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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人类学：图像、媒介、身体、社会＊

□杨云鬯

［摘　要］　人类学与摄影的关系是复杂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摄影既可以是用于研究过程

中的记录工具，也可以是用以介入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透镜。当以人类学的视角研究摄影这一实

践行为本身时，需要一种以摄影为媒介，勾连图像、个体与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即“摄影—人类

学”研究。它以摄影这一行为为起点，研究各种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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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摄影的人类学定义：问题的提出
摄影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验。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免不了跟摄影和照片打交道。有谁没被拍

过一张照片呢？又有谁没看过一张照片呢？既然摄影和照片如此平常，它们又是否还有被研究的价值？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同样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社会人类学从一门研

究“他者”社会和异文化的学科演化成了如今一种“无所不包”的状态。人类学家早已不再仅仅着眼于对“他

者”社会的描述和转译，而把更多的“日常物事”纳入研究体系之中。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通过研究那些普

通的“物事”发现，它们“（１）参与了社会秩序的构建，（２）催生了基于人工制品基础之上的临时结构，以使社会

秩序得以稳固和再生产，（３）生产了社会权力的各种形式”。［１］（Ｐ３４９）在林林总总的物事中，摄影和照片自然也包

含在内。对摄影及照片的人类学研究就像一面透镜。通过它，我们可以拓展主流人类学中的理论思考。这

些研究同时可以从视觉与物质文化的角度为扩充人类学思想做出贡献。［２］（Ｐ１）既然如此，与其在一个过于宽广

的空间中询问摄影的定义，我们不妨便透过人类学这一透镜，来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人类学（家）与摄影有

着怎样的关系？人类学又是如何介入对摄影和照片的研究的？是否存在一种摄影的人类学定义？

本文将通过回顾一系列的人类学与摄影研究，并结合作者基于对中国摄影爱好者和摄影艺术家的田野

调查资料，对以上的问题尝试做出解答。通过把摄影和照片这种物事看作一种媒介，并将其置于“个体———

物———社会”这一社会关系整体的中心，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摄影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用一种以关系和

实践为导向的方式来重新定义摄影这一人类行为。

二、人类学的摄影：民族志的对象、观察者的技术
人类学家对于摄影的兴趣，是持久而发散的。伊丽莎白·爱德华兹（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Ｅｄｗａｒｄｓ）和克里斯多夫

·莫顿（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ｏｒｔｏｎ）曾表示，人类学在其学科发展史上始终是一种“高度视觉化的实践……在有意

和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摄影遗产”。［２］（Ｐ１）克里斯多夫·皮尼（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ｉｎｎｅｙ）也在他的著作《摄影

与人类学》中以极其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追溯了从维多利亚人类学和早期摄影开始到现代人类学及当代摄影

互动相交的“双重历史”。［３］（Ｐ１７～６２）这种双重历史，并不是说摄影史和人类学史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关系。相反，

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互相缠绕，更像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

这样一种不间断的双重历史结构催生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所有关于人类学与摄影的主题。这些主题

依照时间、空间、研究目的等不同分类标准，做一个大致而并不严谨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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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分类是：摄影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摄影作为（“人类学”的）研究手段

第二个分类是：摄影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摄影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所谓的“不严谨”，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诸多即将引述的文献中，并非所有文献都是严格意义

上人类学本位的。部分文献及著作更多地从视觉文化、历史学、艺术史乃至摄影理论本身的角度出发，探讨

摄影对某地、某人群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影响。因此，“人类学”的这一提法并不严谨，故而需要为其加上引

号。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些研究始终都是与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一个广义的角度说它们

都是“人类学的”研究，也并无大碍。第二，每个组别所包含的两种事实，往往同时出现在同一文献或著作中，

只不过因作者的意图不同而占据了不同比重。读者切不可认为同一组别的两种事实之间存 在 着 明 确 的 界

限。在关于摄影的民族志研究中，作者往往也会辟出至少一个章节，来回顾摄影在某地的传入及发展历程。

这与我们熟知的许多人类学研究是相一致的，正如艺术史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ｉｄｉ－Ｈｕｂｅｒ－
ｍａｎ）在讨论历史学与人类学对于时间这一事物的态度时所引用的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的经典论断：“双方都在不断地克服着一对永恒的对立面……即历史学所要求的进化的模式和常被作为人类

学之特征的非时间性。”［４］（Ｐ６２）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研究更加“人类学”还是更加“历史学”，也无论我们主要

以一种共时性还是历时性的角度去研究摄影，都无法在某处划上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毋宁说，那些没有分界

线的研究才代表着为弥补本学科之弱项所做出的努力。同样，当摄影被当成是一种社会行为时，它自然也就

获得了历史，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因此，本文在这里做出这样的粗分类，只是一种便宜讨论的策略，并不意味

着两种事实之间是对立关系，也并不可能有了其中一种事实，另一种事实就绝不出现。

在明确了讨论前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说，大致来看，以上的四种事实，任选组别１中的其中一种，与组

