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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实践并非等待理论做好了准备，方才走上历史的现实舞台。当中国摄影理论尚未理清纪实摄影的观念思路之际，

不但时光的世纪已然转换，而摄影技术的世纪业已跨入电子影像的新时代。  

     中国摄影理论探索，历经"新时期"二十余年的摸索，刚刚艰难地将纪实摄影传统之回归社会文化的体会，提到有

待托举的进程上。不期然地，整体尚欠成熟的摄影观念，即被加码上新摄影世纪的负重。  

     中国的摄影理论研究，错过了在适当的实践活跃时期，理论连系实际地有效理解、消化传统摄影观念之实质的时

机。因此，现下的理论探讨，必得在拿不起来、放不下的措手不及处境中，迎接扑面而来的摄影新事物的猛烈冲撞。  

     也许是由于摄影事物在切入(侵入?随列强的炮舰进犯?)中国近代社会之最初时期，国人便在观念里先天不足地缺

乏对摄影自身的科技特质的切实认知。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社会对世界现代科技观念之贫乏，使得此后由国人移植于

外来事物的摄影实践，也如小脚女人一般，七扭八歪地踉跄着赶搭二十世纪的时代列车。在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中

国的摄影理论本就无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获得坚实的借鉴，遂举步唯艰地跟在摄影实践之后尴尬应对。更加上一场

横空出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摄影只能被当做一件单方面的政治宣传工具，并将摄影事物本来即含有的其它属格杀无

余。经由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的二十?quot;拔乱反正"，才有"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实践与理论的突破性进展。然而正当

中国摄影穷追猛赶地摸着了世界摄影运行的登车把手之际，迎面所见世界摄影潮流之城头大王旗，眼瞅着演变成了电

子显示牌。  

     在中国摄影社会中，当前最为难的莫过于"摄影理论"这片儿了，犹如吃惯夹生饭的消化系统陈疾未愈，又一席酒

肉佳肴已塞到嘴边。科学技术的社会结果，先进中夹带着残酷。就像《摩登时代》电影里的现代化工厂流水线上的工

人卓别林，连进餐的时间也被绑上吃饭机器，扑到嘴上的玉米棒子快速旋转，连囫囵吞都赶不上趟儿。这光景也很像

眼下摄影理论的处境，摄影事物所含带的科技魔术性，总是那样令人目不暇给、眼花潦乱。当探索的思路刚刚寻到一

条可辨的线索，可见的前景便已然幻化了，当人们刚要名正言顺为摄影加戴艺术之冕时，却又发觉摄影从来就是一桩

奇妙的科技效果。  

     二 

     电子影像的历史性登场，促使摄影观念面临一场革命性的世纪挑战。  

     本来分属于两个界限分明世界的艺术与科技，在摄影术发明之后，似乎越来越搅不清地被混淆着性质，两者不但

使区别的界线愈发模糊，而且互相已然侵入了对方的领地。  

     电子时代的光临，引发了所谓观念性的"资讯革命"。电脑与数码照相机的科技成果，已经将媒体和通讯整合为新

型的信息世界。做为一种新世纪的文化载体，这种新形式的信息传播方式，甚至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第二次文艺复

兴"。  

     其实，摄影术在其发明之初，摄影图像便持续已久地成为"是否艺术"的争端所系。摄影以其尖锐绝妙的科技手

段，袭击了传统绘画坚实的写实地盘。摄影图像所表现出的魔术般的写实效果，令世纪震惊。当摄影尚不被视为艺术

之际，有远见的画家便已经将传统绘画的方针改弦易辙，创造出变型与抽象的现代主义绘画流派。与此同时，摄影家



们则孜孜以求以"画意摄影"进军艺术殿堂。当摹仿绘画的画意派摄影遭到保守派艺术阵营的顽固抵制之际，有现代感

的画家先是将摄影构图的透视方式挪进了绘画结构，此后干脆以摹仿摄影而发展出了照相写实派的绘画。甚而，以大

量采用摄影图片的装置艺术和观念艺术，则完全颠复了传统美术的绘画根基。  

     在这个视觉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过程中，摄影以其科技特质对艺术文化的嬗变影响，日益受到理论肯定。其

实，在世界摄影史上可能会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摄影家郎静山，其招牌的"集锦摄影"作品，便是充分利用了摄影的魔术

性特质，以中国文化的传统绘画形式，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摄影艺术表现形式。在模糊科技与艺术界线的进程中，郎静

