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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前    言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1839 年 8 月 19 日，一种全新的、令世人震惊的新技术——摄影术应运而生。
随后，摄影因其兼具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等多重特性而神采奕奕地登临艺术殿堂，其无穷的魅力令人叹
为观止，并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着、改变着整个世界的艺术发展轨迹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 21 世纪，数码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数码照相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为千家万户留下了
无数美好、温馨、珍贵的记忆。21 世纪也被专家称为“图像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数码照相机大普及、图像占
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会赏图、懂摄影自然就成为现代人，尤其是大学生的一种基本素质要求和时尚生活趋向。

纵观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摄影教材，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摄影教材和课外读物几乎都是谈摄影器材、摄
影技术、拍摄技巧的，而较少有从技术与艺术的角度、摄影艺术的规律和作品鉴赏方面给以切实指导的。

因此，有必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崭新的理念、创新的体例，结合摄影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当前高校艺术素
质教育的实践，借鉴西方摄影教材的编写理念，编撰一部兼具实用性、艺术性、创新性的摄影艺术教材。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有 ：
1. 突出教材内容的趣味性、知识性、针对性、实用性和新鲜性 ；
2. 突出教材内容的简洁性、通俗性和易操作性，符合大学艺术普及教育的要求 ；
3. 强化摄影实训内容，以实际训练带动理论教学 ；
4. 大量删减陈旧、过时的内容，增加最新的摄影理念和知识 ；
5. 克服现有教材大多侧重技术、技巧的弊端，重视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和综合人文素养的积淀，大胆突

破原有教材的老框架，将培养重点定位于培养学生综合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和文化精
神 ；

6. 增加摄影美学方面的基本知识，通过摄影基本技术和美学方面的讲解，重点让学生具有较高的读图
能力和用图能力 ；

7. 每一章节开头部分，精选一些摄影艺术作品作为引例，首先为学生营造一个浓厚的视觉学习氛围，
引导学生从感官欣赏过渡到理性思考，提高学习效果 ；

8. 每一章后，设计有两类练习题，一类是基础知识训练题，一类是能力训练题，练习题紧扣重点、难点，
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综上所述，本书的编写至少有两点现实意义 ：一是它冲击了当前摄影艺术教育中重技术、技巧，轻艺术
修养的观念 ；二是它打破了当前摄影艺术类教材偏重“大而全”的编写常规，大胆将摄影艺术相关理论与技
术、技巧进行了重新整合，更加贴近摄影艺术普及教育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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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学习要点

1. 摄影艺术的概念与特征

2. 摄影艺术的瞬间

3. 摄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 ：掌握摄影艺术的概念与特征 ；掌握摄影艺术的瞬间理论 ；了解摄影艺术与其

他艺术的关系。

2. 能力目标 ：能够运用摄影艺术的基本概念和摄影艺术的瞬间理论简单分析摄影作品的

优劣。

对我而言，摄影即生活，它总得和生活打交道。

—— ( 瑞士 ) 罗伯特·弗兰克

摄影最伟大的功绩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
将全世界纳入脑海中。

—— ( 美 ) 苏珊·桑塔格

摄影艺术概述
1



2 摄影艺术与鉴赏

第一节    什么是摄影艺术

一、摄影术与摄影艺术

让我们先欣赏几幅摄影作品，在欣赏的过程中思
考一个问题 ：摄影艺术是什么？它和摄影术是否是同
一个概念？（图 1-1 ～图 1-4）

什么是“摄影术”？“摄影术”，简单地说就是拍摄

照片的技术，泛指以照相机、感光材料等物质为条件的

一种工具性记录手段和方法。

什么是“摄影艺术”？“摄影艺术”是指摄影者以

照相机为创作工具，以摄影技术为创作手段，通过对客

观世界或社会生活的观察与选择，并将自己对生活的认

识、理解以及情感体验融入作品的创作过程及结果。

图 1-1 《星空》 理查德·克罗威 摄影

图 1-2 《肩上的地球》 吉姆·皮帕工作室 摄影

图1-3  《 葛丽泰·嘉宝》 克拉伦斯·辛克莱·布尔 摄影

图 1-4 《比翼双飞》 托马斯·赫尔 摄影

可见，“摄影术”和“摄影艺术”并非一个概念。“摄

影术”作为工具手段，它的光学、机械、物理、电子效

应具有精确性、客观性和“千篇一律”的复制性。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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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艺术”，不仅需要摄影术这种工具手段，而且还要注入

