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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内容概要

《中国摄影史略》分为：照相馆、摄影技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人像摄影、人体摄影、肖像
摄影、纪实摄影、广告摄影、纪念照片、时尚摄影以及女性摄影家十一个部分，书后附部分摄影师介
绍等。阅读《中国摄影史略》，可以使读者较清晰地了解各摄影门类发展的过程，从而了解整个中国
摄影史发展的脉络。
从达盖尔1839年在巴黎公布摄影术至今，已经有将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国摄影史略》采取分类
阐述的方式整合材料，将宏观叙述与生动、鲜活的例证放在一个有机整体中加以论述。《中国摄影史
略》有较高史料价值，可作为高校摄影专业教材，也可以作为史类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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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作者简介

宿志刚，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
会理论部副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教育委员会高教部秘书长。中国新闻摄影协会理事。韩国摄影史研
究所亚洲摄影研究客座研究员。曾在列支敦士登、瑞士沙夫豪申市博物馆、德国、日本、韩国等地举
办个人摄影作品展。2001年10月获得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颁发的第五届中国摄影教育“金
像奖”。2002年被《摄影之友》杂志评为2001年中国摄影界十大重要人物之一。2003年10月获得中国
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颁发的“德艺双馨”奖。出版著作十余部，主持并编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
专业系列教材，并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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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营为先照相馆  一、早期照相馆的建立（1846-1900）  二、照相馆的成型阶段（1900-1920）　
三、照相业繁荣期（1920-1940）　四、建国后至改革开放（1949-1985）　五、影楼时代（1985-2000）
　结语第二章 技术改变拍摄　一、中国古代对摄影科学的贡献　二、摄影影响观察视点　三、传统摄
影的仪式感　四、数码年代中的摄影第三章 百花齐放的二三十年代　一、民间的力量：摄影团体　二
、理论探索：刘半农和胡伯翔　三、摄影实践：“南郎北张”　四、摄影杂志第四章 艺术探索之人像
摄影　一、早期的探索　二、解放初期　三、“文革”时期　四、新时期　五、自拍像第五章 观念先
行之人体摄影　一、意识的觉醒　二、身体作为一种语言第六章 公共视野内的肖像摄影　一、名人肖
像　二、社会肖像第七章 社会纪实摄影的目光　一、前史　二、揭幕序演——《人民的悼念》和“四
月影会”的实践　三、寻根文化　四、无主题时代　小结　附1 美国纪实摄影的发展　附2
DocumentaryPhotography定义的发展第八章 广告摄影　一、插图广告时代　二、广告影像的雏形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广告摄影　四、新时期的广告摄影的发展　五、广告摄影的新特点第九章 结婚纪
念照片　一、结婚纪念照与服饰的关系　二、结婚纪念摄影的风格变化第十章 时尚摄影　一、前时尚
摄影时期　二、消费时代的时尚摄影　三、时装摄影第十一章 女性的视点　一、中国第一位女性摄影
科学家黄履　二、清宫女摄影人　三、动荡年代中的女性摄影家　四、担当起救国重任的巾帼英雄　
五、建国后历经风雨　六、由一元向多元、由外向内的转变总结附录　一、部分摄影师介绍　二、主
要参考文献、作品集过程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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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章节摘录