山代表中国摄影向世界摄影文化贡献了创意，也严重地影响到之后中国摄影的观念形态与表现模式。鲜有人从摄影的

科技效果与艺术哲学的角度，深入分析郎静山摄影创作的性质。我的见解是：郎静山的摄影创作，借摄影之科技特

性，将中国画由虚化实；同时，在摄影发展?quot;纪实性"黄金时代，郎静山以其沙龙性质的摄影表现，以摄影手段化

社会实境为虚拟。  

     郎静山以"一代大师"的主流气势，挟其长寿之运，榜样性地影响了中国摄影文化的发展流程。郎静山摄影的总体

与深层剖析，本应成为中国摄影理论的重要置评命题，却至今只有赞誉而少实评。如果郎静山的创作实践，其化实为

虚是为一种观念贡献，则以此为创作传统的摄影方式，在电子影像风靡的新世纪里，本应使郎式传人们在虚拟影像的

潮流中，英雄倍有用武之地。倘若如此，中国摄影理论对中国摄影流派的欠缺理论分析能力，岂不是无助于在合乎其

强项之时尽显风流的缺席与失职吗?  

     我认为，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创造性在学术意义上并不高，他只是借助摄影的科技特性，而假物中国绘画的形式

的一度成功移植挪用。影响郎静山的个人创作成就，以及造成以他为榜样使中国摄影模式化沙龙化的，是郎静山的虚

拟式摄影表现的实质，徒具形式而严重缺乏想象力。这也就是在艺术原创力的原则上衡量，郎静山的创作达不到"大

师"级高度的关键之处。  

     三 

     因而，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摄影文化的实际考量，在新世纪的电子影像创作领域，中国摄影面临的主要素质不

足，乃是艺术想象力的局限。在"虚拟实境"的创作领域，最可宝贵的就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能力。由此而言，郎静

山的"集锦"，空有挪用，实欠创造。做为主流派的摄影模式，这即是中国摄影的单薄特色，这种长期的一统观念同时

也形成对中国摄影多元化发展的严重制约。  

     从理论的学术意义言之，从"大师"郎静山算起，中国摄影尚在摹仿西方成功摄影表现方式的学习时期。知此，方

能冷静认识面临电子影像时尚的自身底气与观念局限。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祖先的精辟见地，可以用在中国摄影理论的探讨中。中国摄影理论的误区，在于并不知已。  

     而不知已，也会对知彼造成错觉。简言之，只有在充分知已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真正知彼。  

     接受以西方观念为主导的电子影像时尚的挑战，在不知已、欠知彼的理论与观念情况下，难免不是卷入一场盲目

之战。理论是否已经拖住了实践迈进的后腿，这本应属于当下中国摄影理论必须严肃对待的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  

     "新时期"一度活跃的摄影理论思路，在"纪实摄影"命题的深化进程中，曾经触及到"摄影真实"的本质问题。关

于"摄影真实"，在涉及到操纵照相机的作者的当口，一如以文字做史记的"历史真实"，即使是通过机械(照相机)的光

学(镜头取像)与化学(胶片感光)的客体(客观主体存在)而生成的特质(影像)，在学术的思辩方面，其"其实"(真相)受

人为的主观制导的因素，仍然具有质疑的空间。摄影图像如此在哲理思维中排除不掉的主观存在性质，实则已经参破

了"摄影真实"的假相可能，一个被摄影纪录的真像，深究下去，可能会是一个构成悖论的表面现象。在排除道德因素

之余，其客观?quot;纪实"仍是一个深可争议的论题。  



     "摄影真实"所潜隐的这一类疑惑现象，随着电子影像的进场，更增加一层提供反证的凭据。电子影像的"可制

造"性，使本来已绽露的摄影假象性的问题，更加悬念丛生。中国摄影界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真实性"问题方面，

面对电子影像上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何防止做假"。这种非常的敏感反应，皆来自于特定时期"假照片"大肆泛滥

的条件反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宣传摄影大肆流通籍"辩证法"行"变戏法"的传统"摄影创作"手法，此"国

情"现象本身即是摄影理论和批评现成的研究资料。  

     电子影像的技术便捷，使得照片做假变得更方便，且天衣无缝的更难识破。电子影像出现的理论意义，对已经进

入瓶颈的中国纪实摄影争论，从旁侧角度揭示了其所谓的"真实性"，实则仅是相对于摆拍成风时期公然做假的摄影观

念之反拨。  

     中国纪实摄影理论尚在追究"摄影真实"命题之时，西方纪实摄影理论已经深入到对各种特定类型的摄影者，在他

们以不同的摄影表现手法切入现象的立场与观念，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 电子影像的登场，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为揭

示摄影事物的属性与性质，提供了多义性的思考线索，也给摄影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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