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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攝影總是不斷地改變著，並且難以定義。
它沒有明確的主軸，加上有點雜亂的天性，讓人難以捉摸它的狀態，也不易找出它作為一種藝術形態
的價值。
最大的麻煩是它將自己借用給不同的媒介，像是報紙、監視、品牌廣告、藝廊，還有時尚拍攝與家庭
快照。
它存在的意義隨著不同的內容而變動，事實上它的確缺乏某種整體性。
在它雖說短暫但卻複雜的歷史中，似乎沒有反覆強烈呼喊「難到這不是藝術嘛？
」的內在個性。
　　更麻煩的是攝影本身容易操作的特性，這使得它被商業組織大量使用。
尤其是它可以不斷複製的能力，再加上看起沒什麼「藝術性」的操作技術，讓它自1830年代發明以來
飽受各種批評。
法國詩人及評論家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抗議「Paris Salon of 1859」展示Nadar
（Gaspard-Felix Tournachon）拍攝的肖像，他堅持認為（雖然現在聽起來有點多餘）攝影這個機器入
侵了藝術的世界：「我們必須認知攝影是為了服務科學和藝術而存在。
就像印刷術和速記法一樣都是卑微的僕人，既無法創造，也無法提昇文學。
」　　然而這個「卑微的僕人」目前已是許多藝術家首選的媒體，當代藝術裡攝影的部分也愈來愈多
。
攝影的確和科學及新聞業等其他領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也是它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
藝術家們有些接受批評，有的則是完全忽略，逕自使用攝影作為他們最佳的創作工具，以作品摧毀那
些自以為何者為藝術、何者不是的定義。
我們現在已經處於不再有人質疑攝影是否為藝術的時間點，全世界許多主要的博物館都為攝影舉辦展
覽，這不但早已證明了攝影的重要性，更遑論其在藝術市場不斷增加的價值。
同時無論是個人或公共機關，有愈來愈多人收藏攝影作品，傳統上區分何者屬於博物館攝影部門，何
者是當代藝術部門的界野已經必須重新認定。
過去以勢利的態度說著「只不過是」攝影的國家博物館，現正開始重新審視館藏，努力填補因為攝影
被重新評價所產生的缺漏－－過去博物館完全不收藏攝影作品，現在開始填補中。
　　本書不以「藝術攝影」和「使用攝影的藝術家」等名詞來區分類別，而是以檢視作品是否有趣為
主，無關創作者是誰。
書中有些影像創作者自稱為藝術家，有些則以攝影師為名。
有些人的作品主要呈現於書為或雜誌上，有些則純粹在藝廊展出。
當然也有以其他媒體呈現的作品，像是影片、錄影帶或裝置。
對於創作實踐者及所有跟他們一樣的人來說，這些定義和頭銜都是無關重要，作品是否能巧妙地傳達
出值得注意、欣賞，同時會被探索的訊息，才是他們在乎的事。
　　有趣的是，當攝影到達了被眾人接受的舞台時，它卻開始出現令人混淆的新領域。
也就是當我們才認為多了解這個媒體一點，或說至少知道了它的特性時，一不小心又再次錯過了重要
的技術變革。
早期的技術突破，像是彩色攝影曾困擾過許多人，最近攝影再次開始變異，數位攝影的革命衝擊了不
過數年前還在疑惑「這是藝術嗎？
」、「這是攝影嗎？
」的我們。
不像一些純粹主義者所稱，這絕不會是攝影媒體最後一次展現活力和變動性，不斷創新和發展才會促
成攝影的存在。
數位技數的應用也開啟了攝影的新爭辯，不僅討論了攝影的未來，也檢討了過去和現在&hellip;&hellip;
　　人像攝影無疑是當代藝術攝影最受歡迎的類別，這個主題近年來更是風行了一陣展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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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臉一直被認為是靈魂之窗，早期的人像攝影就如同當時的肖像畫一樣，都是以這樣的方式被解
讀。
但在二十世紀後期，一些想要揭開本體真實面的想法（無論是照片本體或是被拍攝者），成為探討人
像攝影時常有的課題。
到底是只看到作品表面所呈現的，或是還能傳遞更多的訊息？
　　無論如何，人像攝影事實上有著索引和標誌的功用，是象徵也是隱喻，用以定義出所謂的「人類
」。
當作為觀賞者的我們看到另一張臉孔時，通常都會跟自己的長相比較，從而同情或是與對方產生共鳴
。
而在本書人像攝影章節裡的作品，則是深入探討像是整容、複製人、隱私等充滿不安全感的問題。
有些自拍照更是與傳統的作法有異，他們敏銳地質疑個人的自我定位，以自己的肖像告訴人們個人的
身分取決於周遭的環境，並不是固定的，而且還可以變更。
他們戴上面具扮演角色，交錯於想要展現和偽裝之間的雙重想法，成為以自拍照為創作中心的藝術家
，呈現各種不同版本的自己。
扮演不同的性別、年紀和個性，在相機和場景前演出，於拍攝過程中不斷地去除自拍照裡的「自我」
。
　　這樣乍看或許會令人覺得奇怪，不過這種探索個人自我的情形，在風景攝影的章節也可見到。
這些深究「人」存在於世界的價值，思考自然與文明相關的問題，一直是許多藝術家的創作核心。
作家暨理論家David Campany就曾提到相機和土地長期相關的歷史：「作為一個現代的發明，攝影主要
被設想為用來控制和配置自然世界的工具。
它可以具體地展現出地貌和環境，為城市的擴張作準備。
」攝影紀錄了工業化之後土地面臨的重大改變，評論（大多不是批判）這種所謂的進步。
在我們與土地的關係愈見複雜的二十世紀，人們驚恐地發現在自然與人類文明的抗爭中，文明可能是
真正的勝利者。
這些人類過度消費的代價，以及其所引發的保育與疏離感等問題，也是書中許多攝影師持續拍攝的主