7、《华昌摄影周刊》  曾在《晨风》常发表文章的詹励吾和他兄弟詹新吾，于1934年4月到汉口开设汉
口华昌照相材料总行，不久又在长沙、南昌设分行，经营器材和冲晒放大。他两人鉴于“在偌大的一
个华中区，竟没有一个定期的摄影读物，来沟通摄影消息，交换摄影知识；使初习摄影者得些自学的
经验，使一般摄影作家也得些观摩之益”。为此于1935年10月发行了《华昌摄影周刊》。后改名《华
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至21期，用道林纸印刷。《华昌影刊》以刊登照片为主，文字为辅，适合初
学摄影者阅读。1936年11月出版的14期，专刊华中六届运动会（在长沙举行）照片。这批照片为华昌
照相材料行长沙分行所属大光明照相馆的摄影师到运动场拍摄。第15期刊出杜志青的《黔地风光》，
副题为《山国里的一群苗人》，全为苗族妇女劳动和服饰摄影，共刊出6幅。连续登了三次。在17、18
两期里，刊出《四川风景线》（川江）照片共18幅。1937年元旦，北平银光社欲将银光二届影展作品
卖些钱，捐献给在冰天雪地浴血抗敌的绥东战士，该社蒋汉澄、魏守忠等四人写信要求《华昌影刊》
支持，《华昌影刊》于第17期予以刊载，这是对绥东抗敌将士的支持，也是对银光社爱国义举的鼓励
。18期刊出无锡雪浪社一届影展作品18幅。王劳生的《写在雪浪影展之前》的文章中，有一段值得研
讨的文字：“至于作品的题材，我们自知对于自然界的习作太多，而于高唱‘国防艺术’的今日，我
们所做到的，实在太少了，以后应当在这一点上自励而努力。”还说：  “我深知摄影艺术实为大众
的艺术，又可说深入民间的艺术⋯⋯”王劳生的“国防艺术”虽没有直接提出“国防摄影”，但他能
站在“国防艺术”的高度，来检验他们展出的摄影作品，表明了一个摄影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个刊物
也同《晨风》一样，坚持爱国立场，拒登日本照相器材商行的广告。8、其他摄影杂志1924年6月创刊
的《摄影学月报》，由留法学者王凡青主编，是上海刊行的第一个摄影刊物。大32开本，每期二十余
页，由上海《摄影学月报》社发行。但编务全由王凡青一人包揽。到1927年9月，历时三年有余，才出
至第9期，虽称月刊，实际上是不定期刊物。《摄影学月报》的目的是向全国普及摄影科学技术知识
，以“促进中国摄影事业之商权”。当时外国照相器材竟相在中国倾销，大量白银外流，爱国之士不
忍见此情况长此下去，乃创办刊物，向大众传播摄影科学技术知识，以期能自行制造，堵塞利权外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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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编辑推荐

《中国摄影史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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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精彩短评

1、作者一多，章节的设置就乱来了，有些问题就前后矛盾了，有些问题就啰嗦重复了，有些问题就
莫名其妙提也不提了，作为学科史/行业史的逻辑线索更是根本不存在的了。
2、新书，有别于以往的教材，是未来教材的一个典范。
3、不错的书
4、学习中，收获很大~
5、教科书。。。。。。。。。。。。。。。。
6、喜欢这书~~
7、有些评论文字写的还不错
8、最有意义的是那两页的术语吧= =
9、朋友要的。
10、还没开始看，外观上书有点脏和褶皱！不过送货服务还是挺好的！
11、“中國攝影進步史”
12、虽然器材和条件都不及现在的摄影师们，可是单纯简单的黑白照远比现在PS出的照片要精彩的多
13、已阅，马克。
14、纸张是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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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略》

精彩书评

1、从达盖尔1839年在巴黎公布摄影术至今，已经有将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摄影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和
创新的技术，尤其是数码摄影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如何用二维来表达时空的方式。 
从photograph的由来，可以看到摄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对于全民摄影时代的到来，我们
准备好了么？ 题材、器材抑或是人才？  毫无疑问，真正能够发现美的，记录历史的，读懂历史的，
还是人。
2、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相当明显的。最可贵的优点：这本书并没有按照断代的方式，进行写
作，而是尝试了按照不同类型的摄影作品，先分类，再研究。这样的尝试是比较可贵的。摄影作品的
分类一直是一个难题，如果从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按照某种标准
和方法分类的话，就比较容易分析某类作品的视觉风格和形态，以及这类作品的社会意义。当然，不
可否认的话，用这样的方式研究和写作，必然会在交代历史背景下有赘述的可能性的存在。另外，这
本书的史料和影像资料都非常详实。是值得信赖。封面图片也是难得一见，是当时（上海）精武协会
的成员去苏州外拍的一张，类似于工作照的影像。最明显的缺点：由于不同的作者研究和写作，因此
，在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上，差别比较大。因此，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多顺畅。当然，也可
以领略不同作者之间思想的差别。另外，就因为分类，因此，并没有面面俱到，比如新闻摄影，就没
有提及，实为憾事。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也是一本有很大改善空间的书。作者为我们
搭了一个不太完美的框架，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也可以找到待研究和思考的中国摄影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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