别２的其中一种进行两两结合，就能够基本囊括人类学与摄影的研究。如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法文出版的《摄影：一种中级艺术》，［５］就可以看作是一项把摄影作为社会行为的研究。

他和他的研究小组一起在１９５０年代对法国不同阶层的摄影爱好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及访谈，对不同阶层的人

所拍的照片进行了内容分析，认为摄影同时具备了社会整合及社会区分的功能，并讨论了摄影的仿真性如何

满足了当时法国大众对自然主义美学的追求，以及定义了摄影在审美品位的阶级中所处的“中级”位置。与

此类似，皮尼在２０世纪８０和９０年代对印度中部商业摄影工作室进行的研究［６］、克里斯托弗·赖特（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ｅｒ　Ｗｒｉｇｈｔ）在２１世纪初关于西所罗门群岛的罗维亚纳人（Ｒｏｖｉａｎａ）如何理解与使用摄影的研究［７］、凯伦

·思佳斯勒（Ｋａｒｅｎ　Ｓｔｒａｓｓｌｅｒ）对印度尼西亚的“国民性”、现代性和摄影之间的关系之讨论，［８］以及青年学者

席琳·沃顿（Ｓｈｉｒｅｅｎ　Ｗａｌｔｏｎ）对伊朗摄影爱好者及其作品政治意涵的分析，［９］都是在某一时间段内，对某地

的摄影活动进行集中的民族志调查，把摄影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物事”，讨论其所折射出的社会和文化状

态。在这些研究中，历史相对而言扮演了较为辅助的角色，但也有着自身独特的重要性。作为“摄影之另外

的历史”，［１０］它们的存在强调了非西方社会对于摄影的本土化，促使我们对主流的西方摄影历史及理论的反

思。由此，皮尼在他第一本关于印度中部摄影工作室的民族志出版九年后总结摄影 研 究 的７个 主 题 时，把

“所有的摄影都是世界摄影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了一切摄影研究的前提，提醒我们注意，一般情况下，所谓的

“核心”摄影史，讨论的不过是欧美的摄影实践罢了。［１１］

与此相比，凯莉·罗斯（Ｋｅｒｒｙ　Ｒｏｓｓ）的专著探讨了日本明治时期摄影的传入及对当地经济和社会产生

的影响，［１２］基本可定义为以摄影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从历史文献出发，罗斯的写作涵盖了１９世纪末东

京日本桥的摄影设备交易商店、２０世纪初各品牌推广摄影器材的海报和大众摄影的指导说明文件、摄影爱好

者的沙龙及竞赛，以期通过摄影这一技术在日本的大众化和艺术化过程来构筑明治日本社会的视觉文化史。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类研究关注的是历史问题，但其出发的角度与传统的摄影史和艺术史之间有着本质的

差别。正如摄影史家杰弗里·巴特钦（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ａｔｃｈｅｎ）所言，经由大众摄影所生产出来的影像是艺术史所

难以介入的，“我们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前卫手段，而不是另一种关于前卫艺术的常规历史……我对于我们

现有的、标准的摄影史所抱有的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历史话语模式本身，和构建这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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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之筑基。”［１３］（Ｐ１２６）这种对于“大众摄影”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皮尼所说的“摄 影 之 另 外 的 历 史”。

只不过皮尼的原意所指向的是一种“中心———边缘”“殖民———被殖民”的地理概念，而罗斯和巴特钦所提出

的这种“研究历史的前卫手段”更加注重一种福柯式的对历史本身的谱系学介入。因此这种研究并不强调地

理空间的差异，同样适用于西方的研究。对于巴特钦而言，从对艺术家及艺术风格的线性历史研究转为对一

般的、大众的图像的研究是为艺术史的“民族志转向”。他把诸如皮尼和爱德华兹等人的研究均归类在视觉

文化这一新兴的学科范式之下，是一种衔接人类学、社会学及艺术史的可取尝试，对于打破学科边界有积极

意义。然而，他的立足点始终都是以摄影史为主导的，并未能够对于现有的视觉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研究做

出系统性的细分及评价。对于“民族志转向”提法，在这篇写于２００８年的重要论著之后也再无深入探讨，着

实让人引以为憾。

另一方面，上文所举皮 尼 的《摄 影 与 人 类 学》与 爱 德 华 兹 所 编 著 的 另 一 本 著 作《人 类 学 与 摄 影：１８６０～
１９２０》，均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还原早期的人类学家（或更早的比较解剖学家）是如何在世界殖民体系的

框架下利用照片的真实性来对非西方社会的族群进行研究的。这类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们的出发点

是人类学的学科史，因此特别强调在变化的历史话语下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式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如何主

导了人类学家对摄影及照片的运用。

据皮尼考证，在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现代人类学以前，作为一种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记录工具的摄影基