題。
而風景攝影（就如同繪畫一般）則是提供了逃離這些的方式，以鄉愁、夢幻帶著我們遠離那些人造的
「非自然」。
除此之外，風景攝影雖然被批評明取或借用繪畫的美學或暗喻，許多當代攝影師依然以繪畫作為拍攝
的參考，或許這是關於風景攝影最有趣的一種現象。
　　在第三章「敘事攝影」裡的作品，探討了影像中虛構的元素以及攝影與現實和寫實主義間的關係
。
高度戲劇化的光線、人工感，加上現實世界不太可能存在的布置以及電影般的情緒感，讓觀賞者立刻
知道身處於幻想和設計的世界之中。
我們不會笨到去相信這些影像是從「真實世界」拍攝得來，攝影師從具象繪畫（figurative painting）、
電影、文學等無數的廣大來源汲取其中的美學，呈現的並不是紀實或見證「真實」的影像，而是製作
並創造出一個令人相信的世界。
這個章節的作品範圍非常廣泛，無論是對社會的微妙評論，或是誇張的數位創作，都同樣受到電動玩
具和科幻電影的許多影響。
　　拍攝事物時的實際行為，有時會反過來改變影像的意義。
這種狀況對第四章的「靜物攝影」非常重要，同時也讓我們對攝影的本質產生最深切的質疑。
拍攝靜物時，無論是實驗或是抽象攝影，都是在狹小的空間中觀察面無表情的物體。
此外，在拍攝的過程中，攝影師必須不斷地面對主觀和客觀的問題，想著是要拍攝出真實抑或假造，
並思考到底是什麼讓攝影作品成為藝術。
因為沒有預設的風格、共享的政治立場、或是明顯的身份定位，這樣的作品展示了當代藝術攝影的多
樣性，經由各種不同的拍攝方式（從使用大片幅相機到數位相機），擴增它的影響範圍，並將攝影從
重要的藝術先趨帶領到通俗和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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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物攝影與像是雕塑和靜物畫等其他藝術媒體彼此交會的情形，在本章中也多有所見。
　　與人像、風景、靜物等其他傳統攝影類型相較，時尚攝影算是一種新的類別。
過去十多年來，時尚攝影在藝術領域上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英國的策展人、作家Charlotte Cotton曾撰寫過大量有關時尚攝影和藝術交會的文章，她評論說：「兩
者盡其全力地相互灌溉，實驗性地提供了純藝術攝影得以製作商業影像的工作實例，就如同提供雜誌
直接與聲名遠播的純藝術聯婚的機會。
」展覽和攝影集讓時尚攝影的作品可以再次呈現，並以有別於雜誌內頁的方式被了解。
對藝術家來說，為時尚雜誌工作有更多的自由、機會和挑戰。
本章介紹的影像，展現了藝術家們為時尚世界所製作的複合作品、時尚攝影師的「個人作品」，以及
在商業與個人兩邊同受尊崇的作品。
　　第六章「紀實攝影」大概是最具意圖和野心，同時有最多不同領域的實踐者共同投入的攝影類型
。
「紀實」傳統上的意義就是認證事實。
隨著一些攝影雜誌等傳統「紀實攝影」基地的迅速消失，藝廊展示有關紀實的作品卻是不斷地增加。
紀實攝影的主要支撐力量－－確實性和誠實，這些攝影原本該有的特質逐漸減少。
若用「紀實」這個名詞最廣泛的意義來看，它明確地挑戰了「照片是一種紀錄和展現社交界的方式」
的既有觀點。
最近有些研究認為攝影是一種沒有主觀、偏見和意識形勢的「中立」媒介，它只是再現世界原本的樣
子。
現在有一些新的紀實攝影，它們策略性地迴避過度情緒的新聞攝影，遠離揭露人們可怕的受苦狀況的
社會紀實，試圖找出介於傳統紀實和藝術攝影間的敏感位置。
本章介紹的一些作品，有些可能見證了既有的事件，有些是洞察了隱私的私密日記，有些則是強烈地
表達政治聲明。
也有人把它作為人類學的工具，或是將四處找到的照片，轉化再製為抽離原義的系列影像，讓觀賞者
跟據看到的線索創造想像的敘事。
　　從很多方面來說，城市的景觀很有可能成為攝影的同義字，而這正是第七章「城市攝影」存在的
原因。
「街頭」攝影喚起了人們用135相機隨意拍攝的想法，他們用鏡頭補捉城市裡每天川流不息的人們，構
成律動和詩意的影像。
除此之外，也有人使用大片幅相機拍攝，雖然這樣會讓拍攝的過程變慢，但卻對拍攝城市的藝術家們
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當他們把鏡頭移開，取得更寬廣的角度，看見在時間中凝滯的城市景致，獨享宛若考古學遺跡般的景
像（儘管有許多人生活其中）。
城市不斷地變換表情，有著平凡又美麗，疏遠又誘人的多種面貌。
而那些介於城市與郊區之間的神祕地帶，或是人們每天匆忙而過的地方，都是本章介紹的藝術家們取
景的好處所，他們透過攝影把人們忽略的事物轉變為深刻。
從另個角度來看，全球化的威脅逐步高昇、城市的個性同質化，對於居住其中的人們來說，正面臨著
重要的問題。
西方文化的優勢不斷地增長，人們明顯地被融合成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品牌，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也
喝同樣的咖啡，形成了當代必須關注的課題。
這些現象在遠東區的城市最為明顯，因為他們正在進行城市改建，轉變的比其他的城市都快。
　　在本書最後一章中，原有的分類法有所改變。
在前7章較傳統的攝影類型持續創作重要而有趣的作品同時，二十一世紀初的前十年，攝影媒體發生
了戲劇性的變革。
根據這些改變，本章特別檢視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一是攝影的重點是媒體本身（比任一種形式主題
都重要），二是紀實工作方式的回歸。
