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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是运用光学成像等科学原理，使真实景物在平面里得到影像记录或反映的过程。 

     依据成像方式和效果的不同进行划分，摄影的子概念可以分为图片摄影及电影摄影、电视摄影（像）等。 

     图片摄影伴随着摄影术的诞生而出现，是传统定义上的摄影，是狭义“摄影”的同义词。图片摄影指以照相机为

主要工具，对现实生活进行平面影像记录或反映的摄影。图片摄影是广义摄影概念最主要的子概念，其获得的结果俗

称“相片”。按照第一拍摄目的的不同，图片摄影可分为纪录摄影、艺术摄影和商业摄影。 

     纪录摄影，指以记录客观现实生活中有价值的瞬间影像为第一拍摄目的，对人、事件以及自然风貌进行平面影像

真实、客观反映的图片摄影。 

     纪录摄影再进一步细化，可以分为新闻摄影和资料摄影。 

     关于新闻摄影，盛希贵先生在《新闻摄影教程》中，有这样的论述：“新闻摄影的概念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层

次的内涵。广义的新闻摄影泛指一切用摄影手段报道新闻的活动，包括用照相机拍摄图片，用摄影机拍摄新闻纪录电

影以及用摄像机拍摄新闻电视来报道新闻这三大类；狭义的新闻摄影则专指以照相机为工具，以图片摄影为手段，以

印刷品为媒介的新闻摄影报道活动。”  

     盛希贵先生关于新闻摄影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层次划分大致不错，但起对狭义的新闻摄影所做的概念定义值得商

榷。至少，图片摄影并非新闻摄影的手段。 

     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新闻摄影指以记录客观现实生活中有传播价值的瞬间影像为第一拍摄目的，对人、事件以及

自然风貌在具有传播功能的媒体上进行平面影像真实、客观反映的纪录摄影。 

     新闻摄影拍摄过程应坚持的原则是不干预被摄对象，力求真实而本质地反映被摄对象。新闻摄影的特点概括起来

有以下三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时效性。 

     资料摄影指以记录客观现实生活中有资料价值的瞬间影像为第一拍摄目的，以资料方式进行保存和使用，对客观

生活进行平面影像记录或反映的纪录摄影。按照掌握资料的主体不同划分，资料摄影可以分为社会资料摄影、单位资

料摄影和个人资料摄影。其中，个人资料摄影与所有人相关，包括证件照的拍摄、旅游照的拍摄、红白喜事照片的拍

摄以及与亲友、同学合影照片的拍摄等。  

     新闻摄影和资料摄影都是纪录摄影的子概念。纪录摄影技术过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后期制作不做变更影响形壮的

电脑或暗房特技加工。 

     艺术摄影指以表现创作主体审美情感或艺术情趣为第一目的，运用摄影造型手段对社会生活进行平面视觉效果艺

术反映的图片摄影。  

     需要强调的是，艺术摄影概念上不可混淆于摄影艺术。 

     《辞海》的定义：“摄影艺术，造型艺术的一种。拍摄者使用照相机反映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表达思想感情。

根据艺术创作构思，运用摄影造型技巧，经过暗房制作的工艺程序，制成有艺术感染力的照片。” 



     就概念而言，根据中文中心词后缀的惯例，“摄影艺术”可通俗理解为：摄影的艺术，广义上包括一切与摄影有

关的艺术活动；狭义上特指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存在的那一部分摄影，是《辞海》所说的“造型艺术的一种” 。而

“艺术摄影”应该通俗地理解为：艺术的摄影，特指摄影活动中具有艺术创作特征的一种。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此。 

     在概念使用时，后缀为“艺术摄影展览”中的展出作品，应该是那些属于艺术摄影而得到的照片。后缀为“摄影

艺术展览”中的展出作品，则既可以是艺术摄影得到的照片，也可以是纪录摄影或商业摄影得到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照

片。 

     商业摄影指以获得经济利益为拍摄时的第一目的，运用摄影造型手段对可能有经济价值的客观景物或人物进行平

面影像记录或反映的图片摄影。进一步细分，商业摄影分为商业人像、广告摄影和工艺摄影等。 

     商业人像也称“人像摄影”、“写真”等，指照相馆、影楼等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的，以照片认购者指定人为被

