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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之纱与抵抗之网
—访印度摄影师斯潘蒂塔·马利克
Veil of Concealment and Meshes of Resistance
–  Interview with Indian Photographer Spandita Malik

摄影／ [ 印度 ] 斯潘蒂塔·马利克　　采访／韩鹭

Photograph by Spandita Malik  Interview by Loria Han Lu

编者按：

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从小在印度长大，拥有时装和摄影的教育背景，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手法—

在影像上刺绣，为摄影领域注入了全新的表达方式。她的镜头对准遭受暴力的印度女性，她将照片输出在极具印度特色的

面料上，让画中人亲手绣上花纹。

刺绣，这一流传千年的艺术形式，在此成为女性传承的无声语言，一针一线都记录着她们的个人历史，如同历史的织女，

共同编织出一部属于女性的绵长史诗。在马利克的作品中，刺绣与摄影的结合不单是一种视觉艺术的创新，更是深入到人

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深邃而复杂的美感。她摒弃了传统摄影师的权威姿态，转而邀请这些女性受害者参与到创作中来，

让每一位女性都有机会在作品中表达自己。每一幅刺绣都是她们情感的外化，既包裹着她们的脆弱，也隐去了那些不愿触

碰的家庭秘密。

家庭空间既是她们的庇护所也是她们的牢笼，而刺绣的细线却成为了信任与关爱的桥梁，将她们的故事紧密地串联

起来，编织成一张充满情感的网络。通过刺绣，这些女性不再是被凝视的对象，她们获得了重塑自己故事的力量。马利克

的这种创作方式，不仅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舞台，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女性世界，拓宽了我们

对女性故事的理解与感知。

查兰吉特（Charanjit），抵抗之网（ Jāḷī—Meshes of Resistance）系列，2023 年，摄影转印在卡迪布料上，配以普尔卡里丝线刺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帕尔温·德维 III（Parween Devi III），抵抗之网（Jāḷī—Meshes of Resistance）系列，2023 年，摄影转印在卡迪布料上，配以普尔卡

里丝线刺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世界窗 I WINDOW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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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鹭（以下简称“韩”）：你何时起对摄影产生兴趣？

教育经历是怎样的？

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以下简称

“S.M.”）：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

我在印度新德里的国家时装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完成了时装设计专业本科学业，

并在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获得了摄影专业的艺术硕士学位。本科二年级时，我开始

接触摄影，从此之后，我始终坚持外出拍摄。与此同时，

我开始将摄影融入时装与刺绣艺术之中，尝试探索新的创

作形式。

韩：梵语词“nārī”有着怎样的含义？为什么以此命

名你在 2019 年开始拍摄的系列？

S.M.：在梵文中，“nārī”意指女性、妻子或女性

化的对象，也包含“牺牲”的含义。我在印度旅行期间，

与遭受暴力的女性受害者合作，问她们在印度做一名女性

意味着什么，她们总是回答说“你知道的”。这个回答让

我重新思考了“nārī”的真正含义—为什么它意味着牺

牲？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词？因此，我与她们一起创作，

构建了一种视觉语言来解释这个词。

韩：当你从学校回到印度并进入社区进行拍摄时，你

进行了怎样的尝试？请分享你从初入社区到与那里的女性

合作创作的故事。

S.M.：我在研究印度的性暴力文化（rape culture）

时，决定回到印度，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我找到了

女性受害者的救助中心，这里以自助小组的形式教授女性

刺绣技术，从而让她们获得一定的经济自由。我听说有些

女性不能来现场，有的是因为家中的男性禁止她们出门，

拉妲（Radha），新娘（Vadhu）系列，2021 年，摄影转印在卡迪布料上，配以普尔卡里丝线刺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帕尔温·德维（Parween Devi），Nārī 系列，2020 年，摄影转印在卡迪布料上，配以普尔卡里丝线刺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 Spandita Malik）

世界窗 I WINDOW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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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因为担心离家不安全。随后，我决定前往北方邦、

