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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关于摄影图像现象学的五点想法　　1.从它的古典定义来看，摄影仅仅是一种记录手段
。
是一种通过以卤化银为基质的感光乳剂，将一个由光产生的稳定图像记录下来的技术。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定义中，并没有提到，中间需要使用一个机器，也没有明确说，所获得的图像
究竟是一个物体，还是在外部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些通过直接由一种光源感光的胶片而获得的相片。
类似尝试的第一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对摄影图像的性质与功能进行思考，因为它们从实验层面上，
通过对摄影这一概念本身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说暗箱、照相机）的实际取消，成为某种与现象学
分析相似的行为：旨在将它所观照的现象通过一系列想象中的变体而达到其本质。
　　2.我们在试图将类似的图像定义为&ldquo;摄影&rdquo;时所遇到的困难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它证
明了一种运用到一个文化客体、一种由历史组成的本质上的现象学思考的困难性。
我们用的是&ldquo;现象学&rdquo;一词的狭义，即一种本相的经验、一种对本质的阅读。
很明显，任何一个摄影资料的目的，都涵盖着一定数量的&ldquo;论点&rdquo;，它们虽然不是超验性
的，但也构成了照原样去理解摄影图像的条件：假如把这样一个资料仅仅看作是普通图像，并试图取
消一切与它的产生与实际功能有关的知识--甚至一切偏见，正如我们后面要提到的--那么，我们就会
失却了一切意义。
但是，这一点意味着这样一种处境：我们可能无法先验地定义摄影，无法从绝对的角度区分它的根本
性组成部分和它的一些次要层面。
　　摄影图像并不属于自然世界：它是人类工业的一个产品，是一种假象。
其本质，从现象学的意义来讲，不能与它的历史意义区分开来，也不能区分于决定了它的产生的那种
规划与意图，而这些规划与意图肯定是受到时间局限的。
然而，这一图像的特点就是让人觉得它好像是一种自然程序的产物：光束印在图板或感光胶片上的形
象（抑或应当说：符号），总是显得好像是现实世界中一个物体或事件的同一痕迹，图像在没有任何
人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记录在了覆盖于载体之上的胶状物质上。
所以在定义摄影的处境时，会首先出现&ldquo;现实&rdquo;的概念：摄影是这样一种悖论式的图像，
它没有厚度，没有物质，甚至可以说是完全&ldquo;非真实的&rdquo;，但人们无法不认为，它通过它
的物理-化学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留住了现实中的某种事物，而它就属于这一现实。
这就是摄影图像本质上的欺骗性。
当然，任何图像，正如萨特在《论想象》一书中已经证明了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欺骗。
但是，在摄影这一特例中，这种本体论上的欺骗性又增添了一种要微妙得多、隐蔽得多的历史欺骗性
。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可能过早地摆脱了的物体：暗箱、照相机。
　　3.事实上，尼埃普斯和在他之后达盖尔摄影术的追随者们，以及使得摄影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的无数创新者的初衷，并非是要创造一种新类型的图像和一种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段，而是要将在暗箱
的底上&ldquo;自动地&rdquo;构成的图像固定下来：从人类开始试图将他很早就学会构成的一个图像
留存下来起，摄影的历程就开始了（据说阿拉伯的天文学家们从11世纪起就运用了暗箱，以观察日食
）。
这一与由此而获得的图像长期的亲密性，以及记录过程完全客观的一面，甚至自动的、一部分完全机
械的一面，解释了为什么摄影一般会显得是十分自然的，没有人注意到它随机的特点，以及极为精密
的一面。
以至于人们在说到电影的时候，使用&ldquo;发明&rdquo;一词，而摄影史更多地表现为一个&ldquo;发
现&rdquo;的历史。
其实，在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忘记了，最早的摄影师们声称自己抓住了的图像，以及后来他们显示并
洗印出来的潜在图像本身，都没有任何自然的一面：因为构造一架照相机的原理--首先是制造一个暗
箱的原理--是与一个空间和客观的契约性概念相关的，而这一概念先于摄影的发明，而且绝大部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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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师都仅仅是认同了这一概念而已。
