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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伍振荣先生的《影像谎言》，清晰梳理了新闻摄影数字化的发展，深入分析了影像轻易被篡改的重重
现状、问题，并从技术监督、职业规范、法规伦理等层面提出对这一问题的对策研究，选择具有深刻
的理论意义和极高的实践价值，多处反映出作者的独到创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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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振荣（Alex Ng），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文学硕士（视觉传播）、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高级讲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摄影杂志》及《DC Photo数码摄影》总编
辑，香港资深摄影文化人及多产的影像作家。
主要著作包括《光与曝光》、《影像谎言》、《数码摄影实用攻略》、《Photoshop CS2专业影像处理
手册》、《SnapShot@Decisive Moment决定性瞬间解码》、《摄影独白》、《摄影观念》、《缘来摄影
》、以及其它数十种摄影及相机参考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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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故事真伪的一次较全面透视——代序前言：不再眼见为凭的数码影像年代第一章：影像轻易被篡
改的数码年代  1.1  为宣传不择手段，电脑篡改照片    1.1.1　不惜一切代价篡改影像    1.1.2　新闻摄影讲
师的作品也被篡改  1.2  数码影像技术冲击新闻摄影    1.2.1　由模拟年代到数码年代的篡改新闻影像   
1.2.2　数码篡改照片技术初现的数码印前时代    1.2.3　在桌上篡改新闻照片的年代    1.2.4　在任何地方
也可以篡改照片  1.3  摄影由有相为证到眼见也不能尽信    1.3.1　从照片看世界，影像极受信任    1.3.2　
篡改影像在以往并不太容易    1.3.2　篡改新闻照片促使问题受到关注第二章：新闻摄影数码化的发展 
2.1  数码新闻摄影发展概略  2.2  由模拟到电子：影像扫描技术的发展  2.3  个人电脑：把篡改能力放在
桌上    2.3.1　IBM PC及Wintel数码影像平台    2.3.2　Macintosh的数码影像平台  2.4  数码影像编修：
由SCitex到Photoshop    2.4.1  1980年代的数码印前系统SCITEX    2.4.2  1990年代的影像编修软
件PHTOTOSHOP  2.5  数码相机：由电子影像到数码摄影    2.5.1　数码相机的根源    2.5.2　电子影像急
速发展的1970年代    2.5.3　电子静态录像相机的新闻应用    2.5.4　数码摄影取代了电子静态录像第三章
：操控新闻影像的演变  3.1  早期的影像操控及篡改    3.1.1  美国内战时的操控战争照片    3.1.2　早期新
闻照片难免被篡改    3.1.3　新闻照片可当新闻绘图的参考    3.1.4　网点印刷术使新闻摄影蓬勃    3.1.5　
小报当道、篡改新闻影像横行    3.1.6  管理层的明目张胆操控影像    3.1.7　现代新闻摄影：摒弃操控影
像的时代    3.1.8　现代新闻摄影的出现  3.2  数码年代的新闻影像操控    3.2.1  1980：令专业道德开始动
摇的Scirex    3.2.2  1990：在桌面操控影像的Photoshop年代    3.2.3　2000：把篡改影像推到最前线第四章
：操控新闻影像的灰色地带  4.1  新闻摄影与摄影插图    4.1.1  经过篡改的新闻照片都只能是插图    4.1.2
　操控视觉效果不能被接受    4.1.3　追求视觉效果是操控影像的原因  4.2  杂志封面照片是否新闻照片
？
    4.2.1  体育杂志惯常篡改封面照片    4.2.2　篡改封面照片已成惯例    4.2.3  为了增加销量，篡改封面照
片难免    4.2.4　商业考虑为优先前提  4.3  影像修饰与影像篡改如何定分界？
    4.3.1  改变影像原意就是篡改    4.3.2  关键在于意图，而非方法  4.4  新闻媒体内部的监察是否形同虚设
？
    4.4.1  道德规范要追上时代    4.4.2　新闻机构的盲目信任造成漏洞    4.4.3  编辑对篡改影像视而不见助
长歪风    4.4.4　新闻媒体没有做好把关责任需承担后果  4.5  法律规管篡改照片研究第五章：科技错或
是人错？
篡改影像的“黑手”在幕后  5.1  操控者的个人意愿及欲望    5.1.1  篡改新闻照片若无其事    5.1.2　原始
图片永远无法提供  5.2  篡改影像的幕后黑手    5.2.1  篡改多少只是程度及能力的问题    5.2.2　消失了的
栏杆无人发现  5.3  传统黑房技术也可以构成篡改    5.3.1  传统黑房加工也可以构成篡改照片    5.3.2　数
码篡改更天衣无缝  5.4  真照片，假事实：都是摄影记者惹的祸    5.4.1  罗贝尔·杜瓦诺巴黎一吻的代价 
  5.4.2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耐人寻味之吻    5.4.3　乔·罗森塔尔琉璜岛摆拍升旗证据确凿    5.4.4
