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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日摄影：1960年以来的影像艺术》11个主题，从传统语境中的肖像、街拍、彩色与纪实，到新视
阈下的摹仿、景观、自我与建构。回顾过去，关照当下，把握未来。
163位艺术家，从安迪·沃霍尔到格拉德·里希特，从辛迪·舍曼到杰夫·沃尔。梳理艺术与摄影的发
展脉络。
英国著名艺术出版社Phaidon出品，Art Today（今日艺术）系列扛鼎之作。欧洲摄影畅销书，英文版出
版半年即重印。《今日摄影：1960年以来的影像艺术》是一部内容丰富，轻松易读的当代影像艺术百
科全书。从摄影在波普和观念艺术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到数码时代它自身所经历的惊人转变
，本书概述了1960年至今摄影作为艺术的发展状况。作者马克·德登用清晰透彻的论述，探讨了摄影
如何经由那些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手，变为一种备受推崇且应用广泛的创作载体与媒介。这些艺
术家们包括：威廉·艾格尔斯顿、托马斯·施特鲁斯、南·戈尔丁、安德烈亚斯·古斯基、乔尔·梅
耶罗维茨，辛迪·舍曼⋯⋯他们星汉灿烂，尽揽本书之中。
《今日摄影：1960年以来的影像艺术》分为11个主题，其中如街头摄影、肖像摄影、景观摄影和纪实
摄影等在摄影史中被一再强调，并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每一章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开展
，起于20世纪60年代，止于近几年的新作。作者通过架构在各主题之间的知识网络，不但追溯了各类
别摄影的非线性发展脉络，还关注了它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在旁征博引中，展现出一幕幕引人入胜
又错综复杂创作情景。
全书内容严谨，结构清晰，将带领读者徜徉于一个个艺术背后的创作故事，使其对每一位摄影师的作
品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这些摄影师，有的已崭露头角，有的处于事业发展期，还有的则成名已久。同
时，本书从更为广阔的语境以及作品在当代艺术史中的地位出发，为读者提供了对今日摄影艺术的概
观。
《今日摄影：1960年以来的影像艺术》甄选出500余幅具有重要意义的图片，对超过160位杰出摄影师
的作品进行了详尽论述和分析，是一本了解当代影像艺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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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马克·德登（Mark Durden），英国作家，艺术家，南威尔士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摄影系教授
。著有《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2001，2012），《摄影研究的五十位重要学者》（Fifty
Key Writers on Photography ,2012）。合著包括与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合作的《可变资本》
（Variable Capital，2007），与肯·格兰特(Ken Grant)合作的《二次拍摄：基斯·梅得利文献中的肖像
照》（Double Take: Portraits From the Keith Medley Archive，2013）等。此外，马克·德登还发表了大量
关于摄影与当代艺术的文章。目前，他是艺术家小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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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国贸三期page one书店翻的，还是比较精致的。
2、四位译者我都很喜欢，翻译很准确到位，拿捏得很好，内容范围涵盖比较广，虽然都讲得不是特
别深入，但是作为普及类的图书还是不错的，很喜欢~~
3、要毕业了⋯我该把你带到哪儿啊⋯
4、挺细致的一本书，每一幅作品除了清晰的标注了作品名称、作者名称、创作时间以外，还特意标
注了作品的尺寸，并以厘米和英寸双重方式标注，十分严谨，可以为创作者、研究者提供清晰的参考
。
5、本书并不是以摄影师为线索的人物分类法进行分类，而是以摄影师的作品进行分类，也就是说，
每一个摄影师从不同的角度创作出相对独立的作品所指向的意义与范畴是完全不同的，而这种分类法
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某一艺术家的某一时期、某一作品而非常具体的来谈论问题，这也是本书的
阅读方式十分轻松，完全可以看做是一本带有工具性的了解当代摄影艺术发展的读物。

