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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及目标

在智能手机拍照功能日臻完善的今天，摄影创作主题确立之后，对摄影初学者而言，画

面组成就成为摄影学习的首要问题。本章要求学习者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沿着“主体及其表

现、客体及主客体关系”的思路，掌握画面组成的基本规律。

案例导入

确定画面的组成，就是确定主体和那些与主体有关联的次要部分，它们通常被称为画面

的主体与客体。然而，这些组成部分都是为表现意图——主题而服务的。因此，确定画面组

成的前提是确定画面的主题。客体包括空白、前景、背景和陪体等画面要素，它们与主体常

被称为构图五要素。图1-1所示的是国家级名胜风景区——扬州瘦西湖，图1-1（a）是瘦西

湖中的五亭桥，它所表现的是该景物的建筑风格和优美造型，以春天艳丽的桃花为前景，蕴

含着“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文化故事。图1-1（b）则扩大了取景范围，增加了白塔的构成元

素，其立意是以五亭桥为主体，白塔作为陪体，与主体构成特定的情节关系，其主题则是：

湖光水色之中，五亭桥与白塔遥相呼应的宏伟气势。

　

        （a）                     （b）

图1-1　扬州瘦西湖

第一节　主体及其表现

摄影中的一切被摄对象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总有一定的前景和背景陪衬。那么，在

一幅摄影画面中，究竟要拍摄多大的范围？环境要体现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在大自然中有广

阔的环境背景的一些被摄对象，是打算用较大的画面表现气氛还是用较大的画面着重表现被

摄对象，这一点在拍摄现场必须确定下来，以便根据既定的拍摄意图决定画面的结构。如果

没有这种明确的构思，拍出来的照片就容易缺乏特色，既缺乏主题的表达，也缺少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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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为了突出主体，摄影者初学摄影时，可以简单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观察拍摄对象

要想拍好一张照片，摄影者应该知道自己要拍摄什么以及内容是否恰当，这个过程分两

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是用眼睛扫视、观察被摄对象及其环境，这样不仅可以发现被拍摄的对象，也

可以充分明确拍摄缺陷。如图1-2所示，可以用双手的大拇指与食指形成取景框，初步确定取

景范围及其内容。在此阶段摄影者要注意：第一，被摄主体的服饰、表情、姿态等是否明显

失当；第二，被摄环境是否存在明显缺陷，如画面中的杂物、杂景等是否与画面表达的意境

相悖；第三，被摄主体与被摄环境是否明显冲突，比如在一般的旅游摄影中，要注意观察人

物是否遮挡了主要背景；易被忽视的地平线是否正好卡在人物的脖子上；树枝、石头等是否

正好压在人的肩膀和头上；廊柱、电线杆是否正好“背”在了人物的脊背上；等等。

图1-2　手指框取景

第二阶段是通过照相机的取景器来完成的。目前，除了LCD取景器外，照相机的取景目

镜主要是平视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在简易相机或轻便相机中，即使是目镜中观看的图像，

也有可能是电子图像而非光学图像。

二、建立兴趣中心

所谓兴趣中心，是指作者的审美倾向，如画面上大的、动的、近的、亮的、色彩鲜艳的元

素等。兴趣中心可引起读者强烈的视觉注意，因而可以成为构成兴趣中心的因素。除此之外，

主体的表情、姿态、巧合以及情节、事件、意蕴、气氛等，处理得好也可以成为兴趣中心。

在实际取景时，摄影者不仅要注意将构成兴趣中心的因素——当然不是说全部，只是其

中的一些甚至是个别因素——赋予被摄主体，更重要的是，要刻意剔除在画面上其他景物可

能存在的这些因素，以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削弱主体表现，影响主题表达。

当主体被建立为兴趣中心后，其作用一是引导观众的视觉注意力，二是增强作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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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力。在艺术创作中，摄影者总是力图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通过主体、作品传达给观众，

并希望观众能够接受。然而，在美感方面，摄影者与观众对表现的事物可能有不尽相同的情

趣和偏爱。例如，摄影者感兴趣的是情节内容，而观众感兴趣的是形式或气氛，两者就不能

合为一体。所以，在摄影画面中，必须建立兴趣中心，确定审美倾向，将观众的观赏兴趣引

导到创作主体的审美倾向上来。

对于主体的表现，我们特别强调以下三种常用手段。

（一）占据主导地位

主体在画面中占的面积越大就越醒目。例如，专为描述细部的特写镜头，就是充分利用

画面面积强化主体的惯用方式。但这种方式要注意掌握大小分寸，不可以产生咄咄逼人的画

面感，以免使人感到不舒服。使用这种方法强化主体时，我们通常认为这是运用了主体与环

境的大小对比。如图1-3所示，画面中硕大的荷花就是所表现的主体。

图1-3 荷塘仙子

毋庸置疑，在影像的实际构建中，为了获得视觉上的感染力和完成一种特别的表达，

摄影者往往有意识地让主体的形体外貌不完整。这种不完整性并非草率构建的结果，恰恰相

反，它应是摄影者深思熟虑之后谨慎处理的结果。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
在《艺术风格学》中将这种方法称为“有意识的不清晰性”和“无意识的不清晰性”。从影