摄影者的观念、思想、情感、生活体验和艺术感悟等，

从而使照片超越简单的记录、复制、再现，达到一定的

典型高度，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因此，区分“摄影术”和“摄影艺术”的根本依据

是考查拍摄活动中所获得的成品是否具有审美属性和较

高的审美价值。试比较图 1-5 和图 1-6，看看它们的区

别在哪里。

二、摄影艺术的特征

1．影像的纪实性

影像的纪实性是摄影艺术的首要特征。与绘画、平

面设计等其他平面造型艺术相比，摄影的影像是纪实和

逼真的。这种纪实性和逼真性决定于照相机和感光材料

纯粹的光学、物理和电子等特性。也就是说，当摄影者

取景完毕按动快门后，景物的反射光经过镜头在感光材

料（胶片或影像传感器）上形成影像，景物和影像之间

就形成了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摄影界曾经盛行一

句话 ：“照相机不会撒谎。”这就是对摄影“客观纪实性”

的一种表述。当然，由于拍摄者拍摄动机的复杂性以及

摄影技术（含数码后期）的多样性，照相机不可能完全

与“真实”、“客观”画等号（照相机一旦成为人们撒谎

的工具，会比其他手段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

试比较图 1-7 和图 1-8，两幅作品都是表现乡村风

景的，但绘画与摄影给我们的视觉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2．影像的瞬间性

摄影艺术的第二大特征是影像的瞬间性。瞬间性在

图 1-5 《留念》 一明 摄影

图 1-6 《梦幻舞步》 孙钢军 摄影

图 1-7 《乡村小路》 康斯太勃尔 绘画

图 1-8 《村头》 孙钢军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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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四点含义 ：

第一，摄影艺术作品不反映事物的运动过程，而是

截取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并将这一瞬间的

运动状态凝固成静止的影像。摄影只能捕捉瞬间，不能

像电影、电视那样可以记录运动变化的全过程。

第二，摄影艺术的影像是瞬间完成的，不像绘画那

样是一笔一笔逐步添加完成的，也不能像绘画那样可以

随意更改。

第三，摄影影像瞬间的凝固特性可以使我们看清一

般情况下无法看清的现象。例如，水滴落入水盆溅起的

水花，我们用肉眼是无法看清它的细节的，但是摄影可

以将它美妙的瞬间凝结下来。如图 1-9。

第四，摄影影像的凝固特性还可以让我们长久地、

仔细地揣摩一幅画面，不像电影、电视的画面那样一晃

而过、无法停留（除非用特殊的设备让画面静止）。

尽管摄影艺术的画面是静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摄

影艺术不能表现动态感。摄影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

图 1-9 《水滴·魅力》 祁连山 摄影

第二节    摄影艺术的瞬间

“瞬间美”是摄影艺术最大的特点。

摄影艺术无论表现何种事物，表现何类题材，以及

使用何种方法，都是将现实生活或自然景观的某一瞬间

连同作者的思想、情感等主观意识定格在照片上，即不

仅表现被摄景物外部形态的“瞬间美”，同时还表现作者

思想、情感的“瞬间美”。

那么，摄影的瞬间可以分为哪些类型？什么样的瞬

间是有价值的？对此，摄影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莫衷

一是。我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融合自己的理解，尝

试着把摄影瞬间大体分为决定性瞬间和非决定性瞬间 ；

同时，从其他角度又把摄影瞬间分为情节性瞬间和非情

节性瞬间。

一、决定性瞬间与非决定性瞬间

决定性瞬间，这一概念是由法国著名摄影家亨

利·卡蒂埃·布勒松在 1952 年出版的著作《决定性

瞬间》中提出的。布勒松说 ：“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

件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当这个瞬间来临时，周

围的诸种因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最为协调的几何形态，

并显示出某一事件的完整面貌。这个瞬息即逝的瞬间，

就是决定性瞬间。摄影就是能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准确

地抓住各项因素都达到完美状态的最关键的一刻，并把

这一特定瞬间固定下来。”

