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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布列松是一位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摄影大师，他在1948年和1958年两次来到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
地作摄影交流，并编成过一本名为《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画册，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本书是他的摄影精品集，收录其代表作品30余幅，所有作品都以16开本大小印刷出版，极富冲击力
与现实感，比较真实的展现了这位摄影大师镜头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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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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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套丛书编得实在不怎么样啊。可惜。
2、装逼的玩不了，我就玩纪实。
3、大师就是大师 那1／125的一瞬 成了永恒
4、布列松那几张基里柯风格的照片，简直让人震撼。
5、布列松告诉你偷拍的艺术⋯⋯
6、大师就是大师。
7、请容许我厚着脸皮说一句，我俩的拍片儿哲学太一致了。想必他是天天带着相机，不然怎么能拍
到这么多可遇不可求的时刻。那本Decisive Moment竟然已经卖到了500刀，哪儿能借阅么？"The
decisive moment, it is the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in a fraction of a second,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n event as well
as the precise organization of forms which gives that event its proper expression."
8、决定性瞬间！
9、是我的斯戴尔，很受启发~
10、写实。
11、安排出来的照片是没有生命力的
12、不用过多解释，图片能说明一切，每次看布列松，总能发现新的东西。
13、美
14、太好看了！！！
15、一个系列 标记一下
16、作为初步了解布列松的作品，可以看看，但是内容太少了，有点失望。除非特别喜欢，否则不推
荐购买。
17、相机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18、图片说明略囧，想起纪录片《毛泽东与莫扎特》里用英语一字一顿的向来访者表达他对莫扎特这
个资产阶级音乐家看法的女钢琴家来
19、「我感到的最大愉快 是别人看了我的作品而感到真实」最喜欢捧酒昂扬朝气的小男孩 纽约巷尾的
人与猫 及巴黎皇家广场两相对照 三张相片。时机 角度与气质 都是抓拍的灵魂。
20、真正的大师!
21、决定性瞬间
22、很好!早就想多看布勒松的作品了!经典!
23、膜拜 磨练自己的脸皮去
24、photography 
25、喜欢街头摄影的同仁可以关注此书，在咖啡馆偷偷架个机位，时不时按几下快门，这种是一种奇
特的尝试。
26、介绍简略，照片的配文是典型的废话。仅选择了三十帧作品，已经是蜻蜓点水，更何况其中还选
了多幅水准一般的中国题材照片。如果一定要和中国相关，那幅“轧金子”的代表作却未选入，是编
者失误。
27、什么瞎jb东西
28、v大分享
29、　　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缔造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他排除了所寻找目标的主题，而是沉迷于
一种瞬间所形成的构图结构所造成的冲击力，如果说照片的原始意义本身是一种对于时间空间的凝固
，或者说赐予人以固定瞬间的能力，那么布列松就是剥离了这种时间空间延续的可能，通过刻意的削
减照片的主题性和潜在的主题延续，强化构图所具有的意义便是对于摄影原始意义的背离。但这种背
离却标签式的让人们认识到了瞬间的表面所能形成的现实的荒诞和不真实。
　　
　　布列松早年跟立体主义画家安德列。洛特的对于绘画的学习使他更专注于几何形体之间的构成感
，尽管摄影和存在于世上任何的表现形式一样并不能完全做到客观，但不可否认它是最接近客观的一
种形式。而这种对于照片构图的苛刻却不可避免的削减了摄影的客观性，它更多的是展现了被摄物体
的超现实一面，而对于摄影细节表现的缺失，以及过度注意的构图对于照片主题的冲击，更加深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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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这正是一种被摄物体的非常态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他强调的是被摄体的瞬间形态，是一种主观
的观察之道，而并不是被摄体的内涵的揭示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像是一位立体主义的画意摄影
师，而摄影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于消逝的事物的真实捕捉性，布列松并没有注意到被摄体已有的独特内
涵正通过他画意的干涉而缺失，图象语言可以通过画意重复，而被摄体本身内涵的决定性瞬间却随着
时间流逝而永远无法重复。
　　
　　所以布列松并不能被认为是摄影领域的精神大师，而是一位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
角度，一位观看之道的先驱者。
　　
30、抓拍
31、从此认识布列松
32、布列松主义。取景、抓拍、构图的大师。决定性的一瞬间绝对是世界摄影史上不能绕过的一个重
要节点和标杆。
33、追求视觉冲突的极致。
34、专爱35mm镜头的布列松
35、决定性瞬间~
36、“相机是素描本，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
37、布列松，摄影的代名词。决定性瞬间的大师。
38、看完苏珊的论摄影，再看这个，透了点   少年你再烧点脑细胞 一直觉得摆拍好别扭。 更希望有个
人，能不经意抓住瞬间 那才是生活原有的饱满的样子

39、图片和黑体字
40、徕卡是不起眼，街拍很合适的。
41、称为大师是因为他能给人们带来很多启发吧。
42、https://www.douban.com/photos/album/1642337193/