像构建者创作发展阶段来看，其最初阶段往往习惯于力求完整而清晰地表现主体的基本特征

及每一组成部分的特有形状。然而，随着艺术修养的不断提升，这种思维定式被逐渐打破，

其会创造一些超出常规的个案，产生令人惊奇的效果。

（二）突出主体色彩

在黑白摄影中，使主体的影调不同于陪体和背景的影调，通常是主体亮、陪体暗，或反

之；而在彩色摄影中，会为主体安排一个特别醒目的色彩，使主体成为视觉重点，从而突出

主体。这就是所谓的主体与环境的明暗、色调对比。如图1-4所示，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野里，

少女的红色衣服十分耀眼，吸引了视线，从而使“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主题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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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三）弱化环境表现

为了更好地突出主体，画面上的兴趣点必须集中，否则会分散观者的注意力，因此应剔

除一切“喧宾夺主”的景物。在环境对主题表现不太重要的情况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弱化

主体所处的环境，如回避或虚化前后景物，使主体清晰可见，主体也就因此尤为突出。仍以

图1-3所示的作品为例，画面中的荷花处于聚焦平面上，因此显得十分清晰，而其他景物则被

有意识地虚化了。

三、确定空间位置

为了更加鲜明地突出被摄主体，仅仅将主体建立为兴趣中心还不够，还要将主体安排在

画面的恰当位置。在实际摄影创作活动中，人们常将画面的兴趣中心安排在画面视觉中心位

置的附近。那么，何谓视觉中心呢？

（一）黄金分割法

大量的生理实验研究表明，人的眼睛看一个画面时，总能看到一些视觉刺激最强烈的

点，它们就被称为视觉中心。如图1-5（a）所示，设画框的水平边长为L，而画面中的两条垂

线分别距边线0.618L，视觉中心就是按图中所绘制方法找出的四个视觉刺激点。摄影者可以

把主体放在其中的某一点上或其附近，并保持向画面中心集中的方向性，这样就能产生主体

位置合适的美感。

（二）九宫分割法

当然，我们从事的是艺术性创作，既不需要也没必要如此严格地按照黄金分割法找出这

四点的精确位置。通常我们寻找视觉中心的简便方法是用“九宫分割法”。如图1-5（b）所

示，即将整个画面九等分，其画面中的四个交点即为我们所寻找的视觉中心。图1-6所示的画

面中的主体——丹顶鹤所占面积并不大，但摄影者将其恰当地安排在视觉中心位置，因此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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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得到凸显。

（a） 视觉中心的黄金分割法　       （b）视觉中心的九宫分割法

图1-5　视觉中心的分割法

图1-6　一飞冲天

黄金分割法或九宫分割法是人们习惯的形式法则，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常以此进行构

图。但是，客观事物千变万化，创作的意图也各不相同，这两种形式法则并不能完全满足创

作者对千变万化现实的要求。因此，不拘一格地进行构图处理，与现代艺术创作规律并不相

悖。现代的摄影构图，有许多人都对它们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这是富有创造性的选择，它

往往给人新鲜感和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十分可贵。当然，这也并不是说黄金分割就失去了它

的价值，只是可以不拘泥于此。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和习惯也在变化，并不断

发现和创造新的东西，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摄影艺术的魅力。

第二节　客体及主客体关系

画面上除主体之外，还存在其他景物，它们被统称为客体。从一般意义上说，客体的

存在都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是各自的特性有所不同，因此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客体包括留

白、前景、背景和陪体四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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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白及其运用

一般来说，画面留白是指没有具体形象的部分，既有“亮的”“白的”留白，也有“暗

的”“黑的”留白，如图1-7所示。烟、云、雾、水、天等因其色调浅淡近乎白色，通常被看

作画面留白部分。画面留白也指无所阻挡的空间，比如地面、水面、树林、草地、墙壁等，

它们虽然是实体，但如果在画面中失去了作为实体的作用，亦可看作留白。“画留三分空，

生气随之发”既指绘画，也指摄影画面。那么，在画面中如何处理留白呢？

如图1-7所示，这是一幅人像摄影，背景是黑色的留白，黑色原本表现沉默——无声，然

而在这静谧之中却展现出一种沉稳，并突出了人物形象。

（一）突出主体

突出主体，是留白的首要任务。一幅画可以没有前景与陪

体，但留白经常存在。主体是否突出，留白起重要作用。例如，

当人物漫步于广袤的草原、浩瀚的沙漠之中时，其主体就显得十

分突出。反之，置身于车水马龙，或足球赛场的看台上，由于没

有留白的烘托，人物就会被环境“淹没”。在人们游览名胜古迹

时，也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在一些高大的建筑物（苏州的虎丘

塔、南京的中山陵、扬州的瘦西湖白塔）周围，一般都没有其他

的闲杂景物，因此它们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正如图1-6所
示，摄影者利用明亮的暖色天空作为背景，强化丹顶鹤的剪影式