6、内容上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追溯了各类别摄影的非线性发展脉络，内容结构比较清晰，是一本不
错的影像艺术书
7、《今日摄影》作为一部“当代摄影史”性质的书，并没有按照传统摄影史的写法，以摄影技术或
摄影师为中心，开展以时间发展为单一逻辑的断代叙事，而是从摄影实践的十一个主题同时出发，提
供了多种进入影像表达核心的渠道。
8、略有失望，没有总体分析而只有个体介绍，文字和图片篇幅都大，因此总体上介绍的摄影师也没
想象那么多。当然也不少，毕竟那么厚。有些人写的不错
9、我从来不看对每张照片都去说明其背后意义的摄影书 因为我觉得如果摄影是艺术的话 那么就不需
要注解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 看到什么是什么。
10、排版设计大气而便捷，给予每位艺术家充分的展示空间，保留了阅读的呼吸感。章节清晰，条目
评点相结合，并配有大量大尺寸的作品插图，还在书后附上注释及作者小传。
11、好重
12、这本书选择了1960年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摄影独立与其他艺术的重要时刻，内容很棒
13、很难想象，这本超过400页豪华厚重的大书，只是梳理了1960年以来这短短50多年的影像实践。在
此之前，应该也没有一本书使用字典般的条理、散文般的细腻、论文般的严谨，以及画册般的精美来
收拢当代五花八门的摄影创作了。《今日摄影》拥有纵横四海的格局，细腻微妙的语言，丰富精致的
插图，读起来，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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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毫无疑问，摄影如今是一种主流的当代艺术形式。艺术摄影的价格持续攀升：第一张在公开拍卖
上打破百万美元的照片，是美国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于1989年创作的《无题（牛仔）》。该照片以1
248 000美元，于2005年11月在美国佳士得的一场当代艺术拍卖中成交。六年后的2011年11月，在同一
地点，安德烈亚斯·古斯基作于1999年的《莱茵河二号》六个版数中的第一版，以4 338 500美元创造
了摄影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这张巨大的（385×207厘米）彩色照片，以留白而极简的方式，将德国
河流描绘成一条水平横跨整个画面的带状物。摄影并非一直都被如此确定地当作艺术。作为一种可复
制的媒介，摄影颠覆了传统对于艺术价值的假设。照片并不像画那样，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形式。尽管
如此，一旦到了拍卖行，照片有几个版数这一事实，反而能够助推其价值。古斯基《莱茵河二号》的
成功，无疑是获益于此：其他版数都已被世界各地重要的美术馆收藏，其中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
馆，以及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本书起始于1960年，那时，摄影对艺术来说并非不重要，但两者的
关系却复杂而充满矛盾。第一章《摹仿：原创与复制》展现了对于观念艺术家，以及那些想让艺术摆
脱传统浪漫主义和表现特征的那些人来说，摄影是如何重要起来的。摄影具有吸引力，更确切地说，
是因为它的易于感知及其一定接受限度内的审美价值。并且，它也成为否定艺术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这
个预设的必要方式。摄影与其他艺术形式发展轨迹类似，但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的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夫斯基，曾致力于发掘摄影自身的美学特征。自1962年上任以来，萨考夫
斯基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于摄影作为艺术的理解，并且多亏了他，一些20世纪重要的摄影师们得以成名
，尤其是黛安·阿勃丝、威廉·艾格尔斯顿、李·弗瑞德兰德和加里·维诺格兰德。他们的影响可以
说是与日俱增，而本书也将对其作重点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彩色印相技术的发展
，许多摄影师开始大规模地拍摄照片。这对摄影与博物馆的关系具有转折性的影响，对此也出现了一
些宏大的论断。于艺术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来说，只有当照片为美术馆墙面而作—“被当成画一样
观看”—那时，它们才开始像当代艺术一样重要。直至此时，即便照片确实是用卡纸衬垫，框材装裱
，并且放在画廊的墙面上进行展示，这种陈列方式总有些随便。这样的摄影作品，对于博物馆的墙面
来说，实在太小了，而只在书籍和画册中展示才合适。摄影把自己寄托于印刷媒介，从许多意义上来
看，书依旧是它最理想的展示环境。因此，本书从威廉·克莱因和森山大道那两本开创性的著作开始
，一直到尤阿希姆·施密德最近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物，那里面的图片是他从图像共享网站Flickr.com上
储存的数十亿张照片中选取并编辑而成的。对于摄影书籍的讨论，将在本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
数码技术对出版的促进，史无前例地，有越来越多的照片被制作成了书册。这本书中含有许多照片的
复制品，它同样也得益于摄影与书籍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图片是我论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本书中
所有的照片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并根据它们互相之间建立的动态关联，以及图片与文字的关系，进行
