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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正好经历着都市化的过程。
大量的人口开始向都市移动、集中。
比如纽约，1890年的人口为250万，而到了1920年，人口已经增加到56。
万。
而都市里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摄影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西方的都市发展与变化过程有着一种宿命的关系。
　　都市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肯定要改变生活于都市中人的生活方式、伦理价值观、知觉方式与心理状
态。
从乡村转到都市，以往悠长的，整段的时间方式注定要被匆忙的都市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在其名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所指出的，“都会性格的心理
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
”都市生活所创造的心理状态以瞬间印象为主，是以“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与突如其来
的意外感”（西美尔语）所构成的一种心理状态。
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的都市感受与都市形象的表现与呈现的重任，由摄影来担任也许是再也合适不过
了。
摄影的观看方式与生俱来地就是片断性、偶然性。
摄影的这种观看特点决定了摄影义不容辞地负有映照现代都市的样貌、反映现代都市的变化、表达生
活于都市中人的内心感受与探索现代都市的本质的义务。
而对于现代都市的一日千里的快速变化，也只有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摄影才具有一种涵盖其变化的可能
性。
通过对书中几十个摄影家的都市摄影实践的了解，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得出这种结论：摄影是一种都
市的媒介。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摄影发明一百六十多年以来，摄影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了都市文化的成
熟与丰富才得以发展得丰富多彩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摄影来说，都市就是它的命脉所系。
摄影所发现的都市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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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表情》介绍的是包括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三十多位各国摄影家的都市摄影实践。
他们之中既有阿杰这样的以纯粹记录都市全部细节为自任的摄影家，也有通过为都市中人造像来聚焦
都市生活形态的摄影家桑德，既有像克莱因这样的以都市为自己的感情宣泄对象而在与都市的对抗中
形成了自己风格的摄影家，也有像荒木经惟这样的一直把都市看成是一个欲望发生装置而始终在以摄
影与之调情的摄影家。
通过对这些观念、手法、风格各异的摄影家的了解，希望读者能够发现，原来摄影是一种与活生生的
现实有着如此的亲和力的媒介，原来摄影是一种具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的视觉手段，并因此而从此能
够经常地将摄影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实践联系在一起思考，就像这《城市表情》把摄影与20世纪都市生
活联系在一起展示一样，从而获得对摄影这个”20世纪的媒介”的全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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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旧巴黎影像百科的编纂者——欧仁·阿杰　　1920年11月的某一天，时任巴黎历史博物馆美术部
长的保罗·莱昂收到了一封由一个叫欧仁·阿杰（Eugene Atget，1857—1927）的人寄来的信。
　　在这封信中，阿杰这样告诉莱昂：　　在过去20年里，出自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愿望，我一直以8
×10英寸规格的干版底片的形式，把收集记录从16世纪到19世纪为止的存在于旧巴黎街头的所有杰出
建筑物的照片作为自己的工作。
这些照片还包括了旧旅馆，深具历史价值、引发人们好奇心的房屋，优美的门厅与大门、门心板、门
缘，以前的喷泉，各个时期的楼梯（木制的或是铸铁制的），以及包括巴黎圣母院等在内的巴黎所有
各教堂的内景（全貌与细节）。
这一艺术与记录的庞大收藏现在终于完成了。
因此，我可以如实相告：我已经拥有了整个的旧巴黎。
　　的确，为人一贯谦逊的阿杰有充分的资格出此豪言。
对巴黎，对历史。
　　阿杰在此信中向莱昂推销的照片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名为《古巴黎的艺术》，共有1053幅照片；而第二部分的《如画巴黎》则由1568幅照片组成
。
当然，这些照片并不是阿杰在过去20年里所拍摄的旧巴黎照片的全部。
作为一个以摄影为谋生之道的旧巴黎的影像收集者，阿杰对向适当的客户推销自己的照片之道早已烂
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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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为了早已发生的灾难而战栗。
不管被拍者死去与否，任何摄影都是这样的灾难。
　　——罗兰·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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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过摄影，这个世界变成了一连串互不相干，独立存在的碎片⋯⋯　　照相机分解了现实，使之
成为可以操控的、暧昧不清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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