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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去过一些书店，发现写摄影技术的书很多，谈摄影艺术的书较少。
 摄影是艺术与技术结合的产物，艺术对技术具有先导性，技术对艺术具有支撑性。
《光影一得》讲摄影创作，不但重视技术，更重视艺术。
　　一幅好的摄影作品，尤其是艺术摄影作品，犹如一幅画、一首诗、一支歌、一场剧、一个故事、
一个路标、一句呐喊、一声号角， 艺术的真实更具有质量、能量和动量。
摄影作品的高下，归根结底，要看其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要看其社会影响力。
若能创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象无形的经典作品，那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自然风景是天然的故事，人文风景是人间的喜剧。
与艺术接触是一种享受，跟摄影为伴是一种乐趣。
在兴奋中创作，易诱发灵感。
愉悦的勤奋劳动、广博的文化知识、丰富的社会生活、深厚的艺术素养、娴熟的摄影技艺，是产生灵
感、成就佳作的基础。
人的艺术素养与作品的艺术元素成正比，作品反映人品，风格表现人格。
　　摄影是视觉艺术，形象即视觉语言。
 摄影创作就是塑造视觉艺术形象。
典型形象，内有乾坤。
学习摄影创作要多看，即多观景，多观片。
观景，明眼神；观片，亮心智。
有所见才能有所感，有所感才能有所悟，有所悟才能有所动，有所动才能有所作。
景物感动作者，作品感动观众。
　　诗人“功夫在诗外”的话很深刻，对影人而言，何尝不是“功夫在影外”。
国画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讲的就是怎样进行视觉艺
术创作。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摄影与绘画关系最密切。
立意、构图、背景、线条、透视、烘托、渲染、写真、写意、色彩、色调、形似、神似等，本为绘画
用语，现用于摄影。
就艺术修养和创作方法而言，摄影者若能多懂一些绘画知识，定会提高自身的整体艺术水平。
多门艺术的博，有益于一门艺术的精。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画家马和之曾以《诗经》作画，称《诗经图》。
 本书的另一特点，就是文学语言的应用。
在“鉴赏点评”中以图作诗，对摄影作品主题和艺术形式进行描写、诠释、判断和概括，很有艺术感
染力。
“关键语”部分用一句话告诉读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堪称经验之谈，有“乘一统千”、“振
本末从”之效，对影友会有所帮助。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最大的节省是时间的节省。
把书写得精要一点、具体一点、明白一点，使读者既有所收获，又能节省一点时间。
《光影一得》做到了这一点，值得摄影者和文艺爱好者细细品读。
　　镜箱扳卷天地人，光影色形精气神。
 摄影之乐是艺术之乐，身心之乐。
乐之余，写了《光影一得》，献给未曾谋面的影友。
　　影人要持机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学摄影，要从一开始。
要学摄影的1+2=3，要学数码的1+1=10，要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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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既要讲技术技巧，更要讲艺术修养。
摄影之法是自然之法，要顺应对立统一的自然法则，有些事须顺其自然。
摄影之法又是艺术之法，要坚持继承创新的艺术规律，有些事须执意改变。
要学懂摄影的基础知识，要学会摄影的基本技能，更要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
中国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积淀了修养的锦囊，存储了智慧的平方，人人都能学会摄影。
　　天下有许多好事，第一件好事是读书。
本书追求五个特性：艺术性、系统性、实用性、操作性、创新性。
以解决影友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摄影创作技艺问题。
　　全书分概述、器材、用光、对焦、影调、色彩、构图、人像、风光、生态、静物、体裁、后期、
创作十四章，共181 个问题（含1000 余个知识点）。
一题多图，一图一解，一解一法，一法一得，一得一乐。
　　本书文字少，约占版面的十分之一；照片多（五百余幅），约占版面的十分之九。
全部文字内含理论学习、相机用法、电脑操作、艺术修养四条脉络，犹如摄影之路的四条通道，以贯
穿学习摄影的整一过程。
　　“关键语”部分试图用一句话起到提纲挈领、突出重点之效。
“后期处理”部分具有可操作性，在电脑中打开一张类似的片子，按“后期处理”的步骤操作，等于
“一对一”、“手把手”进行短线实战教学。
