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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种日益及的艺术式，摄影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势头之迅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细心关注平民阶层的摄影思想，自然也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本书中关于沙龙摄影以及对唯美主义风光摄影等领域的论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展开的。
全书除了参照大量摄影家的摄影思想文本，力求使思想史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之外，还尽可能将摄影思
想的发展置于一定历史的社会背景之中，并结合其他艺术样式加以考察与评述，从而展现摄影思想在
当代艺术和传播领域中的地位。
　　在全书的写作手法上，既参照一般史学的时间线索，更注重摄影思想本身所带来的跨越时空的启
迪和价值。
力求从整体上描绘出摄影思想在整个发展时期的要点，以期对当代摄影，尤其是当代中国摄影的发展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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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路教授简介：1956出生于上海。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告与传播系教授，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从事摄影教育20年，已经出版摄影理论和技术专著70多本。
中国摄影国家最高奖：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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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原点——探索中的摄影思想前史　　摄影和其他科学样式的诞生一样，绝非是孤立、偶然的
现象，而是各种技术知识和信息积累最终融合的结果，从而满足了视觉文化到一个特定时期亟须突破
的可能。
正如美国摄影理论家玛丽.沃纳.玛利亚教授在《摄影与摄影批评家》一书中所指出的：“摄影没有单
一、清晰的前身，部分原因在于摄影的多种用途不能用统一的定义去界定。
如果摄影主要定义为制造多个副本的手段，那么它的先驱可能在印刷媒介中找到，例如木刻和版画。
但如果将摄影界定为能精确复制可观察到的显示手段，那么它的先驱有可能被定位在一个更宽泛的视
觉甚至是语言上的光学经验的语码系统中。
当把摄影的复制能力与精确性都纳入其定义时，寻求摄影术的先驱可能要到魔术与幻影的王国里去了
。
”　　玛利亚的幽默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比如摄影所使用的照相机和感光材料，它的现远远早于摄影术的综合发明。
早在摄影术诞生前的3个多世纪中，就已经有了和照相机类似的暗箱——只不过画家是用这样的暗箱
来作画。
甚至早在中国的史书中就记载了墨子的小孔成像原理，把这一发明归入照相机的前身也无可厚非。
而基本的银化合物感光材料也在摄影术诞生前100年就发明了，只是没有人想到用于记录影像。
至于利用某种魔镜去拍摄自然景物的想法，很早就有人在文学和小说中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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