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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薇薇安·梅耶》

内容概要

2007年，美国芝加哥的跳蚤市场上出现了一批老照片和底片，拍摄内容很丰富，有人文肖像、街头抓
拍、社会热点、儿童生活、抽象光影等。拍摄手法娴熟，堪称经典之作。但人们并不知道摄影师是谁
。随着更多资料的出现，“薇薇安·梅耶”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今天，薇薇安·梅耶这位颇具传奇性的摄影师逐渐被人熟知，她一生以保姆为职业，曾经环游世界，
在芝加哥住了近50年，留下17万张底片。虽然各界对薇薇安的作品评价各异，但所有人都不否认她的
照片“极具感染力”。
本书提供了一个线索，完整呈现了薇薇安其人其作的发现过程，逐渐丰富的背景资料让薇薇安的形象
越来越清晰丰满。但薇薇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摄影作品的版权争议，所有整理工作已经暂停。人
们期待继承权之争尘埃落定后，能看到更多薇薇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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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加涵，1982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大学期间参与组建摄影社并任第一届社长，后赴美国留学获得
航运管理硕士学位。工作之余重拾摄影爱好，并成为新泽西州最大的摄影俱乐部RCC的行政会员，参
与俱乐部的行政管理；2006年负责组办了新泽西州第一届“华夏摄影展览”；2007年起多次在纽约和
新泽西地区举办个人影展或联展；2009年起应邀在纽约和新泽西州一些摄影俱乐部担任俱乐部比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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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有些简单
2、可以、和紀錄片裡的內容差不多、裡面的配圖質量也還好
3、是我喜欢的摄影师 故事很传奇 摄影作品很丰富 编排逻辑很好 专业印制 装帧都没话说 
4、在page one闲逛时发现了这本书，立即出手购入，但看后失望之极，这本书里提供的内容并不比网
上能够搜罗到的多，甚至有些内容显得多余而累赘。里面选刊的照片我认为你没有体现出薇薇安街头
摄影的精华。www.vivianmaier.com上面反而可以看到大量丰富的照片。
5、“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6、薇薇安是很了不起的摄影师，为摄影而摄影。书不太行
7、作者文风靠谱，未来持续关注。
8、此生太短 不可奢求
9、有被感动到
10、被征服了，想要那种感觉再多摇晃一会儿⋯⋯薇薇安有职业摄影师的才能，却无职业摄影师的自
觉，作品才有此等“思无邪”。前面80多页文字略啰嗦。
11、竟然编辑得很好看，maier是怎么做到在街拍时离得目标那么近的呢
12、选图一般装帧不错前68页编者关于薇薇安现象关于芝加哥关于摄影的话可以不看
13、不仅仅是一本书
14、也是在诚品看的，总感觉这本书前面的文字太过多余。是，她的确是摄影师中大热的IP，但是
写N多内容来陪衬这个人的照片有多棒都不如直接扔作品来的震撼。三颗星全部给后半部分的作品精
选，文字全部忽略没看，感觉也没耽误多少。
15、被营销号渲染煽情成给大众的一剂致幻剂。不狗血的真实才值得关注。
16、编辑思路很清晰
17、我也常常想要记录下身边的小孩和长辈的精彩时刻，比如杨杨和阿姨，然而我发现我总是错过最
好的镜头，因为最精彩的时刻往往我是参与其中的，如果拿起相机就不能很尽兴，所以如果要想成为
好的街拍达人，都必须有一种“局外人”的情绪，即个人不能参与到当事人的情绪中去，只能用手中
的相机去记录。谨以此记录此书给我的启发。我会继续尝试用镜头去记录。。。
18、一组照片，是一段情绪。一群照片，是一个时代。艺术家往往不属于她的时代，但艺术是不朽的
，且生活永恒。
19、保姆传奇一生，后附有她大量的作品，值得一读
20、一辈子一件事
21、装帧很棒，与纪录片相比较，第一部分的文字材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22、第一个让我有想花钱看展的大师
23、前面的文字看了几篇，有点东拼西凑的嫌疑，重复信息太多，照片印刷清晰度有待提高...
