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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门类和流派--近代自然主义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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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主义（Naturalism）首先是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后来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它以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为理论基础。其主要特征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既“实验方法”进行创作，准确

地按照事实描绘的生活，既不需进行任何评价也不需深入事物本质，即“我看到了，我说出来，我一句句地记录下来，仅

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左拉语）。自然主义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作家左拉，绘画代表人物是法

国画家儒勒·巴斯蒂安·勒帕热，摄影代表人物则是英国摄影家埃默森。 

 

埃默森 

埃默森，全名彼得·亨利·埃默森（Peter Henry Emerson，1856—1936），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本人出生

于古巴。埃默森要美国东北部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1868年举办首次个人摄影展，1885年成为摄影界名人，1889年发表

了艺术论文集《自然主义摄影》，向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绘画摄影投出了第一枚重磅炸弹，自然主义摄影也由此得名。 

    自然主义摄影抨击绘画主义摄影是供展览用的、支离破碎的摄影，与活生生的自然现实主义无关，这里所说的“支离

破碎式”，指是鲁滨逊等人那种“集锦”式的绘画摄影照片。因此，自然主义摄影家倡导回归自然找寻灵感，提倡摄影家

重视对自然的感受，在实际自然环境中发掘题材，以写实手法表现美的形象。埃默森认为，自然是艺术的开始和终结，只

有最接近自然、酷似自然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他说，没有一种艺术能比摄影更精确、更细致、更忠实地反映自然，

“从感情上和心理上来说，摄影作品的效果就在于感光材料所记录下来的、没有经过修饰的镜头景象”。由此可见，这种

艺术主张，是对绘画主义的反动，它促使人们把摄影从学院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对充分发挥摄影自身特点有着促进作

用。 

  埃默森的美学精华是其焦点视觉理论。他认为，人的视觉边界是不明确的，人们的注视某一景物时，除中心部分清

晰外，其余部分都相对模糊，为了使拍摄时能达到人的视觉效果，他提出，在不歪曲被摄主体结构的情况下，焦点不能对

得很准，拍出来的照片要有虚化部分。 

    埃默森本人对摄影是否为艺术的认识，则是从肯定转变为否定。在1889年出版的《自然主义摄影》一书中，他第一次

公开提出摄影是一门独立艺术，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摄影艺术   应当在不破坏拍摄对象自然状态的前提下，运用技术和

技巧来表现。 

 由于时代的演进，自然主义摄影中一的些摄影家极端夸大了埃默森的焦点视觉理论，激进到软化焦点、虚化焦点甚

至没有焦点的程度。他们的做法激怒了埃默森，1891年，埃默森出版了一本画有黑框的小册子《自然主义摄影的灭亡》，

正式声明放弃他所创立的自然主义摄影观。他说：“摄影虽然有时给人以美感，但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人们无法根据

它来辨别艺术家的个性，而这一点正是摄影最大的缺陷。”“我以前认为所有层次都可以在摄影时随意控制，实际证明是

做不到的。因此，我只能遗憾地承认摄影是一门‘非常局限的艺术’和‘最低层次的艺术’。”之后，他更是放弃摄影，

过起了孤独的作家生活。 

 埃默森的摄影作品集《诺福克的生活与风景》，以英格兰东南部的名胜区诺福克郡人民的生活和风景为主，他拍摄

的都是那里常见的景物，用以证实这些题材也能够成为艺术作品。 

 自然主义摄影观念对后来的摄影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焦点视觉理论成为印象派摄影的主要理论依据，而其本

质精神则成为“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和“纯摄影”（Pure Photography）观念的基础。 

 自然主义摄影的缺陷是，满足于描写自然的表面真实和细节的“绝对”真实，从而忽视了对现实本质的挖掘和对表

面对象的提炼，即不注意艺术创作的典型化和艺术形象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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