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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影像资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当代摄影一直占据着艺术表现领域的重要位置，人们可以在许多美
术馆或画廊找到自己喜欢的大师级摄影作品，这直接熏陶了社会民众的影像文化的囱觉意识，推动了
新影像艺术的产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多元发展才是近十几年的事，而现在大量国外当代影像资讯的
涌入，正好满足了人们膨胀的影像文化占有欲，而满足影像艺术研究者的视野渴求正是编著《摄影馆
》系列研究丛书的宗旨。
《摄影馆》系列将理论梳理与影像作品穿插共生，较为完整地剖析了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且拥有广泛
影响的多位国际影像大家，通过立体理论的构成给中国读者提供了研究与借鉴的新视野、新平台。
先有影像大家，后有摄影教育，这正是编著《摄影馆》系列的根由。
这些摄影人的成功，一要归功于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文化史背景，二是个性张扬的结果。
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视觉价值，为后继者树立了摄影力量的新标杆。
探究他们生活与艺术的历程，了解他们自述、访谈的内容，读解专家学者的独到评论，以及揭开诸多
的不为人知的影像秘密等正是这个系列丛书所解决的问题。
这些资讯无疑会让中国的影像读者们大开眼界，是帮助中国当代摄影完成“国际当代影像艺术教育”
的关键因素。
在首批系列丛书中，既有使用摄影来解决问题的杰夫·沃尔，也有其成长史与艺术历程密切关联的南
·戈尔丁，还有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震慑着当代艺术界的辛迪·舍曼，以及法国的“造相”摄影
大师弗孔等。
作为德国杜塞尔多夫学派鼻祖贝歇夫妇的得意弟子，托马斯·鲁夫遵守严谨的社会学分类法和对拍摄
对象的客观立场，他对跨学科、跨领域的广泛实践乐此不疲，荒木经惟那些有着性暗示的“私摄影”
，看似随意甚至轻浮，其实颓废的外表下深藏着对生命的珍视、尊重，暗藏着深沉的哲学思考；莎丽
·曼恩的作始洋溢着弗吉尼亚乡村的野性，她在观念表达方面既激进又宽泛，在材料掌握上既独特又
先进，这种影像足以震撼每个人的心灵，将吉尔伯特与乔治放在首批《摄影馆》系列中似乎不妥，但
他们的艺术对于摄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们必须正视他们对摄影的贡献。
在强调影像多元、教学互动的今天，首批《摄影馆》系列丛书的出版既是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阶段性
的理论工作总结，也是这个摄影集体向社会表明当代影像教育与影像创作共进的积极态度。
让我们在全球化的影像语境中，共同关注西方影像艺术大师的作品与艺术理念，关注中国当代摄影的
未来，让中国的新影像也能呈现出超越哲学批判层面的视觉魅力，从而达到与西方当代影像平等对话
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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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馆》共八册，以每个人为单元，他们是：贝尔纳·弗孔、荒木经惟、吉尔伯特和乔治、辛迪·
舍曼、南·戈尔丁、托马斯·鲁夫、莎丽·曼恩、杰夫·沃尔。
内容包括摄影家评传、作品解读、相关文论、访谈、手记、年表等，较完整地剖析了活跃于当代艺术
领域并拥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摄影大家。
这些二十世纪艺术摄影界领军人物，他们给世界带来巨大视觉价值，树立起摄影的一个个新的标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迪·舍曼>>

书籍目录

关于辛迪·舍曼文论理性的长眠：生产怪物辛迪·舍曼对自我的解构与重构摄影与表演：辛迪·舍曼
的剧照梦想与神话：从克劳德·康恩到辛迪·舍曼辛迪·舍曼影像的符号学阐释——以《无题电影剧
照》为个案身体的“拟像”游戏——辛迪·舍曼与森村泰昌的影像世界辛迪·舍曼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访谈在辛迪·舍曼工作室的访谈我如何拍摄《无题电影剧照》手记无题笔记选取辛迪·舍曼艺术年表
参考文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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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辛迪·舍曼在1977年底开始创作她现在已非常著名的《无题电影剧照》系列。
在这些黑白图片中，辛迪·舍曼扮成从B类电影到悲剧电影中的各类女主人公的形象，似乎是在向做
婴儿保姆的一代妇女讲述一位过来人在传媒的环境中所经历的一切，并为她们的未来提供一个可供参
考的线索。
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辛迪·舍曼完成了一系列比喻性形象，探索了大量为当代形象制作者炮制和
传播的各种女性身体的种种可能性，形象来源于大众传媒、历史记录、童话故事和超现实主义摄影。
她1954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并在长岛郊区长大。
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学校老师，她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把母亲和祖母的衣服穿在身上，一个人在镜子前玩耍。
童年时的很多美好时光都浸浴在电影、电视影像氛围之中。
她曾经对记者说：“我总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别的事——通常是绘画。
”1972年，舍曼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学习，最初学习绘画。
在诺瑞柯·弗科对她的一次来访中，辛迪·舍曼曾谈到她在学校里练习的是自画像和一些杂志上发现
的照片的现实主义描绘。
因为她在洗印技术方面的困难，她未能通过必修的摄影概论课程。
但当另一位摄影教师把她引入观念艺术领域时，她不仅表现出异常的兴趣，而且解放了她的创造力。
通过她的同学罗伯特-朗格等人，她第一次接触到当代艺术。
她最初是用摄影手段把自己的形象分解拍摄，然后剪下来连成一串，编辑成一件作品，用来表现一个
人的某个行为或心理过程。
1975年，当她还是一位大学生时，她完成了一组由5张摄影组成的作品，名为《无题A-E》，这组作品
预示了她后来的发展。
在这一组作品中，她通过化妆把自己变成各种不同的角色，例如在《无题B》中她扮成一个小丑模样
，在《无题D》中扮成一个小姑娘。
她对化妆成各种角色的兴趣促使她经常跑到便宜的杂货店，购买旧式服装和首饰，因为这些东西能够
让她想到自己会扮成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当我购买的这种东西越来越多，许多形象突然浮现出我的脑海，因为这些碎片可以构成许多完
