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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胡铸鑫主编的《数码摄影基础》根据应用型教学的特点，以提高学生摄影技术、适应摄影技能实践
需要为目的，循序渐进、深入浅出而又系统地讲授了摄影科学知识，以及当今迅速发展的数码摄影技
术与图像信息处理艺术。
内容安排注重科学性、前沿性、普适性、系统性，也注重艺术性、文化性、教育性。

《数码摄影基础》的编者大都为高校从事一线摄影的骨干教师或者一线摄影实践者；插图大多为编者
几十年来积累的原创作品。
此外，《数码摄影基础》还结合了学校摄影教材的特点，增加了校园数码摄影技术，数码摄影新技术
，数码概念摄影等内容。

《数码摄影基础》特别适用于高等本科院校或高职高专类院校的摄影、广告、传播、印刷等专业的摄
影基础教学，也适用于学校开展素质文化教育，亦可作为摄影爱好者、传媒从业人员、摄影培训人员
等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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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州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工程师，温州市科技新闻摄影专业委员会主任，温州大学教职工摄影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亚洲艺术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士，国家
三级运动员；2003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2007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并获硕
士学位。
1999年开始喜欢并从事摄影活动，开设课程有“数码摄影基础”、“数码摄影与影视动漫”及校园百
场摄影巡回讲座等，兼任多个高校摄影社团指导教师。

喜欢摄影摄像设计艺术，主攻虚拟现实、多媒体、图像图形等。
主持浙江省教育厅等科研课题3项，参与温州市科技局等课题5项；发表三大检索及核心刊物等论文十
余篇；论文获第17届全国计算机新科技与计算机教育优秀论文奖，获浙江省高等学校期刊优秀编辑学
论著一等奖等7项。

发表和获奖摄影作品六十多幅；入选大型摄影图片展和画册二十余幅。
作品曾获全国大学生DV影像节作品入围奖；获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一等奖；获改
革开放30周年温州市重点建筑摄影大赛金奖等。
指导学生完成省级摄影大赛获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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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校园风光摄影景深的控制校园风光摄影需要较大的景深，镜头光圈越小，景深越
大，早晨和黄昏光照强度并不很强，这时往往是最容易出作品的时候，最好使用三脚架调小光圈来得
到大景深，用较慢的快门速度。
校园风光摄影中为了尽可能让整个场景都处于对焦范围内，最简单的办法是选用尽量小的光圈设定，
光圈越小，你所获得照片的景深就会越大。
但同时必须牢记，光圈越小就意味着越少的光线会被摄像传感器（或者胶片底片）感应，所以这时需
做曝光补偿，比如升高ISO或者延长快门速度。
当曝光补偿需要较多时，两者均做皆可。
当然了，用浅景深的方式拍摄风景，只要有良好的构思和创意，一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校园风光摄影的构图校园风光摄影构图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只能在平时培养自己构图的一
般感觉的基础上再用心构出自己喜欢的场景。
注意线条、颜色、格调等因素（构图知识可参考第4章构图基础）。
4）校园风光摄影的用光在校园里，我们要识别和运用好光线的方向（顺光、侧光和逆光）、特性、
颜色等属性，并将其应用于摄影实践。
通常，用顺光拍摄景物，能够给人清晰明亮的感觉，细节表达较好，但顺光照射景物过于平正，明暗
之分不明显，这往往使画面缺乏立体感。
顺光的利用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简单，摄影者只要使用相机的评价测光模式，基本上就可以拍摄出令
人满意的照片。
侧光强调了物体的形状和质地，不仅能够使景物具有一定的明暗反差，增强景物的立体感和画面影纹
层次，同时，对画面色彩的还原也比较理想。
摄影者在利用侧光拍摄时，要注意尽量对画面的明亮处进行测光，避免画面局部曝光过度。
而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太阳几乎垂直照射到地面，造成很重的阴影，对风景摄影而言，这种光线并
不合适，因此在风景拍摄时选择适当的时间段显得尤为重要。
校园逆光摄影，是指阳光从相机的对面照射过来，一般会产生光亮的轮廓，主体与背景得以明显的分
开。
一般来说，摄影者在拍摄逆光景物时，最好以景物的阴暗部分来确定曝光时间，这样才能充分显示出
景物的层次。
如果摄影者想得到剪影的效果，那么拍摄时以亮部为准即可。
如图6-36，以太阳为标准曝光。
光的第二个属性是光的特性，它的特性主要和光的来源联系密切。
如有正午太阳直射的强光或者直接闪光的硬光，也有阴天漫反射的柔光。
硬光的光线反差大，阴影突显，很难选择合适的曝光；而后者光线对比度小，就较易控制曝光，成像
颜色饱和度也一般较高。
光的第三个属性是颜色，色调范围从早晚的暖色（红、橙、黄等颜色）到中午的冷色（蓝色），运用
色调的好坏会直接决定成像作品的表现和质量。
暖色给人温暖、热情、欢快的情感联想，当然我们可以用滤镜（日落镜、红镜等）来制造暖调效果，
也可以根据需要色温段来平衡设置，选用“白平衡、包围”来设置调整。
冷色调（青、蓝、蓝绿等）给人以寒冷、凉爽的感觉，象征深邃、理智、辽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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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码摄影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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