形象十分恰当。否则，主体体积较小就不易被关注。

（二）引发联想

在表现带有一定方向性的景物时，如视线方向、动体的运动方向等，常常在其景物的

前方留下比后方多一点的空间，这种空间属于画面留白的一种形态，具有刻画意境、渲染气

氛、引发受众联想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安排一个画面时，要考虑景物相互间的内在、外在

联系，应遵循其客观、自然的发展规律。如图1-8所示，此作品在纵深方向有较大的留白，从

而使作品具有了较深的意境。可以想象，一幅照片如果上、下、左、右塞满了景物，不留一

点空白，就会给人拥挤、沉闷甚至窒息的感觉。

图1-8　牧归

图1-7　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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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之处虽无具体形象，但是运用得当，能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作用，正如中国

画论常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恰当的留白能留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使观众

的视线和思绪顺着画面意境流转，引发情感上的共鸣。

二、前景及其运用

前景，是指画面上处于主体前面、靠近镜头的任何景物。前景的特点是距照相机的镜头

最近，由于镜头的空间透视现象，它的成像要比后面景物大，所以十分抢眼；由于光线的作

用，它的影调或色调也比后面景物要深。因此，只有在必须借助前景表达创作主题思想时，

才在画面上保留前景。对前景选择、应用的基本考虑主要有强化主体表现、展示空间透视

感、渲染时空特色等。

（一）强化主体表现

利用前景作为框架或起遮挡作用，把主体影像包围起来。我们对生活中各种框架所产生

的视觉效果已经非常熟悉，如刺绣的外框、绘画的装裱及窗花的窗格等，这些框架都能有效

地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框架内的景物。以前景作为框架的优点有：首先，画面中前景的遮挡可

作为“第二取景框”来“剪裁”大自然；其次，前景中的框架能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

最后，前景可与主体在形式上、内容上有所对比。当选择与主体有对比、比喻或比拟作用的

景物做前景时，往往能使观众联想，产生意境，从而强化画面的表现力或揭示画面的主题。

生活中，当人们透过一扇门窗、一个书架的间隙，甚至一些特异造型的孔隙观看外边

的景物时，自然有此时、此地、此景的感受。如果以这些景物作为摄影作品的前景，就会产

生“二次剪裁”的视觉效果，并引导观众的主观视线，大大缩短了观众与画面景物之间的距

离。如图1-9所示，此作品以车窗框为二次画框，有效地突出了端坐车中的新娘，再与车身上

被拉伸后极具动感的图案形成动静对比，正是由于前景的存在，才使画面变得丰满而充实。

图1-9　接新娘

一般来说，以前景作对比可以是大与小、高与矮、长与短、新与旧、明与暗、多与少、

强与弱、时髦与守旧、进步与落后等，形成含义上的对比，为摄影者抒发感情、传达意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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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可靠的支撑。

（二）展示空间透视感

摄影所获取的是记录在平面上的影像，与绘画同称为平面艺术。对于平面艺术而言，人

为地加强画面上的空间透视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图1-10所示，此作品前景中几许柳条

产生了强烈的空间透视效果。在摄影创作中，一方面，由于前景的影调较深且影像较大，前

景和主体都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强烈的空间纵深感，从而再现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还可以为

画面点缀大面积的空白，以免画面过于空旷而不够均衡。

（三）渲染时空特色

前景有时像文学作品的开场白，它能够交代事情发生的季节、时间以及环境等。在摄影

实践中最常见的是选择有季节特征的花木来渲染时令气氛，粉红的桃花、嫩绿的柳叶可使画

面春意盎然；金黄的菊花、火红的枫叶又使画面秋意浓浓。如图1-10所示，此作品以冬季初

雪的柳条作为前景，既交代了时令，也增加了扬州瘦西湖内三景的纵深效果。

图1-10　初冬

三、背景及其运用

背景是画面主体后面的景物，它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衬托主体。背景的影调

（色调）通常较浅，但它在展示空间深度，渲染时间、地方特色，强化主体表现等方面与前

景十分类似。此外，背景的安排还要强调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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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主体的背景处理

突出主体的背景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背景简洁，这种方法是调整拍摄角度，避

免杂乱景物进入画面或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使背景严重虚化而趋于空白；二是使背景与主体