决定性瞬间，又叫典型瞬间、瞬间精华。用通俗的

话讲，就是指摄影者立足于一定的角度所拍摄的最能够

代表事物本质的刹那间的情节形象。这个瞬间形象，必

须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强烈的视觉形象效果。

布勒松这位世界级抓拍大师以自己的实践，向世人

奉献了大量形式完美、内涵深刻、瞬间精到的作品，以

证明“决定性瞬间”理论的正确性和应用价值。目前，

摄影界大多数摄影家都认可并实践着布勒松的理论。

《浅沼稻次郎遇刺》（图 1-10）、《柏林墙边》（图 1-11）

正是充分体现“决定性瞬间”的传世佳作。

物体的运动状态 ：一是运用长时间曝光和追随拍摄技法，

产生动静结合的影像，显性传递运动信息 ；二是选择适

宜的瞬间，隐性传递运动信息，使人联想到运动的过程（后

面的章节将作详细介绍）。

总之，摄影艺术的特性是影像的纪实性与瞬间性的

有机统一，摄影艺术因此而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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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决定性瞬间”理论并非百分之百的真理，

也并非能表现世间所有瞬间的魅力。经仔细观察我们会

发现，生活中有许多影像并不属于“决定性瞬间”的范围。

它们虽不具备“决定性”的特质，但它们确实很有独特性，

具有不可取代的形象价值和丰厚独到的美学价值。

美国现代派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和威廉·克莱

因等人就公开反对“决定性瞬间”理论，认为它过于刻

意和完美，主张摄影者用自然的、不经意的方法去拍摄，

图 1-10 《浅沼稻次郎遇刺》 长尾安 摄影

图 1-13 《美国人》（组照之二） 罗伯特·弗兰克 摄影

图 1-12 《美国人》（组照之一） 罗伯特·弗兰克 摄影

图 1-11 《柏林墙边》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摄影

不必非要摄取所谓的高潮和决定性瞬间，认为摄影家的

个性、敏锐的观察力比几何审美价值更重要，从而提出

了“非决定性瞬间”的观点。罗伯特·弗兰克曾说 ：“我

不希望捕捉‘决定性的瞬间’，世界在飞快地转动，世界

也不是完美的。”

因此，有人极力推崇罗伯特，认为罗伯特的想法更

接近事物和摄影本质的功能，它不是绘画构图的延续或

模仿，而是摄影本身的意义。

其实，生活和自然界本身就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的，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作为艺术，摄影的拍摄和表

现方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既然能捕捉“决定性瞬间”，

那为什么不能捕捉“非决定性瞬间”呢？有时过于追求

所谓完美的形式和深刻的内涵，反而会使作品有一种矫

揉造作的不真实、不自然之感。相反，画面形式存在一

些缺憾，反而会令作品更生动、更亲切或更具深度。

《美国人》是罗伯特·弗兰克以随意的、自然而然

的方式拍摄的，深刻反映 20 世纪美国社会现状以及公民

心态的摄影专集。在这本专集中，作者实践着自己提出

的“非决定性瞬间”理论。如图 1-12、图 1-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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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摄影艺术的价值

简要归纳起来，摄影艺术具有审美价值、认识价值、

教育价值和娱乐价值。

一、摄影艺术的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是摄影艺术的首要价值。作为艺术的一种

类型，摄影作品在形式上符合美的规律和人们的审美需

求，能够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激发人的美感，提升

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在内容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