拉贾斯坦邦和旁遮普邦（Uttar Pradesh, Rajasthan, and 

Punjab）的村庄，拍摄并采访这些缺席自助小组的女性。

随着项目的深入，我发现她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和社

会现实问题。

在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我通过教孩子们使用一次

性相机与她们建立了信任，创造了一个能够了解她们生活

的互动方式。当我被这些女性欢迎进入她们的家时，她们

不再认为我是陌生人，而是充满信任

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些陌生的私

人空间中，我找到了一种特别的归属

感和安全感，通过诉说过去的痛苦经

历，我与她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

这种方式在女性群体之间尤为明显。

我们也进行了许多关于她们的孩子，

特别是对女儿教育的对话，并探讨了

能够让她们接受的更多的教育方法。

韩：你的作品中的女性肖像与刺

绣者的身份重叠，照片上的刺绣也代

表了她们个性的各个方面，每件作品

都非常独特，收到最终作品时，你的

感受是什么？

S.M.：感恩—这是我的感受。

每个针脚和纹样都融入了她们的情

感，我对每个刺绣者都充满尊重和感

激，对我来说这是十分特别的经历。

韩：你曾写道：“女性通过刺绣

和手工艺的语言，代代相传，这些简

单但重要的手工技艺，在织物上永恒

流传地记录和表达”，你认为女性通

过织物和精细的刺绣，与摄影结合后

展现了哪些新的诠释空间？

S.M.：通过摄影与刺绣的合作创作，我帮助女性塑

造并展现她们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加入支持她们的网络社

群，并扩大她们在外界的关注度。在与受害者之外的交流中，

作品形成了一种通用的视觉语言，讨论妇女权利和印度在

性别暴力法律上的不足。这些刺绣，不仅是女性代代相传

的宝贵遗产，更在摄影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关

系，即照片传达了一个隐性信息，如果说相机展示了被凝

视的女性，那么刺绣则在回答“这是我真正的样子”。

韩：摄影师的身份往往掌握着更多话语权，掌握着记

录角度和最终结果的选择权，许多摄影师希望加强这种话

语权，而你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径—将作品的创作结果

的一半交给被摄者本身，在创作过程中，你也很尊重被摄

女性的想法，作为一位女性创作者，你认为对作品控制权

的释放与作品呈现的效果的关系是怎样的？

S.M.：殖民化视角的照片塑造了印度的视觉刻板印

象，即使是我这样在印度长大的人，对印度摄影的理解也

是通过殖民化的视角。这个项目重

新定义了我对摄影的理解，通过摄

影实践和对摄影哲学的思考，我发

现摄影师构成了叙述的主体。在这

个项目中，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聚焦

于印度女性的摄影师，我需要重构

摄影的叙述主体，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分享叙述的权力，以避免成为另

一个主导她们讲述的外来者。所以，

我邀请她们共同参与创作，形成一

个代表她们的更真实的视角。作为

在印度长大的女性，我知道在生活

的许多方面我们都没有权力和掌控

力。摄影让我在创作中体会到控制

和权力的感觉，而在与女性合作时，

我觉得分享这种控制和权力是一种

很美好的方式。

韩：在疫情期间，由于无法到

现场拍摄，你选择在结婚照上刺绣

来合作创作“新娘”（Vadhu）系列。

这种创作方式与之前现场拍摄的感

受有什么不同？当你再次回到印度

时，感受会不会再次改变？

S.M.：对于女性社区来说，那

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我选择在

印度疫情爆发时开始这个项目，是

出于维持社区生计的考虑，这个项

目给予了我极为不同的体验和感悟，

我了解了很多女性的过去和有关她

们婚礼的故事。当她们将相册中的

照片寄给我时，我知道她们充分信

任我能够珍惜这些宝贵的记忆，在

那个特殊的时期，我觉得这弥足珍

贵。当我终于能够再次回到印度之前，我担心是否能像以

前那样与大家重新展开合作，但当我到达那里时，我感觉

就像回家一样，我重新见到了那些在我生命中重要的女性。

我受到了她们充满爱意的欢迎，还有许多网络社群中的女

性朋友，她们对能与我一起参与这个项目感到非常兴奋。