有鲜明的影调（色调）对比，如果背景与主体的影调（色调）相近或相同，会使背景和主体

混为一体，从而削弱主体。为了突出主体，一般来说，暗的主体宜衬托在亮的背景上；亮的

主体宜衬托在暗的背景上；中灰背景时，对明、暗主体均宜有亮的轮廓线。在彩色摄影中，

能够很方便地使主体色调有别于背景色调，从而突出主体。如图1-11所示，此摄影作品兼顾

了上述两种情况：从色调上看，主色调为暗绿色的背景，与荷花的亮粉色形成了色彩与明暗

的对比，而清晰的花朵与故意虚化的背景形成了虚实对比，使作为主体的荷花尤其突出，画

面也十分简洁。

图1-11　夏荷

（二）丰富主题内涵的背景处理

丰富主题内涵是选用背景的重要原因，一般有以下两种具体做法。

（1）选择具有地方特征、季节特征、时代特征的景物充当背景，这种选择方法可以交

代主体所处何地、何时、何事。例如，某地特有的建筑，某时特有的花木，某事特有的会

标、标语、广告等景物，这样的背景不仅是画面形式的背景，而且是画面主题内容的背景，

起到丰富主题内涵的作用。如图1-12所示，摄影者表现的主体为苗家欢乐的孩子，其利用苗

寨村落的自然背景强化了主体的生活环境，给人真实的感受。

（2）选择有对比、比喻、比拟意义的景物做背景，这种选择方法包括与主体在形式

上、内容上的对比、比喻、比拟等。这样的背景就是用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揭示主体的含

义，深化画面的主题，引导观众想象。如图1-13所示，这幅作品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技巧，

主体人物与背景之间形成多种冲突：画面中巨大广告牌的鲜艳色彩与老人衣着色彩的对比；

广告牌中人物的衣着饰物（皮包）与老人装饰的对比等。这些都使画面主体与环境表现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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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对比关系，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刺激。画面的点睛之笔是老人倾斜的身体姿态，给人一种

逆流而上的感觉。

摄影新手有时会把创作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画面主体上，而忽视了背景，导致背景中不规

则线条太多，干扰人们的视线，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生活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画面，如前

文所述的电线杆“背”在了人物的脊背上等现象，不仅破坏了画面的和谐与统一，还直接影

响了主题和内容的表达。

   

        图1-12　苗家的妞             图1-13　进城（苗玺 摄）

四、陪体及其运用

陪体是陪衬、渲染和衬托主体的被摄对象，其同主体构成特定的情节关系，如同婚礼中

的伴娘与新娘。画面中的陪体，能够帮助观众了解成像时的现场情况并更容易领会画面主体

的神情、动作的内在含义。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陪体帮助主体说明内容，

让观众正确理解主题思想，以防止产生歧义。第二，陪体有时能够使画面更富有生活气息，

这是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或缺的。第三，陪体可以与主体形成对比，并起到装饰、美化画面

的作用。陪体有时位于主体之前，既是陪体，又是前景，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强调画

面的空间透视感；另一方面又交代了主体和陪体的情节关系。

如图1-14所示，这是一幅典型的主客体构成特定情节关系的摄影佳作。牧牛犬具有警

觉、机智、勇敢、诚实、看守能力强和绝对忠于职责的基本品质，在辽阔的牧场上，牧牛犬

尽责之余还能成为牧牛老人的亲密伙伴。本作品通过牧牛犬这个特定陪体深入阐释了犬是人

类朋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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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老人与爱犬

在摄影中，陪体的处理主要有直接处理和间接处理两种。

（一）陪体的直接处理

所谓直接陪体，也就是陪体出现在画面中。如图1-14所示，作为陪体的牧牛犬是画面的

直接组成部分，它能帮助主体阐明内容，加深观众对画面语言的理解，使画面语言更为生

动。直接陪体要掌握好其与主体的主次、虚实关系，不能喧宾夺主。同时，陪体的动作神情

要与主体密切配合。有时出于表现主题的需要，陪体可以不完整。

（二）陪体的间接处理

很多情况下，根据主题的需要，陪体需要间接地处理，也就是说，陪体不直接出现在画

面上。通过摄影作品的标题指向、画面隐喻等，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观众的想象之中。这种处

理方法意味深长且含蓄，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让观众加入这种想象的再创作中。

在间接处理陪体时，为了使观众的想象达到摄影者的预期目的，画面往往需要“桥梁”

或媒介来启示想象的陪体，从而打开观众艺术联想的闸门。这种联想与想象突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使有限的画面内涵更为丰富、形象更为具体、主题思想得到更深刻的表达。表现

上的丰富多彩，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求简练、求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

如图1-15所示，此作品中的这位老人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却岿然不动，正在虔诚地等候

瞻仰晒佛节上的唐卡大佛，而唐卡大佛作为间接陪体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在作品中，极富

动感的斜线与稳定的姿态形成了对比，进一步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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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实上，在选用这些构图要素时，主要考虑的是它们与主体、主题之间的关系。

