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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真相——裘迪·戴特的化装自拍摄影 

   自拍摄影是一种由摄影家拍摄自己、显影自己、印放自己，然后将自己示人的一种自我呈现

方式。自拍摄影也是一种将自我作为“他者”加以凝视，通过与自我交流并将自己向他人传递

的侦探自我的方式。摄影者通过照相机试探自己面对镜头的反应，探察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化

装自拍摄影作为自拍摄影中的一种，则更是一种通过化装表演的方法向社会提示、解释拍摄者

理解的某种他者的形象，或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的表现方式，摄影家以这种方式来寻找存在于

自身内部的、不受传统行为规范约束的真正的自我，并通过将自我的普遍化，谋求与他人的经

验分享与共鸣。因此，比之单纯拍摄自己而容易陷入自恋的自拍摄影，化装自拍摄影具有较大

的艺术穿透力，也有可能突破个人一己私秘的樊篱，在较大范围内获得社会影响力。 

  裘迪·戴特(Judy Dater)就是一个成功运用化装自拍摄影的手法来表现正好遭遇西方女性

意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中的女性心理变化的美国女摄影家。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一员的戴

特敏感地意识到西方家庭社会中的女性角色与地位问题不仅是社会科学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它同样也值得摄影家以影像方式加以深入探讨。而化装自拍摄影这种手法则成为她在选择表现

样式时的首选。 

  戴特自己设置一种舞台背景，让自己以一种登上舞台的感觉表演中产阶级女性在日常生活

中的种种状态。她以夸张的化装把自己塑造成类型化了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通过自己扮演的

各种角色，她将被困于家庭中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人生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如生存、奋斗、

孤独、理性、恐惧、焦虑、胜利等予以视觉化。通过一种充满喜剧性的夸张的表演，她对这种

无聊、沉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发出犀利的讽刺。 

  在题为《吃》的作品中，戴特将一个通过大吃来填补内心空虚的中产阶级女性扮演得惟妙

惟肖。在《１９５９年的毕业舞会皇后》这件作品中，她以追怀的心情再现了一个念念不忘昔

日学生时代辉煌的女性的悲凉与感伤。在《大象女人去了》中，她挖苦了一个挖空心思想把自

己丰满的身体弄细的女人。而在《叫》这件作品中，她更以夸张的手法，将美国家庭主妇普遍

具有的一种无法忍受的家庭囚徒的感觉通过一个头戴笼子的女性来表示。她甚至还让一个出卖

自己肉体的女性出现在自己的作品《夜晚的女王》中。而一个全身披挂着各式家务工具、被家

务缠身的女士则以《克里弗里女士》的名目出现。 

  总之，裘迪·戴特扮演的这些角色各异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形象，打破了一直被媒介大肆宣

传的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幻像，图示了美国家庭生活中被大众传播媒介所故意忽视的并不欢快

的、甚至是阴暗的一面。她以这些作品告诉人们，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像美国大众传

播媒介所喜欢宣传的那样，充满了欢乐与愉快。她的照片形象地提示这种表面的美满只是从属

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家庭意识形态的虚伪的外表，真正的家庭生活与主妇的生活现实并非如此

充满乐趣。正如与戴特非常熟悉的美国评论家、展览策划者多娜·丽·费里浦斯所指出的，与戴

特以前的表现女性外观的肖像摄影作品相比，这些以自拍摄影的手法拍摄的作品，深刻揭示了

中产阶级女性的内心世界，使她们的精神状态的真实状况暴露无遗。 

  戴特说：“这些照片有着个人的内省的要素，也有英雄神话式的夸张表现。虽然也加入了

表演，但这始终只是我拍摄的个人的东西。”她还说，“用彩色拍摄自拍摄影作品更接近于表

演的概念。我打扮化装，戴上假发，化妆，出演一个又一个类型化的女性。我想在这些女性形

象中加进我的幽默与讽刺。灵感的来源多种多样，有时候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妖艳魅力与

到处充斥着电影的我的好莱坞童年时代的回忆，有时候是圣塔菲郊外的小店中展示的恶俗趣

味。此外，戏剧、电影、书籍、歌剧以及电视节目也成为参考。然而，最终而言，这些女性形

象所体现的她们的挣扎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也一起痛苦地体验过的。……不管是喜欢还是讨

厌，我还是认为自己无法从中产阶级女性这个现实逃脱。”从她的话可以看出，她对自己所处

的两难处境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她以自拍摄影的方法来确认自己作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同一

性，并透过自身来看待、表现中产阶级女性与她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戴特手中，自拍摄影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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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既是一种内省的手段，也是一种极具扩张力的评论现实的手段。与此同时，自拍摄影同时

也成为女性自我观照、自我评论、疏导、发散心中块垒的具有精神治疗性的手段。戴特的艺术

实践证明，摄影这个天然地与现代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有着密切关系的视觉手段，已经具备足

够的表现力来深入到家庭形态、女性角色等这样的问题的核心部位。 

  按照西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扮演为丈夫与子女牺牲一切、任劳任怨

的无私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而女性主义则认为，这是男性中心社会通过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

分离的男女分工来巩固男性的社会地位的策略与诡计。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应该自立，走向社

会，而不应该只是丈夫与子女的附庸，只为他们而活着。西方女性主义质疑男性中心社会对女

性的角色要求，挑战要求女性自觉扮演“应该如此”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的社会要求的主张，

受到了相当多的西方女性的支持并促进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据一本于1992年出版的由美国

社会史、女性史学者斯蒂法妮·库茨所写的《我们不曾经历过的家庭——美国家庭的怀旧圈套》

一书指出，有72％的美国女性认为女性主义的出现所引起的女性角色与家庭形态的变化给她们

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女性主义的这种理论挑战在一些西方女性艺术家那里获得了非常积极的视

觉化响应。戴特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在视觉艺术方

面的一个具体成果。 

  曾经有人将戴特的这些自拍摄影作品与另一个女艺术家辛迪·雪曼的以自拍摄影手法拍摄的

作品混为一谈，但正如戴特所指出的：“从成为作品的根本的理念来看，我们从事的工作完全

是两码事。雪曼的情况是，创作者与作品之间是保持距离的。她的作品中的出场人物是根据传

媒虚构出来的。她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她的生活方式与作品中的女性们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吗？

而我的作品是自拍摄影作品，真正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这既不是浪漫，也不是寓言。”她还

说：“我将自己所有的阴暗部分向人展示了。”可以这么说，戴特的创作首先是为了解决她这

个中产阶级一员自身所拥有的人生问题的，但由于它们深入触及了问题的核心部位，因此也具

有了一种普遍性意义。 

    裘迪·戴特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她父亲是在好莱坞经营电影院的老

板。她的视觉感可说是自她的孩提时代在这样的影像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与旧金山大学的艺术学习，为她形成独特的视觉造型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曾经于１

９７５年与她当时的丈夫、摄影家杰克·维尔伯特合作了一本名为《女人及其它视觉》的摄影作

品集。其后，她又以自己的令人感受到强烈的性格特征的女性肖像摄影作品而奠定了在美国摄

影界的地位。再后来，在她迁居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后，为发泄自己的孤独，她把自己的裸体

与新墨西哥州的荒漠的自然风景结合在一起并用自拍摄影的方式拍摄下来，因此而声誉大振。

作为一个勤奋的艺术家，戴特已在美国艺术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与出

版，现在是一个国际上备受瞩目的摄影家。  

望文集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提供自己所有文章和著作的电子文本以及相关图

片，还望尚未接到我们约稿电子邮件的作者主动与我们联系，或直接把文章与著

作的电子文本发送到art-here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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