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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作背景
1954 年由于多年的摄影经验加上美国摄影师沃克·埃文斯

的推荐，罗伯特·弗兰克顺利获得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资助，使
弗兰克有机会驾驶汽车在美国的国土上进行自由拍摄，1955年到
1956年的时间里，弗兰克游历美国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的底片，后
来与编辑一起选择了83张照片编辑成摄影集《美国人》，他在此
时对摄影的抱负是“制作一份真实的当代文献；视觉的冲击应取
代任何其他解释”。作品在系统的呈现了一个外邦人对于美国的工
业、信仰、市民、职业等方面冷静的观察的同时，对摄影的创作
与呈现为更多的摄影师提供了可参考的范例，主要表现在创作方
式、符号运用和图片编辑三个方面。

2  创作方式
弗兰克在创作方式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创作方式上所表现

出的系统性，弗兰克通过有主题的拍摄，通过对某一地区的拍摄
来反映美国的特点，即采取样本调查的方式还原拍摄对象完整的
面目，如在途经底特律时拍摄了大量与汽车相关的照片，二战后
汽车城底特律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使美国更快
速进入工业化社会的生产模式，弗兰克通过这样一种拍摄进而反
映出美国社会的工业结构。

另一个特点是弗兰克的照片风格与当时主流的街头纪实摄影
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在当时，街头纪实摄影强调造型语言的运用，
强调精准的构图，特别是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概念的提出，极
大的影响了业余摄影师开始极致追求画面的构图和光影效果，这
种照片在产生优美的形式同时忽略了照片内容对社会问题和现实
存在的记录，属于一种对现实社会理想主义的美化。而弗兰克不
强调照片造型语言，他拍摄的照片通常画面构图不佳、缺少光影
效果，更不强调精准构图，而是结合符号语言的运用，真实、客
观、毫不保留的反应美国的现实问题，为观众还原一个完整的美
国和美国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照片也彻底
背叛了决定性瞬间所强调的至高无上”。

3  符号运用
《美国人》能够在摄影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离不开对摄

影发展的贡献，在他之前主流的纪实摄影通常在强调造型语言的
同时真实的记录拍摄对象，如在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摄影师沃克·
埃文斯的摄影作品通常也是对于事件的记录，而不强调照片的表
达，但在弗兰克这里，拍摄的价值完全不在于此。我们在《美国
人》中经常看到一些反复出现又表意不明的内容，如国旗、加油
站、汽车、售报亭等，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如果不从符号学的角度
进行理解便很难认识到作品对于表现性语言的发掘，很难认识到
罗伯特·弗兰克对拓展摄影自身的表现性语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列举作品中的一些例子作为说明，例如国旗就是一个很
明显例子，国旗在这里是指美国这个国家，当国旗在室外（公
共环境）出现，即是表现在美国社会这样一个语境中公共权力
是如何体现的，当国旗出现在室内便是反应在美国个人与国家或
者说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美国人》的照片中有大量在构
图上隐含着“十字架”这样一种元素，与美国国旗不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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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是具体的、可见的符号，它可以直接让观众理解到公共权力
的概念，但是画面中隐藏在建筑里的“十字架”的形象则从另一
个方面说明了美国是一个世俗权力和宗教神权并重的国家，宗教
权力是隐藏在表象之下对人的生活有更加深入影响的权力存在。

4  图片编辑
图片的编辑概念几乎是《美国人》带给摄影界最大的“礼

物”，因为在此之前从事摄影创作的摄影师们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概
念，即摄影作品应该像文学作品那样强调自身的结构性。或者说
在此之前的摄影师就没有注意到摄影集这种作品的展示方式如此
重要，更多的摄影师仅仅会把作品集作为大型作品展览的图录进
行制作或者为了分析和推销其摄影作品的“小样”进行发行，而
通过《美国人》让更多的摄影师看到作品集是另一种作品的展示
方式并且和作品展览同样重要。《美国人》独特的编辑方式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街头摄影通常是单张作品的大量堆砌形成对一
个地区的记录，这类摄影集也是大量的照片堆积在一本画册中，
缺少主题性或者系统性的展示，弗兰克的《美国人》则是从选定
的83张照片中按照不同的主题将照片分成四个部分对主题进行完
整系统的展示。各部分既能彼此独立、完整的对各自主题进行展
示，又可以相互联系全面的展示美国的整体形象。

（2 ）节奏。在弗兰克之前和摄影展览一样，街头摄影的
作品集像是一个空房间一样被摄影师塞满照片，一页一张照片从
头到尾刻板的排列，很少会考虑照片前后的连续性，整本作品显
得里面拥挤而无序，更不要说形成阅读上的节奏感。而我们打开

《美国人》会发现里面经常有空白页的存在，在一个内容结束之后
另一个内容开始之前设置一个空白页，可以让读者产生一个阅读
体验上的停顿，就像阅读文章一样在一个新内容开始之前稍作停
顿。另外弗兰克的作品前后连续性很强，尤其是书的左右两面的
作品会有内容或者形式上的联系，或者通过两者照片的并置形成
新的内容，这是是弗兰克的特点，如果两张作品之间没有必要的
联系，他会在一面设置空白页，以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乱。

（3 ）结构。在《美国人》这部著作中分为四个章节进行
展示，如果读者稍有用心便会发现每个章节均会以一张含有“国
旗和人”的照片作为章节的开始，在结构上每个章节第一张照片
都在呼应“美国人”的主题。同时每一个章节第一张照片之后的
照片都是对第一张照片的解构和细化，如第一章节第一张照片是
一张美国国旗和两个被遮住面目的城镇居民，而后的照片是城镇
里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分别是政客、警察、明星、服务员等，用

“总-分”的结构完整的展示了美国城镇人的身份组成或者说美国
城镇各种各样不同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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