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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不仅是一种人造之物，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被人使用；摄影还是特定情境中的
一系列实践活动。
《摄影批判导论(第4版)》为读者介绍了摄影学的概念性议题，并对摄影的思考方式进行了总体的阐述
。
《摄影批判导论(第4版)》的基本宗旨是介绍摄影领域中的关键性学术论辩，以及为读者提供相关的信
息与资料，从而使读者能够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本书主要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如何阅读摄影图像的知识，提高读者对影像艺术
的解读能力。

　　与众不同的是，《摄影批判导论(第4版)》并没有提供年鉴式的枯燥的摄影史，而是以当代摄影实
践的议题为焦点来讨论以往的相关看法与见解、技术的局限性以及其社会政治背景。
换言之，作者将摄影学观点的发展与某个领域的实践联系起来阐述，并以这些特定的重点领域作为每
章的主题。
读者将在本书中了解到以下内容：摄影观念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个人摄影与大众摄影、摄影与商
品文化、摄影与身体、摄影作为艺术的地位，以及电子图像时代的摄影。

　　《摄影批判导论(第4版)》适合摄影爱好者、摄影师、影像艺术家、媒体人员、理论家、批评家阅
读，并适用于艺术专业学生和老师的研究与教学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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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室》以本体论来理解照片“自身”（in itself）的本质。
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照片是失序的，因为照片无所不在，所以难以被归类，这样一来“照片就规避
了我们”（Barthes，1984：4）。
巴特从照片影像解读者的角度展开讨论，他的书写风格是叙事性及修辞性的，以个人化的语调探问为
什么照片可以触动他的情感。
在《明室》的第1部分，巴特以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为例，展开对摄影本质与冲击的评论。
在第2部分，他把目光锁定在自己的家庭照片上，尤其是他母亲的影像，其中有些照片具有“历史性
”，也就是说，那些照片是在巴特出生之前拍摄的，这能让读者深入地思考照片更主观的意义（该部
分的论述没有详细的例证）。
然而，这本书的目的与某种特定的流派无关。
比如说，书中没有讨论商业影像，也没有讨论人们在美术领域对摄影的使用。
巴特的目的是本质主义的，因为他试图定义照片作为一种再现方式所具备的特质。
他并没有考究照片的拍摄者（摄影师，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照相机的“操作者”）以及拍摄照片的
过程，他所关注的是（观看者的）观看行为以及照片的“标靶（target）”，也就是说，在照片的“光
谱（spectrum）”中再现的物体和人物。
因此，他观察到被拍摄者在摆出姿势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预测到再现的影像会是怎样的了，而且还清
楚地意识到，照片留在这世上的时间要比人活的时间还要长；被拍摄者被再现在相纸上，呈现出一种
“扁平的死亡”（flat death）状态：照片一方面证实了这个人确实存在过，但另一方面又预示了实际
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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