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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mainly focuses on the photographer and the subject. However, in the contemporary 

all-media "image reading era" and "national photography era", the level of image readers is more complex and 

extensive, which means that the audience will be more engag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e picture, the reader's 

acceptan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hotographic works.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the author takes Frank's American as an example 

and the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can be analyze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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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纪实摄影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上，然而在今天这个全媒体“读图时代”以及“全民摄影时代”，

图片读者的层次更加复杂和广泛，这也就意味着观众将更多地参与到图片的完成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对于摄影

作品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对于接受美学和纪实摄影的跨学科研究，以弗兰克拍摄的《美国人》

为例，进而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分析纪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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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接受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是

当时盛行的思潮之一，其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

着读者的接受状态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展开，随着不同

学科的跨界交融，接受美学这一美学理论也在图像化

的艺术作品鉴赏和创作中加以阐释和讨论，而摄影作

为当代艺术较为关注的艺术形式自然也加入了接受

美学的讨论之中。 

2.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的大环境中

酝酿而来，彼时德国的“经济奇迹”出现衰退，由此引

发了人们对于传统制度与思想的反思，与此同时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学、美学在研究与发展上都出

现了困境，在这种困境之中汉斯·罗伯特·尧斯和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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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冈·伊瑟尔两位率先走出了传统美学研究的困境，

不局限于作者与作品，将关注点转移到了读者身上，

进而创立了接受美学理论。 

尧斯认为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并不是完全

的被动，反而在接受文学作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对于

文学作品的期待，也就是尧斯所提出的“期待视野”这

一概念。“期待视野”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体裁

和标准的了解，在阅读前可以分辨作品类型；二是对

文学史的了解，可以通过对于以往的作品记忆来阅读

新的作品；三是读者自身的社会生活经验，不自觉地

将现实生活与文本内容结合起来。在作品鉴赏和分析

的过程中，将作者和作品的单向输出通过上述三个方

面改为读者的先觉预判，从而激发起读者对作品内容

的期望与猜测。 

作为接受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伊瑟尔则提出了

“召唤结构”这一理论，召唤结构主要就是指文学作品

在没有观者的阅读之前是不完整的，文中留有“空白”