同时能熟悉必用的修图软件功能，踏上游刃有余的修片途径。
　　“鉴赏点评”部分试图有所创新。
作法是：用描写、叙述、说明、议论、抒情等多种方式进行鉴赏点评，以拓展鉴赏点评的方法。
体会是：鉴别、欣赏、指点、评论照片，相当于文艺评论家的角色。
收效是：鉴赏他人的作品能汲取营养，点评自己的片子能总结经验。
书中的片子，有的是为交流成功经验，有的是为吸取失败教训，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
。
　　国画大师陈少梅之子、著名书画家陈小梅为本书题签，著名画家、摄影家宋焕成为本书作序，著
名摄影家李济山、郑壬杰、陈晓光、好友崔伟立、范青山、赵光军、王小平等为本书供片，董静、郝
帅为本书绘制技术插图，张怡英为本书建言，作者在此深表谢意。
限于作者水平，肯定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期望大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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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概述、器材、用光、对焦、影调、色彩、构图、人像、风光、生态、静物、体裁、后期、
创作十四章，共181个问题，一题多图，一图一解，一解一法，一法一得。
全部文字内含理论学习、相机用法、电脑操作、艺术修养四条脉络，犹如摄影之路的四条通道。

《光影一得(摄影创作技艺精粹)》追求艺术性、系统性、实用性、操作性、创新性，以解决广大摄影
爱好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摄影创作技艺问题，值得摄影者和文艺爱好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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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振涛，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数码摄影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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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景别 ◎即景物范围大小的类别。
摄距的远近和镜头视角的大小，决定景物范围大小。
景别以主体为依据而划分，有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
◎景别属构图范畴，服务于创作目的。
变换景别的过程，就是选材、剪材、组材的过程。
◎人们借鉴电影景别用于人像，全身为全景，半身为中景，少半身为近景，头部为特写。
景别只是个大致的分法，并无严格界限。
 1 远景 摄距很远、视角很大条件下的场景称远景。
多以大自然、建筑群、群众集会等为对象。
景物范围很大，忽略细节，常以气势取胜。
宏大场面、磅礴气势，能使人产生震撼之感。
 2 全景 多以某一景物或事件为对象，范围小于远景。
着重表现景物或事件的全貌，常以完整性取胜。
 ◎为什么远景范围大于全景？
作为景别的远景的“远”，指所拍场景纵深范围大，近处的景物和远处的景物都在画面中。
作为景别的“远景”不等于“远处的景”。
假如远山上有棵树，树上有只乌，用长焦镜头只拍乌的头部，则只能是特写。
全景的“全”指某一景物和事件的完整性，不指远近。
◎在一幅照片中，远处的景物（有时可称背景）、近处的景物（有时可称前景），与景别中的远景、
近景是两回事。
 3 中景 多以某一景物或事件的主要部分为对象，范围小于全景。
着重表现景物或事件中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以情节取胜。
◎人物为主体，半身为中景。
◎若为事件且有多人，应以主要情节为主体。
平拍时，尽量避免人物脸部重叠遮挡。
无奈时，也可举机盲拍。
 ◎拍半身人像，用较大光圈虚化背景以突出主体，用较高速度以确保动体动作不被虚化。
对焦宜在脸部，宜测光与对焦联动。
◎若为事件或场景，宜用最佳光圈或较小光圈。
 4 近景 多以人或物为主体，范围小于中景。
着重表现人的面貌或物的细节，常以细节取胜。
 ◎为避免摆拍近景人物不自然，一是进行偷拍，二是在人物动中抓拍。
 ◎以人为主体的近景，只框取人的肩部和头部。
 ◎不见前方事，只见操作情。
近景取情态，抓拍取典型。
 5 特写 即近摄距或长焦距拍摄物体局部的画面。
多以人或物的局部为对象，使之充满画面而舍弃背景，范围小于近景。
 ◎主要有人像特写、静物特写（多为商品特写）、小物体放大特写（如手表的表心、花蕊、昆虫头部
），着重表现被摄对象的局部细节和质感，影纹细腻。
有突出、强调、以小见大之效。
 ◎人像特写着重表现人的五官形态和面部神情、脸部色泽和质感、发丝层次和细节等，常以细腻取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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