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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与被看——摄影中国》

内容概要

摄影与观看，旁观与见证，“摄影”与“艺术”，“物性”与真实，反抗与张力，图像证史，观看控
制，视觉秩序，等等，视觉文化研究学者杨小彦数十年来关于摄影的访谈、评论、发言、文论等集合
成这样一部看与被看的摄影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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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与被看——摄影中国》

作者简介

杨小彦的复杂程度，从以下这些描述便可见一斑：
身份多重：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大学教授；
专业跨界：入美院前学水墨、本科学油画、硕士学艺术史、博士学建筑史；
职业跳跃：当编辑、主编、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当画家、批评家；当学者，当大学教授、博导、副院
长；当策展人，当多家美术馆的学术顾问⋯⋯
几千字怎能妄言要将一个如此复杂人的呈现充分？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
在艺术圈提起杨小彦，知者甚众，且有趣之处在于几乎每个人都说他“很跨界”，跨到难以定义、难
以书写。
杨小彦对自己的经历有过一个极简的概括：
16岁下乡；21岁读本科，广美油画系；27岁读研究生，广美艺术史方向，师从迟轲；40岁读博士，华
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师从吴庆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平生工作三项：知青，出版，大学老师。表
面看所学不为所用，其实所用恰恰根植于所学。
⋯⋯
观看的启示：摄影与视觉传播
在绘画和艺术批评领域游刃有余的同时，杨小彦早在1986年便跨进摄影领域，在《现代摄影》杂志主
编李媚的邀请下开始撰写摄影批评，同时逐步介入《现代摄影》杂志的编辑工作。熟悉近三十年来中
国摄影发展的人都知道这个杂志的分量，杨小彦也由此开始了对中国摄影实践的持续关注。
相较于艺术批评，摄影批评的困境在于对“摄影”的类型界定和评判语境混沌不清，大多数人把摄影
看做审美、抒情或者记录，而摄影与生俱来的“群众性”更在熙熙攘攘间加剧了这种混沌。而摄影对
于杨小彦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观看”，以及由此带来的看与被看的权力问题。而且，杨小彦对摄
影与政治动员的关联体察颇深，勾勒出了一套隐藏在视觉表象背后的的权力结构和观看秩序，以及相
匹配的视觉动员机制。
2009年，他的专著《新中国摄影六十年》便是以此为框架对1949年以来中国摄影实践的梳理。
1999年，杨小彦应《1999独白》丛书主编鲁萌之邀，写了《站在文图之间》，在这个意在展望新千年
的契机中，提出21世纪图像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图关系的变化。
随后他又写了《读图时代》，预见了即将到来的图像泛滥将产生的文化变迁与社会隐喻。
2005年，《视觉的全球化与图像的祛魅化》一文又更为充分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当他进入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时候，这些思考又延伸为对视觉传播现象的探究。
可以说，杨小彦在视觉领域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观看”这一关键词的，而又是以问题意识为驱动的
，以中国情境和中国经验为对象的，其更为深层次的背景，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
的微妙关联。
⋯⋯
（以上介绍为节选，摘自《杨小彦：难以归类的跨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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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与被看——摄影中国》

书籍目录

《看与被看——摄影中国》为著名视觉文化研究学者杨小彦对影像视觉多年观察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通过使用“观看控制”与“视觉秩序”这两个关键词，来描述近百年发生在中国的视觉文化现
状。
其中“面对摄影家”部分收录了新时期最早出现的几篇访谈，提出了一个“站在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
”的问题；
“个人观察的纪念碑”部分透露了摄影之所以成为一部历史的重要原因；
“双重视野”部分通过作者的几篇主题发言探讨了摄影书写话语权的问题；
“历史的质感”彰显了摄影作为一种观察、工作方式的连续不断的历史性奋斗；
“观看之道”部分则呼应全书主题，在更大的言说范围内论证了两个关键词的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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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与被看——摄影中国》

精彩短评

1、最精彩的是第一部分，与摄影家的对话，作者作为一位采访者，显然是有自己的主张和态度的，
有意识的引导和提问，让读者能够了解摄影家关于摄影深层次意义的观点。摄影家观看的角度，拍摄
对象对摄影的价值，很多问题也回答了自己的疑惑和不解。
2、文笔智识都是一流的
3、今天摄影界所存在的现象及问题，杨老师在二十年前就言中了！
4、观看&观察&对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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