2.实践要求与注意事项

本实践要求完成四幅作品，在明确主体的前提下，刻意运用客体四要素，并与主体之间

建立有机关系。具体来说，其一，空白的具体运用，并注意空白的基本定义。在前文的讨论

中，曾经强调空白有两种基本功能，应注意兼顾。其二，前景的运用，要注意不让前景妨碍

主体的表现。其三，背景的运用，运用背景时要简洁，切忌杂乱。其四，陪体的运用，要能

体现出陪体与主体之间特定的情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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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视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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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及目标

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同一景物观看的角度不同，映入眼帘的形象就有所不同。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本章的逻辑思路是建立一个

三维模型，从三个维度分别讨论相机与景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及其表现特点。必须说明的

是，在实际的视点选择中，这三个维度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案例导入

拍摄视点，实际上就是相机与被摄物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即相机应该从哪个方位指向

被摄景物。不同视点下表现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表象，虽然事物的表象并不影响其本质，但会

影响人们对事物的阐释。因此，视点历来被认为是摄影创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图2-1
所示为侗族鼓楼。图2-1（a）相对远离塔身，将前景带入画面，画面因此显得丰满，塔身完

整；图2-1（b）视点则更接近塔身，导致看不到塔顶的葫芦尖，影响了景物的完整性，但气

势上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a）                （b）

图2-1　侗族鼓楼

对于拍摄视点，我们可以通过空间解析几何关于球坐标系的概念来理解，图2-2所示为球

坐标系，相机在原点O，景物在球面上的A点。我们可以很简单地确定，相机与景物的方位关

系就是方向与距离的确定。而方向则有水平角度与垂直角度两个维度，分别为q和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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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面拍摄北京天安门。正面方向有利于表现主体的正面形象，擅长表现对称美，产生庄

重、威严、静穆之感；也有利于表现人物的相貌特点。如图2-4所示，这是一幅正面水平方

向取景，真实地表现了小女孩奔跑时的快乐。因为摄影者在光线、虚实及神态方面的准确把

握，画面中没有出现正面取景时容易出现的缺陷（如缺乏空间透视感，让人产生呆板的感

觉），是一幅较好的抓拍人像作品。

图2-4　向快乐奔跑

二、斜侧方向

斜侧方向是指相机偏离正面方向，或左、或右环绕

对象移动到侧面方向的拍摄位置。它是摄影中运用最多

的方向，如图2-5所示，宝宝圆圆的小脸适合前侧方向的

表现，投向侧面的目光隐喻了对生活的好奇。

斜侧水平方向拍摄时，被摄体本身的水平线条会在

画面上变成一种产生强烈透视效果的汇聚线，因而有利

于表现景物的立体感和空间感，画面既显得生动，也有

利于突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斜侧方向时，其

有一系列的程度变化，甚至稍有变化，往往都会使主体

形态产生显著改变。因此，要注意对比不同斜侧方向的

效果，寻找最佳斜侧方向。比如，就人像摄影而言，就有“七分面”“三分面”等拍摄角

度。“七分面”就是拍摄了大半正面像，而“三分面”则是拍摄了小半正面像。

三、正侧方向

正侧方向是指相机正对被摄对象的侧面，即与被摄对象正面成90°。正侧方向常用于

人物拍摄，能生动地表现人物面部，尤其是鼻子的轮廓线条。在拍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时，

正侧方向往往有助于表现双方的神态面目，在人像特写中也有利于脸部轮廓线条的表现。如 
图2-6所示，这幅作品的侧面取景以表情的捕捉见长，画面生动地反映了主人与小牛之间的亲

图2-5　可爱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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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正侧方向有时也非常适用于动物摄影，但一般不适宜拍摄建筑物，因为这会削弱建筑物

的立体感，进而削弱建筑物固有的造型与气势。

图2-6　童年的伙伴

四、侧后方向

侧后方向是指照相机绕至被摄对象的侧后方向，它具有反视觉常规的特点，往往能将被

摄对象的一种特有精神表现出来，显得生动、形象。与常用的正面、斜侧等方向相比，侧后

方向有出其不意的视觉效果。当然，侧后方向的拍摄对被摄对象也有一定的要求，其拍摄有

动作过程或姿态变化的人体比较适当。如图2-7所示，这幅作品表现的是一位民族鼓手优美

的槌鼓表演，亦舞亦鼓。作者在侧后方向取景，一方面，是由表演本身的视点所决定；另一

方面，则是这个方向更有利于展示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画面动感强烈，虽无余音绕

耳，却也铿锵有力。此外，这是一幅典型的动体静拍画面，对动静结合的讨论，将在后面章

节中进行。

图2-7　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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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背面方向

