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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与德国新客观主义摄影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是德国摄影师，从 16 岁起，学习了

铸铁和雕塑，随后学习艺术设计，之后还受莫里茨·穆尔教授的
邀请研究并制作植物标本。布洛斯菲尔德的创作时期正逢新艺术
运动和现代主义的交汇期。由于当时“达达主义”的流行，各种
艺术形式的新尝试出现，摄影也出现了诸如物影图像、拼贴摄影
和蒙太奇摄影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而他却自己开发了一系列自
制相机，这些相机让他在拍摄植物时能将植物细节前所未有地放
大。在他3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只拍摄植物的照片，直到1928
年他出版作品集《自然的艺术形式》后，他的作品才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

20 世纪 20 年代，“画意摄影”正逐渐失去它在世界范围
内普遍的影响力，仅仅保留住摄影爱好者的这部分阵地。推动这
一变化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画意摄影自身的狭隘性，
在强调利用摄影的构图、色调、光影等造型手段模仿绘画中朦胧
的、浪漫的感受的同时限制了摄影自身的语言表现力，另一方面
在美国受“精确主义”绘画的影响产生了“精确主义”摄影， 后
又演变成知名的“F64小组”这是一种客观而写实的风格,与画意
派的绘画式影像形成了对比。同时，在欧洲引发巨大反响的是三
位德国摄影实践者（卡尔·布洛斯菲尔德、阿尔伯特·伦格尔-帕
奇和奥古斯特·桑德)，他们用真实、客观、无主观表达的方式进
行拍摄，用以展现事物原本的状态，后被成是“德国新客观主义
摄 影 ”。

2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摄影作品的价值
我们通过三位德国新客观主义摄影代表人物的作品，感受到

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布洛斯菲尔德对植物精心的表现；伦格尔-
帕奇对景观和静物的拍摄；还是奥古斯特·桑德对二十世纪德国
面孔的记录；他们都在利用自己的相机放大和强调拍摄对象自身
的精神性并且为作为观众和读者的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世界
的新路径。

回看20 世纪20 年代德国的历史便不难理解布洛斯菲尔德
《自然的艺术形式》引起广泛影响的原因。首先，在此之前德
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德国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使之成为欧洲
乃至世界一流强国，极大的刺激了德国民众日益增长的民族自信
心，但“一战”严重挫败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战败后的
德国面对战胜国的条约和制裁基本失去了国防能力，此时德国已
经失去了作为欧洲强国的尊严，且20 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的
生活水平持续降低，这种持续不断的不安使德国人民对恢复战前
的大国地位逐步丧失信心。此时,1828年，布洛斯菲尔德的作品

《自然的艺术形式》出版了，与同一时期“达达主义”的艺
术作品相比布洛斯菲尔德的照片不仅是从现实中复制自然之美的
形式，更重要的是照片中传递出来的平和、克制和充满希望，
完全没有当时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普遍的虚无和幻灭感，当读者看
到这些照片能够感受到照片中的植物对精神上的安抚和治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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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尔·布洛斯菲尔德的作品为20世纪德国摄影的发展提供了审美基础，对摄影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德国现代
摄影艺术发展的“高光时刻”。本文从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时代背景入手，对布洛斯菲尔德与德国新客观主义摄影和类型学摄影的
关系、对布洛斯菲尔德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对摄影史上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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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布洛斯菲尔德摄影作品的力量。
今天，把摄影作为纯粹的复制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对

于照片的审美需要，文献价值在摄影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收缩，仅
是摄影诸多价值中的一部分，我们更强调观看的体验和感受。在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自然的艺术形式》中我们看到的植物照片
最直观的感受首先是距离感的紧逼和迫近。这种距离上的紧逼和
迫近与布洛斯菲尔德特写镜头的运用有关，但是这种特写镜头所
带来的仪式感和对拍摄对象的敬畏感背后，是带给观众审美上的
广阔性和自由度，同时赋予了观众对于植物陌生化的遐想，我们
看到的是熟悉之物的另一面，甚至是通过布洛斯菲尔德的照片我
们重新认识了那些植物，因为那些照片为我们提供了感受植物身
上的性格和精神性的机会，打动我们的是它们身上那种理想化的
自在状态。

卡尔·布洛斯菲尔德的代表作品《自然的艺术形式》出版
于1928年，此是正是摄影艺术走向发生偏转的时候，以莫霍利-
纳吉为代表的摄影正在广泛尝试摄影新的形式进行创作，以响应

“达达主义”带来的影响。而以布洛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新客观主义
摄影则“要求创作者避免个人色彩的过多表露，冷静藏身于事物
的背后，让他们所描述的事物本身说话，强调对于事物的客观理
性的描述”。因此由于两种摄影实践都在当时的德国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随之形成了当时“新摄影”的两大主线：一是主张进行概
念性试验，以包豪斯学院派摄影师为代表的派系；二是以布洛斯
菲尔德、帕奇和桑德为代表的超然而静态的影像派系。

虽然以卡尔·布洛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新客观主义摄影在20年
代对德国摄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德国国内当时的情况摄影
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放慢了发展脚步，直到60年代以贝歇尔夫妇
为代表的德国“类型学摄影”的出现再一次把德国摄影带回到了发
展的“黄金时期”，且贝歇尔夫妇及其培养的学生（杜塞尔多夫学
派）在摄影领域史无前例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意义重大。但通过
我们的观察，不管在形式还是内容上我们都能看出类型学摄影继承

“德国新客观主义摄影”的影子，首先在拍摄风格上，和布洛斯菲
尔德一样，两者都主张杜绝个人的主观表达，强调拍摄对象的自身
特征；其次，拍摄者要保持一个绝对的客观立场，不干预和操作拍
摄对象，不介入拍摄环境；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作品
都强调观众对作品的感受和体验，让观众参与到作品的解读中去，
使照片成为一面镜子，形成对自身命运的自我观照，当我们看到这
些照片，不管是布洛斯菲尔德照片中那些植物精神性的自由还是贝
歇尔夫妇拍摄的那些工业遗迹中水塔，都能使观看的人在不同程度
上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进行反思和回溯，这是也是所有艺
术作品中最重要的精神，即法国音乐家夏尔·明希的说法“作品应
该是一面镜子，让人从中照出自己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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