本上在两种拍摄理念之间徘徊。一方面，摄影是人种学家和古典人类学家“科学化”学科的工具。对人体的

准确复制让诸如兰普雷系统（Ｌａｍｐｒｅｙ’ｓ　Ｓｙｓｔｅｍ）的体质测量工具经由学者与殖民官之手传往殖民地，使得

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有了成 为 用 以 科 学 研 究 之“标 本”的 可 能。［３］（Ｐ２９）埃 弗 拉·图 尔 恩 爵 士（Ｓｉｒ　Ｅｖｅｒａｒｄ　ｉｍ

Ｔｈｕｒｎ）和曼恩（Ｅ．Ｈ．Ｍａｎ）等人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拍摄者不应把被摄者当成“死物”，而应当以共情（ｅｍ－

ｐａｔｈｙ）为 出 发 点，拍 下 当 地 人 自 然 的 状 态，使 得 照 片 带 有 美 的 意 味。［３］（Ｐ３５～３８）其 后，波 特 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Ｖｉｄａｌ

Ｐｏｒｔｍａｎ）、博厄斯（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哈登（Ａ．Ｃ．Ｈａｄｄｏｎ），直至马林诺夫斯基的摄影实践均各有特色，但基本都

可以在“科学”与“美”“严谨”与“自然”“客观”与“主观”的取向之争下找到位置。自哈登开始，如何要求被摄

者根据拍摄者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行为和表情又成为新的问题，［３］（Ｐ４８）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甚至自己导演了“白

人人类学家本人在特洛布里安原住民间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３］（Ｐ５８～６２）

爱德华兹所编著的《人类学与摄影：１８６０～１９２０》可以说是第一次对人类学与摄影之关系和历史的系统

梳理。全书的图片资料基本建立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摄影收藏基础之上，由理论、历史类的６篇文章和４
个个案分析组成。也是在本书所收录的其中一篇文章中，皮尼第一次提出了摄影和人类学的历史有所呼应

的观点。［１４］（Ｐ７４）而对于爱德华兹而言，摄影这一承载了历史与时间的媒介与强调共时性研究的功能主义和结

构主义人类学确有矛盾之处。但更为重要的是，她指出唯有在一种人类学学科史和政治的语境中对这些早

期有着人类学意义的影像进行解读，才可以让我们真正从源头上反思诸如“他者”“科学”“知识”等概念的生

产与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关联。也是从这里出发，爱德华兹把“语境”的理论进行拓展，在９年后将摄影和照

片总结为一种“物事”，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社会历程，［１５］（Ｐ１３）与表征、权力、政治、经济等等复杂的

社会文化话语相勾连。

最后，当我们把摄影作为研究手段的这一功能置于某一相对静止、稳定的社会及时间之中，就会发现有

一类偏向指引手册的实用类著作，如科利尔父子（Ｊｏｈｎ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Ｊｒ．ａｎ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Ｃｏｌｌｉｅｒ）合著的《视觉人类学：

摄影作为一种研究方法》［１６］一书。该著作于１９６７年首次问世，作者之一小约翰·科利尔的父亲是一名社会

学家，曾在罗斯福新政期间负责管理印第安人事务。小约翰在而立之年后曾为１９４０年代受美国联邦农业安

全管理局（ＦＳＡ，Ｆａｒ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雇佣的摄影师之一。他们记录罗斯福新政下美国人的生活

和精神面貌，在西方摄影史上被认为是早期纪录片（如约翰·格里尔森和德加·维尔托夫等）的理念在摄影

领域的继承人。［１７］（Ｐ２７８）随后，他以摄影为业，足迹辗转于加拿大和南美洲。１９５０年，他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一

个研究团队，对栖居加拿大三个海洋省份之人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调查，由此开始系统地总结摄影在田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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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的角色和功能。在书中，作者枚举了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和摄影经历，分章节介绍了摄影这一记录工具

可以怎么用、在田野调查中什么值得拍、在异文化社会中拍照的伦理及准则、如何边做访谈边拍照等等。尽

管如“摄影可以拉近调查者与被访者之间的距离”［１６］（Ｐ２３～２５）这种论断稍显武断，且科利尔父子对视觉人类学

的理解与现在众所周知的作为人类学分支的视觉人类学有所不同，但他们提倡把摄影广泛运用到田野调查

中，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对于视觉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立有着积极的意义。

通过对以上四个类型的研究的回顾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人类学视域下的摄影看作是一种民族志

的书写对象和一种观察的技术。但是何谓“观察”？我们不妨从两个历史事实出发。１９８０年，当皇家人类学

会在伦敦 的 摄 影 家 画 廊 进 行 一 系 列 的 藏 品 展 出 时，展 览 的 题 目 就 叫 作《人 类 的 观 察 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１８］（ＰＶＩＩ）科利尔父子也在他们的书中写道：“照相机那批判的眼睛是在收集精确的视觉信息时必不可少

的工具，因为我们现代人常常是缺乏观察力的观察者。”［１６］（Ｐ５）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观察”呢？它跟人们平常

所说的“看”（ｓｅｅ）或“旁观”（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又有什么区别？视觉文化学者们（借用巴特钦的定义，这里面包括了来

