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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码单反拍摄误区与实拍技巧:用光与曝光篇》是一本综合了大量用光误区，以及相对误区而言的正
确解析的书籍，此外，还加入了拍摄技巧、对比示例等内容，主要目的是帮助各位读者避免再犯与书
中错误例图同样的问题，以便更快速地提高拍摄水平，从而拍出更加精彩的照片。
《数码单反拍摄误区与实拍技巧:用光与曝光篇》基础理论章节涵盖了光线方向、光比、反差、光线照
射方式、光线与画面影调、自然光、人造光、色温与白平衡，以及色彩运用等基础理论知识。
在实拍章节中还针对人像、风光、动物、建筑与夜景等题材进行了深度讲解。
重点介绍了在用光时常用的各类技巧，并展示了在拍摄时最容易出现的拍摄误区，以及这些误区出现
的原因、纠正方法和运用正确技巧拍摄后的效果等，便于读者进行对比学习，使各位读者在学习摄影
的道路上少走弯路，避开摄影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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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112 9.4色温与相机中的白平衡113 9.4.1白平衡113 9.4.2预设白平衡113 9.4.3自定义白平衡115 9.4.4手调
色温116 9.4.5白平衡偏移117 9.4.6运用“错误”的白平衡118 第10章色彩的运用 10.1色彩的运用概述120
10.2光线与色彩的关系121 10.3色彩的性格122 10.3.1红｜热烈之色122 10.3.2橘｜温暖之色122 10.3.3黄｜
明亮之色123 10.3.4绿｜希望之色123 10.3.5青｜庄重之色124 10.3.6蓝｜宁静之色124 10.3.7紫｜神秘之
色125 10.4色彩运用技巧126 10.4.1确立一个明显的基调126 10.4.2利用色彩的属性对比增强画面冲击
力127 10.4.3单色构图128 10.4.4三色法129 10.5色彩在不同天气中的表现130 10.5.1雾天的色彩表现130
10.5.2阴天的色彩表现131 10.5.3雪天的色彩表现132 第11章人像摄影的用光 11.1室内还是户外136 1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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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利用侧逆光塑造身体的轮廓边缘140 11.3.5利用逆光塑造人像剪影141 11.3.6利用顶光塑造头发
光141 11.4成功的人像离不开眼神光的塑造142 11.5弱光拍摄技巧143 11.5.1对焦设置143 11.5.2感光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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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白平衡获得准确的色彩147 11.6.3尽量让着装鲜艳一些147 11.7儿童摄影的用光148 11.7.1曝光补偿—
—表现娇嫩肌肤148 11.7.2简单的光线149 11.7.3饱满的色彩和明快的影调150 11.8人像摄影用光的常见误
区151 11.8.1白平衡或色温设置不对151 11.8.2光线过暗面部发黑151 11.8.3背景过亮152 11.8.4闪光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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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152 11.8.5逆光时未进行补光153 11.8.6光线太硬153 11.8.7闪光灯不适合拍出全黑背景的人像154 第12章
风光摄影的用光 12.1风光摄影用光的通用技法156 12.1.1阳光十六法则156 12.1.2使用偏振镜获得更饱和
的色彩157 12.1.3使用渐变镜降低天空的曝光158 12.1.4降低曝光得到色彩饱和的画面159 12.2顺光拍出蓝
天白云的美景160 12.3植物摄影的用光161 12.3.1大光圈突出花卉161 12.3.2偏振镜增加花卉颜色的饱和
度162 12.3.3逆光拍摄透过树林的光线163 12.3.4逆光表现半透明的树叶163 12.4山川摄影的用光164 12.4.1
侧光／前侧光表现山的立体感164 12.4.2运用逆光或侧逆光表现山体的剪影轮廓164 12.4.3拍摄有大面积
天空的山景照片时降低曝光补偿165 12.4.4利用白平衡营造不一样的山景气氛165 12.5日出日落摄影的用
光166 12.5.1测光技巧166 12.5.2拍摄海面上有长长倒影的太阳168 12.5.3表现万丈霞光169 12.5.4剪影169
12.5.5缩小光圈表现太阳的光芒170 12.5.6逆光表现金边云彩170 12.5.7夕阳时分的金色调171 12.5.8日出前
的清冷色调171 12.5.9夕阳时分的蓝紫色调172 12.6水景摄影的用光173 12.6.1高速快门抓拍飞溅的水
花173 12.6.2低速快门表现丝滑的瀑布173 12.6.3逆光表现波光粼粼的效果174 12.6.4利用偏振镜避免进入
