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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在摄影教育中的重要性 
薛凯文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30） 

 

摄影和绘画相比较而言，创作理念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 当

摄影追求写实的时候绘画则逐渐的走向抽象化和注重形式的状态。

例如,在20世纪初兴起的摄影流派纯粹派摄影,他们主要讲求的是纯

粹的去发挥摄影技术本身的作用，抛开那些对于绘画的模仿或被绘

画影响的部分，从而促进艺术家们对摄影技术的更深层次的探索与

研究， 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里兹和亚当斯等人。从这

些人的摄影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在摄影这门技术上的控制能力是非

常精确的，尤其是亚当斯的作品，他的区域曝光法充分的体现出他

对摄影曝光的精确要求，利用精确的曝光从而得到对拍摄景物充分

的真实展现，这样的摄影作品是以技术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并注重

了拍摄的现实性。另一位斯蒂格利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他

是一个崇尚画意摄影的摄影师，可是到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摄影

风格，他倡导纯粹主义摄影并且是一位写实摄影的先驱者，这说明

摄影从一个崇尚画意的时代逐渐的过度到了另一个崇尚写实的时

代。而在这个时候西方绘画则走向抽象，大部分的画家喜欢绘制一

些有抽象意味的东西，通过强烈的色彩碰撞来给人以视觉上巨大的

冲击力的绘画作品，这与之前绘画所要求的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实主义就此搁浅，代表人物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的作品充分的表

现出这一时期的绘画特点，浓艳的色彩拼出各种各样的图像，给人

在视觉上造成了深刻的记忆。  

印象主义绘画的主要特点是，力图客观地描绘视觉现实中的瞬

息片刻，主要是表现纯粹光的关系，而摄影也是一种利用光和影来

表达思想的艺术，两者都是与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在创作

手段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两者相互影响、发展。在印象主义时期的

画家中，德加可谓是现实主义品质的巨匠，他的画作风格与众不同,

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以及取景的角度也是与其他印象派画家有所不

同的,也许是受到摄影术的影响，德加在绘画的过程中讲求的是抓住

瞬间,务求真实,他对绘画富于了创新的构图方式和对事物描述方法

的新的理念，都是需要照着照片来画，但是他不是单纯的去描摹，

而是在照片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绘画语言尝试。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是现代主义摄影最活

跃的时期，传统的写实风格有了一个历史性的颠覆，在这其中1902

年在纽约成立的分离派团体是最重要的声音，他们私人斥资创办了

与摄影有关的刊物，还开设了画廊，并在画廊中展出了大量的优秀

现代主义摄影作品，以此来向大众宣传此种摄影风格。现代主义摄

影直接反对的是过去那些已经慢慢矫揉造作、脱离现实、看起来并

不是那么具有美感的画意摄影，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摄影术逐渐

的走向成熟，因为将许多不被画意摄影所接受的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的东西引入了摄影画面当中，这一风格的兴起使得摄影重拾强大的

对物体的描绘能力，这致使画家和普通的民众越来越不需要用绘画

这种艺术创作手段来作为记录“真实”事物的载体。 

绘画促进摄影则是在画意摄影的兴起时期比较显著，在这个时

期，摄影仍然没有特别的得到艺术家们的认同，游离于技术与艺术

之间，对于自己的方向也不是特别的明确，摄影师们每天几乎都是

以绘画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开始的画意摄影是刻意的去模

仿绘画的表现手法、构图方式、背景设置以及光线运用，在这个时

期出现的作品《人生的两条道路》是一幅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幅

作品大体结构模仿了拉斐尔的画作《雅典学院》，通过对背景和人

物站位的布置，运用摄影的手段，拍下了摆拍的模特，达到了绘画

的效果，无论是构图、背景还是光线，这幅作品与绘画都是十分相

似的，同时这幅作品也是第一次以艺术品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它拍摄场面比较宏伟，演员和道具都非常的丰富多彩，充分的吸收

了绘画的特点，这意味着摄影又走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度。 

摄影与绘画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始终是相互促进，并在慢慢交

融的，它们彼此吸收着对方的优点，慢慢的发展着。 摄影对绘画

的促进不仅仅是题材和写实能力，在审美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画意摄影时期绘画对摄影的审美有了一定的促进，使摄影的

审美逐渐的完善，有了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可是这一时期过后，摄

影在不断的追寻属于自己的纯粹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时期之后摄影

对绘画的审美开始产生了促进，唯美的审美观慢慢变得大胆、开放，

写实的绘画慢慢走向了抽象。这使得当代艺术中出现了大量的较为

抽象的画作，且这种审美有时候并不为大众所理解，有些绘画作品

直接在摄影作品的基础上赋予新的绘画语言得到新的抽象的作品，

这种在审美方面的促进表面上来看这种审美不被大众理解，可是从

另一面来看这种影响是让绘画在慢慢的前进和发展。   

在开头中所提到的关于安格尔悄悄的对摄影作品进行模仿，以

及当代绘画作品《我小时候》和摄影作品《俯卧撑》的抄袭事件，

以及曾梵志《雪豹》抄袭斯蒂夫·温特的《风雪之豹》，这些例子

都充分的说明摄影对绘画一直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且这种影响

持续到了今天。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艺术家对摄影的艺术

性不是非常的认可，但是回首历史，摄影也是具有它自己的纯粹的

表现性，它的这种表现性是不能被任何艺术品所代替的，如果在这

个过程中没有摄影对绘画的促进，绘画也不会从最初单一的线性发

展、中规中矩走向今天的种类此起彼伏、内容以及构图大胆开放，

在写实性上虽然摄影对绘画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仍然是一种被

大众所认可的记录“真实”事物的载体。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摄影与绘画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微

妙的变化，虽然摄影的艺术地位在不断的提高，在这个发展道路上

对于我们摄影教育也有诸多启示，我们可以将绘画的美感以及各种

抄袭事件所给与我们的启示逐步渗透进入教育当中，让摄影教育事

业与更广阔的领域结合，不断的得到提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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