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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以数码后期技术为主的技术提高书，专门介绍如何搭建自己的工作流程，从前期拍摄、色
彩管理、后期处理到作品呈现的完整步骤，以及获得高质量作品的各种重要经验。

本书的内容主要适合以下摄影领域：报道和新闻摄影、纪实摄影、人文地理摄影、编辑类图片摄影、
风景摄影、肖像摄影、旅行摄影、建筑摄影、商业产品摄影（部分）、自然摄影、野生动物摄影、婚
礼摄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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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嘉，不用我们多做介绍，虽然他总是解释自己一直专注于纪实摄影和报道专题，但同时作为戈尔特
斯（GORE-TEX）产品的代言人，户外运动和旅行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他不仅是《时尚旅游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最早的签约摄影师，足迹遍布全球。
而且他也是多本摄影畅销书的作者，作品包括兵书十二卷》、《那时西藏》、《一本摄影书》、《顶
级摄影器材》、《EOS王朝》、《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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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光线条件较差，快门速度难以达到要求，这时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相机的稳
定性。
这时可以选择一种比较特殊的拍摄方式：将三脚架斜靠向身体，同时两腿略微张开，构成类似三脚架
的形态，同时通过调整云台来控制拍摄方向。
这种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稳定性，在一些条件比较极端的场合可以一试。
 追随 对于独脚架来说，跟随拍摄使用频率相对要高得多。
使用独脚架拍摄的对象多是运动对象，因此灵活使用独脚架是拍摄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跟踪拍摄运动物体时，同样要调整相机取景器到眼睛的高度，保证独脚架竖直放置，然后正常持机
进行拍摄，眼睛不离开取景框，同时转动镜头对拍摄对象进行追踪，有节奏地进行对焦拍摄。
如果操作熟练，可以使相机保持在很平稳的转动状态，从而得到清晰的照片。
对于高处的拍摄对象，例如鸟类，则需要适当调高独脚架高度，使相机取景器略高于眼睛高度，同时
调整云台，使得相机呈现一定仰角。
拍摄时，可以略微倾斜脚架进行追随拍摄，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拍摄成功率。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独脚架算是有特定用途的产品，它总体上不能代替三脚架。
如果你的拍摄领域不像体育或者野生动物之类需要长镜头，不必太纠结于要不要添置一个独脚架。
 三脚架的使用 在开始所有关于三脚架的内容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两个重要的警告，这是无数摄影
爱好者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必须提前告诉你： 1.永远不要把相机支在三脚架上，让它离开你的控制范
围。
特别是在有风（可能会吹倒三脚架）、周围有其他路人（可能会碰倒三脚架），很多时候造成的麻烦
会令你损失相机，而你只能自认倒霉； 2.除非你使用专业摄像机用的液压云台，否则绝不要把相机和
镜头装在三脚架上扛着三脚架走，会有很多种潜在的危险。
 高位拍摄和低位拍摄 高位拍摄和低位拍摄是使用三脚架时经常遇到的问题，能否圆满完成拍摄，更
多取决于三脚架本身是否设计了相应用途的结构。
高位拍摄相对容易解决。
现今的绝大多数三脚架都有可升降中轴的设计。
不过，专业的建议是，在平时拍摄时最好收起中轴，用下面的三条支脚调节高度，以提高脚架整体稳
定眭。
除非一定需要使用更高的位置进行拍摄，能不升中轴尽量不这样做。
低位拍摄则相对麻烦。
对于不算太低的低位拍摄，采用降中轴收脚管的方式就可以有效解决。
一般0.5米到1.5米之间的高度可以用这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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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摄影的骨头:高品质数码摄影流程》适合于追求高质量影像作品的职业摄影师、业余摄影师和摄影爱
好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摄影的骨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