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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意摄影的发展演变探索
文/丁丛丛

摘要：目前，中国的摄影艺术处于繁盛时期，中国的优秀摄影人的摄影表现技法和理念已经趋于多元化，

摄影由形式到内容的深入表现，已经把摄影从技术层面，演化成揭示某种社会现象，展现自我意识的艺术创作

手段。本文通过梳理画意摄影的发展过程，揭示摄影在当下的表现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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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艺术的一大基本任务就是激起想望，

可是满足想望的时机却尚未成熟。每种形式的艺术在

其发展史上都经过关键时刻，而只有在新技术的改变

之下才能获致成效，换言之，每种艺术风格或潮流，

需借助崭新形式的艺术来求生存、求发展、求突破。

画意就像一个音符跳跃在历史与当下的每个艺术形式

中。何为画意？《汉书·霍光传》中指出，画意就是

绘画的意旨或意境。用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学中的意指

作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解释画意：能指是画意派

的名称，人们口中的画意风格，所指是形式上朦胧、

柔美，技法上通过早期的底片叠加，刮擦以及主题上

的模仿绘画的技巧，意指则是唯美，进入自我陶醉和

欣赏的境界中。由此可见，画意一词最早来源于绘画

这一艺术范畴。宋代欧阳修和秦观分别提出过自己对

画意的见解，即“古画画意不画形”和“画意忘形形

更奇”的美学思想。画意作为一种艺术风格从诞生之

日起，就穿插在每个时代的每个艺术形式中，并且随

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自身的精神特征。 

一、传统画意摄影的发展

摄影自诞生以来在短时间内受到社会的强烈认

可，不仅颠覆了“迪奥拉马”的图像这种无法固定的

幻象，更以稳定影像的优势赢得了画家们的青睐。摄

影以其精准再现物体的能力，让很多画家惊呼“绘画

即将终结”。所以此时的摄影受到了一种威胁，再

者，摄影诞生初期还没有确立自身的风格样式，模仿

绘画便成为摄影生存的必经之路。1886年埃默森发表

的名为《摄影：一种绘画式的艺术》标志着画意摄影

的诞生。作为摄影初期的艺术探索，画意摄影先后出

现了不同的艺术主张，即“高艺术”摄影、“自然主

义”摄影、和“后画意时期”实践摄影。

（一）“高艺术”摄影

在“高艺术”摄影阶段，摄影主要表现为全盘模

仿绘画，绘画的标准就是摄影的最高艺术标准。摄影

师事先构思，勾勒草图，采用模特摆拍，底片叠印合

成的方法进行创作。这一阶段的画意主张主要受到画

派“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具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的特征，作品中还渗透出感伤忧郁的气息。雷兰德作

为“高艺术”摄影的代表，他的画意摄影作品《人生

两条路》不仅把画意风格推向了高潮，更成功地使摄

影与绘画、雕塑比肩而立，摄影终于被人们称为“艺

术”。《人生两条路》是雷兰德采用二十多个模特，

三十多个镜头拼贴制作而成，作品立意新颖，布局合

理，构图严谨，是一幅传世之作，具有极高的审美境

界和思想内容[1]。

（二）“自然主义”摄影

埃默森的“自然主义”摄影理念打击了之前的

“高艺术”摄影，直接导致了新一代“画意摄影”视

觉语言的形成，同时影响了摄影界“乡村怀旧”情绪

的蔓延。埃默森受法国自然主义绘画的影响，主张将

自然作为对象以及灵感的来源，简洁地将画面组合起

来，给予不同的聚焦。他的焦点摄影理论，是对生理

光学的新进展，并且构成了自然主义摄影的基础。从

视觉语言上看，埃默森提出的“视觉有限清晰论”成

为“柔化模糊有理”的依据，即他认为人的视觉边缘

是不明确的，中间部分清晰，边缘部分模糊，这是一

种自然的效果，这种理论导致“模糊，但是美”成为

这一阶段“画意摄影”的摄影语言基础。埃默森的

《犁地》系列作品借用自然的题材，阐释了照片中应

该只有一部分清楚，而未聚焦的其他部分应该是模糊

的。他的系列作品充满乡野劳作的生活之趣，单色照

片上恰到好处的留白颇有几分惠斯勒画作的神韵。他

通过移植当时绘画发展中的某些理念，进而追求摄影

的“艺术性”，表现了对绘画的崇拜。著名评论家埃

伦·汉迪用“画意的美，自然的真理，画意的实践”

