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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的对外交流也在日益扩

大，各种流派，各式风格的摄影作品和观念涌进了国门，大量客
观介绍的资讯，使很多人感到既新奇又疑惑。同时，国内摄影界
也在反思和总结历史，寻思求变创新。里外两股思潮的汇合，触
发不少文艺工作者去质疑传统，提出种种问题：以往对现实主义
摄影的赞美和肯定是否正确？现实主义摄影创作方法是否已过
时？现实主义是否是摄影唯一合理、全能的创作方法，这能满足
社会和读者对摄影的全部所求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论是进行鉴赏，还是在创作时，都需
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鉴于摄影的纪实本性，它是记录社会现实物质运动和人类生
存状态的 佳载体。无论是从承担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其本应有
的美学特征来看，摄影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着天生的缘分。所
以应该坚信，现实主义摄影创作原则并没有过时，它仍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但现实主义摄影创作方法也有个从幼小到成熟的发展
过程，也曾受到极左或者右倾思潮的干扰。随着社会发展和观众
审美需求的变化，它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完善。总之，
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但是具体做法还应该与时俱
进，不能因循守旧。 

我们如何来改革和完善现实主义摄影？如何来创作适应社
会主义发展，适应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的现实主义摄影呢？首先，
是从时代实际需要出发，从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出发，并在总结历
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进。同时，我们主张在“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竞争环境里，培育和发展现实主义摄
影。“温室里难育经得起风浪的壮苗”，所以应该迎接，而不是回
避各种观念和思潮的挑战。这样，一可以经受社会实践的考验，
激励我们奋发自强；二可以去芜存菁，从对手身上取其精华，丰
富现实主义摄影创作的构思和表现。因此，从提高现实主义创作
自身战斗力及创造艺术竞争环境的需要考虑，我们应该扩大视
野，学会鉴赏和阅读各流派，甚至光怪陆离的各类作品，在批判
的继承中发展社会现实主义摄影事业。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今社会和人民大众对摄影的要求是

多样的，并不仅仅局限于铭记历史、揭示社会真谛和反映客观生
活等，还需要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灵魂，满足人的审美欲望，
促进商业展销，营造娱乐幽默等。现实主义纪实方法尽管能出色
地完成摄影主流作品，但并不可能包打天下，样样都行。我们提
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只能认为它是反映客观
生活的好方法，而不一定是唯一方法。所以我们还要倡导“百花
齐放”、“推陈出新”，鼓励借鉴其他学派、其他风格的摄影创作，
更多样化的表现世界。 

一、挖掘人的主观世界，折射社会精神危机。 
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摄影诞生的年月虽然不一（前者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后者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但它们都是在资本
主义社会陷入政治和经济危机时产生的。它们的艺术反映了西方
社会的精神苦闷和压抑，主张再现人的非理性的主观意识和内心
活动，如幻觉、梦呓、变态、潜意识和性欲望等。从某种意义上
说，现代和后现代能折射出当代西方国家的精神危机，让我们解
读出其中既有艺术家个人的不满情绪和叛逆性格，也有对现存社
会的担忧和对未来的恐惧。 

二、发挥作者的主观想象，扩展摄影表现手法。 
在艺术表达上，现代和后现代学派认为，艺术无需反映客观 
现实，更不必再现生活的实际存在，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

刻画人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思想和欲望。人的内在意识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但却又是能感觉到的魂魄，很难用常规记录图像来体
现，于是他们就不拘一格地发挥想像力，摆脱生活原貌束缚，根
据情绪、幻觉、错觉、梦境和印象等主观体验，创作出许多不合
理性的逻辑、超现实或抽象的图像符号和画面形态。 

综观现代或后现代摄影创作的主要趋势，我们可以明显地感
受到，它们具有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
理之中”的活跃想象力，因而造就了不拘一格的创作构思和手法。
还有，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摄影作品，它们涵盖的社会内容或许空
洞，但在探索光影节奏感和造型语言简约化、抽象化上作出了视
觉实验。上述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外国情况，以及克服摄
影表现的平庸、想象力的冷漠等弊病，或多或少也会有些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