24、薇薇安·梅耶的作品，确实很有吸引力。特立独行，透着几分神秘。
25、里面的摄影作品根本不算精选，也不丰富。
26、喜欢薇薇安的自拍，黑白纪实摄影让人不能不爱，冲突和过往都在消解，影像还在那里自我诅咒
。
27、质朴得可爱
28、哈哈
29、201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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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薇薇安·梅耶》

精彩书评

1、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包括薇薇安20多岁时的自拍照被收藏的原作薇薇安事件始末，或者是大事记
2、良心致敬！关注可看合集！
3、大约2002到2003年间，我在大学里念编辑出版专业，学校当时也安排一些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其中
一门是摄影基础课。老师发给我们一些海鸥、凤凰的单反相机，配的都是50毫米的定焦镜头，而胶卷
需我们自己买。尽管这位老师手里有最新型的数码单反和粗壮的镜头，但他并不诉说器材的重要。彼
时柯达公司仍大行其道，他鼓励我们去买一种随处可见的，四只胶卷加一枚塑料相机合起来售卖的柯
达套装，一套99元。这枚相机的一切功能，仅只于按下快门。对摄影者唯一的要求，就是框下眼前的
事物，按下去。老师认为，镜头后面的眼睛，而非对镜头的追求，才是最值得培养的。在摄影方法上
，老师所教的并没有什么记下的。我只模糊地记下他的一句话：无限接近你的拍摄对象，你要拍人，
就想尽办法凑上去。那个时候，诺基亚功能机盛极一时，好一点的数码相机也就500万像素。你拿着相
机在街道上凑近拍摄对象，人们会好奇地看着你的相机，然后笑眯眯地冲你招手。时光飞快。去年在
德国，闲暇时间多，又买了胶片相机来玩。我仍记得老师说的那句话，于是将镜头向人们脸上去聚焦
。但取景器里目见的，是各种敌意、谨慎与拒斥。不论德国还是国外，手机已经在生活中取代了相机
，自拍杆成了最新的生活美学，而隐私成了摄影者的新敌人。就像摄影诞生之初，人们担心灵魂被照
相盒子摄取一般。所以，当我看到《发现薇薇安·梅耶》一书中，梅耶的那些照片逼近人的面部，而
人们却毫不避讳自己真实的状态被摄入相机，心中迅即起了一丝激动。薇薇安·梅耶（Vivian Maier，
也作薇薇安·迈尔），一个毕生在芝加哥富人区做保姆的女人，她去世之后，她所拍摄的大量照片才
为世人所关注。薇薇安·梅耶自拍照2007年，芝加哥一个民用仓库拍卖拖欠费用者所存的物品，其中
有一批装满了底片、未冲洗胶片的箱子，在几场拍卖会中分别被不同的人买走。其中有一位房产经纪
人，约翰·马洛夫(John Maloof），以380美元买下了一个没有标记的箱子，其中有三万多张底片。他
扫描出这些照片，发现它们记录了芝加哥街头巷尾的许多人与事，而这些照片的“规模、质量、时间
跨度令人震撼。”马洛夫把这些照片传上图片网站Flickr，全世界的网友与摄影爱好者为之惊叹。当马
洛夫意识到这些底片的艺术价值，他和另一位收藏者杰夫·戈尔茨坦（Jeff Goldstein）开始了将之打入
美国艺术流通市场的努力。这些底片和胶卷被送至专业冲印匠人那里冲洗、放大。画廊开始展出它们
的照片。去看展览的，“并不限于平时来看展的那些艺术院校的学生、曼哈顿的白领小资或者有钱有
闲来打发时间的太太们⋯⋯更多的是一些平时不光顾画廊的普通人”。借助互联网时代信息迅即传播
，这位保姆的故事成为了传奇。而她还有许多作品没有呈现在世人面前，现在能找到的底片，从“50
年代初期—70年代后期”，总数大约有16—17万张。梅耶的自拍照与街景《发现薇薇安·梅耶》一书
，除了童加涵先生以数篇文章事无巨细地介绍这则传奇，剩下的篇幅，则是他辑选的梅耶的照片。他
从成千上万张照片中选出两百余张，以不同主题辑合。比如“自拍像”、“美国华侨”、“保姆视角
”、“街拍”等等。起先，我仿佛看到生活里的温柔：一个胖胖的华人小孩的脸庞；一个母亲怀抱婴
孩，微笑着。于此我确信，梅耶总能迫近街道上的人们，在她与被摄者所能靠近距离的临界点上聚焦
，然后在被摄者的姿态搅动了空气氛围的时刻，按下镜头。接着看下去，照片中行人脸上未知原因的
愁容展现出来。我看到一位老者坐在街旁石椅上读报却，报纸摊在腿上，人却颓唐地睡去了；我看到
