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

13位ISBN编号：9787802360990

10位ISBN编号：7802360994

出版时间：2007年6月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作者：中国摄影家协会

页数：4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

内容概要

目录:
2006中国摄影综述
第一部分：2006中国摄影大事记
第二部分：2006中国摄影重大事件
第三部分：2006中国摄影重要活动和影展
第四部分：2006中国优秀摄影作品
第五部分：2006理论文章摘要
第六部分：附录
第七部分：广告
面前这本新鲜出炉的正12开版本、黑色封套的《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很容易使笔者想起
一个流行词———“黑皮书”。在商业摄影领域，“黑皮书”是行业年鉴的通称。中国的商业摄影“
黑皮书”起始于世纪之交，最盛时由两家机构分别推出不同版本，如今仍在延续。商业摄影毕竟只是
摄影百花园中的一个门类。涵盖中国摄影界2006年度整体情况的“黑皮书”虽然在今年年中才姗姗迟
来，但承续中国摄影家协会自1981年起便创立的《中国摄影年鉴》的传统，并根据摄影事业的发展对
传统内容和体例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使得这本设计精巧、装饰简约的年度资料性工具书显现出更加
沉甸甸的分量。
近年来流行一个词，叫“盛世修史”，有关中国摄影史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出版的呼吁也一直未
绝于耳。史料的系统工作自需从长计议，但恢复收录年度中国摄影界发展变化情况的《中国摄影年鉴
》的出版，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项英明决定。年鉴中立此存照的摄坛事件、人物、图像
文本及其他资料，就是将来真正修史时所用的材料。对于需要留存中国各个行业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
部门，对于摄影界学者的学术研究，对于需要查询相关资料的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个体，对于一切热爱摄影的人们，《中国摄影年鉴》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利用和远期收藏价值。从这
些意义上来说，《中国摄影年鉴》的立项和最终完成便符合另一句流行语：“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做年鉴既不应简单罗列资料，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照单全收。选择、判断、整合、梳理，年鉴编辑们所
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详细收录一定时间段内摄影界的宏观状况和微观例证，让读者
从中看出明显的脉络和体例，以方便查询利用。树立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立场，采取“兼容并蓄”的学
术态度，让这本年鉴既突出了内容的丰富性，又实践了最初的编辑立场，还能以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
当下，以原原本本呈现的方式来展示摄影的本来。
《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收录的资料涵盖摄影界各个领域。中国摄影界大事记、中国摄影家
协会重要活动等自不必说，中国摄协的机构介绍、章程、历届主席团名录、重要活动简介及各地、各
行业摄协的介绍等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除此之外，这本年鉴提供的其他资料颇为别具一格。洋洋17
篇2006年度撰写或发表的重要理论、评论文章观点摘要可以让读者一窥学术之风日盛下的中国摄影界
新锐观点；国内外摄影产业综述、新产品介绍、器材经销商介绍等，体现了摄影产业的兴盛；《中国
摄影年鉴》编辑部调查推荐的年度摄影图书、年度策展人、年度值得记忆的博客、年度有影响的DV
、图片网站年度销售最好的图片等，既树立了编辑的观点，又给业界提供了更多的资讯；大量关于中
国图片市场尤其是刚刚兴起的影像拍卖、画廊代理等市场图片交易价格的例证，全国高校摄影专业设
置、招生、录取情况的完全手册式罗列，可备研究者数据查询的不时之需⋯⋯
作为摄影行业的年鉴，优秀摄影作品的收录是必不可少的。说实在的，从浩如烟海的众多摄影作品中
选出代表年度水平的优秀之作，何其难哉。《中国摄影年鉴》的编者为了更客观地用作品来展示2006
年摄影界的直接成果，不仅选择收录了2006年度重要摄影活动中获奖或展示的优秀作品，而且邀请国
内多家传媒推荐优秀摄影作品，加之征集来的优秀之作，基本保障了各摄影类别的平衡，兼顾了摄影
界的各个层面。最值得称道的是，年鉴邀请国内部分摄影评论家以个人名义推荐作品，扩大了年鉴的
视野。丰富的选择标准和客观化的选择立场，让这些作品基本呈现出2006年度摄影“生产成果”的全
貌。
年鉴不是用来压箱底镇书橱的，也不是用来品读玩味的，我们可以闲时翻它，忙时不理它，但万不得
已需要资料时，肯定首先会想到它。要知道，一册在手，便基本可以将2006年度的中国摄影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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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脉络尽收眼底，便可通晓摄影界的许多事理，对所有公众都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当然，由于编辑想增添的内容太多，由于在中断多年以后首次捡拾起这个品牌来重搭台另唱戏，由于
主要的编辑任务更多压在年轻人头上，这部《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难免有些细微之处值得
推敲，但这些相对于其史料价值来说显得很是微不足道了。
愿《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愿《中国摄影年鉴》这一中国摄影家协会创
立的代表中国摄影界整体形象的品牌“黑皮书”，能真正名副其实地一年年编辑出版下去，为后人完
整留存这个摄影最为活跃的时代里的点点滴滴。（李夏）
摘自中国摄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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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起订购的《中国摄影年鉴》三本，分别是2006－2007、2007－2008、2008－2009。第一个问题就
是开本不一致。2006－2007和2007－2008是横行开本，2008－2009是竖行开本。还有就是封面设计更不
连贯！真是很气愤！一个摄影界最高机构的年鉴，这么重要的参考书籍竟然如此不负责任！个人以为
，作为代表中国摄影最高水平的权威著作，在设计上是绝对失败！没有连续一贯的风格，这是非常不
好的！内容还没来的看
2、但是包装不太好。有点破损。
3、Thebookisabitexpensive,butithasmanygreatpictures!
4、粗略的读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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