43、　　他的抓拍能力非常厉害,
　　
　　梦露的表情很娴雅,
　　
　　他的抓拍能力非常精彩,
　　
　　抱酒瓶的男孩很得意,
　　
　　他是专在街头巷尾抓拍的摄影家,
　　
　　果然脸皮厚如钛合金  学习学习
　　
　　不愧是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44、卡片式相机必须要有
45、编者点评等于什么都没说，从这里能了解到的卡蒂埃-布列松的创作经历、方法、理念很有限。卡
蒂埃-布列松：「摄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属于思想领域范畴。照相机和人们手中的钢笔一样，是一
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摄影是摄影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敏感地表现出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瞬间的艺术。
对于摄影家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观察生活和怎样把他对生活的感觉表现出来。摄影家对生活、对世界
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它们，并且对他所要表现的一切，应有自己的看法。摄影的主题是人们的现实
生活，主题的表现与摄影的技巧是分不开的。照片的线条、影调和画面的结构应该能够表达出我们的
思想和感情。技术很好，但是没有思想、没有内容，就像是一盘没有肉的鱼骨头，不能使人得到真正
的东西。摄影家不应该受技术的支配，技术只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它应该很简单，很朴素。」
46、读完这本小书才知道原来06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封面上的照片是布列松拍的，当时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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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照片很感兴趣，现在终于找到了出处。
47、印刷问题
48、有人要么 出一本
49、我觉得你的理解不全面，他当然启发了我们拍照的方式，但是他的“决定性瞬间”，不是你那样
理解的。
    布列松对“决定性瞬间”的解释是：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当这
个瞬间来临时，周围的诸种因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最为协调的几何形态，并显示出某一事件的完整面
貌。这个瞬息即逝的瞬间，就是决定性的瞬间。摄影就是能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准确地抓住各项因素
都达到完美状态的最关键的一刻，并把这一特定瞬间固定下来。
    “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准确地抓住各项因素都达到完美状态的最关键的一刻，并把这一特定瞬间固
定下来。”——而这固定下来的，就是事物的完整面貌。
50、好像是为了准备面试突击复习这本来的，受益良多，跟其他拍照片儿的人弄出来的东西相比的话
，是可以讲故事的图片集
51、风景照再美，也不如黑白的抓拍人物照打动我
52、对生活敏感，自然真实的记录生活。
53、布列松，最伟大的摄影家
54、当然啦 不过装帧不是很好。。
55、灵魂。
56、“　　果然脸皮厚如钛合金 学习学习”
    哈！
57、极端构图的瞬间
58、五体投地地膜拜·
59、纪录而非摆布。
60、课前翻个画册⋯ 强调抓拍不惜用黑胶布把相机糊上的人。有几张照片确实很震撼的啊⋯他拍的梦
露也是很不一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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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他的抓拍能力非常厉害,梦露的表情很娴雅,他的抓拍能力非常精彩,抱酒瓶的男孩很得意,他是专在
街头巷尾抓拍的摄影家,果然脸皮厚如钛合金  学习学习不愧是现代新闻摄影之父
2、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缔造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他排除了所寻找目标的主题，而是沉迷于一种
瞬间所形成的构图结构所造成的冲击力，如果说照片的原始意义本身是一种对于时间空间的凝固，或
者说赐予人以固定瞬间的能力，那么布列松就是剥离了这种时间空间延续的可能，通过刻意的削减照
片的主题性和潜在的主题延续，强化构图所具有的意义便是对于摄影原始意义的背离。但这种背离却
标签式的让人们认识到了瞬间的表面所能形成的现实的荒诞和不真实。布列松早年跟立体主义画家安
德列。洛特的对于绘画的学习使他更专注于几何形体之间的构成感，尽管摄影和存在于世上任何的表
现形式一样并不能完全做到客观，但不可否认它是最接近客观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对于照片构图的苛
刻却不可避免的削减了摄影的客观性，它更多的是展现了被摄物体的超现实一面，而对于摄影细节表
现的缺失，以及过度注意的构图对于照片主题的冲击，更加深了这一点，这正是一种被摄物体的非常
态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他强调的是被摄体的瞬间形态，是一种主观的观察之道，而并不是被摄体的内
涵的揭示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像是一位立体主义的画意摄影师，而摄影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于消
逝的事物的真实捕捉性，布列松并没有注意到被摄体已有的独特内涵正通过他画意的干涉而缺失，图
象语言可以通过画意重复，而被摄体本身内涵的决定性瞬间却随着时间流逝而永远无法重复。所以布
列松并不能被认为是摄影领域的精神大师，而是一位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一位
观看之道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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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