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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摄影艺术对二十世纪视觉图像审美观念的影响
蒲　昊　范　增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45）

【摘　要】摄影始于 1839 年，从那时起，几乎所有事物都被摄影记录下来。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摄影镜头使我们摆脱

了柏拉图的洞穴困境。虽然摄影教会了我们新的视觉模式，但它也改变和扩大了我们现有的关于什么是值得看的和什么是

允许看的想法。摄影不仅是一套语法，更是一套伦理。摄影最深刻的影响是人们意识到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照片将整个世

界带入脑海。事实上，摄影与艺术的紧密联系由来已久，而不是近几年，但今天的艺术已经发生了变化，超越了摄影的基

本功能，使其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成为重要的媒介和当代艺术家表达艺术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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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摄影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应用

1.1 无可否认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摄影被广泛使用，从目录和展览、室内装潢、

录音、广告、科学和新闻，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使用摄影作

为手段。对于许多业余爱好者来说，摄影比集邮更有趣、更

有创意，也比绘画或其他艺术活动更有成效。在大众媒体中，

摄影是表达具体事实和交流人类智慧的最佳方式。摄影展示

的是个人对现实的体验，也是对理想的追求。在今天的日常

生活中，几乎没有人在一天中不接触摄影图片，报刊杂志难

免翻开照片，走在街上看海报、广告或商店橱窗也会有照片。

摄影已成为现代社会最广泛使用的手段之一。在如此广泛的

应用中，摄影的发展无疑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摄影的功能

不是也不可能用狭隘或武断的定义来概括：不同于文学，摄

影不限于美学。在新闻业中，摄影具有报道的功能。在社会

学中，摄影是调查的见证。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完全不

同地解读摄影。只有专门研究摄影力量的摄影理论家才能传

达人类智慧并反映时代精神。他们探索摄影的社会、哲学、

精神和文化地位和可能的贡献，用适应性图像对其理论做出

具体解释和依据，甚至将摄影与思想思潮联系起来。这种图

像组合产生了许多新颖的作品，并鼓励摄影师进行大胆的尝

试。当这些作品得到群众的认可后，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流派。

相对于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摄影师，我们可以称这种摄影师为

“学术”。虽然学院派的作品往往“高而少”，但可以说是摄

影的先驱。摄影作为一门专业应用当然没有闲暇去做这方面

的搜索，而广大业余摄影爱好者往往沉淀在审美的享受中，

他们常常贬低学院派作品缺乏艺术性和吸引力群众。

1.2 无所不需的应用

摄影不再是事实的表达，而是思想的体现。摄影在现代

社会的广泛应用，也影响着实用主义美国社会对摄影的基本

看法。1950 年代的表现主义者虽然以摄影作为探索内心的

工具，但中国画家以风景抒情，以绘画养性的哲学，在美国

是绝无仅有的。在实用主义者眼中，摄影的价值在于它对社

会的直接作用。即使在学术艺术界，摄影也常常成为社会精

神面貌的表达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到了近代，一些学派（如

“超现代主义”、“唯心主义”）并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或许

是因为它们的作品缺乏实用功能。但在精神上，这些作品的

主题都离不开对社会与人类关系的探讨。

摄影已经成为一种视觉文化，一种视觉语言，人类通过

它进行智力和精神交流。过去，戈德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是不朽的文学巨著。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将摄影作为一种体