背面方向是从被摄主体的背面拍摄，这是一个易被忽视的拍摄方向。从背面方向来看，

主体与背景融为一体，因为画面中背景既是主体视线，也是观众所关注的，从而也有助于观

众联想主体人物面对背景所产生的感受。采用背面方向拍摄人物时，要注意人物的姿态，使

人物背影产生一种含蓄美，让观众产生更多的联想。如图2-8所示，这幅作品表现的是一位小

小少年寒假里跟着爸爸去牧场，也许是想帮爸爸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也许只是体验一下放

牧的辛苦，背面方向的取景更加丰富了想象的空间。

图2-8　跟着爸爸去牧场

总之，选择不同的拍摄水平角度，不仅被摄主体的形象有变化、构图的形态有变化，更

重要的是，表现内容也可能有变化。因此，摄影者应根据具体的被摄对象和主题表现的要求

来确定拍摄方向。这些拍摄方向并没有好坏之分，只要运用得当，都可以恰当地表现主题。

第二节　垂直角度的选择

垂直角度，即图2-2球坐标系中的角度q，它是指被摄主体的位置高于相机、低于相机或

是与相机同高时，而采取俯拍、仰拍和平拍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方式。拍摄点垂直角度的

一系列变化，有时受限于客观条件，例如，近距离拍摄一座巍巍宝塔，你就不得不采用仰拍

的方式。拍摄者大多时候是出于主观动机，根据主题的需要而有意选择拍摄方式。不同垂直

角度表现下的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形态，也就会带给观众不同的视觉感受。因此，我们必须

根据题材和主题的辩证关系仔细选择拍摄的垂直角度。

一、平拍

平拍的特征是镜头主轴线呈水平方向与地面平行。平拍也存在相机在垂直线上选择高度

的问题。持机人正常站立拍摄是最常见和正常的平拍方式，此时相机位置与被摄主体处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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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高度。反之，机位如果被有意抬高或降低，则细分为高位平拍和低位平拍。

正常的平拍较合乎人们通常的视觉习惯，景物有正常的透视效果，因此有助于观众对画

面产生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在拍摄坐姿人像时，往往需要摄影者单膝跪地，通常是为了追

求平拍的合理角度。平拍还有助于主体在画面上更多地挡住背景中的人物或景物，有利于消

除干扰主体突出的因素；平拍人物或景物不易使其变形，使人物或景物在画面上显得亲切、

自然。需要注意的是，平拍时景物的地平线（或水平线）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一般情况

下，对画面构图不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天空和地平面有明显的明暗变化时，地平线就会显得

很突出，从而将画面分割为上、下两部分，有时好像是不同影调（色调）画面的均等拼合，

使画面看上去显得呆板。

低位平拍，尤其是接近地面的平拍，是摄影新手不常采用的位置。事实上，这一机位可

以让受众看到不常见的视觉形象，很容易带来视觉冲击力。如图2-9所示，在拍摄这幅作品

时，相机仅高于地面约50厘米，一方面，不仅强化了小巷路面的凹凸质感，具有幽深的视觉

体验；另一方面，其宅院的围墙的气势也得到了强化，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图2-10所示的作

品表现的是扬州瘦西湖内五亭桥、钓鱼台、小金山风亭三景在一条轴线上的透视叠合，它是

在特定视点下的特别呈现，如果没有长期的细致观察，摄影者是很难发现这一现象的，因为

为寻求贴近水面这一特定视点的低位平拍，甚至要将三脚架插在湖底才能获得。

　

      图2-9　拐角　   　　　　　      　图2-10　月映三亭（许建 摄）

二、仰拍

仰拍时，相机的位置低于被摄主体的水平高度，特征是镜头朝着向上的方向仰起拍摄，

画面的典型特点是地平线位置较低或处于画面之外。仰拍具有一系列仰角大小的变化，相应

地会产生景物形态的一系列变化，也就会给观众带来视觉感受的一系列变化。限于篇幅，本

书对这种变化不再展开讨论，只是概括性地讨论仰拍的一般特性。

仰拍时，近处景物高耸于地平面上，十分醒目突出，因此一般不再安排前景以免妨碍主

体的表现。背景景物由于被遮挡或被压缩，虽然得不到表现，但可获得简洁的画面效果。仰

拍是突出主体的强有力手段。

仰拍有助于强调和放大被摄对象的高度，有助于放大跳跃动体的向上腾跃，有助于表现

人物高昂向上的精神面貌，所以，为儿童和模特儿拍摄会经常采用这一视点。仰拍往往也表

现出拍摄者对人和景的仰慕之情。在室外采用仰拍方式还能最大限度地把被摄体衬托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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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从而使画面具有一种豪放之情。仰拍时要注意避免镜头过仰，否则会引起景物的明显

