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摄影基础与纪实摄影通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摄影基础与纪实摄影通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5058431

10位ISBN编号：7305058432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谢白 编

页数：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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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摄影基础与纪实摄影通论>>

前言

　　公共艺术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先贤们就认识到，若要培养经国济世之才，就必须传授礼、乐、射、御、书、数
之“六艺”。
在这六门基础科目中，有一半内容属于公共艺术教育的范畴。
西方的教育家，也十分重视公共艺术教育，在他们提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全人教育
（whole-personedlle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1 education）等办学理念中，无一例外地非常看好公共艺
术教育的功能。
　　在探索与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十年中，当代国人对于公共艺术教育又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公共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
具体说来，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提高教育对象的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有助于培养教育
对象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完善教育对象的健康人格，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在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系统工程中，公共艺术教育，已经并将进一步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
代的作用。
　　近年来，在教育部的积极倡导下，在我省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江苏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许多高校（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早在十年之前就将公共艺术教育纳入了“跨世纪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要求每一位在校大学生都应选修一定数量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
有些高校还将艺术教育课程打造成了精品课程，开创了以第一课堂带动第二课堂的公共艺术教育模式
，在省内外、海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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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基础与纪实摄影通论》是本人在南京大学所教授的《摄影入门》与《纪实摄影》两门课的
合订教材。
摄影基础部分抓住摄影的基本知识，将数码摄影的部分融入到摄影的各个部分去讲解，以保证知识的
归类性。
强调的是学会动手拍照，而不是只知道摄影的知识。
同时，在某些章节增加一些参考知识来满足希望深入探究的学生学习。
　　纪实摄影是社会纪实摄影的简称，是纪实性摄影下属的一个分支。
它记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记．录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与新闻摄影不同，
它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或褒或贬；它可以从新闻摄影转换而来；它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着我们这个世
界。
　　纪实摄影是一个总在摄影人耳边回响的词，但是与艺术摄影、新闻摄影以及其他越分越细的摄影
门类相比，似乎又是那么经常的被忽视。
纪实摄影，还与纪实性摄影在概念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由于文字的相近性，使得人们容易望文生
义，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
今天摄影界中常常引起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都与纪实摄影和纪实性摄影的区别有着重要的关系。
例如：摄影分类问题；风光摄影是属于艺术类摄影还是属于纪实性摄影；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的区别
，以及相互转换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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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访学，开设有素质教育课程《摄影入门》、《纪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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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全国高校摄影学会理事、江苏省高校摄影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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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即“好照片”的边缘在这里，你要有所突破，就从这里开始。
这就是说，只有对旧有的、老的规则有深刻的理解，你才能从其中脱胎出来，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照相机和人视觉的差别　　摄影的最终产品是照片。
照片就是照相机的视角，记录的是照相机所看到的东西。
初学摄影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即看的和拍摄的感觉不一样。
看上去很美的、很激动人的东西，拍出来就不美了，也不激动人。
而看上去并不美的，拍出来反而挺好看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是人眼看东西的方式与照相机看东西的方式不一样所造成的。
总结起来大约有以下的不同。
　　1.视角不同　　即照相机拍摄的视角，人眼观看被摄体的视角有所不同。
人眼看被摄体的视角与照相机拍摄的视角是不同的。
我们拍照，最终的目的是要获得照片。
为此，我们人眼观看的方式必须向照相机拍摄的视角靠拢，只有这样才能拍摄好你所需要的被摄体。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照相机与人眼看被摄体的视角有哪些同与不同。
不同的是人眼看是两眼、动眼的看事物，而照相机是单眼不动的看事物。
相同的是人眼单眼不动时的视角与标准镜头的视角大致相同。
照相机拍摄大、宽的场景用一只广角镜头就可以一次拍摄完成，而人眼看大、宽的场景是利用眼睛的
运动扫描来完成的。
　　2.成像方式不同　　其实镜头与人眼在结像方式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被摄体在胶片上的成像与
在人眼视网膜上的结像是一样的，即都是倒像。
不同的是照相机结像在底片上，取出底片就可以将结像翻转过来。
可是在人眼视网膜上的结像是经过一系列的神经传递，视觉中枢的矫正给人的感觉成为正像。
这是自然的奇特功能。
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神经传输和视觉中枢的矫正，使得许多的外来因素（情绪、情感、关心程度等）
可以利用神经节在传输过程中的作用，干扰、影响和削弱人眼视网膜所看到的被摄体，或放大视网膜
接受的较小被摄体。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视而不见”和“管中窥豹”。
这种由于情绪、情感、关心程度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严重的影响拍摄者对被摄体的观察和判断，使得
辛辛苦苦拍摄的照片归于废片。
　　3.记录影像的反差不同　　照相机记录是依靠胶片来记录影像的，胶片记录影像的反差是一定的
。
一个型号、一个批号的反差是恒定和相同的。
胶片的不同性质会夸大或减弱影像的反差，影响作品的成功率。
而人眼的视网膜是由无数的视觉细胞所组成的。
每一个细胞都有自我的调节功能。
它可以将暗部的视觉信号放大，使得我们能够看清暗部的细节。
它还可以将亮部的信息减弱，使得我们可以看清亮部的细节。
总之，它可以自由的调节反差。
这种对反差认识的不同，就会影响作品创作中的预判，影响作品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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