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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艺术是以黑白的形式诞生的。
黑白摄影是抽象的艺术，它将五彩缤纷的彩色世界抽象为黑、白、灰色调，具有宁静的、朴素的、抽
象的、简约的美，在黑白灰的画面中蕴藏着无穷的魅力。
黑白摄影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是彩色摄影不可替代的摄影艺术形式。
 摄影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探索新型黑白感光材料，不断提高黑白感光材料的性能。
目前黑白感光材料的性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而且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黑白感光材料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电子影像传感器和数字成像技术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黑白胶片、黑白相纸和暗房冲洗
工艺，数字技术给黑白摄影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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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黑白适应的发展　　第一节 黑白感光材料的发展　　四、火棉胶“湿板”摄影法　　卡
罗式摄影法的主要缺点是白纸片基影响影像质量。
因此，透明玻璃代替粗糙的白纸做片基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但玻璃板的表面难附着化学药品。
　　1851年，英国雕塑家F．S．阿彻尔发现火棉胶是很好的胶合剂，将感光化学药品混合在火棉胶中
涂布于玻璃板上比较牢固，不易脱落，也不会变色或干裂，同时感光度也提高了不少。
其他仍然采用负片到正片的拍摄制作方法，人们称这个方法为“火棉胶摄影法”。
　　火棉胶摄影法的优点是：影像清晰、成本低廉，能够通过负片反复进行印制。
它结合了达盖尔摄影法和卡罗式摄影法的优点，且感光度也高于前两者，因此不到几年便取代了前两
者而风靡世界。
　　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就是火棉胶制成的感光板干燥后就不具备感光性能，必须在未干燥
前使用，所以又名“湿板摄影法”。
火棉胶的干燥时间约是20分钟，这给摄影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特别是外出进行摄影创作时，必须有水
或带水，要现场进行感光乳剂的配置和涂布，不少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
　　五、干板的发明　　湿板摄影法在使用上极为不便，阻碍了拍摄者的创作实践，也妨碍了摄影本
身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在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1871年，英国一名医生兼业余摄影爱好者R．L马多克斯发现用动物的骨和皮提炼出的明胶代替火
棉胶配置感光乳剂，在玻璃上进行涂布，干燥后仍然具有感光性能，从而使摄影从“湿板”进入了“
干板”时代。
直至今天，明胶仍是摄影乳剂的主要材料。
　　1874年，英国的“利物浦干板公司”开始制造明胶干板在市场出售，感光材料进入了商品化时代
。
实行感光材料的制造与拍摄的分工，给摄影艺术的创作带来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促进了摄影事业的发
展。
　　干板摄影法的优点是：拍摄出的照片影纹清晰，层次丰富；感光度高，在室外阳光下，可以手持
拍摄，不必再用三脚架；拍摄后，可以在任何时候冲洗，或请人代洗；干板可以在商店里买到，不必
再亲自配制，而且质量也更好。
　　六、黑白胶片的诞生　　尽管此时玻璃干板的成像质量和拍摄操作极为理想，但是在使用的过程
中还是极不方便，玻璃底片很容易划伤或破碎，为此人们不断进行探索。
　　1887年，美国牧师哥德温发现，用透明的赛璐珞板可以作为胶片的片基，并制作出胶片。
这样就克服了玻璃干板的缺点，携带使用时都十分方便，从此开始胶片时代。
1889年，美国24岁的银行记账员兼业余摄影爱好者乔治·伊思曼创建的伊思曼(柯达)公司开始了工业
化生产胶片。
　　后来，人们对胶片的感光性能不断进行提高，胶片的感光度、感色性等有了很大的改进，越来越
理想，黑白摄影感光材料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为完善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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