一个孩童捂着耳朵的焦虑；看到一个瞎眼的乞丐弹着吉他，嘴张着在唱着什么，他用一个别针将一个
小杯子别在自己的大衣上供施舍者投钱；我看到一个老头和一只鸭子一同看向路边橱窗里的饰品。我
开始怀疑在一些文章里阅读到的对梅耶照片的那些高贵评价。我看到她笃定、犀利的观察，看到梅耶
走到了与他人所能保持的最近距离。这个最近距离并非为了与他人亲近，而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攫取
被摄者的姿态，我觉得，她对被摄者的状态，并没有所谓的“人文关怀”。无论富贵、温馨、幽默、
悲惨，或者是正在发生的痛苦，就那么直白地在她的方形照片里铺陈着。感情色彩只是那场景自己的
。梅耶好像只是深吸一口气，低下头、在自己的禄来120相机取景框聚焦，对着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按下
快门。书中有《薇薇安·梅耶家族史》一文，这是一份关于梅耶家族与亲戚的调查报告。我们得知，
她的父亲酗酒、赌博。她的母亲吸毒，终老时“与妓女和贩毒者”为邻。而她的哥哥卡尔，曾是个摇
滚青年，后来入空军，吸毒被开除军籍，最后精神分裂。她老早就和这些至亲断了关系。而她自己一
生，也一直保持单身。但这身世是否能确定梅耶看待她的被摄者的眼光，我也不能确定。为了再深一
些理解这位保姆，我找来2013年马洛夫和查理·西斯科尔（Charlie Siskel）共同执导的纪录片《寻找薇
薇安·迈尔》（Finding Vivian Maier），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片奖和第87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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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薇薇安·梅耶》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在纪录片中，梅耶被“塑造”为一个多面性格的人。就像影片开头
，被采访者们那些被剪辑在一起的长时间的沉默，对梅耶此生的评价，迅速遁入了一种神秘。当这些
被采访者开头，每个人口中吐出的词语都含义莫测——矛盾。胆大。神秘。古怪。隐秘。这些采访者
大部分都是与梅耶生活过的人。或是她的雇主，或是她做保姆时带过的孩子们。有些人觉得梅耶虽然
神秘，不许别人进入自己的房间，但仍是好相处的，他们也将她视作家人或朋友，并且回忆与她在一
起的美好时光。而有些人，则完全不喜欢，甚至有些憎恨梅耶。有一个年轻人，梅耶曾经带过他，当
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梅耶照顾他的方式，就是带着相机和他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行走，然后梅耶会突然
停下，对着橱窗里没有穿衣服的塑料模特摆弄起相机。这些模特“有些没有头，有些栽倒在地面上，
虽然会是很好的照片，但对于一个孩童，感觉是在没完没了。站在街角，等着这奇怪女士拍摄这些裸
体的，没头的模特。”有的家长认为，梅耶年轻的时候是个活泼美好的人，而她带孩子们上街的行为
，是父母们“不会做的冒险活动”，有她在身边，孩子们的生活“更新奇了”。另一个女孩说，在她
还小的时候，喜欢收集玻璃制成的小物件，而梅耶非常讨厌这种亮晶晶的审美，于是，在打扫卫生的
时候，把这个女孩儿的所有玻璃小物件统统扫进拖把桶子，倒进热肥皂水和大量氨水。“需要用到那
么多氨水，一定是要清理特别肮脏的地方。”这个女孩面对镜头叙述的时候，表情充满了可笑、无奈
与不解。“那些小玩意儿摩擦着，碰撞着，然后全碎掉了。然后被氨水掩盖了。”被采访者中，有一
个体型稍胖的女人，梅耶曾经照顾过她几年。她说梅耶曾经对她有近乎虐待的行为：因为她五岁的时
候学系鞋带时很笨拙，梅耶打了她：“她把我的头往书架一侧撞去”。而这个女人到了八岁，才能挣
脱梅耶的手。有一回，梅耶带着她上街乱逛与拍照。梅耶把她带到了一个屠宰场，女孩看到一辆满载
绵羊的拖车，工人们卸下满车绵羊后，开始抛弃一只死掉的绵羊。那是这个女孩第一次面对死亡。“