镜头本身--人们渐渐地矫正了它的&ldquo;误差&rdquo;，改变了&ldquo;谬误&rdquo;之处--也根本没有
它显得的那样客观：我们只能说，它以它的结构，并通过它所能获得的世界的有序图像，与一种构建
人们特别熟悉的空间的体系相吻合，但这一体系本身是非常古老的，摄影只是在后来又使之获得了一
种新生。
　　（摄影师的艺术--或者窍门--之一，是否就是让我们忘记暗箱并非&ldquo;中性的&rdquo;，而且它
的结构并非惰性的？
）　　4.图像的保留、图像的洗印，以及图像的增多：这一道道程序有规则的延续性，从整体上构成
了摄影行为。
但是，历史表明，摄影的终结在于复制，有点像电影一下子被历史变成了一种演出（我们知道，最初
的摄影发明者的努力，在于既想固定住图像，又找到将它们大量传播的技术条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达盖尔的技术从一开始就被摒弃了，因为它只能提供一个唯一的图像）。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借用一些传统经济学家的说法，说摄影的贡献并非处于产品的&ldquo;制造层
面&rdquo;，而是更多地处于&ldquo;消费层面&rdquo;：摄影并不创造什么&ldquo;有用性&rdquo;（除
非通过它的一些特殊运用，如在科学上的运用），而是提供了一种对有用性的疯狂毁灭的条件。
摄影行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手工业形式出现的，但在其本质上仍然不失为一种工业行为。
它使得摄影图像在所有图像中（除去它资料性的一面），是最快就被用坏的图像。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哪怕当它通过报刊、出版物、广告等渠道只向我们提供已经被消费过一半
或&ldquo;事先消化过&rdquo;的图像时，这一工业也还是满足了摄影的最初规划：将一个受到无法挽
留的威胁的图像攫取、还原，而这一图像由于其物理性质，并不适于大众的消费。
　　5.每当摄影在实践中质疑自身的本质和历史功能，并显示、昭示其随机的特点，同时要求我们不
再成为图像的消费者，而是图像的制造者的时候，摄影就自称为艺术。
所以，迄今为止最美丽的摄影作品之一是《格拉斯的景点》，这是尼埃普斯于1827年通过日光摄影术
固定在锡上面的照片。
它是一个脆弱的、受到威胁的图像，无论是在布局上、在肌理上，还是在成像刹那的状态，都非常接
近于一些修拉的小画作；它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图像，让我们产生梦想，可以存在一种摄影的物质，
与构成它&ldquo;客体&rdquo;或&ldquo;主体&rdquo;的物质都不同，同时又让我们产生幻想，可以存在
那样一种艺术：光线可以产生出它自己的隐喻。
　　以上的文字写于1963年。
也就是说在数码技术革命改变对摄影的胶片的、传统的定义之前好几年：这又是新的一面，我们现在
还只能隐约地见到这一面，而本书就停留在这一门槛之前。
这本身也意味着一种落差，本书就借用了它来作为题目。
从这一前言就可以看出，&ldquo;落差&rdquo;指的是：摄影闯入了实践和理论讨论的场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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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国艺术史家于贝尔·达弥施有关摄影与电影研究成果的汇总，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探讨摄影的本质，同时提出一个一直萦绕着他的问题：摄影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由于摄影的本质
，不可能存在一种摄影史——哪怕在纪念他所崇敬的瓦尔特·本雅明撰写的《摄影小史》时，他也多
次重申这一问题；第二部分，分述三种不同的摄影实践，包括曾经昙花一现的立体视像、法国当代作
家兼摄影家德尼?洛什的创作，以及加拿大多才多艺的全能艺术家迈克尔?斯诺的作品；第三部分专门
讨论“建筑摄影”这一特殊类型；第四部分探讨运动的图像，也就是电影中的影像，最终提出一个“
节奏-影像”的概念，与德勒兹的“时间-影像”与“运动-影像”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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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在所有的艺术当中，只有摄影才可以说自己有一张正式的出生证明，而非产生于一种寓言：
人们除了知道那些发明了它的人的名字之外，还知道尼埃普斯第一张根据实物完成的照片的时间与地
点：那是1826年，从他在瓦莱纳镇圣鲁村的家中窗口拍摄到的景色，印在一块锡板上，如今收藏在奥
斯丁的得克萨斯大学。
　　摄影与作为它的后代的电影，都享有这一特权。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一特权都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人们非常清楚，它希望让人承认它是较高意义上的艺术时所遇到的一部分困难，就来自这一使