验生活、了解社会的工具，为自己书写“青春的烦恼”！

2 摄影艺术进入当代

当代艺术不应该是一个远离别人的所谓“学术”的东西，

而应该被受过正规教育的和正常的当代公民所接受。 套用

一句老话：艺术不应该脱离群众，而应该为人民服务！ 应

该是对现实生活的直观把握，是艺术消费者能够消化的心灵

震撼。 每个人都可以用摄影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观察和想法，

不像绘画或写作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2.1 摄影艺术的出现

1886 年，英国摄影师彼得·亨利·爱默生在业余摄影

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摄影：一种绘画艺术》的文章，

抨击了过去“艺术 - 科学”（即绘画 - 摄影）的分类方法，

具体来说摄影就是艺术， 并对伦敦摄影俱乐部做了专题报

道。 他的观点立即引起广泛争议，并导致坚持将其称为“画

家主义”的摄影师。 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这些摄影师自

然而然地通过金盐和胶印、照相凹版或光刻或直接雕刻在胶

片上的软化方法来获得他们所追求的模糊艺术效果。 就这

样，摄影在这种模仿中建立了与艺术的联系。

2.2 摄影艺术的应用

从 1960 年开始，摄影就以水银之势融入当代艺术，成

为当代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大卫·坎帕尼在

他的《艺术与摄影》一书中所说，“摄影图像成为当代艺术

的核心，争论的焦点是它。但它花了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才达到这一地位。尽管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被广泛探索在

现代主义时代，直到 20 世纪后期，艺术家、画廊和画廊才

开始探索其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社会角色。”

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之一，自进入当代艺术领域以来，就

各种敏感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宗教、

种族、身份、记忆、身体、性别、欲望等等。这些问题几乎

触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这种积极参与社会问

题的态度和方式也让摄影获得了比以往更广泛的社会认知。

从广义上讲，这对摄影和当代艺术都有积极的影响。例如，

重庆艺术家曹景平的摄影作品《昆虫锦瑟》以令人难忘的视

觉语言探讨了城市环境和自然生活的理论问题，似乎在呼唤

一种新的环境、意识和生活道德。

3 摄影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

当代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摄影与各种视觉艺术风格的

越界、混合和综合。

3.1 摄影与美术的越界

在当代艺术中，当代摄影与现代艺术之间的界限已经相

当模糊。这也造成了艺人角色定位的困难。许多摄影师或艺

术家对于他们的职业身份对于“家”的构成多少有些漫不经

心。许多当代视觉艺术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摄影只是他们自

己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不应仅仅因为他或她拿着相机而不

是画笔就被视为摄影师而不是艺术家。许多被认为是摄影师

的人公开声称自己是艺术家，例如美国女摄影师南。大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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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些在专业背景和艺术理念上应该算艺术家的人，也