变形，这在人物近景拍摄时应该尤其注意。如图2-11所示，此作品摄影者采用仰拍的方式，

大面积地利用夜晚的天空，使背景更为简洁，同时也强化了乡村百姓的精神风貌，给人以丰

富的联想，不失为一幅表现中国乡村文化的佳作。

图2-11　飞龙在天

三、俯拍

俯拍是将相机置于高于被摄主体的水平高度，并且镜头朝下拍摄。俯拍的画面特点是，

地平线处在画面的较高位置，因此远处的景物位置也较高，越是靠近镜头的景物就越靠近画

面底部，使前、后景物在画面上都得到充分展现。俯拍常被用来表现环境特色和辽阔的气

势。俯拍有利于展现被摄对象的数量之多，以及用于表现盛大的场面，有助于确定景物与人

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有助于画面产生丰富的景层和深远的空间感，也有助于展现大自然的千

姿百态及线条美。例如，纵横交错的田垄阡陌、绵延盘旋的公路、层层起伏的梯田等。与仰

拍相类似，俯拍也有一系列俯视角度的变化，在此不再展开叙述。如图2-12所示，此作品展

现的是皖南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宏村，作品采用在附近山头向下俯拍的方式， 远
处隐约可见的山坡与植被，经典的徽派建筑镶嵌在铺满金色油菜花的田野中，尽显世外桃源

生活的恬静和宏村的秀美。

目前，用于摄影的无人驾驶飞机（以下简称“无人机”）已经十分普及，无人机摄影

的普及性知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人机摄影是一种高端的俯拍方式，并以全景见

长，其镜头具有一定的垂直转角功能，因此可以实现垂直俯拍或与地面存在一定夹角的俯

拍，以满足取景与造型的需要。第二，无人机抓取的影像被传送到地面控制器，由摄影者进

行调节，以选择最佳角度与景物进行记录，具体的操作技术需要根据具体的无人机说明书进

行系统学习，而无人机各品牌、各型号的使用说明书，本书不做进一步讨论。第三，国内相

关的法律、法规对无人机的飞行已进行了一系列限制，利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前必须了解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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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允许无人机飞行，并注意相关安全事项，避免发生意外坠落时的次生事故。

图2-12　宏村春色

无人机摄影极大地开拓了摄影者的视野，过去孜孜以求的“上帝的视角”如今成为现

实。如图2-13所示，在一片晨曦中，无人机恰当的高空视点，更显扬州大运塔的巍峨壮丽。

图2-13　大运塔（张玉华 摄）

第三节　拍摄距离的选择

摄影实践中，摄影者有时是受限于拍摄距离而构建拍摄范围——景别，有时是出于主题

的表现需要而改变拍摄距离或镜头焦距。由此可知，拍摄距离与景别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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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景别是指摄影画面所包含场景的容量大小，包括远景、全景、中景、近景

和特写的一系列变化。景别的划分没有固定的格式和明确的分界线，而是以被摄景物在画面

上表现与展示的规模及人们的习惯认识为依据来划分的，是与具体拍摄对象的场景相对而言

的。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对景别的认定是相对的。例如，航拍一所学校的校园全貌，对学

校而言是全景，但对学校所处的城市而言，它只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局部特写。影响景别的变

化有两大因素：一是拍摄的距离，二是镜头的焦距。

摄影距离或焦距的不同会带来画面的景别变化，不同的景别具有不同的表现力。绘画理

论中有“远取其势，近取其神”的观点，这对摄影构图也同样适用。摄影者的画面是以势动

人，还是以神感人，抑或是以情节取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怎样的景别。这需要理性

地思考，而不是随便或随机地采用某种景别。后文我们还将继续讨论镜头焦距的变化所带来

的景别变化，其与摄影距离所引起的画面视觉效果还是有所区别的。

一、远景

在摄影构图中，远景展现的是自然界辽阔的景物，被摄景物范围广阔而深远，不仅表现

场景中的主要景物，也展现具体的环境及景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气势，但也往往忽略其细节

的表现。如前文所述，所谓“远取其势”，是指远景擅长表现景物的整体气势。在拍摄取景

时要从大处着眼，把握画面整体结构，并化繁为简，舍其局部细节的追求与表现。图2-12和
图2-13所示作品都是典型的远景取景。

远景构图的拍摄场面比较宏大，且拍摄距离较远，因此摄影者拍摄前要仔细研究景物的

变化规律，并熟悉景物与光线、气候、环境等各方面的变化。例如，要拍摄壮观的黄山云海

场面，就要了解云海出现的季节、时间、地点、规律等。远景照片有时要靠霞光、太阳、雾

气等来表现和渲染氛围。

二、全景

全景照片应表现被摄主体的全貌及所处环境的主要特征。它的取景范围小于远景照片的

取景范围，相对来说，全景比远景有更明显的主体性，主体在画面中完整且突出，并通过具

体环境气氛来烘托主体对象。如图2-14所示，这是一幅全景作品，表现的是以甘南郎木寺镇

街头现代生活为背景的一对老年藏族夫妇。作品采用纪实摄影的手法，看似是平淡的画面，

实则包含了藏族人民对其文化的传承、融合及与时俱进的改变：老先生身穿西式服装表现了

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老太太身穿传统藏袍，但上衣是现代产品的抓绒衫，体现了对现代思

