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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前言

在影像资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当代摄影一直占据着艺术表现领域的重要位置，人们可以在许多美
术馆或画廊找到自己喜欢的大师级摄影作品，这直接熏陶了社会民众的影像文化的囱觉意识，推动了
新影像艺术的产生。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多元发展才是近十几年的事，而现在大量
国外当代影像资讯的涌入，正好满足了人们膨胀的影像文化占有欲，而满足影像艺术研究者的视野渴
求正是编著《摄影馆》系列研究丛书的宗旨。《摄影馆》系列将理论梳理与影像作品穿插共生，较为
完整地剖析了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且拥有广泛影响的多位国际影像大家，通过立体理论的构成给中国
读者提供了研究与借鉴的新视野、新平台。先有影像大家，后有摄影教育，这正是编著《摄影馆》系
列的根由。这些摄影人的成功，一要归功于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文化史背景，二是个性张扬的结果。
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视觉价值，为后继者树立了摄影力量的新标杆。探究他们生活与艺术的历程
，了解他们自述、访谈的内容，读解专家学者的独到评论，以及揭开诸多的不为人知的影像秘密等正
是这个系列丛书所解决的问题。这些资讯无疑会让中国的影像读者们大开眼界，是帮助中国当代摄影
完成“国际当代影像艺术教育”的关键因素。在首批系列丛书中，既有使用摄影来解决问题的杰夫·
沃尔，也有其成长史与艺术历程密切关联的南·戈尔丁，还有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震慑着当代艺
术界的辛迪·舍曼，以及法国的“造相”摄影大师弗孔等。作为德国杜塞尔多夫学派鼻祖贝歇夫妇的
得意弟子，托马斯·鲁夫遵守严谨的社会学分类法和对拍摄对象的客观立场，他对跨学科、跨领域的
广泛实践乐此不疲，荒木经惟那些有着性暗示的“私摄影”，看似随意甚至轻浮，其实颓废的外表下
深藏着对生命的珍视、尊重，暗藏着深沉的哲学思考；莎丽·曼恩的作始洋溢着弗吉尼亚乡村的野性
，她在观念表达方面既激进又宽泛，在材料掌握上既独特又先进，这种影像足以震撼每个人的心灵，
将吉尔伯特与乔治放在首批《摄影馆》系列中似乎不妥，但他们的艺术对于摄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我们必须正视他们对摄影的贡献。在强调影像多元、教学互动的今天，首批《摄影馆》系列丛书的
出版既是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阶段性的理论工作总结，也是这个摄影集体向社会表明当代影像教育与
影像创作共进的积极态度。让我们在全球化的影像语境中，共同关注西方影像艺术大师的作品与艺术
理念，关注中国当代摄影的未来，让中国的新影像也能呈现出超越哲学批判层面的视觉魅力，从而达
到与西方当代影像平等对话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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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内容概要

《托马斯·鲁夫》内容包括摄影家评传、作品解读、相关文论、访谈、手记、年表等，较完整地剖析
了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并拥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摄影大家。这些二十世纪艺术摄影界领军人物，他们给
世界带来巨大视觉价值，树立起摄影的一个个新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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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书籍目录

关于托马斯·鲁夫访谈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解读Ⅰ 看与被看的幻象——鲁夫肖像摄影探究Ⅱ 深刻
的平庸——鲁夫建筑摄影探究Ⅲ 历史的回望——鲁夫《报纸照片》《海报》系列摄影探究Ⅳ 模糊的
真实——鲁夫裸体摄影探究手记文论像素时代托马斯·鲁夫与我们托马斯·鲁夫艺术展览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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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章节摘录