的地方需要读者去填充，也就是读者受到了文本的

“召唤”。在伊瑟尔的“召唤结构”中，能够召唤读者的

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文章结构和内容上的“空

白”，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和经验进行补充；其

次是文本中打破常规，挑战读者惯性思维的“否定

性”，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打破观者已经形成的固有

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作品；最后则是文本中两个连续

情节或结构之间的连接“空缺”，读者的阅读是连贯

的，自然会将这些“空缺”填补上并在“空缺”中建立自

己的理解。 

尧斯和伊瑟尔作为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摆

脱了传统文艺分析的束缚，将读者作为完成作品的重

点，使读者在结构性空白中填补空白并与文本相互作

用形成完整的作品，读者在填充文本空白的同时，也

赋予了作品新的意义——一种接受者视角的作品。这

样将接受者作为创作思考对象的思维方式，拓宽了文

学艺术分析思路的同时，也为其他类型的艺术创作带

来了更多可能。在具有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艺术形式

中，我们可以用接受美学去分析和解释，获得不一样

的审美体验，这其中我们可以将目光从文字媒介转移

到图像媒介之上，比如摄影艺术。 

3.纪实摄影的困境与接受美学 

摄影术自 1839 年诞生以来，就以其记录真实的

特性（纪实性）而闻名，并以其纪实性在艺术领域站

稳了脚跟。纪实摄影作为摄影艺术中重要的分支之

一，摄影师将相机做笔，图像为字，向观众展现自己

眼中的世界，这与接受美学中的作者、文本和读者遥

相呼应，同时纪实摄影作为摄影艺术中生命周期最长

的门类，其评判标准百年来一直是瞬间的记录，这无

疑给纪实摄影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与困境，因此我们可

以尝试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纪实摄影，从新的角度审

视纪实摄影，为纪实摄影解围。 

纪实摄影诞生于 19 世纪末，于 20 世纪半叶的美

国成长，其秉承着在拍摄作品的过程中，对事实进行

记录，而不是以个人的情感或灵感表达为出发点进行

拍摄（部分纪实摄影在某些方面也可以传递情感）的

理念，但摄影师在创作的时候难免会将主观情感加入

其中，但正是如此纪实摄影美学才得以蓬勃发展，出

现了多萝西娅·兰格、刘易斯·海因、罗伯特·卡帕和卡

蒂埃·布列松等一系列纪实摄影大师，其中以布列松

和他所提出的“决定性瞬间”最为著名。 

布列松将生活中最普通的瞬间通过自己对于世

界的充分把握以极高的美学标准记录下来：将事物的

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这几个方面恰到好处地呈现

出来（如图 1、2）。但是他的画面处于一种“被填满”

的状态，画中的一切元素都处于不可动摇的位置上，

我们作为观者能做的只有观察和欣赏这样的照片，但

并没有参与到其中，拉开了观者与照片之间的距离，

在达到了美学高度的同时也限制了纪实摄影的更多

可能。 

 

图 1 《雅尔》，1932 年。（卡蒂埃·布列松 摄）

 

图 2 《巴黎圣拉萨车站后方》，1932 年。（卡蒂埃·布

列松 摄） 

与文学、美学所处的困境相同，此时的纪实摄影

由于百年来审美标准的固化，并没有走出作者与作品

的局限，接受美学的提出解决了文学、美学的困境，

而以罗伯特·弗兰克为代表的摄影师提出了“非决定

性瞬间”，以反叛者的角色重塑了纪实摄影的审美，

打破了纪实摄影“被填满”的局限，留出了更多的“空

白”让观看者参与进来，将关注点转移到了观众和普

通人的审美上。 

4.接受美学与“非决定性瞬间” 

“非决定性瞬间”诞生于 20 世纪中叶与接受美学

诞生时间相近，同时都是困境之中的出路与对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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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反叛，更重要的是二者在反叛的同时都将视线

从作者（摄影师）和文本（照片）之中脱离出来，营

造了更多“文本空白”与读者进行互动，读者的参与使

得作品跳脱了作者的单向输出，转向了通过不同背景

的读者解读的多维互动，将焦点集中在观看者身上，

同时在“非决定性瞬间”中可以发现与接受美学相呼

应的“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 

从接受美学去分析“非决定性瞬间”则离不开这

一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弗兰克和他拍摄的《美国

人》系列作品（如图 3），他在《美国人》系列中的

场记基本都是人群集中的户外，其中有街头游行、教

堂、公园、婚礼或者是商业活动场景。与布列松等知

名摄影大师的传统纪实摄影不同，他聚焦于默默无闻

的人和平凡的场景，弗兰克走过了美国的一个个城

市，拍摄了那些各式各样不起眼的路人，也有很多的

车，还有无数的旗帜。从技术层面来看，弗兰克一反

常规，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拍摄对象的选择似乎都

在以一种反叛的方式在创作；从作品内涵上来看，在

普通人看来“英雄”的美国反而成了颓废、孤独、不安

的大地。当时的艺术评论家认为他的照片不仅技术粗

糙，像个外行人，而且拍摄的内容将美国的繁荣发展、

人们的幸福美满无视，像是一个反社会的刻薄记录

者，因此有一些人将他贴上“反美”的标签。当时的一

些主流媒体譬如《时代》杂志和马格南图片社对《美

国人》的态度都不是很友好，他们觉得这些粗陋的照

片应该被丢进垃圾桶；美国的《大众摄影》甚至给弗

兰克扣上了“憎恶收留他的国家的人”的帽子。 

但是，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能经得起推敲，好的艺

术家总是能预判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所以时间证明了

一切，10 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接受

美学诞生的时间和背景相同，政治、经济、社会中的

一系列规则制度被打破，新一代艺术家们开始认可弗

兰克，《美国人》系列作品成为当时政治、社会、经

济、文化背景下美国人的焦虑、迷茫、不安、冷漠、

疏离的最好图像。 

 

