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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19世纪美国和欧洲有关摄影的作品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概述,他涉及到艺术理论、社会改革和生理
学不同的领域。
早期的摄影批评，具有大量关于客观性、外观和复制等种种传统性的概念。
同时，被普遍接受的艺术中有关中性视觉、直觉天赋和艺术进步等观点构成了人们对摄影的理解方式
。
玛丽·沃纳·玛利亚认为，摄影是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符号，它折射出艺术和社会变革诸领域中的现代
性和变化。
另外，她还阐明了摄影作为现代性和变化的象征迅速崛起的方式，既能轻易地反对进步，又能促进民
主的发展。
     《摄影与摄影批评家》对19世纪美国和欧洲有关摄影的作品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概述，它涉及到艺术
理论、社会改革和生理学等不同的领域。
早期的摄影批评，具有大量关于客观性、外观和复制等种种传统性的概念。
同时，被普遍接受的艺术中有关中性视觉、直觉天赋和艺术进步等观点构成了人们对摄影的理解方式
。
玛丽·沃纳·玛利亚认为，摄影是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符号，它折射出艺术和社会变革诸领域中的现代
性和变化。
另外，她还阐明了摄影作为现代性和变化的象征迅速崛起的方式，它既能轻易地反对进步，又能促进
民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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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玛丽·沃纳·玛利亚是美国锡拉库扎大学摄影史与摄影理论史教授。
教授的课程包括艺术史、当代艺术理论与摄影史。
发表过众多关于所授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论文和评论。
该书英文版于1997年出版，被誉为当年出版的两种最佳的摄影史图书之一。
近期又出版了《摄影：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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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39年，也就是摄影术面世整整一百年之际，关于摄影术的发明，大家公认的观点十分集中，甚
至像保尔·瓦雷利(Paul Valery)这样敏锐的观察家也摆脱不了那些典型的看法。
多年来，这位法国诗人兼批评家一直记录着他对科学、历史和当代文化特有的感悟。
他写满评注的笔记本逐渐成为非正式的国家文献。
但是，1939年1月7日，当瓦雷利在法兰西学院作“摄影百年纪念”演说时，他只不过重弹神话创作的
老调。
“后来，达盖尔来了，”瓦雷利吟诵道，“摄影的幻象与他一起诞生了，并且飞速发展遍及整个世界
。
视觉知识的一切标准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坚持这样的说法：摄影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威力无比，神秘，不可预测。
    在瓦雷利和许多人看来，摄影的出现并没有像19世纪的其他发明那样缓慢。
相反，这种媒介在社会现实中出现十分突然，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一出现，便体貌完整，发育
成熟一样。
在公众眼中摄影没有明显的儿童期，没有青春实验期，也没有渐进过程的间隙期。
甚至在理论和实践经过百年的发展之后，人们发现1839年仍是令人惊异之年。
摄影的出现容不得人们用常规的语言去描述。
摄影神秘的起源使人因喜悦或恐惧而战栗，但是没有人愿意用简单的事实去消除这种心理状态。
    那些在1839年亲眼目睹摄影问世的人都用异常的话语谈论着摄影的出现。
在摄影还远远没有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前，人们便信心十足地将它描述为具有革命功能的技术。
1839年和随后的十年，人们预感到摄影会产生社会影响，并不是因为摄影在最初的年月里所带来的变
化，而是因为摄影出现时那样迅雷不及掩耳。
在人们还不十分了解的时候，摄影就被视为一个奇迹、一个自然界产生的怪物、一项新艺术、一门新
兴的学科，是民主化的强有力的工具。
    也许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保尔·瓦雷利在百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特别强调了摄影辉煌的一面。
如果瓦雷利进行选择的话，他本可以用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说法讲述摄影史。
他也许用历史悠久的谱系图来说明摄影是一系列实验与技术装置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许他那时的演讲并不振奋人心，但他将摄影纳入人类进步的历史长卷中，会让他的听众感到同样的
亲切。
    1938年，摄影问世后的100年，关于摄影起源的说法已不止一个版本，而是产生了多个相互冲突的版
本。
摄影被认为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颖的；既是天然的又是人造的；既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又是社会渐进发展
的结果。
今天，这些矛盾的说法仍然充斥着摄影的历史，或者说，充斥在摄影的多种历史版本中。
尽管摄影的历史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得相当复杂，但它的基本轮廓在1839年时是清晰的。
那些关于摄影的过去与现在最基本的说法，已经表现了摄影与自然界的特殊关系。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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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剑桥摄影纵览系列丛书提出并论述了有关摄影史的种种问题。
该丛书特别将文化史、科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史、政治学和人类学联系起来。
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该书详细论述了摄影对其他学术领域起到的催化作用，以及摄影自问世以来受到
的其他艺术形式和知识学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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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摄影既是一种变化着的技术，又是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方面有益和有害的变革的一种方便的隐喻；摄
影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在自然和文化之间不断地勾画其明显的分界线。
本书详细论述了摄影对其他学术领域起到的催化作用，以及摄影自问世以来受到的其他艺术形式和知
识学科的影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摄影与摄影批评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