来评述他的摄影风格。

（三）“后画意时期”实践摄影

在后画意时期，各种技术手段和新的工艺得到

进一步探索和运用，画意摄影风格呈现出多样化。题

材大都选择的是宁静的夜晚、安详的人体、肖像、静

物以及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和个人生活，利用这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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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绘画喜好的主题来接近艺术。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

的摄影师对当下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景观，进一步拓宽

了摄影的疆界，在斯蒂格利茨的作品《驿站》和爱德

华·斯泰肯的《弗莱特艾隆大厦》中更多地表达了对

待现代文明的矛盾心情，甚至这种风格以一种绘画式

的契机促进了人们对摄影本体的反思。

（四）中国初期的画意摄影

20世纪初，中国摄影人开始用摄影的方式表达自

己的生活状态。并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发展，这一

时期的摄影风格展现出对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极大兴

趣，尤其体现在风景上，中国摄影在山水中发现了一

种无与伦比的气势，山水凝聚了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天

人合一的理念。这一时期中国的画意摄影最具代表性

的人物是郎静山和陈复礼。

郎静山是将中国传统绘画义理应用于现代摄影的

第一人，他的一生都在追寻东方美学，着力表现中国

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和人民精神世界的美好。在他的

摄影作品中，有着与宋元山水一脉相承的艺术气象，

充满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趣。他认为，摄影也要表现中

国文化中的美。他的摄影作品《春树奇峰》（图1）是

典型的“融中国画意于摄影”。郎静山的集锦摄影，

仿国画、重意境、师古法，在形式上模仿传统国画，

题材和主题意趣，多取自古画、古诗词，是中国绘画

风格和摄影技法的统一。可见，中国摄影家在创作时

并不是完全对“画意摄影”的拿来主义，而是在中国

传统绘画技法中融入自己的主观情感[2]。

图1 《春树奇峰》

陈复礼的创作实践将中国绘画理论和表现技法

运用于摄影作品中，在艺术创作中坚守中国美学的特

征，使摄影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其“画意摄

影”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摄影界独树一帜。另外，在20

世纪50年代初期，摄影师陈复礼的画意摄影作品着重

表现自然的深远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视觉冲击

力。和谐的色调、富于美感的画面是他这一时期作品

的主要特点。1952年陈复礼创作了《彷徨》（图2），

在内容和形式上追随郎静山的画意摄影风格。中国的

画意创作风格是基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底蕴而生

的，不仅给当时的摄影锦上添花，而且使摄影这一艺

术在中国迅速萌发，为中国当下的画意名作的诞生埋

下了重重的一笔。

图2 《彷徨》

二、纯粹摄影

随着摄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视觉手段的确立和成

熟，由画意摄影所维系的艺术、自然、美以及真理的

多层关系随之发生了松动。受到有意抑制的某些意识

开始浮到表面，即反画意风格的意识——大胆面对现

实的摄影风格萌芽，标志着画意摄影的没落。摄影在

事实上确立了“摄影之所以为摄影”的基础，摄影的

两大基本特性在此逐渐明晰，即原真的拷贝性和时间

的切割性。由此也就形成了摄影的“直接”本体美

学，针对之前所谓的画意摄影，都被统称为“反画

意摄影”。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1952年布勒松的

“决定性瞬间”系列作品。布勒松解释，摄影在几分

之一秒内发生的事，是对某一事件中互为表里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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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同时辨识的过程。他追求生活中组合元素的时间