插图：“收集照片等于收集世界。”——桑塔格女士在她著名的《论摄影》一书开篇已为摄影这个从
记录现实到遮蔽现实的工具定下了基调，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看照片来确认和接受现实世界。我们以
往对照相机摄取下来并通过一系列化学过程形成浮于纸上的真实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现实世界深信不
疑，即使现在进入以互联网为沟通手段的数码时代，图片可以通过电脑进行修改和调整；图片可以通
过互联网自由传送，图片甚至可以欺瞒大众，但当被告知图片是没经过修改之后，人们依然习惯于以
图片作为现实的参照，摄影复制现实的功能依然不可替代。由于人们在时间和空间面前的缄默不语—
—即我们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空间里——所以接受图像所呈现的世界也是人类对自身弱点的
妥协。摄影通过复制的现实削平了现实的意义以及现实的时间性与空间展度的完整性，用貌似客观的
持摄影机人的主观视角代替了现实的客观实在性，人们都想通过照相机的图像说太多的东西了。从摄
影发明伊始到它以一种艺术的形式成为表现的手段开始，摄影“生”来就不是完全客观的，但是人们
已习惯相信图像等于现实。图像用一种诡异的面貌成为现实的替代物，并用其时间和空间的切片遮蔽
了现实本身，用特别代替了普遍，因为自摄影发明以来，摄影家与用相机作为展示观念手段的人已把
记录特殊作为其使命目标，把揭示美作为图像的要义。人们终于习惯了接受这个世界的特殊，就像在
美国女摄影家戴安·阿勃丝(DianeArbus)镜头下，无论是奇怪的侏儒，还是得了唐氏综合症的人，或
者是那些有易装癖的男人、孪生姐妹，在镜头的逼视下一切都从特殊诡异被转换为永恒的一种美丽。
照片就有这样巨大的能力，它在影像的世界里赋予被拍摄的事物新的含义，无论现实是多么的特殊而
难以把握，都被摄影以同一方式整齐划一地归为微缩的现实。摄影是如此的神奇，无论多么特殊奇异
的照片，在摄影培养的观看习惯中，第一次的奇异震惊所带来的距离感，很快就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多
被转化为习惯来接受，“现实”在不断的反复观看中拉平了一切的距离，把一切奇异都变成顺理成章
的事来接受，从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一切情感归属和道德标准。大部分的照片使我不是惊诧于摄影师之
所见，就是为拍摄者强烈的主观表现力而压得透不过气，而鲁夫的《肖像》和《房屋》系列作品中呈
现的中性化的客观还是使我在不偏不倚的冷静的视角下从容地体会摄影机之所见，以及一种轻松淡定
的心情去体味现实本身蕴涵的力量。在托马斯·鲁夫的另外几个系列作品《另一个肖像》和
“L.M.V.D.R”以及《海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从现实世界中得到的启发少于我们从传媒中看到的
已经成熟的图片类型，正如他自己所说：“媒介中的图像和影像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因为这
个原因我的图片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描述，而是展现了另一种现实，图像的形象。”他对直白的表
达现实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图像生成和影像媒介的特点及处理方法。这种工作方式，至今影响到
他利用多媒体手段的思考方式上，并且贯穿在鲁夫16个系列的作品中。这些多样的系列作品记载着他
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并且审视着大众的观点和过去150年里摄影的功能和责任。鲁夫的系列摄
影作品虽然从表面上看风格各异，使人感觉无从下手梳理其创作主旨，但其根本都是有针对性的从摄
影史的角度去探讨摄影100多年里由图像类型所最终形成的摄影的概念，从而用类似外科医生手术刀一
样的精确性去剖析摄影的真实性、客观性形成的基础，以及摄影在图像生成和随后图像传播过程的每
一个环节，从摄影的内部出发一步步完成对于摄影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展与重构，使我们用一种全
新的视角去看待摄影，并且这一进程依然在进行着。由于鲁夫本人依然活跃在当代艺术的最前沿，同
时用自己旺盛的精力仍然进行着艺术创作，现在对于他的评判还不能盖棺定论，但就其目前的艺术实
践和艺术成就，依然足以在摄影史中留下自己辉煌的一笔了。鲁夫真正是一个不断追寻摄影本质，追
寻摄影之所以能成为摄影的影像实践者，他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地质疑和拓展摄影的概念和内延，是一
个永远的影像实验者。摄影对于他不再只是对于现实的复制，现实不再只是浮于纸上的图像而成为替
代我们记忆、代替我们亲身经历的此时此地。在他的作品里，摄影成为他思想的轨迹，我们无法用一
个固定的风格来形容和描述它，他用自己的阿波罗睿智的双眼穿透尘世的覆盖，揭示这个被图像所覆
盖的虚幻的世界，为世人展示那永远无法企及的真实，就像塔可夫斯基电影里用来喻指自己的那个引
导世人到达灵魂乐土的“潜行者”，鲁夫用自己的影像实践揭示着这个被表象符号媒体所操控的拟像
世界，他的全部作品可以组成一部图像技术和媒介的实践史。托马斯·鲁夫总是试图表达彰显摄影最
本质的特性，使摄影回归到本身，他关注不同的成像技术或者机器所呈现的多样化的视觉语言，所以
他不同风貌的作品无一不散发出冷落疏离的客观性气氛。观者在他的图像里只能体验到与自己看到的
想法一致的事物，因为只有他或者她能给予图片意义，图像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鲁夫用他
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为世界制造着一个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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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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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编辑推荐

《托马斯·鲁夫》：摄影馆·个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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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精彩短评

1、无法喜爱他
2、后摄影就不再用相机了 比后摇绝 另外鲁夫的肖像照无疑是我登记照很好的一个典范
3、一本让人不知道说什么的书，从各种各样从来没想过的角度去思考摄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物传
记。文字在驯服摄影的同时驯服了大众，报纸所产生的历史感也就在人为的表述过程中变得单薄。
4、翻译有点晦涩，书还可以的。
5、总觉的解读的有问题，导致对鲁夫映像还是有些糊，只有冥冥之中有所感悟
6、比杰夫·沃尔那本好点
7、极简的装帧，封面纯白，凹凸立体牙刷。挺有感觉。
8、持久成风格
9、细腻，系统的评论式教科书
10、极其讨厌写着和这位摄影师的装逼范儿。从网上dl色情照片做个动感模糊这算怎么回事儿嘛！就
算我不懂现在的摄影流派好了，这套书普遍令我不屑。
11、解读部分会有很多定义，看得我很蒙。另外几个部分还好。应该再多看几本不同作者写的书才能
比较好了解他。没想到托马斯这么帅啊~
12、有功夫写那么多废话，不如多翻译几篇访谈评论。至于鲁夫，后现代里挺活跃的一位，有启发
13、比杰夫沃尔那本好看多了
14、封面设计简洁优美，印刷质量不错。这样内容的书籍，应该多多发行一些。理论不足是中国摄影
界的问题所在。
15、该系列参差不齐，但是托马斯·鲁夫好帅⋯⋯
16、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本书终于买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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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鲁夫》

章节试读

1、《托马斯·鲁夫》的笔记-第91页

        我们通过大众传媒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甚至因为我们只通过大众传媒来认识
世界，真正的真实已经消失了，我们所见的是媒体所营造的由被操纵的符码组成的“超真实”世界
“照片可以以最直接，最功利性的方式煽情⋯⋯道德感包蕴在历史之中”摄影以最简洁的方式唤起人
们最复杂的情感变化，同时作为观看者在被照片激发出来道德感之时，实际已相信摄影机记录的现实
，以及照片二维空间还原的“那一刻”的此时此地并最终把照片的内容与“人类”的道德标准相对照
，站在不同的道德立场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们会发现自己从没有以如此审视挑剔的目光凝视过 非平面
化的现实。静止的照片包涵着的却不是人类平静的情感，这也正是摄影的疯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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