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荒木经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荒木经惟>>

13位ISBN编号：9787538643244

10位ISBN编号：7538643249

出版时间：2010年

出版时间：吉林美术出版社

作者：李子顺

页数：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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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荒木经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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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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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荒木经惟Ⅰ 令人惊诧的荒木经惟Ⅱ 荒木经惟的摄影生活解读荒木经惟1964—2004手记访谈我认为
摄影更像诗歌我拍摄的作品是另类的一种艺术文论情色的表象：荒木经惟的摄影生活附文后荒木经惟
艺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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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荒木经惟乃日本艺术界的一位奇才、怪才和鬼才，借用荒木经惟自诩的话说，就是“天才荒木
”。
然而在日本，也有人把荒木经惟称为怪兽般的摄影师。
不过就摄影而言，荒木经惟确实很疯狂，迄今为止已经出版过450本摄影专辑的他——仍然坚持每天拍
摄。
由荒木经惟撰写和参与撰写的四百多本书籍以及他所拍摄的照片在日本广为流传，让他的名声越来越
大，荒木经惟的名字也更广泛地深入人心。
中国诗人于坚曾与荒木经惟相见于日本，于坚也曾谈及他对荒木的印象：“上周去东京参加东京国际
诗歌节。
诗人谷川俊太郎介绍与日本摄影家荒木经惟见面。
他已经65岁了，我们一见如故。
他完全不是《东京日和》那电影里装模作样穿着风衣的家伙。
小老头，留着夸张的八字胡子、墨镜，把自己打扮得像漫画。
人非常非常随和、好玩。
三句话不离下半身，他是日本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我非常喜欢他的照片，他的摄影与我的诗歌
是相通的。
我在20年前在一个地下场合看到他的一部分翻拍的劣质照片，他给我以色情摄影师的印象。
那是不对的，他是一个光明、纯洁、自由的人。
他是日本生活最伟大的记录者，在东京十天所见，我以为真正的日本正是荒木拍出。
我们在一个叫“花屋”的小酒馆里聊天。
我们一起攻击数码相机，赞美胶片。
花屋是母亲和女儿开的小店，卖酒与小点心，在霓红灯闪耀不停的新宿区的一个楼上。
那小屋里贴满荒木的照片。
聊得兴起，荒木请他的助手取来照相机，给我拍起照片来。
他有一双非凡的眼睛，虽然藏在墨镜后面，但我看得见。
我问，那些女子如此自然的表情是怎么拍出来的，他告诉我他的秘密——抚摸，直到她们陶醉。
只有我可以这么干，荒木说。
通过谈话和命令去拍照片是多么冷酷啊。
日本是一个更重视身体而不是语言的世界。
我给他拍照片，他欣然伸出一指。
后来我们在新宿街头散步，许多人向大师鞠躬（包括青年），好像他是这附近街区最好的厨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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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的中国读者在面对日本或日本人的时候，其情感都有一种难以说清的复杂。
当初，看到那些有着色情意味的照片的时候，不喜欢，后来知道拍摄那些照片的是一个叫荒木经惟的
日本人，照片和人我就都极不喜欢了。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是断断续续地、经常地看到一些荒木经惟所拍的照片，但也没有多留意，
看也就看了，那些情色的东西并没有让我有什么欲望的悸动，在我的印象里，荒木经惟成了一位只是
不能让我兴奋起来但也并未拒绝的专门拍色情照片的摄影师而已。
再后来，奇怪的是，每次观看荒木经惟的照片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开始到现在，从表层走向内在，从
平淡走向绚烂，然而现在所呈现的绚烂却映照着荒木经惟感叹苦短人生的心境，终觉得，荒木经惟嘻
哈行为之下隐含的应是历经磨难而参悟出的大境界。
夏花已经盛开，天气燥热，恼人地让我想起窦娥的冤情，风中飘絮，那白色像极了冬天的大雪。
第一稿写完了，很艰苦，毕竞荒木经惟与我是生活于两个不同的国度，我是那么迫切地想进入他的内
心世界，至今我都不敢确定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看着墙上日历牌上的日期，竟然是八月十五日，对
于中国和日本而言，那都是有意味的一天。
第二稿脱稿的时候已是秋天，我没有收获果实的喜悦，心中却充满悲凉与凄切。
但绚烂却始终映照着荒木经惟内心平淡的境界，绚烂的荒木经惟让我心静如水，我却不如他的人生，
平淡内心衍生耀眼的绚烂，人生中不易做到的境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关于荒木经惟，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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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荒木经惟》是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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