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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巫鸿：中国当代摄影40年

　　编者按：2017年6月28日，“中国当代摄影40年(1976-2017年)——三影堂10周

年特展”在北京三影堂摄影中心开幕。此次展览由艺术史家巫鸿担任策展人。巫鸿依据中国

当代摄影概念和文化的变迁，按时间顺序将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即“民间摄影社团和展览的

浮起”(1976-1979年)、“摄影新潮”(1980-1989年)、“实验摄影”(1990-2006年)”以

及“实验摄影机构的发展”(2007-至今)，对1976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进程作了历史性的

归纳和梳理。

　　在这4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摄影与当代艺术的发展有过非常多的交集和互

动。20世纪80年代，摄影和美术都 以“新潮”运动的方式学习西方;90年代以来，“实验

摄影”又和“前卫艺术”联手共进，并在观念和语言上互相借鉴、彼此影响。时至今日，作

为一种重要的视觉传播媒介的摄影，已成为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也越来越难对

当代摄影和当代艺术进行严格清晰的划分。这恰恰说明了当代摄影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值此展览进行之际，本期《画刊》选登了巫鸿教授阐释本次展览策展理念的前言文

章，并就一系列有关中国当代摄影和当代艺术的话题对摄影评论家顾铮教授做了专访。

　　中国当代摄影 40 年

　　文︱巫鸿

　　“当代摄影”是一个国际通用但不具备共同定义的概念。有的西方美术馆以历史事

件(如二战结束)作为“当代”的时间底线以建立收藏和策划展览，有些研究者则以摄影技术

和摄影观念的发展为基础思考这门艺术的当代性。所有这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定义都基于特定

地区的摄影实践、学术研究和展览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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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来说，当代摄影有着一个相当明确的起点，即 40 年前的 1976/1977 年。

但同样清晰的是：中国当代摄影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和国际上社会、经济、

文化的大潮以及摄影本身的发展，在以往40年中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这

个展览把中国当代摄影的进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即“民间摄影社团和展览的浮

起”(1976-1979年)、“摄影新潮”(1980-1989年)、“实验摄影”(1990-2006年)，以及

从2007 年至今的实验性摄影机构的发展。

▲《90年代的上海》;陆元敏;数字微喷;50.8cm×40.6cm;1990s/2017

▲《老战士合唱团》;贺延光;明胶银盐;46cm×29.5cm;1976-1986年

　　民间摄影社团和展览的浮起（1976-1979年）

　　发生于1976至1979年的三起事件构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一些

业余摄影家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网络，系统地拍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群众自发举行的悼念活

动，并将这些照片编辑成册在社会上传布。这批被称为“四五运动摄影”的历史图像保存了

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富于意义的现象是非官方摄影社团的出现。成员达 30 余人的“星期五沙

龙”是其中较早的一个，于 1976 年冬就已在北京开始活动。另一个团体的成员大多参与

过“四五运动摄影”，1977 年以后定期聚会。这些自发形成的社团把有志于摄影的年轻人

联系在一起。在“文革”以后的开放气氛中，这些人开始系统了解摄影史的信息和材料，也

开始探索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特质。

　　此时期的第三个事件，即 1979 年初成立的“四月影会”以及该会在当年4月举行

的“自然·社会·人”首展——有着更明确的里程碑性质。这个展览包括了由45位艺术家创作

的170件作品，其中不少出于非专业摄影师之手。展览前言清楚地表明了“为艺术而艺

术”的宗旨，将摄影从政治宣传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展出的作品反映了重返人本、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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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现社会的三个基本倾向。一些图像引导观众思考自然世界的美和宁静，另一些作品则发

掘人的情感世界和捕捉生动的日常情节。它们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在“文革”后的

中国可说是耳目一新，解释了这个展览对公众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他们”系列之三》;海波;数字微喷;29cm×10cm;2000/2017

　　摄影新潮（1980-1989年）

　　从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影会和影展，较早者有西安

的“四方影会”和吸引了大批观众的广州“人人影展”。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影会包

括“陕西群体”、上海的“北河盟”和厦门的“五个一”群体。上百个摄影团体在这段时间

内出现于北京，“裂变群体”和“现代摄影沙龙”是其中较重要的两个。后者通过在1985-

1988年间组织的三次颇有影响的展览而成为摄影新潮的牵头者之一。

　　这一新潮运动的出现与80年代的 “文化热”、“八五美术新潮”，以及文学艺术

中的“信息爆炸”密切相关。“文革”期间被禁止的各类西方艺术通过复制和展览在这一时

期内被大量介绍入中国，数百种理论著作在短期内得到翻译出版。新型摄影期刊和杂志也出

现了，如创刊于1984年的《现代摄影》激起了年轻艺术家的极大兴趣。这个“信息爆

炸”在摄影创作中的结果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主要西方摄影风格都在80年代的中国得到了

重现。

　　经过这个学习和吸收西方摄影风格的“多样化时期”，纪实摄影于20世纪80年代

后期成为新潮运动的主流。与美国30年代的纪实摄影运动类似，80至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

影作品也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它们的内容、形式和手法服务于摄影家们为之

献身的社会改革潮流。总的说来，这些作品沿循两个主要方向，或与当时流行的“乡土美

术”平行发展，表现普通人和中国文明的永恒精神;或与“伤痕美术”息息相关，以社会

中“人”的悲剧命运作为表现主题。前者往往呈现带有浪漫气息和象征意味的影像，反映了

强烈的民族志兴趣;后者则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本质，把刚刚过去的一段中国历史看成是一个