自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史等背景的学者）所用的这个词语是否指向了一种学科化或科学化 的 视 角？“观 察

者”又是谁，是怎样的一种角色？本文认为，只有理解了“观察”和“观察者”这组概念，才有可能继续来谈摄影

的人类学本质。作为一种视觉技术，摄影之眼无疑为人类之眼提供了一种可遵循的现代观看方式，规训了人

们的观察和认知。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ｒａｒｙ）也在其著作《观察者的技术：论１９世纪的视觉

与现代性》［１９］中印证了这一 观 点。在 这 一 关 于 摄 影 之 史 前 史 的 书 中，克 拉 里 界 定 道，“观 察”的 拉 丁 文 词 根

“ｏｂｓｅｒｖａｒｅ”有“遵循”之意。观察者自然是一个用眼睛看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察者是在一整套预先

设置的可能性中进行看这一活动的，也是内嵌在一个有着传统和限制的系统之中进行看这一活动的。”［１９］（Ｐ６）

因此，视觉文化学者对摄影的研究，事实上是对观察者及其背后的视觉机制的探索。对于以艺术作品和

艺术家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史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跳脱原有的研究材料，去重建一种异质的时间：横

亘在１９世纪艺术界对抽象艺术的追捧及大众对写实技术的追求之间的“断裂”，［１９］（Ｐ４）无疑包含了至少两种

截然不同的观念，而它们却共享着一种在内部矛盾重重，拥有着多重政治、经济、哲学维度的历史进程和社会

机制———现代性。矛盾 的 是，从 暗 箱、魔 灯、全 景 照、幽 魂 剧 场 到 塔 尔 伯 特（Ｈｅｎｒｙ　Ｆｏｘ　Ｔａｌｂｏｔ）和 达 盖 尔

（Ｌｏｕｉｓ　Ｄａｇｕｅｒｒｅ）几乎在同时宣布摄影术的发明，［２０］懂得通过现代性的眼睛———光学仪器。也同时受到这

些仪器规训的“观察者”们，既包括了皮尼和爱德华兹等人笔下的早期古典人类学家们，也自然包括了克拉里

的书中那些追求真实的影像效果和借用“浮光掠影”来寻求感官刺激的现代大众。［２１］（Ｐ２１～２２）同作为现代之产

物的人类学与摄影，贯穿二者“双重历史”的始终是“表征”和“阐释”两个问题。人类学家是如何把照片的精

确复制理解为“科学证据”的？又是如何通过这些“证据”进行“科学研究”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学家开

始对摄影这一观察工具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权力进行反思？摄影本身最终又能否成为一种超越光学的媒介，

让人类学家不是透过相机的取景框，而是通过摄影这一行为本身来介入对社会和文化的讨论？这些将是本

文下半部分着重关注的内容。

三、摄影人类学：图像、媒介、身体、社会
在不提供任何语境及背景的条件下，“摄影的人类学”这个提法看起来或许有些难以理解。然而，通过前

文对相关著作的回顾和评价不难发现，人类学或视觉文化对摄影的介入事实上就是以摄影所携带的“人类学

特性”作为前提的。那么，何为摄影的“人类学特性”呢？首先，前文的文献回顾并不局限于人类学本位的研

究，说明这种“人类学特性”，比社会人类学（这是“英国的发明”）或文化人类学的范围更加宽泛。同时，它们

的研究范围包含了从古典人类学到现代人类学的时间范畴，也包含了从原住民社群到现代社会的空间范畴，

因此又比现代人类学的范围更加宽泛。因此，这种摄影的“人类学特性”在本质上是摄影这一技术与人类之

间多层级的相互关系。由此，对摄影之“人类学特性”的研究事实上就是讨论一种具体的“物事”对于人类及

他们所组成的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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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所论及的内容，即“图 像、媒 介、身 体、社 会”，取 自 艺 术 史 家 和 媒 介 研 究 学 者 汉 斯·贝 尔 廷（Ｈａｎｓ

Ｂｅｌｔｉｎｇ）的《一种图像人类学：图 像、媒 介、身 体》一 书。［２２］贝 尔 廷 在 书 中 坦 言，他 所 说 的“人 类 学”，并 不 具 有

“民族学”意味，而更加强调了它的欧洲传统，即一种“康德式的对于人和人性的一般性定义”［２２］（Ｐ２）这与本文

的立足点是一致的。贝尔廷认为，对图像的研究需要这么一种人类学的介入，对人脑海中的图像和外在肉眼

可见的图像同时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以重建一种图像学（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因此，图像、媒介、身体对于贝尔廷

来说是一种递进的关系：首先理解图像，进而理解图像赖以生存的媒介，最后理解作为媒介的身体，以及人的

心和眼如何与图像及媒介进行互动。在本文看来，贝尔廷与克拉里的研究内容和路径尽管有较大差异，但其

实它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对传统的以名家名作为中心的艺术史研究进行解构性的反思。然而本文借

用贝尔廷所提出的这几个概念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其研究出发点和方法进行复制。在本文中，图像、媒介、身

