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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之《美学与摄影》 
王彦卉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50300） 

摘要：《美学与摄影》的原文作者是英国阿伯丁大学教授乔纳森·弗里德。本书由常宁生和顾华明主编，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于 2008 年 2 月发行第一版，进行第一次印刷。本文是此书的一次读书笔记和读后感，仅代表个人理解，
若有偏颇还望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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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的结构 
“以图像为中心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图像时代或视觉文

化的时代。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研究成为近年来国际学

术界出现的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顾华明 

学科之间的多元融合已成为目前艺术设计教育的趋势，江苏美

术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当代西方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精选

欧美当代著名艺术史和文化研究学者的最新论著译介到我国，有助

于我们了解当代视觉文化艺术风向，为中国的设计教育增添活力。 

2007 年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顾华明发表了一篇名为《跨学科与

多元性的新艺术史研究新转向<当代西方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

策划思路》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代西方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的

选题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新艺术史系列; 二、视觉文化研究系列；

三、公共艺术研究系列；四、博物馆研究系列。本文将此译丛《摄

影与美学》当中提取个人认为比较有阅读和思考价值的章节进行分

享。 

二、《摄影与美学》的主要内容 
本书总序及七个章节正文组成。作者先从摄影、绘画与克普勒

和艾尔伯蒂两种图画种类的特点出发，概述了作者在本书当中的整

体立场——摄影作为一种创作图画的新方式，在美学上必定具有与

其他图画方式所创作的图画（比如绘画）的不同之处。乔纳森·弗

里德使用了一个章节来举例论述艺术和美学体验的种类，又使用了

一个章节来回忆其对摄影媒介最初评价的探讨。在三、四章当中反

复分析了摄影与其他艺术在美学上的区别，最终指向了一个主题—

—摄影是一种很独特的艺术。但是其特别之处在哪里，作者并没有

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作者只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可以将

摄影拍摄的图画称之为“透明图画”，而因为摄影是“透明图画”，

所以有着很特别的美学意义。作者的结论是——照片是透明图像，

是通过镜框取景和构图而精选出来的世界的某一特殊现存部分的

透明图像。 

作者在第五章，专门论述了美学表现的概念——“为了弄清楚

摄影图画的独特性质，我们必须详细地分析美学表现的概念。”从

原文可以看出，整本书是作者进行摄影和美学思考的思维脉络记录

本，除却学术内容，本书掺杂了太多内心感受。因此，如果你想从

本书获得一些实用的摄影美学的知识，第六章是最值得一读的章

节。在第六章中，通过分析摄影艺术的历史和摄影艺术的评论著述，

作者将摄影与美学进行了有机结合。 

“因此，我们必须论证摄影师用这些方式来构想它们的艺术，

以及那些留心研究这样的有目的的活动所创作的作品的人对描绘

了独特视觉表现透视图的最终图片所表示的兴趣。”作者论述了亨

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彼得·埃默森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构成

了一种现在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强有力的视觉表现透明图。后

来，艾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改变了现实主义精神特质的表现方法，

希望做到每个图像都是摄影师精神状态的形式和色彩的表现。 

“莎拉·格林诺格在《摄影和摄影日志》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总

结了斯蒂格利茨有关美学的观点：通过创作既是抽象又是表现的图

像，斯蒂格里茨论证了未加控制的纯摄影，怎样才能达到抽象绘画

中的更高层次的表现方法。此外，他还说明了摄影师不应是照相机

前事实的仆人，摄影师应该能够运用那些事实把它们转变成形式的

抽象语言，以表现他的情感和思想。”我十分赞同这段话，在这一

部分，作者还列举了许多摄影史上著名的摄影家，从其作品美学的

表现方面进行了论述。 

三、《摄影与美学》的阅读感受 
陈韵杰的《图像的图像——数字图像与绘画》写过这样一段话，

并且文中也引用了《摄影与美学》中的一部分内容——再现与描绘

之间的差别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话题。绘画与摄影两大类型图像的差

异就在于绘画表现了世界而摄影再现了世界。斯坦利·凯维尔明确

指出了艾尔伯蒂和克普勒图画画框索契作用之间的明显差异：“你

可以经常探究所拍摄的一个区域，探寻那个区域的附近有什么，画

框以外又有什么，但是绘画中的 世界与其画框中的世界是不连续

的。”作者希望通过美学层面的研究来界定摄影与绘画艺术的关系，

于是在本书一开始展开了图像学方面的探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

始，可以使对哲学以及美学相关内容并不熟悉的设计艺术专业的学

生了解到一些跨学科的知识，但是作者并未给予一种可以将这些知

识与摄影或者设计相结合的方法，所以阅读本书需要一定的思考能

力。此外，本书中一些人名的翻译并不准确，这会给本身对摄影史

并不熟悉的学生造成一定的阅读困扰，所以本书的阅读可以是选择

性地、有取舍地进行，并且不能完全确定作者所说的是不是准确。

阅读完此书，若有疑问之处还需要多方查证。 

当今世界，照片无处不在，它已遍布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然而，在这些照片中，仅有少量的照片能引起并保持人们的美学兴

趣。那么，这些照片与其他普通照片的区别是什么呢？摄影艺术或

者说摄影美学的特殊价值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美学与摄影》应

该研究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并未解决。 

四、总结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认为: “要进行跨学科研究, 挑选一个‘ 学

科‘ (一个主题 ) 而后扩展到它周围的两三门学科是不够的。跨学

科研究旨在创建一门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新对象”所以说—

—摄影美学应该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开启的新对象，而不是说简单的

将美学和摄影联系起来就可以称为摄影美学。《美学与摄影》这本

书的作者在努力构建摄影与美学之间的桥梁，但是由于篇幅的问

题，关于摄影的美学表现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由此看来，跨学

科研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很明确的边界，否则就容易造

成没有针对性研究的情况，美学是一个很庞大的且成熟的体系，如

果想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的、更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成

果，毕竟“摄影艺术是世界的再现”或者“观看照片就是观看世界”

这种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或许与摄影有关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多

多站在其他学科的“巨人”肩膀上进行，否则就会陷入死循环，无

法进行深入有效的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