图 3 《美国人》影集，1955 年。 

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看，这部影集读者对于作品

的期待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选题上就选择了易于

大众接受的“美国人”这一主题，使得每位观看者对于

主题都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

会经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与期待；二来作为一

名在美国的瑞士人所拍摄的美国人这一主题，这样的

趣味性也会引起读者的期待；第三则是对于一直以来

主导人们纪实摄影审美思维的“决定性瞬间”，这一点

不仅是《美国人》的“期待摄影”也是“非决定性瞬间”

的“期待视野”。而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这三种期待，使

得更多的观者参与进来，与作品形成了互动。                                                                                                                                                                                                                                       

从召唤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其一是弗兰克拍摄的

《美国人》通过画面中的虚焦与粗糙的颗粒感营造出

了一种“文本空白”（如图 4、5），用模糊的对焦将画

面主体模糊，看似不专业的手段实则为观者留下了想

象和补充的空间，通过这种模拟人观察事物的局限性

（并不能抓取清晰的瞬间）来拉近和观者的距离；其

二弗兰克用看似随意无序的镜头，使得镜头之间割裂

开来，从而制造一种“文本空缺”，让读者阅读的连贯

性将情节连接，并在“空缺”处建立自己的理解；其三，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弗兰克利用倾斜变形的构图

和反审美的瞬间，描绘了他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充

满颓废、焦躁、消极和失望的气息，人们的孤独，与

城市的格格不入，在巨大繁荣兴盛的表象之下，是我

们看不见的真实，正是这些期待与实际作品的不符，

使得《美国人》这部影集中出现了成为了一部“否定

性”的作品，挑战了观者惯性认知，让人们从新思考，

进而认识真实的世界。 

 

图 4 《美国人》之一，1955 年。（罗伯特·弗兰克 摄） 

 

图 5 《美国人》之一，1955 年。（罗伯特·弗兰克 摄） 

从“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的视角分析“非决定

性瞬间”，让我们获得了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纪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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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决定性瞬间”打破传统纪实摄影审美，将画面从完

美之中解放出来，拉近了观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使

得观者对于摄影作品有了新的期待，而作者在营造期

待的同时，通过图像语言的空白、空缺和否定性，让

观者参与进来的同时增加了与作品之间的互动，继而

在图片否定性上引起观者的反思来达到观者的接受，

进入接受美学体验之中。 

5.结论 

艺术的目的与功用在于使观赏主体的感觉“陌生

化”，克服习惯的机械认知，从而达到对事物内在生

命的直接体验，纪实摄影亦是如此，尧斯和伊瑟尔的

接受美学将我们对于摄影作品的欣赏从研究作者和

作品上解放出来，让我们不受困于摄影技术并超越常

规固化的审美局限，进而真正的感受到摄影作品中所

包含的真诚情感和深刻意蕴，而尧斯的期待视野中提

到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自

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无论在纪实摄影的拍摄还是分

析欣赏中，都要从观看者的视角与作品形成互动，超

越自身、技术以及审美的局限性，复归于婴儿，像一

个接受者一样去思考，挣脱限制我们想象的“牢笼”，

以最原始的眼光与思维，放空自己，让自己达到一个

“无”的境界，将连贯性的生活打破、将思维而忽视的

问题将暴露出来，从无到有再到无，获得更多的“文

本空白”，让我们具有成长突破的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的眼光不应该局限于接受美学与

艺术作品的结合，也许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于接受美学

的分析，进而对社会、生命有所感悟。在这个充斥着

消费主义的时代，铺天盖地的广告乃至于主流价值观

大部分都是消费带来的快乐，宣传的趋势也都是如果

你购买了，你将拥有广告里一样的梦幻人生，我认为

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它让我们活在“泡沫”之中，在

“泡沫”的幻境之中得到满足，而这样的“泡沫”却极易

破灭，这就使得我们的承受力变低，变得脆弱，受制

于这些幻境，让我们本该平静的内心世界变得焦躁起

来，这种幻境麻痹着人们阻止人们去真正地改变现

状，这是人类真正的不自由。如同上文所说，我们要

把自己“重置”，放空自己，以接受者的视角打破现有

的局限，跳出自我的虚假安全区，将连贯的生活和思

维打破，真诚无畏地接受世界和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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