摄主体的商业摄影。现代人像摄影的特点是精心“包装”被摄主体。按照被摄主体的不同，人像摄影还可以细分为婚

纱摄影、艺术人像（或称艺术照）以及标准人像、纪念照等。  

     广告摄影指以推销（或推行）的物品或形象为被摄主体，以引导受众进行某种行为为主要目的商业摄影。广告摄

影遍及媒体和商场、宾馆、车站等公共场所，是对公众影响最大的商业摄影种类。需要强调的是，广告摄影的主体既

可以是物品（产品），也可以是人，还可以是单位（企业）的形象等。以被摄主体性质不同，广告摄影可以分为产品

广告摄影、形象广告摄影和公益广告摄影等。公益广告摄影推行的是正确的或者值得提倡的生活理念，其被摄主体往

往只是体现这种理念的艺术化形象。  

     工艺摄影指以认购人（或潜在认购人）的需求为拍摄标准，通过摄影造型手段进行社会生活影像反映的商业摄

影。工艺摄影作品常见于挂历、台历、媒体题图或插画、室内装饰、宣传橱窗等。 

     图片摄影概念的基本分类，是针对摄影主体进行摄影活动进行的类别定义，并非针对摄影结果——相片进行的类

别定义。 

     相片这一概念，与绘画等概念并列为图片的子概念。它有物理和摄影理论两个层面的内涵。 

物理内涵的相片，指以相纸为材料，以反映照相机摄影结果为内容的图片。这是摄影结果最重要的一种展示方式。 

     摄影理论内涵的相片具有广义性，是通过图片摄影方式产生的平面画面结果的统称。在外延上，既包括以相纸为

材料的相片，也包括以纸张为材料的，刊登于各种纸媒体的相片，还包括以胶片为材料的负片、反转片、幻灯片，并

且，还包括以数字技术呈现于电脑（网络），存储于光盘的具有平面效果的一切摄影结果。[本文以下关于相片的介

绍，主要是摄影理论内涵层面的相片，简称相片] 

     根据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来评价，相片可以分为摄影作品和照片两种类型。凡是有社会观赏价值的相片，可以称为

摄影作品；凡是没有社会观赏价值的相片，称为照片。  

     这里所谓的社会观赏价值，主要指在观赏时具有的审美价值，或在传媒上发表以及作为历史资料保存所具有的阅

读价值等。 

     关于摄影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是这样定义的：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

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 

     上述定义把所有摄影作品纳入艺术作品范畴，不够准确。摄影作品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广义的摄影作

品，指可能拥有社会观赏价值的所有相片；狭义的摄影作品仅指在媒体上或展览中正式发表或获奖的相片。摄影作品

子概念主要包括新闻摄影作品、艺术摄影作品及商业摄影作品等。 



     新闻摄影作品、艺术摄影作品及商业摄影作品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价值取向和摄制限制这两个方面。 

     新闻摄影作品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有效记录和有影响的报道方面。针对这样的价值取向，不同地域，不同国

家，不同媒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五项标准是：一、题材重大；二、瞬间动

人；三、技艺完美；四、拍摄艰难；社会效果显著。当然，真实性是这些标准的前提。 

     在摄制方面，新闻摄影作品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限制，即：画面内容严禁虚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严禁拍

摄虚构（或不真实）的人物或事件；其二，严禁一切改变画面客观内容的暗房特技或电脑特技。 

     艺术摄影作品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表现审美情趣，在审美范围内的创新等方面。艺术摄影作品的评价标准，

较之新闻摄影作品的评价更为复杂，不仅因地域、国家、展览评委会的不同而不同，还因艺术流派、艺术个性的不同

而相异。 

     艺术摄影作品在摄制方面，除了画面主体必须是由摄影手段获得的影像外，没有其他任何限制。一切能够实现创

作主体的画面审美情趣，体现审美范围内创新意图的拍摄特技、暗房特技或电脑特技，都可以运用。  

     为什么画面主体必须是由摄影手段获得的影像呢？这是因为，如果画面主体都不是摄影手段获得的影像，比如是

电脑绘画获得图像，那么，这样的作品就不可以称为艺术摄影作品，应该称为绘画作品。 

     商业摄影作品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实现买方利益这一方面。其评价标准，有特殊性，也有相对共性。特殊性

一般体现在买方要求上；相对共性指迎合受众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的表现方面。 

     商业摄影作品在摄制方面基本上没有客观限制，却有买方的主观限制。一切与买方对于画面内容要求相悖的，都

属于限制范围。  

     图片摄影的基本概念，当然不仅仅限于上面所言及的这些。还有很多摄影的基本概念急需摄影理论的界定，否则

在摄影交流上，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将极大地阻碍摄影的良性交流和发展。上述概念的定义、分类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

确定，是摄影理论体系最基本的构建。如果没有进行这种基本的构建，摄影理论就将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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