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视界
2019 年 10 月第 1卷第 2期

文章引用：严晓光．形象对摄影艺术中创造功能［J］．美术视界，2019，1（2）：49-53．

Image has a creative function in the art of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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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photographic artistic images comes from the life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s life. Only when he loves life, is thoughtful and full of creative 

passion, can he transform the prototype of real life into the creation of infectious 

artistic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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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摄影艺术形象的创造，来之于生活，来之于作者生活的体验，只有热

爱生活，富于思考，充满创作激情，才能把现实生活的原型转化为有感染力的

艺术形象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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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摄影艺术，迄今众说不一，大致被公认的提法是：“摄影艺术的一种。

是摄影者使用照相机，运用照相技术，按照摄影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点，反映

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表达思想感情，创造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由此可知，

摄影造型艺术是以创造形象为目的的，现就形象创造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些粗略

的探讨。

1  形象的重要性

作为视觉艺术，摄影艺术是以形象创造为目的的，然而，在摄影界中重技

术技巧，忽视对形象的思考和创造的现象却普遍存在。如为什么许多摄影者初

学摄影时的作品尚有新意，而日趋成熟者却不多。其主要原因是在学习和作过

程中，只注意摄影技术技巧运用，而忽视对典型形象的抓取；又如，在各类影

展和影赛中，虽不乏内容和形式结合较好的佳作，但也有强调形式的奇巧而轻

视形象创造的作品及生硬地照搬和模仿别人摄影技法的作品。还有少数滥用技

术技巧，带有明显“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作品。究其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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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只重技巧，而缺乏创造形象的能力。再如，我们有些理论评论，偏重于

对摄影技术技巧的分析研究，偏重于根据摄影作品的技巧来判断作品的价值，

偏重于以表现方法来衡量作品的艺术性，着眼点是构图、用光、色调，而对摄

影本质的、内在的艺术性却很少触用。这种旧的摄影观念势必影响摄影艺术向

更高的层次发展。

我们知道，摄影是一种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现代造型术，随着摄影器材的

不断更新和发展，特别是引进电子技术后，摄影者学习摄影技术技巧也就成为

越来越容易的事了，记得有人说过：“对于摄影创作来讲，一种素质比一百种

手段都更为重要”。“素质”是指拍摄者的艺术素养，包括他对社会生活和自

然现象深刻的洞察力、概括力，以及抓取典型瞬间的敏感性。“手段”是指摄

影技术的掌握和技巧的运用等等。换言之，在创作中，重要的是眼光而不是技术，

这显然不是说技术就不重要，摄影技术是摄影创作的基本功，摄影者如果不能

掌握好最基本的摄影技能，不会运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表现手段，就不

可能进行艺术形象的创造。我们既不能轻视技巧，又不能只注重追求技巧。单

纯追求技巧的成熟就不可能成为摄影艺术家。应当明确，摄影艺术是靠形象来

说话，形象的创造不只是记录人物，社会和自然的形态状貌，而更重要的是摄

影者根据社会生活的真实运用选择、概括、提炼、加工等手段，创造出富有美

学意义的形象，并寄寓拍摄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艺术形象不仅应是具体的，

鲜明的，而且又是生动的，感人的。

2  形象的感知性

艺术形象的具体、鲜明，方能为观者所知；形象的生动、感人，才能为赏

者所感。显然，艺术形象本身应该是具有感知性的，而不应是无法辨认或不可

捉摸的光影图案。一幅摄影作品总应该告诉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如果

拍摄的作品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或看不出所以然，那手摄和展出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既不能以怪诞离奇哗众取宠，更不能以别人看不懂而孤芳自赏。摄影艺术

创作中允许，有夸张，有朦胧感，有随意感，有随意性，但变形不能歪曲，夸

张不能荒谬，朦胧不应晦涩，随意不能无意。现代西方美术界、摄影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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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的艺术流派，有的公开宣扬自己是抛弃了形象的“概念主义”“表现出

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主张从无意识和非理性出发表现最大限度的糊涂

和混乱，认为“下意识的领域，如梦境、幻觉、本能是创作的源泉，”摄影家

的某些“名家”认为：“摄影作品为什么一定要说明一个意思呢？”“为什么

要有具体的物象呢？”主张摄影创作要以新奇怪诞为目的，认为：“不是艺术

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对于这类怪诞离奇的作品，一些人却推崇为

艺术上的进步，并加以模仿和效法，我以为是欠思考的。一幅摄影作品没有可

知性、可感性的形象，何谈它的艺术感染力、社会价值和艺术生命力呢？

3  形象的再创造

要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价值，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就

要努力提高形象思维的能力。形象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和选择，是认识事

物的一种深化过程，它带有作者独特的思考。通过它，可以使摄影者达到对事

物本质的把握。托尔斯泰说过：“如果近视的批评家以为我只是在写我所喜爱

的东西，如奥布朗斯基如何吃饭，卡列尼娜有怎样的肩膀，那他们就错了，在

我写的作品中，指导我的是为了表现，必须将彼此联系的思维汇集起来。”他

阐明了艺术创作不是肤浅杂乱的表现所能办到的。艺术创作实质上就是艺术地

认识和表现生活。这个认识的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就是艺术概括和典型

化创造的过程，它要求摄影者善于这场那些比生活现象本身所包含的更丰富深

刻的，或能够引起观赏者联想的更宽广的东西，能够发现那些别人不易注意或

发现不了的生活典型。没有典型就没有创作，典型性是衡量一幅作品艺术质量

高低的重要标志，即使是不以拍摄人物为主的风光摄影，也应具有典型性。很

多摄影大师的风光佳作就其形象鲜明主动，无不带有强烈的典型意义。

摄影形象的取舍和艺术表现，同样要选择富有特征，最能传神的东西加以

着力渲染，使其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要有“以小见大”之功，须

有“体物入微”之能。体物指“对生活的感受力”，吟味力，“入微”指对事

物内部微妙的探索和发现，从平凡中辨出精义。细微处窥见宏旨，透过平凡细

微的现象，获取蕴含精宏的意旨，使摄影作品具有以个别反映一般，以局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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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整体，以现象反映本质的物性功能。

在形象创造过程中，还要弄清和摆正形象和概念的关系。“用形象反映生活”，

决不等于借形象来演绎生活哲理和图解政治概念。

摄影艺术形象的创造，来之于生活，来之于作者生活的体验，只有热爱生活，

富于思考，充满创作激情，才能把现实生活的原型转化为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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