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以及作者对该事物的审美评价。

摄影艺术是以具体、可感的视觉形象诉诸感觉的一

种感性的审美形式。即便是以客观纪实见长的法国著名

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也一直追求在作品中

表现审美的、诗意的风格。在他的“决定性瞬间”里，

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作者随意抓取的时间和空间的片

段，还有极富形式感和韵律感的画面，从这一点来说，

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也可以说是“审美性瞬间”。例

如，布勒松在 1949 年拍摄的反映老北京日常生活的作品

《门里门外》（图 1-16）。

图 1-16 《门里门外》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摄影

图 1-15 《滇池》 孙钢军 摄影

无论是决定性瞬间还是非决定性瞬间，都是一种选

择，哪一种选择更适合摄影者的表现对象，都是因人而异、

因地而异、因景而异的，而这正是摄影瞬间的魅力所在。

二、情节性与非情节性瞬间

如果摄影画面所凝固的瞬间是以人物或动物的情节

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且观看者不用通过文字说明就基

本上能看出作品中的人物在做什么或发生了什么事，那

么我们姑且把这种瞬间称为“情节性瞬间”。例如，《分离》

（图 1-14）就是一幅典型的“情节性瞬间”佳作。

非情节性瞬间，在生活中、创作中是大量存在的。

例如以表现景物外在结构、色彩、影调等为重点的风光、

静物、花卉、人像、创意摄影，多为非情节性的，这些

作品并不刻意让观赏者看到作品中的人或物在做什么以

及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让观赏者从作品的形式感中获得

审美享受。例如《滇池》（图 1-15），作者在画面里表现

的是大自然的魅力，中间虽然没有情节性因素，但是观

赏者可以从作品的形式、色彩中得到美感享受。

图 1-14 《分离》 石培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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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运用了多种具有审美特质的表现手法来展示

“决定性瞬间”：第一是画面的光影效果十分突出，给画

面增添了几许艺术的魅力 ；第二是对比手法的应用，门

里坐着的白白净净的富态老板与门外穿着破旧、吃窝头、

咽咸菜的劳工产生了巨大反差 ；第三是“黄金分割”构

图法的应用，门里的老板与门外的劳工分别处于画面的

两个“黄金点”附近，并形成对角线构图态势，充分展

示了作者高超的构图艺术修养。这样一张表面上看似平

淡的作品，其实蕴涵着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审美情趣。

二、摄影艺术的认识价值

摄影艺术除了具有审美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认识

价值。因为摄影艺术记录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

使人们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去了解、认识所不知道、不

清楚的自然界和社会情景。

摄影不仅能记录人眼平时看得见的事物，还能表现

人眼看不清或看不见的事物。例如，通过微距摄影，我

们可以看清花卉的细部结构（图 1-17）；通过特殊摄影，

可以展现胎儿在子宫里的神秘影像（图 1-18）；通过水

下摄影，可以展现海底动植物的异彩⋯⋯

三、摄影艺术的教育价值

摄影艺术不仅能记录、表现自然界和社会，同时，

还能通过外在的艺术形式传达作者内心的情感和思想。

作者通过对光线、角度、聚焦、瞬间的选择，通过构图

艺术处理，表达其对自然和社会的态度，从而对观赏者

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如图 1-19。

摄影艺术的教育价值是间接的、隐性的，是通过寓

教于乐的形式产生效应的。如多数的风光作品、静物作品、

人像作品、创意作品等，并不直接表现现实生活，有的

只是纯粹的形式美，但它们同样可以让人赏心悦目，可

以陶冶人的性情，可以提升人的审美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摄影艺术决不能为“教育”而创作，

否则就会丧失艺术的品格，而沦为一种宣教工具。

四、摄影艺术的娱乐价值

摄影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载体，除了具有审美

图 1-19 《无语的控诉》 丁聘 摄影

图 1-17 《百合》 薛欣 摄影

图1-18 《三个月大的人类胎儿》 伦纳特·尼尔森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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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外，还具有娱乐价值。如今，

世界已进入“图像化时代”，尤其是当今数码科技的日新

月异，促使摄影也像下棋打牌、上网游戏、旅游休闲一

样，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活动。作为高雅的娱乐形式，

摄影是一种休闲，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享受。它可以

缓解我们工作、学习的压力，可以宣泄我们心中的情绪，

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使我们体验创作的愉悦。

由于旅游活动和摄影艺术拥有共同的资源，如风光

旖旎的自然风景和别具特色的人文风情，因此摄影的娱

乐价值能在旅游活动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极力促进旅

游和摄影的联姻已成为当前摄影艺术界的时尚。例如，

2000 年以来，我国兴起的各种摄影节，均选择旅游资源

丰富的地区举办，诸如山西平遥、浙江丽水、贵州都匀、

河南焦作、云南大理、福建武夷山等，许多摄影艺术团

体也精心组织“摄影旅游”特色项目，推出川藏风情、

新疆喀纳斯风情、徽州民居、丝绸之路、云南梯田、内

蒙古坝上采风游等，甚至还推出了东南亚、非洲、欧洲、

美洲、澳洲等旅游线路，并派摄影圈里的“大腕儿”随

团指导，既能提升娱乐的档次，也有助于摄影者创作水

平的提高。例如，作品《生命》（图 1-20）就是摄影发

烧友在新疆进行“旅游摄影”活动时所拍摄的佳作。

通过自娱自乐和广泛交流，一些业余爱好者逐渐成

为摄影专业人士，甚至还成了摄影家。因为在某种意义

上讲，娱乐也是通往艺术殿堂的一座桥梁。

图 1-20 《生命》 马健骊 摄影

第四节    摄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艺术的多种门类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