体、社会更像是帮助我们把握摄影的人类学内涵的关键词，以区分“摄影—人类学”研究和一般的摄影研究、

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其中，图像、媒介和身体更偏向个体经验，但它们都应当放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或文化

语境中进行讨论。摄影是生产照片的行为，而照片（不论是可以拿在手上的由胶片放制的实物还是存在于各

种屏幕中的数字照片）是一种对图像的固定，即图像的承载物。照片本身因而是自然的现实与机械之眼之间

的媒介。由此，摄影是一种媒介，照片也是一种媒介。所谓的媒介，即为中介物，勾连了各方关系。罗兰·巴

特在《明室》一书中曾经阐述过一对“操作者”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操作者即拍摄者，而观看者即

看照片的人，［２３］（Ｐ９）摄影和照片就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媒介。此外，他还坚持应当用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去看照

片，去追问“我的身体对于照片有些什么了解”。在这一 基 础 上，照 片 又 成 为 了 激 发 观 者 对 知 识 之 联 想（知

面，Ｓｔｕｄｉｕｍ）和情绪之感受（刺点，Ｐｕｃｎｔｕｍ）［２３］（Ｐ３２）的物事，成为了联系身体和感知 的 媒 介。诚 如 克 拉 里 所

言，摄影在被发明以前，人类已经利用诸如视网膜的残影效应发明出了诸多光学仪器，这折射出大众对于一

种现实的影像的追求，更蕴含了一种观看方式的改变。但是这些光学仪器不也是图像和人眼之间的媒介吗？

不正是它们，让栩栩如生的影像印在了１９世纪人们的视网膜上吗？那么摄影的出现，除了重申人们对于现

实影像的追求以外，又还有没有跟克拉里笔下的那些光学仪器不一样的地方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和那

些不断进入、消逝、继而 成 为 记 忆 的 浮 光 掠 影 不 同 的 是，摄 影 让 人 们 第 一 次 把 一 种“曾 经 在 此”“独 一 无 二”
［２３］（Ｐ８５）的时刻实体化了。换言之，我们的记忆被固定了下来，仿佛无论记忆在脑海中如何消退，只要有了照

片，人就拥有了记忆本身。照片是连接记忆与现实的媒介。

摄影这种复制现实、显现现实的能力无疑刺激着人们保存记忆的欲望。特别是在有纪念意义的场合或

肖像摄影中，人们更加热衷于用照片留作纪念。这种“燃烧的欲望”［２４］不断刺激着１９世纪的发明家们以科学

为名，尝试把影像固定、留存，［２０］（Ｐ６～１３）也不断刺激着摄影的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社会进程。如果说１９世纪中

叶纳达尔（Ｎａｄａｒ）的名人肖像、勒·格雷（Ｌｅ　Ｇｒｅｙ）和比松兄弟（Ｔｈｅ　Ｂｉｓｓｏｎｓ）的高端肖像摄影工作室仍然是

特权阶级的象征，那么Ａ·Ａ·Ｅ·迪斯德里（Ａｎｄｒé－Ａｄｏｌｐｈｅ－Ｅｕｇèｎｅ　Ｄｉｓｄéｒｉ）所创造的大众肖像摄影模

式无疑满足了普通人拥有一张私人肖像的愿望。这一“商业摄影之父”的商业摄影帝国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就

到达顶峰，几乎击溃了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所凭借的正是迪斯达里自己发明的一次可印制１０张６＊９厘米大

小肖像的专利技术。［２５］（Ｐ３５～５８）技术和市场刺激着人们的欲望，欲望反之又促使技术和市场不断发展。正是在

这种张力之下，摄影成为了一种平民大众的共同经验。

在一个层面上，照片是忠实的复制，因此摄影是制造证物的行为。小到家庭相册中记录了一个人出生、

毕业、结婚、死亡的照片，大到法庭上用以推翻罪犯的不在场证明的影像，照片的这种证明属性和见证功能使

得摄影被看作是一种客观而真实的媒介。然而，稍微对摄影理论或视觉文化有所涉猎的读者都会对此提出

质疑，因为大量的文本和经验提醒我们，照片的客观和真实是相对的。一方面，专业人士可以在暗房里对照

片中的元素进行增减，而类似的操作在数字时代变得甚至更加便捷了。在笔者与国内摄影爱好者的相处中，

不仅发表在网络上的照片几乎全都有经过“改造”，他们甚至还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拍摄。

比如说，“前期”指拍摄者在现场拍照的过程，需要把控好构图、光线等等；而“后期”则指利用如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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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ｇｈｔｒｏｏｍ等电脑软件对“前期”的“原片”进行处理的过程。从“前期”的视角选择和画面内容的操纵到“后

期”用不同色调和裁剪工具来表达情绪和目的，笔者的大多数报道人都认为只有把控好这两个“流程”，才能

制作出自己理想中的照片。

另一方面，被摄者在面对相机镜头时总是会呈现出他们理想中的样子。皮尼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印度中

