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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世之作的奥秘 

     纪念摄影诞生150年时，许多出版物都选载了150年以来的代表作。记得美国《大众摄影》月刊选载了15幅，标

题是"最伟大的照片。"英国《摄影爱好者》周刊选载了50幅，标题是"震撼世界的50幅照片。"美国《生活》和《时

代》杂志都选载了200多幅。我惊奇地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所谓新闻报道摄影（photojournalism）内容与人类命

运息息相关的作品。按说《时代》、《生活》系新闻刊物，不足为奇，那么《大众摄影》、《摄影爱好者》这类纯摄

影刊物，为什么也是一般见识呢？惊奇之余，我认识到这正是摄影的主流，摄影的主要功能就体现在这里。这些作品

的题材和主题是世界观众最关心的，起码是这些编辑们认为是公众最关心的，虽然其中包含了少数他们本国人最关心

的影像，如球讯之类。我看到的出版物较少，可能代表性有限，但它们那样地趋于一致，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影像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显然，这其间也揭示出一个摄影影像被观众接受的心理活动规律：这些作品反映了更多人所关心的事物，传达的

信息能和更多人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感情相沟通，引起共鸣，给他们以警醒和鼓舞，而且摄影家正好采用了正确的方

法，得到了正确地理解，于是流传下来，永志不忘。这，不就是传世之作的奥秘所在吗？ 

     大惊奇之余还有几个小意外。为什么看不见多少沙龙摄影作品呢？可能因为在这些编辑们看来，沙龙摄影这个业

余爱好者的趣味，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为什么看不见多少现代主义的艺术摄影作品呢？按说20世纪的绘画史几乎等

于现代主义绘画史，现代主义的摄影影像也不在少数啊！可能因为在这些编辑们看来，选纯艺术作品那是绘画界的

事。如果跟着绘画行事，摄影将无存在的意义……当然，这些解释都是我瞎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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