一只给践踏而死的绵羊”。这些被访者的回忆，其中的夸张或夸饰无法被测定。我无法笃信任何一方
的说法。但有一些特点是被各方反复确认的，梅耶喜欢拍垃圾桶、垃圾堆。她喜欢拍以丑与痛为特征
的场面。她会凝视在路边死去的马，凝视一具腐烂的猫的躯体。她会拍摄一个遭遇车祸的小孩儿，即
便那个孩子非常痛苦，她却冷静地在一旁将这过程拍下来。她再次走到与被摄者所能保持的最近距离
，但绝不再进一步施以援手，她对她的拍摄者没有同情。她聚焦、取景、构图，只为自己的摄影癖好
与追求。这也是她成为一位伟大摄影师的最高贵品质与唯一途径。影片采访了著名街拍摄影师乔尔·
迈耶罗维茨，他第一次看到薇薇安作品时，以为是男人拍的。“它们有种鄙陋的气息，粗糙、坚硬⋯
⋯在城市小镇那些破旧不堪的地方游逛作为女性她有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无畏，这和那个时候女人通
常被认为的样子非常不同。”他认为梅耶的照片“有种实在的眼光，有种对人性、对摄影以及对街道
的真正理解。”这种理解，与她一个雇主所说的话互映：“如果你去看她的作品，她是瞄到了生活中
的怪里怪气，生活中的不和谐，以及人类的软弱之处。”我想起《发现薇薇安·梅耶》一书中的两幅
照片。一幅是拍一个雍容的老妇，穿裘皮，头戴纱网，带着一生时光刻蚀的皱纹，以烦且冷峻的表情
回头望着什么。另一幅是贫民区的老妇，戴着像是哪里捡来的隆重的头纱，裤子上蹭了脏，穿着破损
的T恤，露出胸罩粗壮的肩带，阳光照耀下的皮肤被一生时光啃噬去了光华，她似乎有些忧愁地望着
这么。这两幅照片里，有着同样的，人被岁月腐蚀的无奈。梅耶还拍过许多同样的老者，都是一样的
感觉。梅耶的眼光，的确是最精准不过地对准了生活里的不和谐，以及人类的软弱之处。而梅耶这种
癖好，需要一种刻薄、冷漠、无所谓，需要将街面上一切高贵与卑下的人生，同她热爱拍摄的垃圾桶
一视同仁。我想，梅耶和她的照相机一样具有器械的诚实——一种必须要硬起心肠，冷冰冰面对的品
质。
4、我觉得我越来越能理解薇薇安为什么在有生之年没有发布过一张照片，为什么把创作这件事藏得
这么深。只有把这件事藏起来的时候，创作才能回归到创作的本质。她不用担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被
大众理解。不被大众理解的话人会被打击，轻则抑郁几日，重则放弃摄影；要是被过度认同可能又会
形成我执最终失去自我。但是为什么薇薇安选择沉默创作，来钱的路是给人当保姆，而不是做纪实摄
影相关的工作或者嫁个有钱人被包养什么的？不在那个专业行当之中，便不用被行当里的价值观和套
路所困扰所影响。这里说的影响其实是积极的一些互动。比如说身边儿有人关注到你做出来的东西，
询问你的爱好和心情，而创作这件事这么私人，如果你说我的爱好是搞个人创作，我的爱好是搞纪实
摄影，总觉得自己是个傻逼。当保姆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北京朝阳大妈之类的来管你的闲事儿，询问你
的思想品德。另外你有这点儿手艺，你是想做艺术家，不是想做给人打工的。被包养的话便是更无望
了。被包养首先是建立在亲密关系上，你要艺术创作，普通社交都会侵蚀你，“亲密关系”对你的影
响就是翻云覆雨了。除非你万分幸运，包养你的人是个懂艺术的人，它甚至不用懂你的艺术，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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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懂艺术创作的状态和为此做的“无用”的聚合。然后他还得使劲支持你，产生“理解”或者“同情
”是最高要求，最起码的要求是：他得不让你觉得你每天对牛弹琴。然后就是要有默契的认知和审美
。如果这些都达不到，然后他还是一个对文学艺术人类思想与美没有感知力，没有审美能力，没有需
求的土豪金，那你就完了。一般来说你就会陷入一种一直碰壁的围墙里，你创作的勇气和动力会逐渐
被消磨，后来你想说也张不开嘴了。啊，“搞艺术之难多在艺术之外，需要劈波斩浪才能游到艺术的
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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