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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析摄影与 19 世纪绘画的互相渗透 
◆安梦帆  侯兆荣  沈书宇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4） 

 
摘要：摄影术的诞生不仅仅是一种由工业文明的进步而出现的对旧文化

予以扬弃的新装置，杉本博司称：“如果没有摄影术的出现，就不可能有

印象主义绘画及抽象绘画的诞生。” 正是摄影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不可

避免的促进了现代艺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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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摄影术的应用与推广，使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
这个新技术，而且这种可以用来绘画的机械装置要比当时的画家
们画的更要好，这被当时的画家视为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同时也
不断地冲击着当时观众们的心理。新技术驱逐旧技术，并凌驾于
旧技术之上，这就是历史规律，摄影术接管了记录历史题材画和
古典人物肖像的记忆等功能，甚至画家们开始使用照片作为绘画
的素材，通过摄影装置将被画物体映在纸上进行描摹，科学的发
展与进步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的技法和艺术观念。 

首先摄影的诞生与绘画的相互渗透。1839 年达盖尔在巴黎
公布摄影术发明之后不久英国人塔尔博特马上也在伦敦发表了
同样的声明。摄影诞生之初曾给予画家们巨大的冲击，但对于一
些开放的画家而言，摄影术的快速发展使摄影所特有的对物体精
确再现的能力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有些画家通过拍摄场景来作为
绘画的素材，而有些画家干脆直接放弃绘画改行摄影。英国画家
兼诗人威廉•贝尔•司各特在其自传中说道：“每一个运动都有运
动天才，就像每一朵花都有种子一样，拉斐尔前派的花种就是摄
影”。而摄影师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就是其中之一。 

罗塞蒂把拉斐尔以前的画家当作榜样，创作的目的是以象征
的手法来对抗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倾向。罗塞蒂以开放的心
态将摄影运用到描绘事物上，他大胆的运用所拍摄的素材，将素
材作为参考并进行主观的处理，因此在罗塞蒂的绘画中无法直接
感受照片的存在，作品《白日梦》就是很好的例子。从作品中可
以看出，罗塞蒂很少关心自然外观，他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了对
内心世界的反省与描绘当中，这种风格在他之后的作品《比塔•

贝亚特莉斯》中清晰可见。 
除此之外，在纳达尔的作品《萨拉•贝恩哈特》中足够证明

了摄影完全有能力来捕捉人物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
够看到绘画对摄影的影响。纳达尔忠实于古典艺术的高标准及其
出色的线条，他将摄影的准确性和衣褶的线条优雅的融合在了一
起，衣褶的线条与古希腊雕塑相似，创造出一种观感，似乎模特
与观众之间无任何东西阻挡。他的作品《乔治•桑》把摄影与抽
象结合在同一种线条风格里，光与影的细微差别使画面特别的干
净利落，而这也正是纳达尔肖像摄影的特点。虽然纳达尔在 19
世纪中期已经意识到了人在客观世界中作为主体存在的意识，但
是其作品风格依然受古典绘画的影响。随着 19 世纪 50 年代欧洲
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艺术形式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既是观察工具，又是观察方法的摄影对下一代主流艺术
风格—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自
然科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英、法、德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基本
达到了完善的程度，科学开始走在了技术的前面，人类从蒸汽时
代过渡到了机器时代，摄影术的不断完善就是其中之一。19 世
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科学转变为理论科学，并经过一百
多年的积累，细胞学、自然地理学、解刨学等都为生物进化论的
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论据，早在达尔文之前就有 40 多位科学家提
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 终由纳达尔整理成书并出版了《物种起
源》。科学的进步不光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也使人们意识到了
以自我为主体的意识觉醒，改变人们的观念， 终影响了艺术和
文学的创作风格，使艺术家们的创作不带有任何理想主义。创作
的主体开始关注描绘普通的人和物，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对古

典主义的虚幻神化、异国情调和历史主题感到不满，艺术家们认
为艺术应该表现人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的人本身，新的科学所带来
的新观念使 19 世纪中后期的人们有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希望
艺术能将这种生活表现出来。 

摄影师勒•卡雷 具影响的作品当属他的海景摄影，学徒期
的卡雷师从画家保罗•德拉罗希并在早年拍摄过大量的风景、城
市建筑和人物的肖像。1857 年勒•卡雷开始把镜头转向了浩瀚的
大海，他对云和海浪分别进行曝光，并将两者组织到一个画面之
中，使光线与大海波涛完美呼应，谱写了自然的雄壮。现实主义
画家库尔贝就会看到了勒•卡雷的照片后开始把绘画的重点放到
了描绘现实场景和普通人身上。居斯塔夫•库尔贝是少有的在达
尔文生物进化论之前就描绘现实，描绘人们真实生活的画家，他
的绘画直率、奔放，排斥古典绘画的教条与神话思想，他为了创
作去了解事物，走向自然，以大自然和真实生活中的人为创作对
象，用一种新的气魄和无线条的手法来表现普通人和自然的尊
严，他的重新发表日常生活为接下来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他曾在 19 世纪中期被人们认为是当时艺术的公敌，而且很
多人坚信，摄影就是引起这场变革的罪魁祸首和滋养其生长的温
床。现实主义绘画与自然主义摄影之间是一种姻亲的关系，它们
都是以客观的方式描绘现实的生活，但很难说自然主义等同于现
实主义，他们之间的确有着很大的共性，现实主义的出现深受摄
影的影响又滋养摄影，可见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暧
昧。 

19 世纪末自然科学中光学的发展带动了色彩学的研究，色
彩影响着当时的艺术家，直接促进了画家艺术语言的转变，19
世纪德国的海尔莫荷茨的《色调的感觉》、法国谢弗尔的《论色
彩的对比法则》和《色彩及其在工艺美术上的应用》都为当时的
艺术家们提供了科学的光学理论，使画家们认识到一切自然现象
都应该从光的角度来观察，因为一切色彩皆来源于光，并将色彩
运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9 世纪末绘画的写实被发展到了
极致，艺术家们致力于色彩寻找新的出路，摄影术的发展也使绘
画的写实性失去了优势，再加上现代交通手段的进步，伴随着资
本社会对东方的扩张，大量的东方照片传回欧洲，通过影像呈现
了东方社会的形态与生活方式并启迪西方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
艺术家们的目光从求真的“具象”绘画转向对艺术的“抽象”精
神领域的更多探求，并用一种强调光与色的画法将其描绘出来，
从此印象主义画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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