它坠落到了机械艺术的行列的出生过程。
但是，也由于，而且可能尤其由于，它完全机械的手法的平庸性与产品暖昧的奇迹感，二者不成比例
，摄影一下子拥有了一种象征的范畴（证据就是它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抵抗），这是任何一种话语，
尤其是历史话语都无法简化，无法完全掌握的。
除非是顺着一种属于神话的　　2．假如说有某些东西作为&ldquo;摄影历史&rdquo;存在，那么，从原
则上说，它作为叙述的推动力会不断地相应于它的源头而更新，并根据这一源头而形成规则。
正如康德所说，一旦泰勒斯证明了以他命名的定理，在几何上就从此开辟了一条人们不会再出错的道
路，人们便再也不会偏离这样一条道路。
这就好像是，讲述摄影的发明，一再地引用这一发明，就是给了摄影一种逻辑学家们命名为&ldquo;本
质性定义&rdquo;的东西，或者说通过生成而得到的定义。
　　有一点我们必须同意瓦尔特&middot;本雅明：说到底，真正评判摄影的，永远是摄影师与他的技
术之间的关系。
问题在于，在&ldquo;技术&rdquo;这个词之下，人们怎么去理解。
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摄影师们工作的一大部分就在于，他们在改变整个摄影机制的时候，并非要去
否定那些约束，去超越它们，或者从中解放出来（照片不再用任何取景器；与合成摄影一样，它也不
受框架法则的制约，等等），而是要把它们找出来，并以它们为基础，去定义一种新的&ldquo;视
觉&rdquo;的可能性与条件。
　　那么绘画呢？
如果我们相信关于绘画起源的那个寓言，绘画动作（在墙上描出留在上面的一个影子），这一最早的
动作本身，也完全是机械的，甚至是自动的。
　　3．然而，与绘画不同的是，绘画最早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是与直立人的出现同时的（以至于对
研究史前文化的历史学家们来说，艺术与技术相比，是&ldquo;人性&rdquo;更好的符号元素），而摄
影是在历史中产生的，而且是在历史的非常明确的一刻：也就是大约在黑格尔认为已经可以预示历史
的终结的时候（历史的终结，而非&mdash;&mdash;这一点一定要小心&mdash;&mdash;艺术的终结，黑
格尔认为，正相反，艺术会在历史之后继续存在，而且可以不断地完善发展）。
　　摄影产生于历史之中，而且只是众多历史产物中的一个，但在历史眼中，摄影还是具有显示意义
的功能。
从这一角度来看，塞孔多&middot;皮亚①想到要用负片摄影来显示都灵的耶稣裹尸布的图像这一做法
本身，就是具有寓言价值的。
然而，摄影在显示的历史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因为摄影的机制几乎是纯自然的，所以它不
但不能帮助建立一种历史，反而使得根据一种叙述的普通渠道去建立一种历史的可能性丧失殆尽：这
并非由于一种无限增多的镜子反射效应，而是因为它朝向历史的背面开放，朝向一切躲开了历史的靶
子的东西开放。
　　4．在人们撰写的历史看来，摄影构成了某种丑闻，历史学家要想处理它，只能视之为一个资料
，甚至是作为一个需要调查的东西。
如果他仅仅满足于使用它来为他所说的内容作图解，那么他将永远无法驱除它在他话语之下的威胁：
它在好像证明他话语的同时，就有可能彻底地偏离这一话语，溶解它，而且更可怕的是，使之产生一
种普遍的非人性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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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从来没有能够读到将摄影放置在如此广阔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场域中进行研究
、探讨的著作：一位研究图像的哲学家、艺术史家、学者，在研究了绘画之后，通过透视（暗箱原理
）而步入摄影的堂奥，并将其放在全新的西方哲学研究环境中，与电影一起探讨，这对习惯于快门一
按、在电脑中存下不知多少摄影图像，却从未去深思摄影的&ldquo;本质问题&rdquo;的人来说，无疑
是一个很好的直接进入有关摄影的思想的良机。
　　&mdash;&mdash;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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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揭示摄影的本质--于贝尔&middot;达弥施通过将摄影放在广阔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场域中进行研究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摄影理论，本书是试图了解摄影本质、从根本上把握这一艺术形式的摄影
爱好者的重要参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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