韩：在“新娘”系列中，为什么男性形象往往被隐匿

在华丽且厚重的刺绣花纹中？ 

萨尔法拉兹（Sarfaraz II），新娘（Vadhu）系列，2021 年，摄影转印在卡迪布料上，

配以扎尔多兹刺绣和珠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乔蒂（Jyoti），抵抗之网（ Jāḷī—Meshes of Resistance）系列，2023 年，摄影转印在

卡迪布料上，配以普尔卡里丝线刺绣和珠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世界窗 I WINDOW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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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印度视觉艺术家，2019 年获得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摄影硕士学位。

曾提名 2021 年 Foam Paul Huf 奖和 2023 年 MAST 摄影基金奖。作品曾在肯珀当代艺术博物馆、伦敦摄

影博览会、法国巴黎国际摄影展等世界多地展出。作品曾在《英国摄影杂志》、《艺术博物馆杂志》（Musée 
Magazine）、《泰晤士报》和《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上刊登。

S.M.：这些照片来自女性的个人婚礼相册。我们讨

论了照片的选择以及是否需要裁剪照片。但这一举动并不

是在这个系列中才开始出现的，在“拉妲”（Radha）系

列中输出男性形象之前，这些女性就已经有刺绣和遮蔽男

性形象的想法。

韩：照片通常是光滑、清晰且具有工业感的。而你将

图像印在织物上，使其具有质感和褶皱，那些刺绣像从织

物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花朵。我对你的作品中摄影、

织物和刺绣之间的关系着迷。你是如何想到将它们融入到

摄影媒介中的？你认为它们带给摄影媒介怎样的新特质？ 

S.M.：我一直对纺织品和

手工艺感兴趣，并常常觉得简单

的照片是不完整的。对我来说，

叠加绣线的织物照片具有丰富的

含义。在不同项目中使用的织

物都是不同的，比如“普尔卡

里”刺绣（phulkari，旁遮普地

区的民间花朵纹样刺绣）用的

是圣雄甘地推广的传统卡迪布

料（khaddar），“扎尔多齐”

刺绣（zardozi，中东、中南亚

地区的金属刺绣）和“戈塔”刺

绣（gota-patti，起源于拉贾斯

坦邦的贴花刺绣）用的是卡迪布

料（Khadi），而“赤坎”刺绣

（chikankari，印度勒克瑙的一

种传统刺绣风格）用的是透明

薄纱的巴里纱卡迪面料（voile 

khadi）。卡迪是一种通过传统

纺车手工纺织的面料。纺织术在

印度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根源，在

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圣雄甘地将

纺车作为自力更生的象征，敦促

印度人自己纺织布料，以摆脱英

国殖民者的剥削。多年来，纺车在印度已成为自力更生的

象征。我相信，在这个项目中，卡迪刺绣体现了社区中的

抵抗、力量和关怀。当我在本科学习不同的刺绣技巧时，

我就开始在打印在织物上的图像上刺绣。当我开始与印度

的女性进行合作时，这种创作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

起了。

我认为织物和刺绣将照片变成了一个承载了制作过程

转移和传递记忆的实物，亲手刺绣留下的细腻痕迹与手工

气息，常常唤起我对家的温馨记忆，这是印度家庭特有的

气味。

无题 I（Untitled I），被遮住的家（Home-Obscured）系列，2020 年，日光晒印，卡迪面料配

以扎尔多兹（Zardozi）和戈塔 - 帕蒂（Gotta-Patti）刺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贾格迪普·考尔和古尔迪普·考尔（Jagdeep Kaur & Guldeep Kaur），Nārī 系列，2019 年，摄影转印在卡迪布料上，配以普尔卡里丝线 
刺绣  摄影：斯潘蒂塔·马利克（©Spandita Malik）

责任编辑／韩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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