构成了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反映社

会，满足着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些千姿百态的艺术

门类，彼此间取长补短，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下不

断取得发展与完善。所以艺术圈里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 ：

“所有艺术都是相通的。”不管是何种艺术形式，也不管

各自有哪些特性，它们都要遵循作为艺术的最基本的规

律。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艺术的大视野上，通过彼此

之间的联系、对照、比较，更深入地把握某一类艺术的

本质特征。

本节我们重点考察摄影与绘画、雕塑、音乐、文学

之间的关系，以拓展摄影艺术创作的思维空间，丰富摄

影艺术的表达手段。

一、摄影与绘画

1839 年 8 月 19 日，摄影术宣告诞生。从摄影术的

发展过程看，它诞生的直接动力之一就是绘画的需要。

银版摄影术的发明者路易·达盖尔本人就是一名画家兼

舞台设计师。可以说，摄影在“怀胎之中”就和绘画紧

密联系在一起了。

1. 摄影与绘画的相似之处

摄影与绘画，好像一对亲兄弟，它们的特性有许多

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都是在平面的二维空间塑造三维空间视

觉效果的艺术，即都属于平面造型视觉艺术，摄影和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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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造型元素基本是一致的，都是用点、线、面、形、影、

色等形式要素表现事物的凝固状态。

其次，两者都是对客观景物静态的图像化再现。摄

影和绘画的画面形式一旦形成，就被“凝固”下来，成

为静态的、不变的瞬间形象，不能像电影、电视等艺术

那样表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因此，艺术家们往往注意

捕捉生活中最具情趣性、最具典型性、最具决定性的瞬

间，把它们凝固下来，给观众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形态，

增强画面的空间感、时间感、过程感，丰富作品的内涵，

并引导观众的审美与想象。德国古典美学家莱辛在《拉

奥孔》一书中指出 ：“画应从动作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选

择足以见出前因后果，最富于暗示性，给想象最大的余

地的那一顷刻，即动作情节发展到顶点或顶点前的一顷

刻。”这其实就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所倡导的“决

定性瞬间”。例如 19 世纪法国绘画大师泰奥多尔·籍里

柯的名作《梅杜萨之筏》 （图 1-21），其用绘画的方式

将海难中幸存者的举止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

对摄影来说，画面如果能够把正要过去和正要到来

的东西都凝聚在一瞬间，那么欣赏者的思维就可以超越

时空的限制，在画面所反映的事件中自由穿梭，作品给

予欣赏者的思考、想象空间也将无穷无尽。例如亨利·卡

蒂埃·布勒松的摄影名作《柏林墙边》（参见图 1-11）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当然，摄影创作的瞬间选择比起绘画来说要困难一