　罗伯特·卡帕谜一样的第二个中枪战士    5.4.5　记者摆拍在过去并非未受太大质疑  5.5　业界对操控
影像提高警觉性    5.5.1  摄影记者涉嫌摆拍插图被过度关注    5.5.2　新闻机构受道德压力第六章：面对
数码影像时代的挑战  6.1  明确制定数码摄影实务指引及道德规范    6.1.1  数码新闻摄影的观念争议   
6.1.2　道德规范条款要因应时代作修订    6.1.3　记者应保留“电子底片”：Raw原始档    6.1.4　数码摄
影道德规范的具体原则  6.2  强化内部监察新闻照片的制度    6.2.1  编辑要对滥用数码技术提高警觉   
6.2.2　摄影记者为个人理由篡改新闻影像    6.2.3　新闻机构普遍对摄影记者相当信任    6.2.4　建议新闻
机构应该考虑的措施    6.2.5  防止篡改新闻影像措施可行性的讨论  6.3  全民影像教育提高真实影像意识 
  6.3.1  篡改影像文化充斥    6.3.2　教育界抗衡篡改照片的文化结束语：篡改新闻影像就是篡改历史后记
：我的摄影心路历程及鸣谢后记再后记：最后，还是要说感谢的话！
！
附录：真实影像没有绿洲？
摄影记者难免被Photoshop引诱？
注释引用文献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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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影像轻易被篡改的数码年代　　对于美国人来说，总统大选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但
是，在2004年的第55届美国总统竞选的期间，代表两个正党对垒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竟然都先后出现
在两帧利用数码影像技术篡改的照片之中。
在选举宣传中出现弄虚作假的伎俩本来并非新鲜事，但两个对垒的总统候选人竟然先后被国民发现在
利用数码技术篡改的照片中出现，就是前所未有的事。
虽然两宗事件均不涉及新闻媒介篡改新闻影像，但却显示篡改影像的行为，在数码年代是何等轻易及
普遍的现象，因为，摄影已进入“每幅照片都可以说谎”的数码年代。
　　1.1 为宣传不择手段，电脑篡改照片　　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在选举投票在即之时，美国
共和及民主两党的两位候选人在多项选前的民意调查中，均表现出势均力敌之势，使双方都要在选举
进入倒数之际，仍要各出奇谋地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两党负责竞选宣传的选举团均要绞尽心思，推
出对己方候选人有利的宣传。
　　1.1.1 不惜一切代价篡改影像　　就在大选举行的前五天，美国共和党的选举团特别为候选人乔治
·布什（George W Bush）推出选前最后一辑电视助选宣传片，题目为《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但这一辑极重要的宣传片在电视播出后，竟即被选民揭发使用了经过篡改的照片，这一种情
况令对手在民主党克里阵营乘势借机揶揄布什利用篡改照片欺骗选民，实在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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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85树仁学院新闻系毕业后投身新闻及出版工作；1987创办《摄影杂志》；1987在树仁学院担任
新闻摄影助教；1988出版《Nikon相机全集》，1996年推出第七版；1988出版《Nikon镜头与配件》
，1997年推出第八版；1989在树仁学院担任教新闻摄影的讲师，目前是树仁大学高级讲师；1997创办
《DPI数码影像杂志》，推广数码摄影；1998出版《摄影多面睇》文集；1999“Monets Garden”个人
数码影像展览；2001创办《PC Photo数码摄影》后改称《DC Photo数码摄影》；2002《光与曝光》出
版；2003《Photoshop数码摄影专业执相技术》出版；2003担任澳门数码摄影学会名誉顾问；2005
“Wish You Were Here”个人影展及影集出版；2005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文学硕士学位；2005“惠安
女”个人摄影展览，中国（桂林）国际摄影节；2005在中国摄影文化与教育论坛发表数码新闻摄影论
文；2005担任中国高教学会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2005出任香港艺术发展局视觉艺术的评审员
；2005闽南摄影文化论坛发表数码影像论文；2006《影像谎言》论文集出版；2006联合国“人类贡献
奖”国际摄影大赛评审；2007《香港摄影20年》摄影杂志20周年纪念特刊出版；2007策展
“Phtotographs&Memories我们如此生活过”摄影展览；2007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高等摄影教育专业委
员会合办视觉传播方向研究生学位班课程讲座教授；2007《Snapshot@SexCity非常决定性》摄影集出版
；2007《Snapshot@Decisive Moment决定性瞬间解码》摄影文集出版；2007香港创意艺术中心开幕前奏
艺术展览“聚集视艺”策展；2008香港普及视觉写读计划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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