部的田野调查显示，正是因为照片是对某一时刻的忠实复制，因此在摄影工作室拍摄肖像的客人们才更会在

被拍摄的那一刻努力呈现出“更好的结果”。在当地的工作室拥有者Ｖｉｊａｙ看来，他的客户们“都想让自己在

照片中呈现出最好的状态……他们不想穿每天都穿的衣服……他们不想要表现真实的照片”。［６］（１８０）

最后，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对同一张照片做出多种解读。摄影师菲利斯·比亚托（Ｆｅｌｉｃｅ　Ｂｅａ－
ｔｏ）曾在印度民族起义（１８５８）和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６０）期间用相似的手法来表现他所服务的大英帝国是如

何在“野蛮的”东方取得胜利的。为了使照片的画面更具“冲击力”，满足英国市场的心理需求，比托会在勒克

瑙斯坎德花园（Ｓｉｋａｎｄａｒ　Ｂａｇｈ　ａｔ　Ｌｕｃｋｎｏｗ）被攻陷四五个月后要求把已经被整齐盖好的尸体重新暴露在日

光之下，让尸骨散落在斯坎德花园的外围。［２６］（Ｐ１２７～１２９）他还会要求把大沽炮台的清军尸体［２７］（Ｐ２０）集中堆放，使

得照片中的画面看起来更为惨烈。用现在的新闻摄影职业道德来看，比亚托显然有愧于他“现代战争摄影先

驱”的这一褒义称号。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商业动机、道德保障（“文明的”英帝国为其背书）和当时西方社

会的主流思潮（建基于科学革命之上的“文明”和“野蛮”观念），那么比亚托的这种做法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起来。这也正是巫鸿所讲到的“历史物质性”，［２８］（Ｐ４１）即我们在考察艺术品（本文认为，应当不局限于艺术品，

可扩展至广义的图像）时，会很自然地赋予它们在当下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新的意义，但它们原有的社会文

化语境也是不可被剥离、忽视的。据以上的例证，我们显然可以说，摄影也是“伪造”证物的行为，承载了拍摄

者、被摄者和观者的多重愿望及动机。

在另一个层面上，照片却又只能是“微不足道的片纸”。它跟语言不一样的是，语言是结构化的，可以更

为灵活地表达人的意思，而照片则是平面的，它只是照相机的一种光学结果，一种纸张之上的化学反应。照

片本身仅仅指向一种微观的事件，而我们从照片的身上却更加希望读到宏观的、一般化的历史和社会信息。

在这里，一方所能提供之物与另一方所期待之物产生了断层。皮尼说，照相机无法撒谎；正如杰尔所说，图像

无法说话。因为二者均在“生理上”缺少了可以撒谎或说话的先决条件。唯有照片，所谓的“摄影图像”这种

用沉默来揭示不可言说之真实、用像似符号之外在完成指示符号之功能的媒介，以它无所不在又无比暧昧的

特征，让人道不清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意图创造了照片，还是照片塑造着我们对于事件和记忆的认知。因此，

如果说照片是欲望的载体，那么这种“欲望”，将不仅仅是拍摄者的意图、被摄者的期待以及观者的所得，因为

在这一层面上的“欲望”，都是人们想象他们能够从照片中得到的东西。由此，在一个更加基础的层面上，“欲

望”或许需要被理解成一种关系，而非仅仅是生发于人，作用于物的单向度行为：人们想从照片中得到什么？

照片又能够为人提供什么？这种以关系为导向的思考所通往的将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填补断层的方法。

它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可用以重新定义一种在本文所讨论的“摄影人类学”语境下照片之本质。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摄影时，首先需要明确自己在整一个实践之中所处的位置：我是拍摄者、被摄者还是

旁观者？从不同的角色出发，我们会对摄影有不一样的期待，而摄影也会给予我们不一样的回应。而所谓的

“摄影实践”，又可以具体细化到这一活动的图像生产、图像传播和图像消费三个方面。

图像生产，指拍摄者通过摄影器材拍照、冲放（胶片）、后期（数码），最终得到一张摄影图像的过程。图像

传播则指这张摄影图像通过特定的媒介（印刷或互联网在线传播）趋于受众的过程。而图像消费，则指受众

观看、解读照片的过程。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又主要牵涉到三方关系，这三方分别为拍摄者（或拍摄物，强调

非人为因素，如监控摄像）、被摄者（物）和旁观者（物）。然而，三方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比如在“自拍”的情况

下，三者可以是同一个动作发出者。而在家庭摄影中，首先对照片抱有期待的观众往往也是被拍的人。在三

者不相互交叉重叠的情况下，本文罗列出了摄影实践的各个过程与所涉三方的相互关系，并 以 列 表 形 式 列

出。在每一个格子中，对角线上方指各方对摄影实践的某一环节可产生的影响，而对角线下方则是摄影实践

３１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的每一环节分别会如何反向影响或制约拍摄者、被摄者和旁观者对照片的认知。这一基于相互关系的视角

