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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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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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内容概要

《莎莉·曼恩》内容简介：《摄影馆》共八册，以每个人为单元，他们是：贝尔纳·弗孔、荒木经惟
、吉尔伯特和乔治、辛迪·舍曼、南·戈尔丁、托马斯·鲁夫、莎丽·曼恩、杰夫·沃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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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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书籍目录

关于莎莉·曼恩解读访谈我惧怕一切文论莎莉·曼恩影像中的“弗洛伊德”看莎莉·曼恩影像中的“
死亡”莎莉·曼恩——在女性视野里窥视生命忧郁的诗情主义莎莉·曼恩艺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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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章节摘录

插图：20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玻璃干板，它是由一个内战归来的退伍军人——迈克尔在我们镇附近
拍摄的。我知道迈克尔拍摄了在这里退休的罗伯特·李，但是，我所发现的底片里面并没有关于这个
著名人物的照片。相反，我发现了一些熟悉的地方照片，大部分地方在世纪之交也没有改变。在它们
之中，我兴奋地认出了流经我们农场的小河以及客舱对面的峭壁。几个世纪以来，那个由树遮盖的河
湾成为了一个供游泳的深水潭，很容易想象出李在那里游泳的样子。更有可能的是，一个世纪之后的
我降生的房间正是杰克逊打仗之前的住所。我肯定，我的家一直矗立在那些峭壁之上，下面流淌着湍
急的河流。拿着迈克尔的底片，现在我拿着自己的玻璃底片，觉得自己也轮回在世纪之间。在九十年
代末的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将我的摄影工作室转向南方。比弗吉尼亚更远的南方，我向故乡以南进发
。在那里，我患病的威尔士曾祖父以砍伐松树为生，也葬于此。我想知道，什么样的绝望强迫着他穿
越密西西比的松树林，到达了这块多产而富饶的土地。我很想知道，他的热血怎样染红了这片肥沃的
红土地。像来到这里的南方人一样，我获准进入密西西比了，从那时起，我就变得心醉神迷。自我看
到那些风景，每时每刻都是一个创造的历程，时空变得无边无际。每一处风景都闪烁着光辉，时间减
速，创造力无限，激情无限。一次我连续驾驶了12小时，密西西比懒洋洋的太阳增加了我的兴奋感，
一团团云朵如棉花般飞行，犹如龙卷风吹过棉花地的慢动作回放一样。我发现空气中富含蛋白质的气
味，肥沃土壤上飘散着甜甜的发酵粉味道。我发现了一个已经烧为平地的种植园房子，这时一辆卡车
慢慢驶来。它似乎距离柏油路有一百万英里远，于是不顾“禁止驶入”的指示牌，我朝它驶去。在卡
车后面拉来一个木箱担当暗房，将设备卸在地面上，我开始拍照。在黑布之下，由于感光板受到了限
制，听着车辆来往的声音，我以最充沛的精力准备着，直到我听见汽车熄火，司机开门，脚步接近。
“哎呀天啊，这真是一个拍摄的好天儿”，最柔和南部的声音与“黑布”讲了话。我简直不能相信我
的耳朵！整个旅行都是如此，一切都伴随着亲切与快乐，纯净而甜美。在横渡密西西比以后——我在
演讲会上遇见了一对热心的夫妇，我告诉了他们我正在南下，他们问我到那儿之后准备在哪儿安顿。
毫无准备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们在路易斯安那有没有一个战前的空房子，这样我可以在那儿住上一个星
期。带着些许歉意，他们沮丧地说到，他们有这样一栋房子，但是它是距路易斯安那边缘5里处，是
否它太远了？当然，我接受了这些，他们按照预先的约定把钥匙放在门垫下面，被单也是干净的，冰
箱里有食物，而且每天早上五点半钟供应丰盛的早餐，有刚刚烤好的饼干和家庭自制的香肠。我惊奇
地看着他们留给我的便条，字迹的恳切令我泪湿。我们不过是一面之缘啊！非裔美国人读到这里大概
会嗤之以鼻，对于他们来讲，不只席下没有钥匙，黑布下的枪会直接指向黑人。在密西西比，美国的
黑人最受压迫，也最穷困。当我出版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拍摄的名为“故乡”的照片集时，我的脑中
浮现南部的战败、损失和记忆。但是当我第一步踏入密西西比起，这一切都变了。对我来说，这一切
都如此的基本，如此的荒谬，如此的难以捉摸。这些图片描述的是黑人们在他们倾注希望的新家园的
黑色土地上洒满了鲜血与泪水，还有极度的恐慌。这些使我在返回的途中几乎无法控制好汽车，并且
无法思考沉积着痛苦的每一个瞬问。当我如今驾驶在密西西比的路上，两边绿藤弥漫，一片生机盎然
，但我还是无法不回忆起过去的苦难。康纳(Flannery Connor)说过南部是救世主眷顾的地方，我却要
说这里是死神出没的地方。沿着这条敬畏的、令人心碎的南方之旅所拍下来的相片，深刻在我的灵魂
深处：记忆、损失、时间和爱。南部艺术家的保留节目很长，其中包括地点、过去、家庭、死亡以及
令当代艺术家销魂的浪漫。但是，所有展示这一切的平台都是南部的风景，冷漠之中透着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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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编辑推荐

