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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是我国摄影事业的发源地之一，不管在我国摄影发展史上的哪个领域，上海摄影都有着杰出
的贡献，并且在世界摄影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9世纪50年代有摄影以来，上海这所城市的巨大变化对摄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期摄影家爱好摄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也需要有一些文化底蕴。
上海都市化的进程，自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早期著名摄影家绝大多数是文化人，还包括商人、医生、官员、艺术家、职员、记者、大学生等
。
他们既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催生者，也是这座城市的影像记录者，更是当时历史巨变的见证者。
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的摄影对上海影响越来越大，肖像摄影、风光摄影、记录摄影逐渐
成为上海摄影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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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者简介：上海市摄影家协会成立于1962年5月10日，是上海市内摄影最高学术和权威的专业艺术团体
，隶属于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林路，1956年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广告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摄
影专业负责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获得全国、省市级摄影和摄影教育奖项多个，其中1999年、2001年分别获得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
协会共同评选的中国摄影国家最高奖，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2004年9月获得由全国高校联
合会评选的“中国摄影教育优秀理论奖”。

出版摄影理论和技术专著以及画册80多本，多部著作获奖。
发表摄影文章数十万字，有四篇论文分别获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人民摄影报》社联合举办的摄影评论
年终大奖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六届全国理论年会优秀论文奖。
发表在《上海摄影》上的论文《穿越时光隧道的纪实目光》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评论文章二
等奖。
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数字化时代的摄影传媒和个案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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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摄影需要什么？
　　中国摄影需要什么？
这是一个思考了许久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大而无当，而是中国摄影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带来的快乐和困惑几乎是等量齐观，于
是也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思绪，面对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关于摄影教育、摄影传媒、
摄影批评以及摄影观念⋯⋯　　中国摄影需要高层次、全方位的摄影教育　　前几天刚刚给新入学的
摄影专业的新生“训话”，原因是读完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对于摄影的认识，马上就有了想说点什么
的欲望。
尤其是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很不情愿地进入摄影专业的新生，抱着跳槽的想法，流露出对摄影专业不屑
一顾的轻蔑。
我并不想给他们灌输什么宏大的理想和纯正的理念，只是想让他们至少对摄影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但是我的底气在“训话”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足，不是因为我不善言辞，而是摄影本身在“艺术类
”专业中实在难以和其他的专业竞争。
尽管这些年全中各地的大专院校纷纷上马摄影专业，几乎有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
然而摄影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说清楚。
摄影器材的日益专业化和摄影思维的相对简单化，让几乎所有的业中人士和圈外观众，都越来越不将
摄影当一回事。
这也是摄影专业最终沦为艺术类中迫不得已选择的终极原因。
　　不久前在一次国际摄影节的摄影论坛上，主办方提出关于摄影教育体系的命题。
我当即便以为提出这样的命题讨论为时过早。
据我所知，在摄影教育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摄影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高素质的专业师资队伍作为保
证。
而摄影师资的薄弱在中国摄影教育界是有目共睹的，因为长期的历史原因，本来就不具备很好的基础
。
通过调查可以看到，如今的摄影专业师资大多是从美术专业转行而来，鲜有对摄影教育真正在行的专
家。
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连基本的共识都难以形成，遑论“摄影教育体系”。
我想现在重要的是强化师资自身的修炼，加大力度引进国外优秀的资源，尽快消弭空中楼阁与地面的
距离，才有可能在尽快的将来完善一套真正切合实际的摄影教育体系。
　　中国摄影的确需要高层次的摄影教育，这不仅体现在大专院校的专业摄影教育中，更应该体现在
整个民族对摄影的认识上。
唯其这样，摄影才不会被冠以“偷懒的绘画”的“罪名”。
比如摄影的函授教育，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多层次的弥合作用，拓宽了专业摄影的知识层面。
但是这远远还不够，还需要通过更多的空间让人们理解摄影，尊重摄影，在更高的层面上彰显摄影的
魅力。
如今全国的摄影爱好者和摄影发烧友不计其数，真正有效地提升这样一个层面的素质，才是百年大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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