的凝结，再现真实的同时再现瞬间。

总之，纯粹主义摄影通过对摄影中的艺术追求和

现实中的摄影观察，来记录当下社会的状态。相对于

之前的单纯的画意摄影有了更为复杂的世界和社会观

点。摄影在某种程度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

三、新画意摄影

贡布里希认为，传统并非虚无的，传统中就蕴

含着价值。在他的意义上，这种价值包含着绝对性和

永久性。黑格尔在他的理念美学中讲到，理念是按照

正反合三段式辩证发展的，也就是理念的自发生、自

否定、自认识的过程。虽然这是一种带有主观概念的

辩证法，但是用在画意风格的循环式发展的历史上是

最为贴切的了，这与车尼尔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相结

合，再次从理论上证明了一种新的艺术理念的诞生，

即活在当下的新画意摄影的兴盛的原因。正如车尔尼

雪夫斯基说过，旧有的美学思想是转瞬即逝的，甚至

是不经常的，但是不会削减其美，这种带有种子的

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它消失的时候就会产生新

的美。换而言之，画意摄影卷土重来了，区别于19世

纪的传统画意摄影，在近十几年间，新画意摄影借助

数码相机的诞生与发展，自由的拍摄与便利的后期制

作，使得新画意摄影再次出现在主流摄影流派中，这

一点从众多重量级摄影赛事中就可以看出。过去的几

十年，在很多著名的摄影赛事中鲜有艺术摄影这一投

稿专栏，但是现在像新画意摄影双年展、新画意摄影

组等比比皆是。

传统画意摄影与新画意摄影的最大区别在于，

传统的画意摄影无论在形式上还是题材上更追寻传统

绘画的意趣，新画意摄影的典型特征是作品所体现的

“当代性”，是在全球科技发展语境下成长的艺术家

对当代社会所表现的一种文化自觉。新画意艺术不仅

继承了传统画意的主旨精神，更是在当代文化与科技

语境中站在自我的立意角度上发展了画意的理念，不

再依偎绘画，而是利用和结合绘画的可见或不可见的

元素，阐明自我的意境和艺术修养。新画意摄影的诞

生，无法脱离画意派的余风，但仍根植于当下的各种

理性的问题中。

相较于传统画意摄影，新画意摄影的“新”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的文化高度，更加追求作品的

内涵；新的技法，得益于类似却灵活性远远高于暗房

操作的后期制作技术，让意境更现实；新的理念，跨

学科和跨艺术的形象，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新的题

材，不仅仅局限在模仿绘画的形式上，任何自然中存

在的形象，都可以利用；新的形式，大胆地打破了摄

影作品中规矩和方圆的局面，淋漓尽致地配合着被表

现物体；新的输出方式，使新画意摄影中有了更丰富

的笔触和意境。新画意摄影不单单是传统画意摄影的

延续和翻新，它汲取了反画意摄影（纯粹摄影）中面

向社会，揭示现实的本质。具有丰富创作手法的摄影

家们默默地寻求一种属于能够表现自我意识、有别于

他人的摄影创作手法，留白技法的借用成为风靡一时

的艺术表现手法[3]。

四、极简主义摄影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每一种独立的文化都

有它的基本象征物，具体地表象它的基本精神，在埃

及是“路”，在希腊是“立体”，在近代欧洲文化是

“无尽的空间”，这三种基本象征都是取之于空间境

界，而他们最具体的表现是在艺术里面。若用这个观

点来考察摄影艺术，尤其是画与摄影中所表现的空间

意识，发现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而中国绘画艺术中

也早有“画留三分白，生气随之发”的说法。留白艺

术就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簇拥下诞生了，与其说留白

艺术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如说是从画意艺术中衍生

出来的一种大胆开放的艺术风格。留白沿用了画意艺

术中对意境的追逐，尽管每幅作品有异，作者有异，

但是画面的言外之意是相通的。老子言，虚实相生。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说，计白当黑，奇趣乃出。这既是

画意的一种主要创作手法，也是留白艺术的理念主

旨。形式上，《系辞传》中有言，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唯有圣人立象以尽意。因此，境生于象外，超以

