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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首本系统介绍微单相机的图书，从微单相机的各类基础知识与拍摄技法入手，内容浅显易
懂，即使你没有任何微单知识和拍摄基础也能从容掌握。
全书分为基础篇、提升篇、实拍篇和创意篇四大篇。
基础篇主要结合微单的特点，介绍什么是微单相机、如何调试微单相机、如何轻松拍出好照片、如何
正确对焦与测光及如何进行合理曝光这五方面的知识；提升篇旨在提升微单摄影的效果：涉及构图、
用光、色彩、镜头和附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实拍篇介绍了不同拍摄题材的常用拍摄技巧和需要注意
的问题；最后的创意篇探讨别具新意的创意思路以及一些实现技法和技术提高方法。

书中的照片均使用目前市场上各类微单相机拍摄，并附有详细的拍摄参数，方便读者阅读学习。

本书非常适合初学摄影的读者学习，无论是将微单作为过渡机型，还是准备长期使用微单进行拍摄，
相信通过本书的学习都会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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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色温的单位是开尔文，简写为K，顾名思义，它确实与温度有一定的关联。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加热一种不反射光线也不折射光线的物体，随着温度的升高，这个物体产生了不
同的颜色变化，于是科学家们将这个物体在不同温度下产生的颜色记录下来，这就是色温。
例如，这个物体在温度为5000K时是白色的，因此我们说白光的色温是5000K。
 8.3.1色温对画面色彩的影响 要理解色温对画面色彩的影响，首先要了解色温变化对光线色彩的影响。
色温低时，光线会呈现出红色，这种红色光线可以称为低色温光线。
随着色温的升高，光线色彩会由红色变化为橙色，再由橙色变为黄色。
当色温升高到5000K左右时，光线会变为白光。
如果继续升高色温，光线就会由白色变为淡蓝色，最终变为深蓝色。
 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光线都具有这样的色温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
而光线的色彩无疑会影响到画面的色彩，这就好比当我们戴上褐色墨镜时看到的画面会呈现出褐色一
样，因为穿过墨镜的光线被改变成了褐色。
对于摄影来说也是如此，不同色温的光线产生偏色，这种偏色会被相机如实记录下来，也能被人眼察
觉到。
例如日出或日落时，我们会觉得光线和整个场景都偏红或是偏黄，这种偏色的印象其实就是不同色温
的光线对画面色彩的影响。
 随着一天当中日出日落的变化，太阳光的色温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于喜欢风光摄影或是喜爱使用自然
光的拍摄者来说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日出或日落时的光线色温比较接近，都在1800K左右，属于典型的低色温光线，这时的太阳光发红或
是呈现出橙色，给人暖洋洋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会逐渐增高。
当时间达到上午后，光线的色温也会升高，从红色变成黄色，这时的色温大约在3000～4000K之间，不
会产生很明显的偏色。
时间越接近中午，光线越接近于白色，偏色越弱。
下午的光线与上午类似，也会产生偏黄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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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单相机摄影从入门到精通》非常适合初学摄影的读者学习，无论是将微单作为过渡机型，还是准
备长期使用微单进行拍摄，相信通过《微单相机摄影从入门到精通》的学习都会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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