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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摄影和绘画的观看方式的异同 
◆刘  莹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摄影和绘画都来自于观看，是观看行为的记录方式。摄影和绘画

作为两种不同的视觉艺术门类，其观看方式存在着许多联系与不同，并

且不断地相互交融与渗透，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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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史前人类将各种动物形象绘制于

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墙壁之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
人类记录视觉观看的行为。 

观看先于语言。我们生下来便开始观看，然后才会说话。观
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一方式，正是源于观看，我们才能知道自
己以何种方式身处于这个世界。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
信仰的影响① 。观看主体所处的文化与宗教环境，受教育经历、
人生经历以及其个人所处的观看视角，都会影响观看和判断。 

人类的观看行为从古至今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摄影诞生
之前人们通过双眼观看世界，通过绘画观看世界，却从来没有这
样一个神奇的机器，为人们带来如此多的视角与可能。之前我们
所说的图像是指狭义的绘画（painting），而摄影诞生后，图像
（picture）的概念被大大延展，不仅包含手工绘制的绘画，也包
含机械复制的图像② 。摄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打破了长
久以来的单一的焦点或全景式的观看，给人们视觉经验带来了更
多的可能。 

一、艺术作为摄影，与绘画在观看方式上的异同 
艺术作为摄影，即艺术品通过摄影手段复制。在摄影诞生之

前，绘画作品的“此时此地”所构成的原真性，是其一个很重要
的属性，这也是绘画的“灵光”所在。③ 绘画可以流通，但不可
能在两个地方同时看到一幅画。摄影的可复制特征，使得艺术品
失去了原有的“灵光”，也消解了艺术品的“唯一性”。摄影作为
一种机械复制手段，使得任何艺术都可以被复制，艺术品的传播
有赖于摄影的帮助。在没有去到现场观看艺术品原作的条件下，
摄影印刷品构成了我们的观看经验。 

机械复制时代由摄影带来的图像洪流一直悄然无声的地改
变着人们的观看和认知方式。在今天很多画家不靠照片就无法绘
画，因为他早已经习惯了摄影先将自然转变为二维图像，然后直
接观看并将其转移到画布上，从二维到二维的转换，比三维到二
维的转换容易得多，相机帮助画家们完成了眼睛的写生。很多艺
术家不是不具备写生的能力，而是摄影所带来的便捷，让他们习
惯了偷懒。现如今，像卢西安•弗洛伊德这样一辈子坚持写生的
艺术家真是太稀有了。 

二、摄影作为艺术，与绘画在观看方式上的异同 
1、摄影和绘画同属平面视觉艺术，都是对现实世界的解释

和表达 
《论摄影》中曾写道“摄影师的观看方法,反映在他对题材

的选择上。”④ 。画家亦是如此，题材的选择是体现画家与摄影
师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在即使面对相同的题材，不同的画
家和摄影师也会有不同的视角，这不同的视角构成属于画家和摄
影师个人的观看方式。 

不同于绘画的艺术表现性，摄影是一种更加直白的手段，它
彷佛是世界本身的片段，是现实的缩影，人们只是通过镜头将这
一片段截取下来。摄影更像是一种证据。对于摄影来说，客观真
实性是摄影的一大重要特性，它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在很多
新闻类和纪实类摄影中，照片就是人们观看世界的窗口，它的真
实性是其最具价值的属性。 

2、摄影的去中心化 
摄影发明之前，在西方的传统艺术中，是透视法赋予人们观

看世界的视野和角度，运用透视法的艺术作品使得观赏者成为世
界的中心。世间万物彷佛都是为观看者安排的，万物向眼睛汇聚
而来，直到视点（透视法中所指的灭点）在远处消失。 

摄影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法。照相机犹如一只

时刻不停运动的机械的眼睛，用它观察世界的特有方式将世界展
现给我们。相机分离出瞬间的画面，与绘画的永恒观念相背离，
你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在何时何地。世间万物再也不能向人的眼
睛汇聚，观看者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尤其是在电影中，不存在
固定的中心点，画面总是在不停地流动。 

我认为摄影的“去中心化”还有第二层含义。在古代西方世
界，绘画多是身份的象征，无论是肖像、静物还是风景，都有意
无意的展现着主人的财富和地位，绘画多是服务于观看者——收
藏家的视角，穷人是请不起画家画画的。而摄影的诞生，削弱了
这种阶级的差距，人们可以很轻易地获取一张肖像照或者任何想
要拍摄的对象，摄影使人们的观看更加平等，不再是以财富和权
利为中心。 

3、摄影的瞬间性与绘画的时间性 
摄影是“意外”，是一种极端的偶然。摄影能够以瞬间的速

度准确截取生活的片段，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是不可重复的，
因此摄影也被称为“瞬间艺术”。而绘画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画家慢慢地将元素置于画面之上，点线面、构图、色彩都由艺术
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意念。不论是对景对人写生还是凭借脑中
的印象将所要绘制之物在画面上再现出来，都需要一个较为漫长
的时间，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一年半载。 

摄影的“瞬间性”与绘画的“时间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
其“瞬间”与“永恒”的内在价值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
众观看摄影与绘画的方式。在当今社会，摄影更多是为大众传媒
及广告服务的，摄影变成一种快餐文化，很多摄影在我们的生活
中都是匆匆一瞥，这成为我们观看摄影的习惯。摄影如同时尚一
般，总是短暂而容易过时。而不像绘画，更倾向于一种永恒。人
们观看绘画的时候也会更加肃然起敬，更加全神贯注地观看。 

小结 
摄影的产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观看方式和认知方式，摄

影作为一种比绘画更具有技术性的学科，它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
视野，为人类的观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许多艺术
家高呼“绘画已死”。摄影作为一种复制手段，它使得任何艺术
形式都可以被复制，在这里，作为艺术品的摄影复制品，它使得
传统的艺术走下神坛，更接近普罗大众。另外，摄影作为一种艺
术门类，它为艺术形式的开放提供了更多可能，使得艺术不局限
于架上绘画、雕塑等形式。另一方面，摄影使得艺术与生活的边
界变得模糊，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在现今社会，摄影作为艺术
的部分已经被看到和重视，摄影成为一门与绘画并驾齐驱的艺术
形式，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摄影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摄
影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成为当今社会人人可实现可操作的技能，
成为普通公众的一般权利，拍照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摄影和绘画在观看方式上不是孤立的，两者一直在互相渗
透、互相补充、共同进步。摄影虽然消解了传统艺术的崇高地位，
却并不能取代传统艺术，摄影与绘画将在长期的相互依存中继续
前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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