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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视界：影像的文化诉求》以阐明图像生成原理，讲授摄影创作思路，解答诸类问题，从而
为学生学习提供帮助，同时亦算是为多年教研与创作做番小结，以期为影友们从影提供参考。
《摄影视界：影像的文化诉求》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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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秉政，安徽宿州人，笔名晴川。
原《淮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兼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教授。
安徽大学、浙江丽水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奖评审组成员。
出版学术著作4部，诗集1部。
其中2部学术专著获安徽省政府奖，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
世纪之交开始从事摄影教学，发表摄影学术论文多篇，出席2008上海国际摄影论坛。
论文获2008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金像奖（理论类）。
近年来在《人民画报》、《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家》、《摄影世界》、《中华文化画报》等报
刊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数百幅，多幅作品在平遥国际摄影节等国内外影展上入展并获奖。
其人其作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评介。
现为中国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
 　　赵昊，安徽铜陵人，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摄影系主任、视觉传达文化研
究所所长，兼任芜湖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视觉文化传播、视觉传达、摄影理论，主讲摄影发展史、摄影美学、新闻摄影等课程
。
近年来，主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厅级项目，著有《网络广告学：理论、设计、案例》
（合著）等，在《文艺研究》、《中国摄影家》等刊物上发表10余篇论文，论文《论摄影批评的构建
》入选《中国摄影年鉴2008-2009》，获2008、2011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金像奖（理论类）等奖项
，另有近百幅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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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摄影基础理论篇贵在发现善于表现——解读观察与创作中的摄影新进路风光无限——我看风光摄影读
图时代变动中的新闻摄影读图时代纪实图片的文字阐释百姓生活故事多样化影像表述的再认识——谈
数字时代的中国纪实摄影转型理性的思考与实验：当代观念摄影发展进度的思索观念摄影：警惕“妖
魔化中国”民俗摄影概说摄影标题的艺术线条美的表现摄影史论篇华丽的叙事——高艺术摄影回归自
然的呼唤——自然主义摄影朦胧唯美的画意——印象主义摄影凝视忽略的真实——新客观主义摄影富
有韵味的纯粹——纯粹主义摄影客体的解构与重塑——抽象摄影荒诞神秘的影像——超现实主义摄影
摄影史论著作综述我国摄影史论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高校摄影史论课教学的现状与思考《良友》画
报与中国现代摄影的发展读史明智——读林路教授的《摄影思想史》解读·重现·创造——评《杰作
如何产生——摄影大师的方法和技巧》摄影评论篇摄影批评的构建斯蒂格里茨的摄影艺术几何中的状
态——布勒松作品的形式感探析全球化视野下中国艺术摄影发展的本土化取向——从郎静山摄影看中
国艺术摄影的文化诉求全国影展与摄影文化建设又逢影坛展名作——观第22届全国影展获奖作品感言
观察·提炼·表现——浅议第21届全国影展金奖作品《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野下的安徽主
流摄影探析皖风徽韵间的影人印象聚焦时代无愧时代——安徽省第16届摄影展管窥安徽省第16届摄影
艺术展览“艺术类作品”述评感受传承与发展领悟幽雅与和谐——第17届安徽省摄影艺术展览述评我
国高等摄影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课堂内外——摄影教学初探变形——数字时代的影像塑造训练运动
瞬间的捕捉训练影像的力量摄影实践篇巴札：南疆人一道丰盛的大餐王家大院建筑的灵性与人文气象
江淮古茶镇大理剑川土陶多彩云南寻梦皖南好一个淮河花鼓灯准北地区正月十五捏面灯看得见的故宫
千年徽墨世博夜宴说不尽的平遥筑“巢”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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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所谓“没有好的不拍”、“基本训练可以跳过去” 　　一位既是企业家又是摄影人的朋友说“
没有好的不拍”，又说“不到名山大川我不掏相机”。
这也是认识上的一种误区。
摄影多突发性，而要把握时机靠的是平时多苦练。
摄影的进程大致可分为：技术、技巧、创造、风格四个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摄影是高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因此我们要认真对待这门既是艺术又是技术的综合训
练。
观念固然很重要，首要还在于实践。
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照相机如此先进，什么54点眼控对焦，眼睛瞅到哪就对到哪，只要按快门，曝光什
么都不必考虑，特别是随着高级数码相机的出现，他们认为基础训练可以跳过去。
这正是社会上拿起“照相机就是摄影师”的错误认识的表现，也是学摄影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表现。
 　　实际上，摄影是“易学难精”的艺术，谈到基础训练，虞若飞先生说得好，不仅不可以跳过去，
而且要苦练基本功。
蜚声中外的摄影大家哪一个基本功不过硬，暗房功夫不过硬？
布勒松常说“我对摄影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吗？
恰恰相反，布勒松对技术的掌握可说是炉火纯青。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一位朋友在灯光下测试布翁的目测曝光能力，他竟然能准确说出高度部位和阴影
部位的曝光量。
 　　另外，他用徕卡M相机，对焦不用对黄点，看到目标，手指轻轻一拨弄就对上。
 　　基础训练包括相机的手持稳定程度、调焦、曝光组合、景别等要素，都要下苦功训练。
有了好的拍摄题材和机会，有了过硬的技术才能将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础训练不仅仅是技术训练，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心灵训练，培养观察力、想
象力、创造力。
有人说，只有熟练掌握技术的人，才有资格淡化技术。
 　　在文学上巴金等大家说过：“写作可以无技巧。
” 　　风光大师李元先生在《学习摄影》一文时曾谈道：真正要学习拍照，可不是等到出去游山玩水
时才拿出相机来的。
在自己附近熟悉的环境里取材、构图和用光，即使其题材不一定得到大众的认同，但这种“一次拍摄
不成功可以下次再去的环境”是训练基本功最好的地方。
此言甚为精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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