些。画家可以凭借印象或纯粹的想象选择出自己认为最

佳的瞬间，形成一定的画面形式 ；而摄影上的瞬间不能

够为人脑所储存，也不可能让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摩、

品味再现出来。摄影上的瞬间是稍纵即逝的，容不得半

点的迟疑和马虎，摄影者必须做到思维敏捷、拍摄迅速、

技术过硬，才能够把“决定性瞬间”记录下来，形成优

秀的摄影艺术作品。从这一点来讲，摄影者应该比绘画

者具有更加丰富的审美经验和较高的艺术修养，以及更

加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力，这样才能适应摄影艺术创作

瞬间选择的需要。

第三，摄影在艺术创造方面借鉴了绘画的许多精华。

绘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无论从技法上还是从艺术

理论上都为摄影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风格迥

异、复杂多样的绘画艺术形式为摄影者开阔视野、借鉴

图 1-21 《梅杜萨之筏》 泰奥多尔·籍里柯 绘画



10 摄影艺术与鉴赏

经验、激发灵感打开了方便之门，摄影可以从绘画上的

平面设计、空间构成、光影描绘、色彩搭配、线条变化、

构图技法、成品形式等方面汲取许多营养。日本著名风

光摄影家竹内敏信的作品《原野》（图 1-22），风格独特，

颇有西方素描的韵味，也不失中国古典绘画（淡彩水墨）

的风韵。可见竹内先生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深厚功底，而

这一点恰恰给他的摄影创作注入了非凡的灵感和活力。

《万顷波中得自由》（图 1-23）是一名学生借鉴绘

画艺术的手法拍摄制作的摄影习作，虽有刻意模仿之嫌，

但仍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和创新价值。

2. 摄影与绘画的不同之处

（1）摄影是以客观纪实为基础的艺术，绘画是以主

观描摹为特色的艺术

摄影是建立在“客观纪实”基础上的艺术。它有两

方面的含义 ：一是摄影必须依靠纯粹客观的摄影器材来

反映现实生活 ；二是摄影所反映的对象也是客观的现实

生活（或以现实生活景象为创作原型）。正是由于这一点，

摄影艺术才具有了其他艺术所不能比拟的“真实性”（纯

粹利用数码技术制作的作品除外）。

绘画创作起来就比摄影自由得多。绘画者既可以完

全依据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真实、客观、原汁原味地

描摹所看到景物的外观、轮廓、结构、质地、色彩等，

创作一幅逼真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也可以在参照客观

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添加上自己的想象、创意等，创作

一幅既有现实主义特点，又有浪漫主义情调的创意绘画

作品 ；甚至可以完全抛开现实存在的生活原型，单凭自

己的联想、想象和肆意发挥，创作一幅抽象的、超越现

实的绘画作品。在创作中，绘画者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

情感的表达也是随意的，加之绘画者的创作技巧和风格

的不同，画面形式也就千姿百态、不一而足了。

比较图 1-24 和图 1-25，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刻

画女人的神态、形体和质感，绘画和摄影给欣赏者的视

觉效果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2）摄影是“瞬间完成”的艺术，绘画是“逐渐完成”

的艺术

摄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摄

影画面是在瞬间完成的（“光画”效果的摄影作品例外）。

图 1-22 《原野》 竹内敏信 摄影 图 1-23 《万顷波中得自由》 段学让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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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大宫女》 安格尔 绘画

图 1-25 《天地之间》 乔伊斯·泰尼森 摄影

另外，摄影的画面瞬间是摄影家现场看到并及时抓拍到

的。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儿，

就没这个店”。因此，美国著名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

在《以摄影的方式看摄影》中，精辟地指出 ：“摄影家只

能在顷刻之间完成，不能拖延，不能停顿，不能修改，

不能再作考虑。在他打开镜头的一刹那，所有细节全被

记录，甚至比他用脑筋记忆还要快。”

绘画艺术则不同，它的创作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不断增加的过程，是画面形式和思想情感在画布（纸）

上的累积过程，谁都不可能在瞬间大笔一挥就“创作”

出一幅惊人之作。正是由于绘画艺术给创作者以无穷的

创作自由和空间，因此绘画者可以针对某一选题进行长

时间的、反复的酝酿和创作，直至描绘出满意的画作。

绘画虽然也是表现某一个历史瞬间、某一个生活断面，

但它显得更加从容和自由，画家完全可以将反复构思的

瞬间凝结，随后在画室或室外胸有成竹地反映出来。

总之，摄影与绘画确实在物化形态上和形式法则上

有着先天的密切联系和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得这两种

艺术在各自表现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交叉、融合。

然而摄影与绘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各自有着

不同的特性，因此不能拿绘画艺术的标准和规律去考查

摄影艺术，更不能在摄影创作实践中照搬、抄袭绘画艺

术的章法、规律，摄影艺术必须遵循自己独特的规律和

法则，否则就会走进狭窄的“艺术死胡同”。

二、摄影与雕塑

摄影与雕塑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可以互相借鉴。

首先，摄影与雕塑都属于造型艺术范畴，两者都具

有强烈的形象性，所不同的是，雕塑是三维立体空间中

的实体，而摄影画面则是二维的平面。

第二，摄影与雕塑都讲究以形传神，注重“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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