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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

内容概要

《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是堪称对中国纪实摄影回顾的良心之作。作者使用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在解构了某些“神话”的同时也真诚还原了中国式纪实摄影“被纪实”的最初生态，使我们在那一
代摄影家的自我剖析中弄明白中国纪实摄影来自何处，从而去展望它将去向何方。

Page 2



《底片》

作者简介

潘科 1953年生于辽宁 当过兵，做过工，之后职业为记者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是摄影界“陕西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 1986年摄影作品《出征》引发了中国新闻摄影观念大讨论 1988
年作为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之一
发起了新时期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艰巨历程》摄影展 2008年创办影像学术丛刊《照＆相》并出任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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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1 照片可疑
　2 无意识的群拍
　3 影像的擂台
　4 合作与较量
　5 分析的回归
　6 农民情结
　7 情节的临界点
　8 白璧微瑕说
　9 麦客为镜
　10 侯氏焦虑
　11 底片说
第二章
　12 利器
　13 凝思
　14 反叛
　15 胡武功的情节性
　16 文论与拍照
第三章
　17 群体的起源
　18 刮起西北风
　19 立场与旗帜
　20 批判的灵魂
　21 当仁不让的检阅
　22 指向和形态的唯一性
　23 可贵的“阴谋”
　24 潮起潮落
　25 以纪实的名义
第四章
　26 编辑角度的分析
　27 窗户在那
　28 视觉的秩序
　29 在时间中转变
　30 时空之变
　31 精神标本
　32 文化自信
　33 后纪实摄影时代
附录：心境平了，你会听到很多声音侯登科、胡武功年谱
跋　

Page 4



《底片》

精彩短评

1、可买可细读。
2、这部书非常别致，从技术角度进入人文世界，不独了解摄影大家们如何拍摄，更重要了解他们如
何从个人的世界观出发，探索这个世界，并以摄影的手段进行表现。对摄影者非常有启发性，特别是
纪实摄影者。同时对沙龙摄影爱好者也有震耳发聩的功用。
3、这么做底片对比有点吓人，在这本书里还看到了借到的另一边胡武功的《影像的力量》的封面，
太穿越。
4、侯登科说：“我现在的照片大量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的选择：它没有事件，没有意义指向，没有
哲理，它是一些或然状态的东西。它像撒了一把黄土，落在那儿，就这样，自自然然地飘落。”无可
奈何地与现实达成认同，无力反映什么，也无力表现什么，只要把那种潜在的变化，把变化中的人记
录下来便是圆满完成使命，时间将来会赋予这一切意义。
5、这本书真神！如果编辑再认真一点就完美了！
6、身边人得故事，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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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

精彩书评

1、作为“第四届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重要学术成果之一的《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
是一本系统研究摄影家个案的专著。作者从查阅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胡武功所拍摄的底片入手，以采
用底片对比、多底关联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主，辅以被研究对象的论文、日记等文本互证，试图还原摄
影作品的产生过程，剖析摄影家的思考与拍摄，追寻他们的性格与精神层面的特质。由于作者和被研
究者共同参与、经历了中国摄影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生活中也是私交甚好的朋友，因此比一般研
究者掌握更多史实和细节。该书综合社会文化环境、个人体验过程，以摄影实践经验作为解读脉络，
为深入进行中国的摄影文化研究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第一手资讯。该书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曾毅主
编，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潘科著，在今年的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期间引起广泛关注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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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

章节试读

1、《底片》的笔记-第46页

        其实他“不认为照片是应该向人们说明一个东西和一个事实的存在。而是希望表达一种状态，多
义性的、相对抽象的、有氛围的。（李媚语）”才是侯登科最值得张扬的价值。
机警的侯登科在视觉上回避讨巧和被训练的程式，有意将笨拙积淀为一种秉性，这样的努力使他在非
情节性的道路上逐步风生水起。
他若稳妥地拍摄人与人之间的情节性故事，《麦客》将比现在更靠近被摄者的生活描述，成为可读性
更强的故事。若坚定地摈弃情节性故事，心无旁骛地在这个群落中追求侯登科的影像感觉，《麦客》
影像整体将会更加纯粹。

2、《底片》的笔记-第34页

        “如果盯着情节性不放松，那么你只能去拍电影。一个三流的电影摄影师也比一流的拍照片的人
能讲清楚那个情节是怎么一回事。”摄影的本质具有佐证的功能，但是这个证人并没有恒定的观点，
它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经过选择的现场相似形。按动快门的那一瞬间的对象状态常常是要么入骨三分要
么离题甚远，并且更多的时候是平平淡淡。因此有人怀疑独幅的表达能力，这主要还是不了解独幅摄
影的特性所致。粗看起来，多幅在表达能力上胜过独幅，其实不然。多幅组成的形象已经变成了时间
流，它更贴近那个事情的过程，无形中削弱了观察的深刻性。从证据的角度讲，多幅肯定胜过独幅；
从精神层面上却不一定，甚至因为只有一个瞬间，令你只能通过照相机得到肉眼不可能分辨的刹那切
片，凸显出独立时空的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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