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摄影家协会CPA 

[资讯]   [图片]   [会员]   [活动]   [论谈]   [社区]   [网址]   [博物馆]   [其他] 

当前位置： 中国摄影报导读 →  

·“学院派”入佳境 学术化成潮流 

2005-12-16 

 

 

    在近两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期间，古城大街随处可见穿着时髦的年轻学子。他们不仅把大展当成学习和交流的

课堂，更作为学业成绩的“秀场”。摄影界对这些小字辈的作品从不入眼到看两眼，再到认真地观赏、琢磨，只经历

了数年时间。2005年秋，国内外近30所院校摄影专业师生的作品在平遥整体亮相，使摄影界不由得开始给予这些后生

们以更多关注目光。 

    摄影界面对这些来自象牙塔内的作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看到了“摄影的多种可能性”。无论是作为一种艺

术手段，还是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摄影本来就该“百花齐放”。当探索性的影像以平常状态进入公众眼帘时，大家

的态度不再是一惊一乍，也没有盲目进行批判。摄影师的个性和摄影的多元化因此有机会得以酣畅淋漓地展示，摄影

界乃至公众也能逐渐以客观目光来分析和评判各类摄影作品。摄影界公正的评判，给各类摄影作品形态在同等条件下

展示与交流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从担忧到赞赏 

    2001年夏，大连医科大学影像艺术学院曾组织了一场摄影教育专题研讨会，一直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的摄影教师们

经历了一场与几位深谙中国摄影教育实情的摄影家的论战，论战主题之一是，在艺术院校里学摄影的学生，毕业后能

干什么？如果不是年轻的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教师王纯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研讨会的论调便会一边倒。当

时，摄影家们担心的是，这些整天拍“小布尔乔亚式”作品的年轻人，能否经受住就业难题的考验。 

    随着摄影专业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随着一批批摄影专业毕业生在或艺术、或实用的摄影道路上的努力行动，这

种担心逐渐变成了赞许。11月在淄博举办的山东青年摄影师十人联展期间，山东工艺美院数字系学生们的课后作业以

开阔的思维、巧妙的构思，涌现出新意。与会者和影友们也开始以崭新眼光来看待这些年轻人。这次，学生们开始向

专家们发问：“我们毕业以后怎么办？”这问话听起来更像是充满自信的挑战，并非那种无知的迷茫。 

    即便是在影友活动中，摄影专业的学生们也显出实力。本报在辽宁沈阳组织的影友联谊会上，当地鲁迅美术学院

出马参与的几名学生，每人都有两三个奖项入账，让当地许多实力不俗的高级发烧友们也生出羡慕。看来，学没学过

就是不一样，专不专业更是不相同。 

    其实，客观地看，如今的摄影教育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教材的科学性问题，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生源

质量不高的问题……但随着更多具有海外学历背景的摄影师、学者加入摄影教育队伍中，随着各开设摄影专业院校的

软硬件积累逐步成熟，中国摄影教育自会循序渐进。    

    中秋节前一夜，在平遥古城墙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国内知名院校的6名年轻学

生走上领奖台，成为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赞助单位———法国桦榭集团设立的“青年摄影师奖”获得者。看着那些洋溢

着灿烂的脸庞，想想他们个性张扬的作品，摄影界肯定会有人生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般的豪情。 

    也就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的辞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其实陈丹青提及的艺术教育的共性问

题，在艺术院校的摄影教育中同样存在。但有了反思，而且反思产生了共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情况会有所改观。 

    摄影界但凡子承父业者，作为摄影家的父母一般都会把子女送到专业院校里去学习，而不采取过去那种父子相因

的传统模式。一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摄影师也把进修充电当做摄影路途上的重要一环。 

从专业到普及 

    作为国内公认的摄影理论权威，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一方面进行研究和教学，一方面又在媒体上开专

栏介绍国内外摄影师和摄影文化，给各个画廊做策展，为摄影文化的普及和摄影界的对外交流努力着。目前，不少摄

影学者都做着与顾铮类似的工作。 

    抛开追学术明星的心理不谈，摄影界对学者的欢迎和敬仰程度肯定是与日俱增的。摄影家可以给影友以经验，学



者则可以给影友以真知和视野，缘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摄影界也与其他文化界一样，爱拿中国摄影师与

国外名家相比了———毕竟大部分人视野有限。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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