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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历时三年采访整理而成的电影摄影创作访谈，受访者皆是当下最一线
的电影摄影师、广告摄影师、灯光师，如吕乐（《一九四二》）、赵非（《让子弹飞》）、黄岳泰（
《画皮2》）、邵丹（《富春山居图》）等等，通过极具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访谈设计，介绍一线创作
者的创作观念，以及多年来积累的个人经验与实用技巧，帮助业内工作者、影视或广告制作专业的学
生处理实际创作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独家性和务实性，编者汇集了国内最一流的资源，针对电影照明领域中最迫切
的问题发问，对第一手的创作资料和经验进行整理和挖掘。
第二个特点是案例新颖、图文并茂，大量说明性的灯位图、效果图和难得一见的片场工作照，生动阐
释了具体的布光方法。
无论对电影教学还是创作实践，或者作为一份当下电影创作的文献资料，这本书都有着十分珍贵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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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 清，1982
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摄影系艺术教研组组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会员，曾担任中国广
播电视协会全国电视栏目剧大赛评委。
先后开设有电影摄影技巧、电影照明技巧、电影照明分析、影片分析、故事片电影摄影创作等课程，
参与编写《摄影手册》《现代影视技术辞典》，发表学术著作和研究文章若干，主要作品有《女儿楼
》《虎年奇案》《梦断楼兰》《太阳山》《青春冲动》《西楚霸王》《浴血太行》（电影），《宰相
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电视），以及大量商业广告，导演作品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
电影传奇》（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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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问：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选择是个人有意为之么？
 答：不是，我碰到的题材，我个人觉得，除了《有话好好说》之外，大部分的题材都是现实主义风格
的。
或者说，有很多历史题材的影片，也是争取做到现实主义的。
比如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赤壁》、《集结号》、《一九四二》，这些都是历史题材的，也
都按照现实主义这种影像风格进行处理。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历史题材的影片和西方做的历史题材还不太一样，我自己觉得今天中国人的历史题
材还是一个接受新的历史观之后，对历史的一个解释和理解。
像我们这一代人有所经历，但对于你们这一代八十年代后的人来说，历史教育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所
变化。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上小学时候对雷锋的态度和今天对雷锋的态度，包括网络上和一些文章上的报
道，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变化。
但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雷锋这个人的存在是坚信不疑的。
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理念上的变化。
其实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历史就是一个过程，是我们博弈和辩论的一个过程，是对于“真相”的一个
博弈和辩论的过程。
但是真相两个字永远是带着引号的，因为人的感情永远是主观的。
所以对于这种历史题材的影片，也是带有着“辩论和博弈”的理解去拍摄的，再加之我们刚才所提到
的“真实”。
对于我自己来说，做电影那就要做一个故事，做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也就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处理方
式，也就回到现实主义题材这一点上来了。
现在很多网络上的短片是很写意的，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这些很写意的片子的拍摄，能够丰富一些技巧或者观念上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些观念上的东西又跟国外的不一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生活在那么
一个环境中过。
其实国外很多我们在影像上看上去写意的东西，它其实原本就是那样的。
你比如说古堡中的光效，它本身就是那么一种给人感觉很写意的，呈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对真实的还原
，只不过观众感觉是一种写意的环境。
我觉得今天在中国我们是用比较畸形的办法去刻画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拍摄的片子的题材，或者还有遇到的制作手法和导演基本上都是写实的。
 问：导演会对摄影师进行选择么？
 答：会的，很多情况下导演都会对合作的摄影师进行一个筛选，并且还要通过了解沟通以后对摄影师
进行要求，所以这也限定了我一直拍的影片风格都是现实主义的。
这些年来很多导演找我也是为了拍摄这种风格的影片，我自己觉得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
就拿最近拍摄的《一九四二》来说，也是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格，一种写实的状态，我们只不过把画面
和历史的画面尝试着进行柔和，让它们结合在一起。
历史的画面中有99%都是黑白的，可能只有1%的画面才是彩色的，我们把这些画面拼凑起来，然后再
通过调色才能得到导演想要的画面。
因为今天的电影不管是从市场需求还是观众视觉上来说，还是希望看到彩色电影的，因此我们就把画
面做消色处理。
这个消色的选择布光是摄影，导演也对其进行选择。
有时候常常跟导演争论，比如一个画面消色到多少才合适，有时候有可能一个画面消色到40%才满意
。
就《一九四二》这个片子来说，导演对于摄影师的要求主要是在于影像风格上更为写实，另一个是还
原一个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再有就是对于大场面中多机位拍摄的一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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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对于大场面的多机位选择您是怎么做的？