受到了阿尔弗雷德·杰尔在讨论、定义艺术人类学时所提出的网结关系结构，［２８］（Ｐ２９）它的目的在于构筑了套

对摄影实践的整体分析。

表１　摄影人类学的实践

拍摄者（物） 被摄者（物） 旁观者（物）

图像生产
技术的 制 约、视 野
和观念的制约

器 材、媒 介（数 码
还 是 非 数 码？）主
题、构 图、目 的、时
间等；摄 影 满 足 了
心理需求

拍摄者 是 否 可 信？
否 达 到 预 期 的 拍
摄目的？

摆姿势、向 镜 头 和
拍摄 者 呈 现 理 想
的 甚 至 更 好 的 自
己

生 产 过 程 的 某 些
技 法 可 影 响 旁 观
者的感 官 感 受，乃
至形而上的思考

对 生 产 过 程 的 了
解 得 以 让 旁 观 者
对 图 像 及 其 生 产
过程做 出 评 价，旁
观者常为评论者

图像传播

图 像 传 播 方 式 决
定 了 图 像 的 “物
性”，反 映 出 拍 摄
者对受众的期待

集 中 体 现 拍 摄 者
对照片 载 体 之“物
性”的 选 择，以 及
这种选 择 的 原 因；
“图 库”与 照 片 的
销售使用

以 某 种 渠 道 或 方
式 进 入 传 播 环 节
的 照 片 也 许 会 对
被 摄 者 的 实 际 状
态造成影响

是 否 同 意 某 种 传
播 渠 道 或 图 片 的
特定用 途（如 商 业
用还是新闻用）

传 播 渠 道 决 定 了
受 众 在 什 么 场 合
下，甚或 能 否 接 触
到 照 片。有 些 传
播具有排他性

旁 观 者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喜 好 选 择
观 看 的 平 台 或 渠
道。拥 有 对 再 现
图 像 媒 介 的 选 择
权

图像消费

图 像 被 消 费 后 所
产 生 的 反 馈 将 影
响 拍 摄 者 接 下 来
的拍摄

作 为 图 像 的 制 作
者，对于 图 像 消 费
的 关 注 主 要 在 于
想 象 照 片 以 何 种
形 式 呈 现 给 哪 些
受众

得 到 的 反 馈 可 能
并 不 是 照 片 整 体
的，而是 对 被 摄 对
象的直接评价

需 要 考 虑 到 图 像
的消费 者 是 谁，品
味如何，以 此 决 定
有 无 满 足 对 方 的
必要

反 映 了 旁 观 者 的
品味及 评 论 水 平。
影 响 旁 观 者 的 感
知和情绪

根 据 自 己 的 品 味
及 喜 好 选 择 观 看
的 图 像 类 型 或 具
体 的 图 像。满 足
自 身 心 理 或 审 美
需要

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作者发现，当代中国摄影爱好者的实践多围绕着表中两两关系进行展开。而每一

对关系，都内嵌在由人类文化自身所构筑的“意义之网”中。

比如说，对于受访的大多数摄影爱好者而言，摄影同时是自我表达和构建社交圈的重要手段。作为拍摄

者时，他们重视相机和镜头的品牌和价格，不仅仅是因为各个品牌有自己独家的技术或价格高的相机和镜头

可以拍出质量更高的图像，还因为品牌可以成为一个爱好者集体的标识，而价格区间有助于摄影爱好者来寻

找经济条件或社会地位相当的同好，以更好地进行交流。此外，在数码器材为主流的当下，仍有喜用胶卷相

机及胶片进行 拍 摄 的 爱 好 者，也 聚 集 在 各 大 互 联 网 社 区 上。“胶 片”标 签 在 新 浪 微 博、图 虫、５００ｐｘ、网 易

ＬＯＦＴＥＲ等新兴社交媒体中都具有相当的热门度。对于照片之“物性”的选择，不仅与拍摄者的怀旧情怀与

追求的照片成像效果有关，还显示了其经济实力。除了这种以媒介本身为标准的聚集方式外，也存在着以地

域为基础的摄影爱好者群体。这种传统的聚集形式在中国摄影史上并不少见，“陕西群体”“北河盟”等名字

都在中国摄影的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尽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同地域之间的摄影师 的 交 流 更 为 频

繁，但处于同一地区的摄影爱好者仍有在线下组织社交活动的需求。互联网的存在，反而让临近的爱好者们

能够更加迅速、准确地找到同好。拍摄者“拍什么”，是更喜欢拍风景、拍建筑、拍人像、还是所谓的拍“自己的

内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些爱好者组织的核心建构。不一样的摄影圈子也发展出了不一样的文化氛

围和社会行为。如定义自己为“风光摄影师”的爱好者通常会在发布自己照片的同时强调“机位”（即具体的

拍摄地点）的搜寻、天气和其他自然环境等信息，而“人像摄影师”们则更多关注“如何找模特”“如何后期修

脸”等问题。

对于拍摄者来说，图像的传播和消费问题也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中。互联网摄影社区的运营机制、用

