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摄影的几个核心问题探析 
范学辉 

 

    在稍大一点城市的街头，摄影爱好者可以在出售报刊的地方和新华书店，买到国内最新出版的、种类并不

算少的摄影报刊、杂志和各类摄影书籍、画册。那里面刊登着各种各样的有关摄影的文章和作品，那些善意而

准确的语言、大方而充满魅力的图片滋润着每一位观赏者的心灵，令人爱不释手。然而，当他们看到最近几年

国内创作的人像和人体作品时，我们的摄影爱好者不知不觉地开始感到困惑、有些迷茫。那些大量充斥着做作、

僵硬的造型和无序的色彩变化的图片将他内心的平静完全打破了，他甚至无从下手进行分析和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电子单反相机迅速在中国大陆的城市普及，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利用照相

机参加视觉艺术的创作。在创作数量规模上，我们正在目睹着一个壮观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体摄

影这个题材，也在最近几年登上舞台。 

  

一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 “艺术”这个词的解释有三个内容：1、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

会意识形态。2、富有创造性的方式。3、形状独特而美观。  

    毫无疑问，人体摄影是一门艺术，我们可以从艺术丰富的内涵中发现人体摄影创作的一些线索。  

    摄影艺术作品表达摄影者的思想，是摄影者认真创作的结果。但是，正如美国著名艺术家伯恩·霍加斯指

出的那样：“个人价值必须根据日常经验来判断。”如果个人的目的不能同更广泛的社会目的相结合，那么我们

的创作行为将会失去意义。孔子说：“君子崇德而广业。”就是这个道理。问题出现了：人体摄影应当结合什么

样的创作思想和内容，来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服务呢？答案应从更大的框架背景中寻找：要想了解现代人

体摄影的特点，应先了解人体摄影的历史、了解人类艺术的历史和了解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伟大的文明正处

于发达的科学时代，它的繁荣和伟大源于早期文明。那些历久不衰的艺术传统之所以生存下来，究其原因是由

于“人文主义—民主科学”的缘故！其创作的思想核心是追求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和谐，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

方向。以人为本、平等、自由才可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科学，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认识自然界最

有力的武器。培根说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揭示了这样的趋势：“基于对自然的观察，我们应该建立一个

体系以表达普遍升华了的人类之美。”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艺术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不受控制的自我发泄，它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和个人的经验而形成的自由表

达及清晰判断的结果、是理性的奔放。  

    就人体摄影艺术而言，它应当赞美和表现人类情感及智慧之美，以及男人和女人各自不同的自然特点之美。

最重要的是：人体摄影应尊重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科学准则和人类的追求。如果能这样，就可以真正达到丰

富我们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目的。 

 

二 

    就观赏者而言，一幅优秀的人体摄影艺术作品应该给人带来良好的视觉感受和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  

        因此，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同等重要。如果没有思想内容，任何形式都会毫无意义；而离开合适的

表现形式，作品的内容将无法表达，或是令人产生误解。摄影，无论是创作或是欣赏，在高级阶段都是逻辑思

维的过程。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运用任何一种表达方法，所谓“无可无不可”，从看似简单的直白描绘到复杂的逻

辑推理，关键是看能否和内容相协调。但我们应当对摄影写实的特点加以尊重。如果综和观察人体摄影的历史

和研究现代人体摄影艺术的最新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无尽的环境尝试、动感造型、曲线和形块、局部描绘、色

彩和质感、新旧的折中和下意识拍摄等等，五花八门。  



    2000 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在“人体魅态摄影”一课中讲到：”人体魅

态摄影是指色情杂志上的那些赤裸裸的性照片？还是指《花花公子》杂志特大插页上的矫揉造作的裸体照？要

不就是追随历代雕塑大师和美术大师风格的古典裸体摄影作品？再不就是《时尚》杂志和《四海为家》杂志中

衣着华丽的模特那种颇具魅力的时髦女郎形象？答案是上述所有形象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人体魅态摄影”。看来，

人像和人体摄影师要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东西才能充分表达思想。  

    伯恩·霍加斯说得好：“理性的奔放需源于坚实的基础才能表达新的复杂性”。一代人总要掌握上一代遗留

知识的全部，人类具有这个能力。摄影也不例外。实际上，“创造性”这个词包含这样一个解释：“在旧的事物

中发现新的关系。”不但如此，当今生活日新月异，摄影家必须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多才多艺。如果对人的情感

特征感到陌生，怎能捕捉到被摄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如果对人体的结构缺乏了解，怎能拍出姿态优美的照片？

因此，他必须保持同科学及其它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  

    有报导，最新的科学研究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所有的人类活动——从艺术和音乐到语言、文学

和建筑学——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并遵循其规律。史前艺术并不“原始”，而是代表了人类在探索世界的过程

中，头脑中显著存在的特征。这种被称为“神经美学”的研究表明，艺术和科学在人类形成之初就联系在一起

了。  

    人体摄影艺术同其他领域一样，实验是成长的根基，文化环境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如果土壤贫瘠，根就

会枯萎。人类所具有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人体摄影的多层次表达方式。不管怎样，就象美国作家

彼德·拉希所说：“如果一幅照片使人感到做作、粗糙和鄙陋，那它就是失败的作品，一幅失败的作品有可能红

极一时，但在艺术上它仍然是失败的。……摄影已经成为我们展示人体美的主要途径，这也意味着会有一大批

低劣的人体照片，但也意味着最杰出的人体作品出自当代的摄影大师。”  

    顺便说一句，模仿他人的作品是摄影学习过程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但最终目的是研究和抽象出其中的创

作思路。然后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其它诸多艺术要素，使创作渐趋成熟。但成熟并不意味着结束，它标志着

摄影师一个全新创作阶段的开始，一个多产时期的到来。  

 

三 

    作为功利主义和商业的附属艺术，最近几年国内摄影界已经很少进行争论。实际上，商业第一的观点已占

绝对主流。  

    其实，这个问题在 1986 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以下简称《教材》）中

早有说明，在 2000 年出新版时仍然重点强调。只是众多读者大多滑口而过，未加深思罢了。下面就以新版《教

材》为例，略做分析如下：  

    《教材》第一课的题目：“摄影家的眼力”。实际上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摄影最关键的是培养观察力，也

就是判断事物的能力。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提高综合素质。  

    第一课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名摄影家”。在接下来那段激励了不知多少人的话语中说道：“......我要当一

名摄影家，因为它使我得到心灵所需的甘露……和餐桌上的面包。”多么朴实而辨证的语言， 摄影是一门艺术、

并且与商业相统一，难道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教材》又在第八课“ 培养你的眼力”中，对最基础的摄影观

察方法进行详细阐释，可见重视程度之深。  

    另外，《教材》中对摄影基本技术、摄影题材和营销技巧等，都极为详细地进行介绍。因为，这些是学习摄

影者进行艺术创作、特别是在商业社会中立足必不可少的知识。……等等。 

 

    限于篇幅，在这里恕不赘述。  

    扎实的技术、敏锐的观察力是摄影的基础，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毛泽东说：“矛盾统一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看来，学习一点辨证法对摄影创作大有帮助。这也为摄影师开辟了一条正确处理摄影问题的道路。持形而上学

观点的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  



    以上是我几年来研究人像和人体摄影的一点心得。上述观点能否成立，还希望能够得到广大同行以及社会

上各界人士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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