维的接受与融合；而右边的年轻人则完全是传统藏服，体现的是文化传承。如此，以影像的

方式讲述了一则文化故事，正所谓影像叙事。

全景画面雄浑壮阔，气魄宏大，构图丰满且充实。在风光摄影中的全景照片要把握雄

伟山川的整体形态，如扭曲、延伸、转折等，表现出层峦起伏、深远缠绵的气象。因此，在

全景照片中，用光要求严格，许多人喜欢采用逆光、侧逆光照明，这会使主体产生“外轮廓

线”，从而使画面更加统一、完整。总的来说，全景照片既要突出主体，又要处理好主体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使其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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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郎木寺镇街头

三、中景

中景的被摄场景容量更小于全景，表现范围是被摄主体

的主要部位。例如，人像摄影中，通常是拍摄人腰部以上的

部分，并舍去环境，或周围环境在画面上只占很小的比例。

因此，环境气氛、环境表现都被极大地简化或压缩下去。中

景的特点是擅长表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以情取胜。如图2-15所示，此作品展示的是一种民间传统手

艺——用柳条手工编织农具笆斗。中景的拍摄一定要设法抓

取被摄对象典型生动的瞬间，只有这样，画面才能充实、感

人。中景是新闻摄影、人像摄影、旅游纪念摄影中很常用的

一种景别。

四、近景

近景主要突出表现被摄对象重要部位的主要特征。例

如，在人像摄影上主要是对人物的神态、特征、表情等处做

具体、细微而深刻的刻画，并突出其质感，使画面得到细腻

的表现。如图2-16所示，此作品利用近景生动地表现了姐妹

俩的亲密，神情单纯、可爱。

五、特写

特写是对被摄人物或景物的某一局部进行更为集中突

出的再现，其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借物传神。例如，人物的

图2-15　笆斗人生

图2-16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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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就是眼神的展现，从眼神的细微之处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特写是“不完整”的，但

这也是“不完整”的完整，是通过对社会生活某一事物的高度提炼，使之传达摄影者的观点

和情感。特写舍去了多余的其他物像，大胆的残缺使画面更为简洁，主体形象占的面积增大

了，使形象意义的输出也随之增大，观众的感受也更为集中和强烈。如图2-17所示，这是一

个典型的特写镜头。这幅作品没有描写龟裂的干涸土地、受灾的难民，而是用一只丰腴的大

手和一只骨瘦如柴的小手的对比特写，深刻地反映出旱灾给乌干达人民造成的苦难。

图2-17　乌干达旱灾的恶果（迈克·威尔斯 摄）

一般而言，特写会导致残缺，而残缺与外延又是摄影构图的一种艺术化处理手段，是一

种“以少胜多”“以一代十”的表现手法。例如，要拍摄一个大豆丰收的场面，应该如何来

表现？其思维搜索范围可以很大。你可以到农场去拍摄机械化收割的宏伟场面，但必须是收

割的季节，选择较高的拍摄角度等。如果受时机、场地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就很难拍出一

幅满意的作品。你也可以到收购点去拍摄人头攒动的热闹场面，但主题一般很难表现充分。

当我们掌握残缺式外延的处理手法后，就可以选择一个“投机取巧”的拍摄方法，选取两斤

左右的优质大豆，放在一个盘子里，采用特写手法，就可以拍摄出一幅大豆丰收的照片来。

残缺外延法最适合于拍摄产品广告，可以用有限数量的产品，表现数量无限的意境。利用这

种方法拍摄产品广告的优点是省时、省力，又能获得较佳的画面效果。尤其是同类型产品的

排列与残缺，不仅在数量上给人无限感，还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形成一种悦目和谐的装饰性

构图。例如，拍摄被检阅的军队方阵、建筑群、会场等，都可以用有限的画面、有限的数量

表现无限，给人数量多、规模大的感觉。

由此可知，在取景中，画面完整并不是指画面中的各个形象都完整，反而各个形象都完

整的画面不一定是完整的画面。“画面完整”和“形象完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如果

仅仅为了保留画面中的完整形象而去构图，那么画面构图很可能不完整；反之，不完整的形

象、残缺的形象不一定是不完整的画面，使画面个别残缺，画面反而更加完整。其原因是主

体突出，主次分明，有助于主题思想的表达。

要想突出画面的主体形象，就需要残缺次要的物体形象，使其成为陪体或背景，更好地

使主体处在显著的位置上，并使其形象尽可能保持完整，使受众一目了然，尤其是对于画面

上并列的物体形象，更要敢于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