象外，“俱似大道”意境自然就有了，这就是留白艺

术予以视觉上的气韵生动的图景。在绘画中，画意风

格体现在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整幅画中没

有一丝水的痕迹，却能够让人感到烟波浩渺。予人以

想象之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可以说宋画

在留白方面做得极尽美感。留白的经典之处在于让人

产生遐想，尽管因人而异但是意境深远，留白是一种

智慧，是传统绘画的一种极高境界，以“着墨疏淡、

空白广阔、留取空白”来构造空灵韵味，给人美的享

受。在20世纪初期认为这种留白的特色是指将设计的

元素、色彩、照明等简化到最少的程度，以含蓄著

称，起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目的。20世纪40年代

极简主义出现在新浪潮的艺术领域中，20世纪80年代

对设计风格与绘画流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应用于

后现代艺术的各个领域，包括建筑、绘画、雕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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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音乐以及文学等。近年来，极简主义美学思想盛

行，它作为一种创作手段，主张尽量减少对材料和元

素的利用，对使用的内容不做过多的点缀。在美学上

追求简洁和直观，主张用最简单的形式和方法创作，

有的摄影画面甚至只留下了形态与色彩关系，以此来

消除一切干扰主题的不必要的内容，产生纯粹、无杂

质的艺术效果，并从简化了的内容中产生复杂的情感

升华，达到耐人寻味的视觉效果。这是画意风格的衍

生，也是画意摄影的升华。极简摄影以其简约的风格

特征应用于视觉图像的创作过程中，摄影师以纯客观

的角度记录最为简洁且不简单的画面，但反映出强烈

的主观情感，从而形成开放的空间，使观赏者能够自

由地想象与解读。

五、案例分析

姚璐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摄影师，他的作品《中

国景观》（图3）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摄影作品

之一。《中国景观》运用了宋代绘画“留白”的手

法，这不是机械的外观的套用，而是一种机智的发

挥。他与传统对话，醉翁之意却是当下现代的社会问

题。他以绿或灰色的防尘布所遮掩的建筑废料为素

材，添加几处亭台、楼阁与小舟，重构成一个个看似

精心构思，却视觉极为简单的青山绿水画意之作。这

种“山水”并非真实存在的，图中绿色防尘布是一种

开发中的标志，意味着城市步入现代化进程，成为城

市的新象征符号。这是一种以丑陋来营造美的错觉，

同时也提供了对于美本身的潜在的批判与反思。姚璐

谈道：“我创作的《中国景观》严格意义上不是风景

作品，是借用了中国山水画的形式，更多表达我自己

对一些现象的理解和态度。”从姚璐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他在探讨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即什么是虚幻，

什么是真实，亲眼所见到的一定是真实的吗，看起来

虚假的作品是不真实的，精确描摹的摄影作品就是真

实的吗。姚璐是新艺术时代的先导者，他的作品特点

包括构造、色彩、色调、留白。他的拼贴、重构不是

为美观而是更为现实化。他的作品贵在用一种个人的

方式将之可视化，在视觉世界中探索和寻找各物质之

间的结合关系，有一种时代的艺术思考。从姚璐的作

品中，可以看到摄影从刚刚诞生时充满画派美学到后

来的理念可视化，如同一个个楼梯，对世界的思考越

来越多。世界的复杂没有阻挠人们对于摄影艺术的判

断，反而使之愈加清晰和一如既往的直白坦诚，如姚

璐的“虚拟真实”那样，人们乐在“假”中。这就是

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现实。

图3 《中国景观》

六、结语

传统画意摄影与“反画意摄影”（纯粹摄影）相

融合于新画意摄影，而极简主义摄影是新画意摄影的

升华，给观者营造出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对摄影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可以被称作摄影2.0的时代，

影像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被传播，成为媒体宣传

最重视的工具，是当前艺术家最常用的媒介，更是如今

人人都可拍摄的形式。因此，当代摄影家所面临的重要

使命是，如何寻找各种崭新的方法，来重新界定摄影与

现实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摄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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