因为运用了摄影技术而受到摄影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并没有

感到任何屈辱感，比如加拿大艺术家杰夫 . 沃尔，美国艺术

家辛迪。谢尔曼等人。

在当代，摄影与美术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亲密。两种艺

术风格之间的界限早已破裂。众所周知，许多画家公开地将

他们的作品建模在照片上，尽管他们对摄影的理解和使用它

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国艺术家格

哈特。里希特。一些当代艺术家表现出一种非常谦虚的向摄

影“学习”的态度。里希特甚至说过“照片是最完美的画”，

这意味着一幅画中的所有表情都已经存在于照片中。里希特

直接从他从不同来源选择的照片中绘画。里希特可能是一位

画家，但他对摄影作为绘画的理解也揭示了我们理解的本质。

而里希特从“绘画”照片中引出的对绘画的反思对于理解绘

画本身同样重要。事实上，里希特是一位谈论绘画、摄影、

绘画和摄影的艺术家。

3.2 混合的力量

当代艺术家对摄影的高度推崇和对照片在绘画中的创造

性运用，真正让曾经追随美术的摄影在表现力上发现它并不

优于任何其他艺术风格，可以赋予其他风格新的生命力。例

如：乔伊斯，美国摄影师。 Tennyson 和韩国摄影师 Koo 

Bon-chang 就是突出的例子。丁尼生的作品以人物摄影为主，

散发着静谧、干净、沉思的色彩，同时也具有纯粹的审美绘

画摄影，很少达到精神高度，或者宗教境界。作为一个在浓

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的女性，丁尼生的作品有一种挥之不去

的神秘感。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超越，赋予了丁尼生的作品一

种特殊的力量。在他作品所呈现的表面甜美和宁静的背后，

隐藏着对超越的热情和渴望。

3.3 融汇综合的样式

有些人使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来制作他们想要的任何图

像。如今，在西方风头正劲的日本女艺术家森万里子，公开

发明了装置摄影理论。以拍摄与街头广告牌无异的巨幅照片

而闻名，体现了流行文化的特点，即寻求以浅色、鲜艳的色

彩表达感官满足感。在这种风格的交叉下，图像中许多以前

不为人知的特征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表现。

与此同时，行为艺术在摄影作品中的比重也有所增加。

法国艺术家苏菲。卡尔用摄影记录了他有预谋的行为。

日本女摄影师今尾美智子用可食用的食物制作奇异的物

体，然后拍摄它们，创造出一幅奇妙而奇异的图像，现在被

认为是当今最有前途的图像之一。

他们的实践表明，当代摄影已经彻底摆脱了摄影是对现实

的图像复制的观念，而是很自然地认同了摄影绘画的概念，并

积极调动各种表现手段，大力探索图像的表现形式和可能性。

虽然这里的介绍并不详尽，但摄影在当代艺术舞台上占

据显着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没

有摄影的无所不在的参与，当代艺术就不会是当代艺术。

4 摄影艺术的表现样式

4.1 表达方式

当代艺术在多种表达方式的开放表达下，从绘画、雕塑、

摄影器材、新媒体，到新技术，新媒体层出不穷，我们表达

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知识分子一定是最大的之一中国社

会面临的问题来表达现代性问题，如果我们回避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缺乏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是注重艺术风格的精细分工，追求

各种风格之间的纯语言体系，那么当代艺术就是各种风格的

综合与杂交。无论是何种表现风格，当代艺术家都以一种包

容的态度去接纳，而摄影可以说是各种艺术风格近距离接近

的最大赢家，也是这种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当代摄影师在选择表达风格时，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之

间并没有人为的鸿沟，他们乐于将一些商业艺术风格应用到

自己的艺术表达中。对某些风格和品味的任意排斥，在后现

代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许多摄影师和艺术家甚至故意用他

们的商业风格作品激怒艺术评论家和观众。例如，杰夫沃尔

以广告灯箱的形式表达“当代生活”。作为 20 世纪的当代艺

术家，他选择了充满现代城市的大型商业广告灯箱作为“当

代”形式来表达 20 世纪的“当代生活”。

4.2 杰夫 .沃尔的表现样式

沃尔敏锐地意识到，在 20 世纪消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

广告灯箱，是 20 世纪时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贯穿现

代都市生活的商业灯箱矗立在城市的中央，逼迫人们吞下它

强烈的信息。然而，这个光彩夺目的盒子所传达的广告内容

却脱离了现实生活，总是在炫耀，诱惑着人们的幻想，以引

起人们的消费欲望为己任，那里从来没有承载过人们的现实生

活和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真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商业广告灯箱以其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体型展示了它的

存在，任意地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迫使人们接受了灯箱设置

者想要宣传的事物和价值观。但信息的速度和强度正是沃尔所

需要的。他通过细致的艺术处理，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忽略

的一个细节放大、定格，将常被放大和定格的社会矛盾形象化

和定格。用他巨大的透明灯箱，他不仅照亮了他的摄影作品，

还暴露了一些被刻意掩盖的社会黑暗部分。沃尔对现实生活的

模拟形象往往比现实生活本身更笼统，更能透彻地揭示生活的

本质。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形象，沃尔不

仅动摇了我们对现实的信念，也促使我们思考虚构与现实的

关系。但他反思的最后手段仍然是现实本身。

5 结论

摄影不仅是对现实的再现，更是对多维空间的透视。摄

影用视觉图像将这些深刻的体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摄影无

限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观看的各种可能性，也无限地向我们

展示了人类体验的多样化可能性，也展示了人类艺术的无限

多样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审美观念，打开了广阔的艺

术空间，真正打破了穿过保护艺术边界的屏障。因此，面对

摄影带来的当代视觉地位的巨大变化，视觉文本已经从封闭

时代走向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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