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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的美学》是一本介绍摄影中关于如何更好地控制光线的书。
书中介绍了从用光到曝光的各个方面，涉及到摄影技术、艺术的多个不同方面。
书中不仅会涉及数码摄影的方方面面，也会提及胶片摄影的相关内容。

本书将全面地介绍摄影中绝大多数与光线相关的知识，它将作为摄影的进阶书，与《摄影入门》系列
的用光部分相互指向。
《光的美学》旨在以最通俗的方式，讲解最重要的摄影用光知识，令读者对用光产生强烈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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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嘉，从事摄影及传媒相关工作。
作为摄影师和摄影指导，与多家欧洲和国内的人文地理、时尚类杂志及相关机构合作；同时为媒体及
高校进行摄影培训；长于纪实和报道专题，并喜欢尝试关于影像的各个领域。
作为摄影器材领域的专家，文章见诸于各摄影刊物，包括《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摄影
报》、《摄影之友》、《中国摄影家》等。
作为多部热销图书的作者，创作的书籍涉及多个领域，近年出版的书籍包括：《兵书十二卷》《顶级
摄影器材》《那时西藏》《EOS王朝》《今生》《佳能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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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中央重点平均测光、点测光和多区测光三种测光模式都有适用的情况，因
此很多相机都同时保留了这三种测光模式以备选择。
现在，即便是一些“小DC”也已经具备这三种测光模式了。
 我们到底应该使用哪一个？
或者说应该什么时候用什么测光模式呢？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信赖你相机里的多区／矩阵测光。
如果主体处于漆黑或高亮度的背景前（如黑板和窗户），与之明度差别过大，用点测光来精确测量主
体所需的曝光量会更可靠。
 如果光线条件过于复杂，例如景物光线强度差别极大的落日景象，太阳非常明亮，而远处的山或楼房
可能连轮廓都要被淹没在黑暗中，这时我们就需要准确的测量方法。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多点平均式测光，来平均各个点的亮度，给相机规定出你要表现
的景物亮度范围。
即便没有这种测光功能，我们也可以通过点测光模式，读取几个读数，自己通过运算取平均值。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使用点测光直接测量画面中相当于18%灰的光线强度的部位进行测光
，得出合适的曝光。
那么，当光线条件非常复杂的时候，如何判断哪里是18%灰呢？
这需要我们通过经验进行总结。
 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参照： 1、在拍摄在落日时，一般可以选择太阳周边五六倍其直径处比较亮的云
来进行点测光，拍摄出的整体画面效果会比较合适。
 2、如果拍摄晶莹剔透的树叶、琉璃等半透明物体的层次和色彩，可以直接对着这些物体本身测光，
就能够拍到比较合适的照片。
 3、如果是在像西藏这样的阳光阴影反差极大的地方进行拍摄，我们可以选择之前提过的“手、草地
、深蓝的天空”作为测光点。
注意你的手或草地要处于与被摄主体同样的光线条件下，如果你按照阴影中的手进行测光，却拍摄阳
光下的人物的话，则一定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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