《莎莉·曼恩》由摄影馆·个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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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精彩短评

1、这本写得不错
2、其实就是Sally Mann几本影集自序的翻译版本加上几篇艺术文论⋯从她的摄影里看出女性主义视角
其实并不罕见，就是自序的翻译很多地方非常可疑⋯⋯
3、好想把这个系列的书都买齐。。。可是好贵。。。。。
4、我考中传得时候琅琅上口唯一的女摄影师
5、很经典的一套书，会买齐
6、设计很棒，印刷质量挺好。内容不错。
7、虽然材料反反复复使用，不过也是一份了解她的好材料。
8、Deep South 南方以南
What Remains 遗迹
9、是我喜欢的摄影家，照片让我有种独特的感觉
10、实用价值很强，从中可以充分的了解摄影师一生的作品
11、最爱的摄影家的书怎能不买！虽然比不上原版影集的精美，但装帧排版都还满意。
12、几篇文论有重复之感。
13、《亲密》那个系列真的喜欢！！
14、后面的评论文章，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说得都非常牵强，而且也太罗嗦啦。
15、材料还是太少了
16、情人节礼物
17、这本还挺好
18、将过去留下来的方式，有时候自己会不理解这样的方法。
19、书的内容很棒，只是排版看起来有点累
20、感觉Sally Mann境界不够。。是远不及啊
21、半懂。

22、名家传记，摄影的宝库，很有裨益！
23、Sally Mann. 能給人力量的女人. 力荐
24、我想我懂
25、这本书是老师推荐的，刚刚拿到还没看，手感很好。
26、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开着车，带着爱犬，前往了南方以南
27、隐隐的，隐隐的性暗示。我也长大了么
28、神秘。严肃，也有细腻。DEEP SOUTH
29、莎莉 曼恩诗一样的画面，大画幅相机的魅力，还有生命的慰藉
30、她的照片表明，相机不仅能反映日常生活的原貌，同样也长于描述潜意识的内在需求。mann的作
品又似乎以“中间路线”来有意回避女性主义的硬性棱角，以博得更多非女性主义的角度认同。
31、野性自然
32、雾中风景
33、材料来源不明 像是拙劣的翻译 各章之间大量重复内容 排版混乱⋯⋯
34、资料性介绍 还是值得一收的
35、自拍表达自我
36、南方以南
37、与荒木经惟的视角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她的作品更让我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孩子是美好的。
38、“当死亡回归大地它们就为大地提供丰富的养分，成为造物的黑色物质。我行走于农间田野，脚
下游走着无数尸骨；死亡是美景的雕刻师，是恶毒的母亲，是生命的缔造者，也是它终将把我们每个
人吞噬。”
39、有几段重复的内容
40、访问还有些价值
41、在廖伟棠　《游目记》中了解的莎莉 曼恩。是我敬佩的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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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曼恩》

精彩书评

1、       以上三张是我喜欢的Sally Mann《亲密家庭》的作品。个人感觉很多摄影作品是不需要太多的外
界评析的。简单的时代背景解析、情况解析和作者本人阐述感觉就够了。个人不太明白这书的评析老
重复啰嗦，排版是乱糟糟的，不应该是一个系列说完说另一个系列吗，全书就是几个系列穿插着倒腾
过来倒腾过去的解析，看得我晕啊，看到后面感觉都是重复之前的话。索性不看评析就看作者的文字
及作品了。本来该是一本很好的书的呀～可惜了～Sally Mann的这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好像在书里没有
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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