整形象。
”辛迪·舍曼开始穿着这些各种过时的服装出席在布法罗的画廊和美术馆举办的开幕式和晚会。
曾经有一次她装成孕妇出席一个开幕式。
显然她的这种实践中包含许多表演的成分。
但她从不认为这种外出“表现”有任何艺术的意味，她认为自己并未扮演各种角色，仅是“打扮好外
出逛逛”。
1976年，她在《公共汽车乘客》这一系列中，扮演了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客，在单纯的白色背景上，她
似乎故意在画面中露出远距离触发的快门导线装置，人物姿势较简单，影子夸张，道具非常少，只是
些眼镜，化妆也不多，她并不着意强调角色的逼真性，而只全神贯注于角色个性的塑造。
这些“乘客”照片，已向我们透露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艺术环境中的重要修辞指向。
1977年大学毕业后，她和朗格搬到纽约。
她继续在公寓里把自己扮成各类妇女形象，然后拍下来，命名为《无题电影剧照》。
她曾说过：“我最近在出版物上看到一些老照片的剧照，我实在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否真的来自电影还
是为了杂志摆拍的。
我想重新拍摄这些造型。
”这些照片许多情况下是她自拍的，有时请朋友或家庭成员为她拍摄。
这一完整的系列第一次展出于华盛顿特区的贺西荷恩博物馆，而且在这一展览的小宣传册中，策划人
菲利兹讨论了各个作品之间的关系。
有些相似的形象出现在几幅作品中，在大的系组中分别组成一个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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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前6张同一个金发女演员的照片就可以看成一个小系列，反映了她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每一
张图片中，舍曼把自己装扮成站在特定景致中的熟悉但却令人难以辨认的电影中的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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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早知道辛迪·舍曼，还是在读大学本科时的“创意摄影”课堂上。
当时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当代新锐摄影家，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人就是辛迪·舍曼，她
所说的一句话“从前，我对作为一个摄影家就不感兴趣，现在也是。
”更令我难以忘却。
在那时，也许只是因为她用自拍摄影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才引起我的兴趣，对她并没有更多的了
解。
1998年是我的母亲退休的那年。
一天，母亲询问我：“摄影好不好学？
”看着她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开玩笑地回答，“好学！
您只要每天拍一张自己，就可以学会！
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就是靠拍摄自已而成功的！
”没想到，从第二天开始，母亲真的开始拍摄自己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竟然连续拍摄至10年后的
今天！
与此同时，她还用日记形式记下了每天拍摄的具体内容和学习心得。
有趣的是，当我每次从外地回家时，发现她由于没有冲洗设备，大多数拍完的黑自胶卷就放在自己的
柜里，有时竞达半年多没有冲洗！
仅仅是疯狂的拍摄而看不到照片，也许对她来说，拍照的意义已经不在于获得影像，而在于它成为“
为儿孙们留个纪念”的托词。
在投入拍摄的头几年，母亲总是让我给她找一些摄影书籍来看，并让我给她的照片指点一下。
我自然根据自己的“审美教养”，来评判我认为构图，用光“正确”的照片。
但随着她拍摄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开始发现已无法指导母亲的这些自拍像了。
也许母亲拍照行为就在于超越所谓“形式英法则”上的一些问题，也许她也想像李天炳和徐喜先那样
，“把摄影当做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作为精神支柱。
”(邱志杰，2005)母亲在日记中曾写道：“这是我新的生活的开始，我要珍惜它，一定要把这项工程
坚持到我拿不动照相机的那一天⋯⋯”受到母亲的影响，我也开始尝试每天拍摄自已，竟也时断时续
地坚持下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我在外地，和母亲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在每天都可以做一件同样的事情
——拍摄自己。
我们把自己的这项工作戏称为“母子影像工程”。
与此同时，我开始有意收集跟自拍摄影有关的资料，试图为我们的拍摄行为寻求一些意义。
通过一些资料，我发现自拍摄影在摄影史中是一直存在的表现样式，并在所谓的后现代艺术领域中扮
演着不可轻视的重要角色。
而且还发现，“女性艺术家似乎对它情有独钟，她们在运用自拍摄影的手法上似乎特别地得心应手”
。
(顾铮，2003)由此，辛迪·舍曼再次进入我的视野。
随着对她的进一步研究，才清楚其影像并不是“自拍”两个字就能简单概括的。
事实上，她的艺术实践既超越了摄影艺术本身，又是对摄影艺术本身的拓展，她提供了一种摄影的方
法论。
看着母亲那些并非完全刻意而为之的自拍像，它们呈现出母亲的日常生活状况，我感觉有些进入画面
的东西，作为一种补充，既不可避免，又很优美，这种东西不一定显示她的摄影技巧，它所表明的。
只是她曾经在那里。
也许罗兰·巴特的想法是对的，他认为研究照片是不是相似的，或者是不是有寓意的，不是分析问题
的正道。
重要的是，照片具有一种证明力，这种证明针对的不是物体，而是时间。
依照现象学的观点，照片的证明力胜过其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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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母亲的这个“业余的”自拍行为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把摄影看得太过于沉重了。
如果把拍摄行为赋予太多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就会阻碍对行为本身的深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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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舍曼》：摄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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