了考究的编排。在一些图片的选择和安排上，我尽可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同时，我也不遗余力地重构
他们期待和熟悉的那种摄影史的逻辑与方式。本书是在充分意识到“仅重申一个已被接受的标准的危
险性”这样的情况下所撰写的—当然，我也没有彻底忽视它；如你将看到的，约翰·萨考夫斯基作为
写作者、策展人，具有独创性和非凡的视野，我对他贯穿全书的敬意会说明这一点。对于纪实，约翰
·萨考夫斯基好像是有点批判的。这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他所认为的诸如维诺格兰德、阿勃丝和弗
瑞德兰德这些摄影师创作方式的独特性。相对于传统的，由各种社会问题和动因引起的纪实形式来说
，他们的艺术更加个性和开放。尽管如此，本书重点关注的一点是，本质上来说，什么才是对摄影的
纪实使用？把这个术语的语境放到最宽，所有拍摄现象世界的照片，所有生活中所拍摄的照片，都可
以被描述为是纪实的。然而，第八章中对纪实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与那些有关或暗示了政治诉求的
作品相关，它们表现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它的弊病和问题。大萧条期间的早期改革主义纪
实摄影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纪实摄影逐渐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当代艺术形式。
然而，其中常带有对传统规则和预期的蓄意颠覆，并且在有的例子中，则是对它核心价值的故意蔑视
。同时，纪实摄影也满足了我们对于耸人听闻和触目惊心这类影像的需求。对于近五十年来的摄影，
人们倾向于通过不同的使用者来区分其两大特点：那些依旧还在运用和探索，时而利用该媒介的现实
主义特质，直接拍摄这个世界的摄影师；与那些以更具个人意识和保持距离，时而批判性的方式，将
摄影作为现实主义形式来使用的实践者。对于那些挪用其他人的照片，或那些把影像制作成照片的人
来说，摄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主题。他们的艺术，倾向于反思其他的图片或谈论摄影本身。
数码技术并没有真正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它只是对摄影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两种使用都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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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然而在我们这个数码时代，真正发生改变的是摄影的环境，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拍摄照片
。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直接回应摄影的无处不在，不过这样的影像增殖将会对艺术摄影所产生的全方
位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在跨越五十年的摄影史中标记出一条路径，这本身已经决定了某些选择。甚至
一本像这样的大书，也不可能绝对全面。我已试图精选、顾及了那些我认为会流传的作品，回顾过去
作品时还简单，但当作品是最近和当代的时候，就困难得多。摄影近代史的特点是，它已变得越来越
全球化。从20世纪60年代，摄影相对有限地集中于第一世界，到如今覆盖全世界范围，这标志着一次
重要的转折。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按照松散的时间顺序开展，起于1960年，而时常止于近几年的新作。
摄影很难加以类别，而我也很深刻地意识到，在我们标识和理解照片时，常用的那些定义和名称,也并
非总是准确。最近半个世纪的摄影历史中，各种特别的创作方式呈现出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
。因此，我主要使用主题或者类型，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试图捕捉并使其稳定。最后一章里所讨论的
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或可被视为指出了摄影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举的例子中，包括了我说的极端摄影
——一头一尾分别是两件让人难忘且别具一格的装置，阿法瓦多·加尔2002年的作品，《图像的挽歌
》中照片的缺席，以及埃瑞克·卡瑟斯2011年的展览中，24小时内上传到Flickr那成百上千的照片。这
些艺术家使用摄影的广度和范围，可被看作指出了当下和未来的摄影一些反复关注的重要主题。不过
，也有可能，明天的摄影就在这本书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年轻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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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今日摄影》的笔记-第九章  自我：观照与表演

        

2、《今日摄影》的笔记-第三章  色彩：表象与深度

        

3、《今日摄影》的笔记-第二章  面孔： 姿态与伪装

        

4、《今日摄影》的笔记-第五章  景观：自然，文化与权力

        

5、《今日摄影》的笔记-第四章  街头：纷争与和谐

        

6、《今日摄影》的笔记-第一章  摹仿：原创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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