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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艺术近年来蓬勃发展，其中纪实摄影通过对社会影响，

人类生存状况，社会事件与人类命运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的深刻

记录，诉说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在整个艺术摄影历史

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幅纪实摄影作品背后凝结着一位位摄

影师的严谨的工作态度，独特的审美和对道德底线的致敬和坚

守，本文将探究纪实摄影背后的情感蕴含。

1  纪实摄影概述

纪实摄影是以记录生活现实为主要诉求的摄影方式，素材来

源于生活和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因此纪实摄影有记录和保存

历史的价值，具有作为社会见证者独一无二的资格。我们身处

的社会不单只有名人更多的是普通的百姓。这一类摄影作品将目

光投向广泛的人类生活。它囊括了许多含义，通俗来说，对重

大历史事件，民俗文化、世间百态的记录都属于纪实摄影。值

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纪实摄影科学上的范围界定并没有

统一评价尺度，但在核心问题上还是基本达成了一致。在纪实

摄影诞生之际，西方人将其命名为Document Photography。根据

"Document"最基本的含义，它应当是指起到一种证明、证据和文

献作用的摄影类型。这个概念流传入我国后，根据创作风格和理

念，被译为纪实摄影。更具两种不同名称、不同角度的定位，纪

实摄影应当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的真实的记录，具有历史价值和社

会人文价值是纪实摄影的特点。因此纪实摄影本质上来说就是对

人性的记录，通过摄影作品去提醒世人，这世间所正发生的疾苦，

唤醒人性的柔情，纠正扭曲的社会风气。正是由于纪实摄影的重

要作用，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例如《阿富汗少

女》，这副拍摄于1984年的作品堪称纪实摄影的典范，美国摄影

师通过这幅作品，改变了阿富汗那些因战争屎去亲人的女童这一

类人的现状，充分体现了纪实摄影的社会担当。

2  优秀纪实作品情感探究

提到纪实摄影就不得不提起著名的纪实摄影作品《阿富汗少

女》，是由美国纪实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于1984年12月拍摄于

巴基斯坦难民营，这幅作品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绿眼

睛的女孩》。这幅作品是1985年6月的《国家地理》封面，引发了

全球范围的轰动和探讨，这个眼睛碧绿的女孩儿名叫莎尔巴特·

古拉，只有12岁，身披一件破旧、褪色的红色围巾，围巾上沾染

的尘土暗喻着生活的灰暗和毫无希望，明亮透彻的绿色眼睛炯炯

有神的注视着镜头，无论是坚毅的眼神还是绿色的眼眸都和围巾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照片的色彩简单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将所有

力量凝聚在眼睛里面。你可以从很多方面解读这张照片。这种阅

读理解的多样性，能够代表一张照片真正意义上的质量。我们重

复观看，每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有人将这张照片与达芬奇

的画作蒙娜丽莎产生联想，因为那是一双蒙娜丽莎式的眼睛，她

浅谈纪实摄影
——以《阿富汗少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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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实摄影是指对具有背后深度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记录和描写，对象可以为人或者物，是一种艺术摄影表现形式，通
过摄影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导人们的认知，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纪实摄影作品一般都蕴含丰富的情感内容，摄影师通过纪实摄影
作品传达出感情和对人性的温暖，本文将浅谈纪实摄影背后的情感蕴含。

【关键词】纪实摄影；情感；艺术表现形式

被看作是“阿富汗的蒙娜丽莎“、”第三世界的蒙娜丽莎”。莎巴

特·古拉的故事促使《国家地理》杂志成立了‘阿富汗女童基金’。

她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善。大部分钱用来资助失学的女童。这就是

纪实摄影作品对社会促进作用的最好体现，通过对社会尖锐现象

润物细无声的刻画，去引发人们的关注，进而去改变现状。就此

而言，纪实摄影的价值和意义远超艺术作品范畴，对人类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  针对我国纪实摄影未来展望

虽然纪实摄影的概念流传入我国时间较短，但随着纪实摄影

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作品价

值的提高，纪实摄影作品开始相互模仿，缺少自身文化特色和

创新，同质现象严重。不少创作者借着纪实摄影在国内刚刚兴

起，消费者对纪实摄影作品分辨度差。一味的沉浸在对国外知

名纪实摄影作品的抄袭和模仿上，更有利用道具和演员进行纪实

摄影的摆拍，这违背了纪实摄影的初衷更是突破了历代纪实摄影

创作者所坚守的道德底线，更别提对纪实摄影的创新。这种现象

说明了纪实摄影创作者对作品的侧重点更多地放在了经济角度上。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纪实摄影的创作理念和题材选

取，创作者应该充分学习和调研，并结合时下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和审美要求，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支撑，将纪实摄影

与我国优秀中华文化相结合，选取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创作题

材，更好的推动纪实摄影在我国的发展与进步。

4  结语

纪实摄影作为电子科技发展诞生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社

会现象，人与自然关系的刻画，揭示出人性的善恶和社会焦点问

题，治疗着扭曲的社会风气。我们应该秉承纪实摄影最原始的初

衷，像历代纪实摄影家所展现出的高尚品格和不屈意志学习，利

用纪实摄影这个揭露社会焦点现象，并且针对纪实摄影在我国的

发展与起步，要与我国文化特色充分结合，推动纪实摄影在我国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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