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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影像的接受和欣赏 

     观众对摄影影像的观看和理解，用欣赏一词是概括不了的。欣赏只能说明赞赏和喜爱，这对业余摄影活动与沙龙

作品是适用的，对审美摄影（aesthetic photography）也能适用。考虑到摄影的门类众多和影像的不同功效，还是

用接受为好；接受是观众面对影像时的心理活动，包含了不理解和拒绝在内。 

     摄影是一项视觉工程。一幅影像的面世最少要经过5个阶段的蜕变：即被摄事物、人眼所见、相机所见、最终影

像、观众所见。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像蝴蝶从卵、虫、蛹到蝶的变化那样，各有不同。初学者容易有一种误解，以

为自己所见必定是观众所见，自己所想必定是观众所想。事实不见得就是这样，原因之一是摄影处理方式是否真正表

达了自己的所见所想。原因之二是观众方面有没有和摄影家共鸣的客观条件。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任何摄

影家的自鸣得意之作只能自生自灭。  

     当一幅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只有影像的某些因素刺激了他的视觉才能受到注意。据研究一般人观看影像时每

幅只用2秒钟的时间，发现有吸引力时才会进一步细看，从而对影像的内容有所感知。观众对于摄影影像不像对于诗

歌、音乐、戏剧那样有较充分的时间，一边熟悉，一边感受其韵味，进入最高层次的欣赏。人们对于日常大量摄影影

像的态度要随便得多，不经意得多。所以摄影家创作影像时，既要考虑内容含义，又要考虑吸引注意力的构图措施。 

     观众接受影像的过程，也会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首先是感官的注意和感知，随后可能发生联想和想像，这时

还可能有个人情感参与其中，最后才有理解和判断；起码对一部分影像来说接受过程会是这样的。这一过程的发展因

作品而异，也因观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观众接受过程中也有创造性思维，因为他也在想象，也在联想，所以有人把

这个阶段看作一个再创作的阶段，看作能对作品进一步阐释使之产生新义的阶段。这一点应当加以注意。因为作品只

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产生社会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反应应该更为重要。历史上有一部分影像就是这样，它

们影响了社会和历史的进程。 

     观众是由抱有主观见解的人群组成。他们的社会背景、民族文化、生活经验、意识形态以及观看摄影影像的动机

都是不同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风尚也影响着观众对摄影影像的接受。所以对于同样的影像产生不同的反映是正常的

事。不能把观众的头脑理解成一张白纸，认为影像中有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不完全如此。大多数观众可以说是带

着某种成见来的，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某种参照图像，对照之下，惊奇之后，他们才可能接受。为什么有些图象观

众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头脑中没有相关的信息积累。不理解毕加索，看不懂米罗，因为他们头脑中没有这类图象参照

系统，无从理解。而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形式容易被人们接受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创作出被观众真正接受的作品是不容

易的事，在一部分影像深入人心的同时，世界上有大量的影像被观众过目就忘，也是事实。 

     观众对影像产生共鸣的最坚实的基础是共同的生活体验。影像传达的主题和观众的生活体验相吻合时便会产生强

烈的响应。上个世纪之初，A·斯蒂格利茨就提出过对应体（equivalent）的观念，认为观众面对影像时产生激动是由

于他有直接的经历，作品中包含着观众心目中的对应体，影像唤起了他的体验，因而最容易被接受。他曾以云彩和天

空为题材来说明这种观念。所以，摄影影像从题材到主题越是同广大人群密切相关，就越能为广大人群所接受。  

     承认上面这条经验，并不是说摄影影像传达的信息必须是观众所熟悉的，不是的。人类追求认知新领域是一种本

能的愿望。只有借助某种桥梁才能更顺利地进入。 



     历来研究文学艺术的人都把情感因素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文学艺术魅力和威力之所在。作品的情感因素一旦

与观众的某种情感相契合，就可能以震撼的优势，排除一切障碍，引领观众最终接受作品。摄影史上这方面可资借鉴

的名作很多。国外屡屡有人抨击S·萨尔加多的作品过于"煽情"，试想一下，如果抽去强烈的情感因素，还能算是萨尔

加多吗？如果冷眼旁观地去报道那些世上不平之事，这个世界岂不平安无事了么？ 

     摄影家总是尽力运用摄影语言和构图原理让自己的作品引人注意，把观众的目光引向所设定的兴趣中心，希望观

众以最捷近的路线走向主题，尽可能排除干扰，避免误解，实现既定的摄影目的。 

     摄影影像在摄影圈内和摄影圈外的反应是不同的。摄影圈内不少人抱着发现差别的目的来看待影像，容易偏重摄

影技巧，较少注重影像内涵。他们熟知当前的摄影风尚和发展趋势，技巧上稍有新鲜之处他们便会津津乐道，感到满

足。摄影作为一个传播媒体，只有摄影圈内的观众是不够的，它必须面向社会，而社会意味着庞大而复杂的人群，要

求他们的理解与认可，是不容易的！ 

     专业摄影家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深知作品的观众是谁。图片库摄影家能将最不起眼的作品卖得好价钱。摄影展

览的主持人、摄影书刊的编辑也是这样，他们总是针对某个人群编排作品。摄影评论家是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具有

专业知识，见多识广，既善于挑剔又富于想象力，现在看来，我国这个观众小群体还未成熟和壮大起来，对摄影作品

的评论缺乏独立性和战斗力，多半限于应景和捧场。 

     业余爱好者就不同了，他们的拍摄多从自己的好恶出发，除过自己这个观众以外，不考虑其他观众。有时候他们

会把拍摄经过和现场感受看得比拍摄结果还重要，对影像不能作出客观的判断。一旦有必要将作品拿给其他观众评价

时，如参展参赛时，就显得茫然。影展影赛的评委也是一批特殊的观众。一般说他们是对作品作全面要求，全面评价

的，但受展赛目的性的影响较大。我曾做过评委，也观察过评选，发现评委们各不相同。有的认真维护他所在的行业

标准，有的按个人兴趣办事，有的跟着多数票走。因而做一个得奖专业户，要摸清这批特殊观众的行事规律，也得费

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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