户体量都影响着摄影爱好者们的实际选择。作者在采访一名社区主编时得知，他自己开始摄影就是因为最

开始时他的照片在互联网上获得了积极的反馈，让他交到了朋友。所以他认为，互联网摄影社区的运营就是

要不断地提高爱好者的“水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认可，由此扩大社区的用户量。对于社区而言，拍摄者也

同时是消费者，这二者是“用户”这一概念的一体两面。这些发生在虚拟或真实空间的行为，均呼应着布迪厄

关于摄影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区分和社会聚集的观点。［５］

而如果我们从被摄者的角度来看摄影实践，那么又会有更多诸如被摄者在相机前如何表达自己，他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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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想象观众等问题值得探讨。除了前文所提到皮尼在印度中部摄影工作室的例子以外，思佳斯勒也在

印度尼西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并把这种希望通过照片来看到“理想的自己”的功能归结于摄

影的“表征价值”。在她所呈现的两张用于例证的照片中，两位印度尼西亚的小男孩在照片里像是乘坐于一

架老式飞机之上，而三位印度尼西亚年轻女士则在汽车的幕布后做出正开车的样子。思佳斯勒指出，这些摄

影工作室以“现代性的符号”引出被摄者内心的欲望，“把这种‘表征价值’从公共奇观转变为虚拟的私人财

产。”［８］（Ｐ９８）在作者自己的调查与实践中，多数被摄者对于照片的期待都是“人美”以及“景美”。“美”的概念是

因人而异的，难以定义。但是总体而言，“人美”需要包括被摄者对于脸部及身材的满意，而“景美”则不单单

指背景在光线、色彩上这些拍摄技术的把握，还需要考虑背景本身的选取是否有“高度象征意义”。［５］（Ｐ３６）如一

位摄影师曾跟作者抱怨，在他给新婚夫妇拍摄婚纱照时，会被反复要求必须拍到，甚至“拍全”背景中的某些

地标建筑。而许多摄影师或被摄者完成了在某一特定场所的照片后，会把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开启移

动设备的ＧＰＳ全球定位功能，在互联网上显示自己的定位信息。

在这里，无论是印尼摄影工作室里的被摄者还是互联网时代显示定位信息的摄影爱好者，都利用了照片

作为“证据”的特性，来凸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想象或展现自己已有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媒介，摄影被自然

地编织进了“意义之网”中，承担了使得这种想象或展示成为可能的工具。它不再仅仅是制造图像的一种行

为，更成为了人们进行身份构建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据笔者对部分国内外互联网摄影社区，如ＥｙｅＥｍ、

图虫等调查，了解得知如果照片的拍摄者希望自己的照片能够通过这些社区的图库平台进行商业销售，则必

须与被摄者（或被摄物的所有方）签署书面的商业授权协议。因此从被摄方的角度来说，图像的传播有时还

与法律、经济等事务有所关联。当然，这种关联也为拍摄者、被摄者和社区之间建立了更加复杂的经济和法

律关系。

最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摄影实践，一般在学界被考虑得较多的是观 者 对 于 图 像 的 观 看 即 消 费 问

题。在摄影理论和视觉研究的领域，观看问题始终出于讨论与争辩的中心。一项研究，只要涉及对于图像内

容的分析，事实上就已经至少预设了一种作者本人的观看视角。因此，许多优秀的理论家及评论家事实上有

意无意地经年耕耘于这片土壤之中，几乎所有对摄影这一实践有过论著的作者们都谈到了该如何看一张照

片或至少自己是如何去阅读一张照片的。然而，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过于关注图像本身，深受阿比·瓦尔

堡在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感怆程式”［２９］（ＰＶＩＩ）的影响，而忽视了图像的生产、传播是图像呈现的前提，这三者

不应该分割而论。作为图像的消费者，如果不了解图像的生产语境，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渠道

中观看着照片，那么对于照片的解释便总会有所偏见。照片与其他“物事”一样，无法脱离语境的存在，更无

法脱离其固有的“历史物质性”。

更让人遗憾的是，即便其中有一些学者也把摄影的图像生产、传播与消费等进行了完整考察，他们的立

足点也仍然局限于西方的摄影实践，由于技术上的局限、材料的缺失或其他原因无法把照片的流通放到一个

全球的语境下进行分析或对比。正如上文所详细分析的，这一项工作正由一些人类学家在进行补充，特别是

在数字化的浪潮中，我们再也没有借口不去关注摄影实践的跨国及跨文化现象了。

综上，本文所提出的“摄影—人类学”研究，既不是机械地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摄影，也不是

简单地去讨论人类学家对于摄影技术的运用。它把摄影作为一种勾连图像、个体和社会的媒介，作为一种分

析社会、文化的理论导入，试图探讨不同的人类社会之视觉历史、观察技术和人们对图像的认知，以深入了解

我们的视觉文化中潜藏着怎样的时代精神。相信这一研究的深入展开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图像时

代”中更加明确地知晓摄影为何重要，乃至“图像想要什么”，引导我们走向一种真正的“图像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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