透過這些主題，同步切入媒體內在改變的核心，讓我們得以了解當代藝術家和攝影師們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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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種藝術形式，攝影經歷了艱辛的過程才被認同。
目前在某些領域，它還在持續努力地奮鬥，對抗著「何者才可以被稱為藝術」的保守態度。
同時，它被以簡易的形式在網路上到處散佈，讓有關複製的老掉牙偏見再度被提起，而其他像是錄影
帶、電影等媒體，卻不需要去爭論這個問題。
攝影所遭遇的好奇、棘手，或是劇烈的態度反應，最後都轉變成它的特色。
同時藉由不斷地重新評估自己的輪廓與地位，讓它成為最活力充沛、資源豐富，也是煽動性最高的藝
術媒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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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增訂更新版／全書收錄275張經典攝影作品　　．80位全世界最受矚目的攝影師拍攝的私祕
想法的與創作過程　　．以人像、風景、敘事、靜物、時尚、紀實及城市等分類的實際作品，深入淺
出地引導讀者認識並了解當代攝影的潮流　　《攝影的深度: 從人像、風景、敘事、靜物、時尚、紀
實到城市, 80位當代攝影師的創作靈感與實踐》介紹八十位全世界最重要、也最受矚目的攝影師，並以
人像、風景、敘事、靜物、時尚、紀實及城市等七個章節，深入探索各種攝影類型的源起與發展，以
及這些頂尖攝影實踐者獨特的拍攝主題、風格與方法。
　　在每篇文章中，除了有作者Susan Bright對於攝影師的精闢介紹和剖析外，難得一見的是，每位攝
影師都針對作品親身解說拍攝靈感、創作手法以及執行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困難。
如Cindy Sherman是如何在家人的百般嘲諷下，還堅持她扮裝自拍的人像攝影概念；Andreas Gursky如
何擅用他的直覺與觀察力，拍出讓觀看者有如親臨現場的巨幅風景作品；Nan Goldin說攝影就是她表
達興奮情緒的工具，而她又是如何拍出有如私密日記般的紀實照片。
　　在2011年的增訂新版中，作者新增了〈Transition〉篇章，引導讀者俯瞰近年來世界攝影發展的演
變，進一步理解當下的攝影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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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蘇珊&middot;布萊特（Susan Bright）　　Susan Bright是國際知名的攝影評論家，同時也是策展人和作
家，文章散見於各大報刊雜誌。
她除了舉辦過許多藝術與攝影的國際性會議和研討會外，也曾擔任過倫敦國家肖像藝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攝影部門的助理策展人、攝影師協會策展人，以及倫敦蘇富比藝術學院
（Sotheby's Institute of Art）攝影碩士課程（歷史與當代）的執行總監。
舉辦過的展覽有「Something Out of Nothing」（Fotogalleriet, London）、「How We Are: Photographing
Britain」（Tate Britain, London）、「Face of Fashion」（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另外她也是《Auto Focus: The Self-Portrait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的作者。
目前定居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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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一本所有對當代攝影有興趣者的重要參考書。
&rdquo;　　--Art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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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書特色　　．2011年增訂更新版∕全書收錄275張經典攝影作品　　．80位全世界最受矚目的攝
影師拍攝的私祕想法的與創作過程　　．以人像、風景、敘事、靜物、時尚、紀實及城市等分類的實
際作品，深入淺出地引導讀者認識並了解當代攝影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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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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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