需要修补的巨大断裂。大约同时，由于中国城市的爆破性发展，越来越多的纪实摄影家将镜

头聚焦于剧烈变化中的都市景观。拆迁场地的废墟、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变动中的

城市人口和都市生活等等，都成为纪实摄影的常见题材。

▲《精神病院(天津)》;袁东平; 数字微喷;60cm×50cm;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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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车厢”系列》 ;莫毅;明胶银盐;30cm×25.5cm;1988年

　　实验摄影（1990-2006）

　　至20世纪80年代末，新潮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在中国重建摄影艺术的历

史使命。新一代更有当代气息的“实验摄影”开始取而代之，与方兴未艾的前卫艺术联手共

进。从时间上看，虽然实验摄影于80年代末已经出现，但直到90年代中期才形成实验艺术

领域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潮流。实验摄影家通常和实验艺术家一起生活和工作，在同样的非

官方艺术展中展出他们的作品。随着实验艺术的迅速国际化，实验摄影也得到了参加国际大

展的机会并开始为全球艺术市场提供商品。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实验摄影家在国内具有另类

地位，同时与国外博物馆、策展人以及画廊发展了合作关系。

　　三个事件对实验摄影运动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东村艺术群体在北京出现，

聚集了行为艺术家、实验摄影家和实验性画家。他们大多数来自地方省份，在共同兴趣的促

动下施行了富有冲击力的实验艺术项目。这种合作也预示了实验艺术在此时期的一个双向发

展：当实验摄影家日趋将自己的作品设计成行为表演，实验艺术家也越来越被摄影所吸引，

不但从摄影中获取灵感，并且自己拍摄和制作摄影图片。

　　第二个事件是新型的实验摄影出版物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 1996 年以复印技术

出版的《新摄影》。此外，被称作“黑皮书”、“白皮书”和“灰皮书”的一套无标题私人

出版物把摄影作为实验艺术的重要媒介进行介绍，提供了最早出版的东村行为艺术照片和许

多代表性实验艺术家的观念摄影作品。

　　第三件大事是观念摄影的流行。《新摄影》第三期的前言只有一句话：“ 观念进

入中国摄影时，就好像尘封多年的屋子里突然开启的一扇窗户，我们可以舒服地呼吸，可以

获得‘ 新摄影’的新义。”在这个潮流中，摄影家把概念和话语置于表现之上，通过艺术

实验解构现实。他们不再致力于捕捉生活中的瞬间，而是更多地关注艺术表现的方式并努力

掌控对作品的观看，导致“人为组构”影像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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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明胶银盐;50.8cm×35cm;1998年

▲《隐私》;颜磊;数字微喷;60cm×80cm;2007年



2019/7/14 巫鸿：中国当代摄影40年

wemedia.ifeng.com/28357466/wemedia.shtml 6/9

▲《“芬·马六明”系列一》;马六明;彩色合剂冲印;80cm×120cm;1993/2010年

　　实验性摄影机构的发展（2007- 至今）

　　2000 年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和 2002 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标志了中国实

验艺术——包括实验摄影——的合法化和国际化。随后展开的是当代摄影在中国大地上的

新的一章：这门艺术开始从实验摄影家及批评家的小圈子中走出来，参与到全社会的文化生

活和艺术教育之中。与这个变化同步，新的摄影展示场地、商业渠道、研究中心和批评研究

陆续出现，表明中国当代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机构化的阶段。当代摄影作品不但在大型双

年展、三年展中占有显著地位，而且与大众文化混合，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摄影节。

开放空间中举行的个展和群展迅速增多，一些仍坚守着实验摄影的初衷。有关摄影的写作也

更为频繁地出现，预示着这一艺术史和艺术批评领域的建立。

　　三影堂艺术中心在这个潮流中应运而生，旨在支持和促进当代摄影在中国的继续发

展。经过10年来的奋斗，这个由艺术家自己出资建立的第一个中国摄影机构已经成为展示

第一流摄影作品和进行摄影艺术教育的基地，也已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和互动的国际交流平

台。一系列国内外重要摄影展览和学术活动在这里举行。“三影堂摄影奖”(TSPA)于2008

年建立，至今已进行了9次。这个奖项一方面鼓励对摄影艺术前沿的持续探索，一方面发掘

和支持富有潜力的年轻摄影家。通过这种种活动，三影堂也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发展当代摄影

和当代艺术的机构模式，具有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这也就是我们在三影堂建立10周年之际，组织这个当代中国摄影回顾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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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 都 —— 建 设 工 地 拆 迁 人 员 发 生 纠 葛   西 安 》  数 字 微

喷;33.8cm×50.8cm;1989/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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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争鸣微信号

来点暖心的！ 

扫这里

凤凰精品

《雅昌艺术网》

暖新闻

热追踪

在人间

2019-07-14 10:08 0

2019-07-14 09:56 0

明人的闲居生活

去往何处？琴嘎个展 在当代唐人艺术中

心开幕

▲《洛川1989》 韩磊  明胶银盐   31.2cm×46.5cm   1989年

　　注：本文图片由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提供

本文来自大风号，仅代表大风号自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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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显“文化深度”

88岁的蔡斯民：把“留真”的故事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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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艺术“发现未来之星”第二回呈现汪玉

砚个展“玉之于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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