相机的杂光174 12.6.5利用倒影表现平静的水面175 12.7雪景摄影的用光176 12.7.1增加曝光补偿以获得正
确的曝光176 12.7.2用侧光突出雪地层次177 12.7.3加装偏振镜消除雪地反光177 12.7.4侧逆光呈现雪的立
体感178 12.7.5逆光呈现冰晶的质感178 12.8雾景摄影的用光179 12.8.1有明确光源时的拍摄179 12.8.2无明
确光源时的拍摄179 12.9闪电摄影的用光180 12.9.1确定合适的地理位置180 12.9.2确定恰当的曝光模式与
测光模式180 12.10风光摄影用光的常见误区181 12.10.1曝光过度181 12.10.2直射光线181 12.10.3风光摄影
忌色调浑浊反差过小182 12.10.4没有层次182 12.10.5未做合适的曝光补偿183 12.10.6白平衡设置错误183
12.10.7明暗反差较大的场景测光位置不对184 12.10.8错误的光线导致景物的质感较弱184 12.10.9曝光过
度185 12.10.10顺光下缺少层次感185 12.10.11风光照片忌拍光比较大的场景，忌出现死白或死黑区186
12.10.12没有影子画面很平淡186 12.10.13拍摄花卉忌颜色不清187 12.10.14拍摄水珠时选择的光线不对187
第13章动物摄影的用光 13.1宠物摄影的用光190 13.1.1直射光表现皮毛190 13.1.2平视更显特别190 13.1.3
小景深突出宠物191 13.1.4连拍表现宠物的活泼好动191 13.2飞鸟摄影的用光192 13.2.1使用高速快门进行
曝光192 13.2.2宁可牺牲一定的画质也要优先提高快门速度192 13.2.3减少曝光补偿拍摄浅色飞鸟193
13.2.4用逆光表现别具韵味的剪影效果193 13.3野生动物摄影的用光194 13.3.1用侧逆光表现野生动物的
轮廓194 13.3.2用硬光突出皮毛的光泽194 13.3.3用柔光突出动物的自然生动195 13.4动物摄影用光的常见
误区196 13.4.1没有眼神光会使动物看起来缺少活力196 13.4.2测光方式不对197 13.4.3快门速度有误导致
飞鸟模糊197 第14章建筑与夜景摄影的用光 14.1建筑摄影的常用光线200 14.1.1前侧光200 14.1.2逆光200
14.1.3柔光201 14.1.4暮光201 14.1.5晨光202 14.2夜景的用光203 14.2.1夜景拍摄必须确认快门速度203 14.2.2
根据附近光线随时调整感光度203 14.2.3使用三脚架拍摄出清晰的夜景照204 14.2.4利用B门拍摄车流204
14.2.5利用多重曝光功能拍摄月亮205 14.2.6长时间曝光拍摄烟花206 14.2.7使用大光圈拍摄焦外成像207
14.2.8使用小光圈拍摄点点的星光效果207 14.2.9长时间曝光拍摄星轨208 14.2.10瑰丽的夜景倒影209 14.3
建筑与夜景摄影用光的常见误区210 14.3.1建筑与天空差异过大210 14.3.2调整白平衡211 14.3.3曝光时
间211 14.3.4拍摄的时间不同夜幕颜色也不同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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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通常在色彩方面对雪景最常见的文字描述是“白雪皑皑”、“洁白如雪”或“雪白
如银”等，可见在拍摄雪景时，在画面中还原雪景的白色非常重要。
 由于相机的内测光表是针对18％的中间灰作为标准测光的，因此在拍摄雪景等较亮的物体或场景时，
较强的反射光会使相机的测光数值自动降低1～2挡曝光量，如果按此曝光量拍摄雪景，必然会由于曝
光不足而得到灰色的雪。
因此在保证不会曝光过度的情况下，拍摄雪景应该适度增加1～2挡的曝光补偿，这样才能使画面中的
雪景产生亮丽如银的白色效果。
 雪景主色调的最佳选择莫过于蓝色，因为蓝色不仅可以衬托出雪天的寒冷，而且与白色的明暗反差较
大，因此当蓝色映衬着白色时，白色会显得更白，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城市的路牌都使用的是蓝色的底
、白色的文字的缘故。
 如果要拍摄出这样的画面，可以选择平视或仰视的角度。
采用平视的角度时，雪地的面积应该较大，而且在雪地上最好有延伸至画面深处且不显得凌乱的人行
或车行痕迹，以扩展画面的空间感。
 如果选择的是仰视角度，拍摄的题材最好是挂有雾凇的树枝或有线条感的枯草。
雾凇的质地松脆且不耐高温，与附着体的凝结不实，温度不同或有风时，雾淞会融化、脱落，因此拍
摄时应该在无风的早晨。
另外，应该采用逆光或侧逆光角度进行拍摄，这样拍摄出的雾凇会有晶莹剔透的质感。
 为了使蓝色看上去更纯粹、透彻，拍摄时应使用偏振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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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码单反拍摄误区与实拍技巧:用光与曝光篇》语言简洁、干练，错误示例与正确示例展示明确，图
示丰富、精美，即使是刚刚接触摄影的读者，也能够通过阅读《数码单反拍摄误区与实拍技巧:用光与
曝光篇》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能够拍摄出优秀照片的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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