默的笔法描写了所谓男主角创业失败的
经历，可是到了文章的最后，突然笔锋一转，罗尼告诉读者，其实整个想法都是罗尼自己的编造，因
为，这幅照片里那个男人的儿子告诉罗尼，这个场景就是他父亲在那里休息一下而已，和什么失败的
人生没有任何关系。看完这段文章，你会由衷的佩服摄影师的丰富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才能造就那
非凡的影像。如果你在街头看到这样寻常的瞬间，你会举起相机把他拍下来了么？做为一个摄影爱好
者，你还能在《那一天》的字里行间学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一篇罗尼写到，他带学生在威尼斯
采风，每天晚上回来把胶卷冲洗出来后，同时还要为照片写下一些文字，以便第二天给学生们讲解他
当时的感悟心得。这段文字在那篇文章里不是重点，就是一带而过，可是就是这句话，却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我也常常出去扫街，每次拍完照片，倒入电脑看一遍基本就放在那里了。当时为什么这么
拍，当时的周围景象有什么特殊之处，拍了以后有什么体会等等，这些问题当时都还有印象，可是没
有像罗尼那样及时记录下来，以至于以后再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有时就会很迷茫，当时为什么会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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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角度的照片呢？类似这样的疑问经常出现。这本书的封面是罗尼非常有名的作品「巴黎小男孩」，
这幅作品被广泛的用于海报、明信片等，完全可以看做是罗尼的自画像。《那一天》的最后一章，罗
尼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罗尼在文章中诚实的说明了这张照片其实摆拍的，小男
孩拿着面包跑了三次，罗尼成功的抓拍到了这个完美的瞬间。这张照片拍摄于1952年，多年以后罗尼
还故地重游，找到了那家面包馆，面包馆依然还在那里，可是罗尼再也没见过那个小男孩的身影。每
次读到这里，我感觉特别伤感，摄影瞬间记录下来的就是过去，那一瞬间就成为了过去的永恒，再也
回不到过去了，只能在照片里回忆过去。《那一天》整本书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巴黎以及周边街头巷尾
的故事。摄影这件事说简单还真是很简单，罗尼任何时候都带着相机，从来不会错过那些精彩画面。
他并没有把每张照片的拍摄技巧和拍摄参数写下来，而是反复强调每张照片都是用最纯粹的情感去拍
摄，才使得那些独有的瞬间被定格下来，同时再配上罗尼天才般的讲故事技巧，即使那些画面距离我
们遥远，也依然能感觉到温馨的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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