 答：这需要具体来说。
比如拍摄电影《一九四二》的时候，大场面中有时候可能用三台5DMarkII，七台或八台胶片摄影机，
再加上一台Alexa摄影机，总共能达到12个机位。
也就是说在一个场景中会出现很多的机器。
组织场面挺费劲的，副导演组织的其实是一个现场，一般在一个水平不错的副导演的指挥下，可以把
现场组织得很好。
当排练的时候就可以留给摄影师观察现场和选择机位的时机。
有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会有很多地方可以架设机位。
按导演的要求一般来说两台机器就够了，其他的慢慢再加上去。
因为如果遇到一个大场面，比如现场有一千名群众演员，再加上几百人的士兵，还有十几辆卡车、炮
车之类的，以及牲畜之类的运动起来，同时还有六七个炸点，这都要考虑进去。
更有时候连续十几个炸点的情况，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位置其实是可以留给摄影师架设机器的。
这样就能够在一个场景发生的时候几台机器就从不同角度一起拍下来了。
这样在后期剪辑的时候的感觉是比较连贯的。
我们都知道电影是一个时间的艺术，有的时候可以把现实中的一秒放大到一个无限大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多机位拍摄就为这种“时间放大”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能够把这个过程更好地记录下来。
 问：您能具体谈谈多机位拍摄时光线布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答：其实我在现场拍摄时用的灯并不是特别多。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多机拍摄的常常是日景，夜景基本能达到四台机器同时拍摄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用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大功率的灯笼来照明，这种灯笼相对来说是比较实用而且经济上比
较划算的。
在国内拍摄时，经常都是由灯光师自己做一种10平方米左右的灯笼，打出来的效果很像是气球灯，只
不过是用吊车吊起来的。
这次拍摄的灯笼是我的灯光师康小天做的，这个灯笼里面有4kW灯，有9头灯或者说是12头灯，然后放
在这个灯笼中。
一般来说把灯光架设好了以后先看看色温。
由于这次拍摄《一九四二》是要做消色处理的，色温不会太高，基本上都是在70%以下，在这个时候
就不大需要让色温差别很大。
就算是色温差别大了，也不需要特别去调整，因为整体的色温在后期还会降低，色温降低了以后整体
的差别也就不是很大了。
这种灯笼差不多就用了一个，往哪里放置是要通过很多的观察和讨论来决定的，基本上是要给拍摄的
场景做出一点侧逆光的感觉来。
 问：您在做摄影指导的时候，这种大场景的灯光位置是现场灵活选择的还是别的 方式来进行选择的
呢？
 答：一般会有一天或者半天的掌握的时间，也就是给导演和摄影师看看后一天拍什么场景这么一个时
间。
比如是明天夜里拍，那么可能今天下午就抽时间去看一下，黄昏的时候去看看。
这个时候也跟导演交流一下，看看导演设计的演员走位是什么样的，调度应该怎么走，然后就把灯位
选择了。
布光基本都是在明白了演员走位和调度的情况之后再进行的，布置一个大致的光线，基本上也就是做
一个底子光和环境光的光效。
这么一个大的全局的光布置好了以后，其他的一些灯具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具体地来做一些效果。
就比如用Kino灯或者其他的钨丝灯之类的来做一些光效，还有就是再给光线不够的地方补一下光也就
可以了。
 处理光线主要还是要看拍摄的题材，有的题材里面的场景中是没有什么大的光源依据的。
有的场景中可能没有手电筒、没有电灯，只有一堆火光之类的，特别是剧情还要求晚上睡觉的时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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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把一堆火熄掉。
整个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光源依据。
除非是到了一些能够有明显的光源的拍摄场景，比如说火车站，那就可能有一些聚光灯，一些站台上
的灯，以及火车的车头灯之类的。
这些灯就能够让整个布光更丰富一些。
只要有了一点灯光的依据，我们就有合理的空间去给环境里面加设光源。
有了这些光源就能够为整个环境营造一些气氛和效果，但是这也要根据拍摄的年代来看。
还拿火车站的场景来说，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火车站跟今天的火车站的光线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设计光线时候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灵活处理。
 问：您在做一些场景中的效果灯的时候，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那么在灯具的制作上或者说光效的模
仿上是参考顾问给出的意见还是有别的来源？
 答：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影像教育的过程，就比如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我们观看以前的电影和老图片来
养成的。
从最早的《魂断蓝桥》（WaterlooBridge，1940）、《日瓦戈医生》（DoctorZhivago，1965）这些影片
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些现场的氛围，这样对于以后的模仿和创造都有很大帮助。
就我自己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多的还可以通过回忆生活来完成。
就比如我可以回忆我小的时候，大概有五岁左右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去火车站是没有这么亮的环境的
，也没有特别多的灯来照明的。
这也就给我以后在片子中再现这种光效提供了一个依据。
 问：您在设计一个场景的光线时都会做哪些案头工作，又是怎么把它们付诸实践的？
 答：基本上在前期都会独立地做一些案头工作，然后进组以后跟各个部门共同商量来完成。
有的场景是很大的，就比如从蓟门桥到北影厂门口这一段距离的这么一个大的场景，有的时候是需要
来好多次看景的。
我碰到的《一九四二》和《赤壁》这两个戏的场景很多都是这种很大的环境。
就比如《一九四二》这个火车站的场景，都是用的老式的列车，大概有20多米一节，一下给了七节车
厢这么一个很远的距离。
看了景以后我就跟灯光师商量，说在拍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那段时间就再从北京多调几台发电车来。
一般来说都是把发电车放在场景的三个角这么来拍摄。
 问：您在进行现场光线设计的时候和美术师有什么交流么？
 答：一般美术师是不参与光线设计的，基本上都只是由美术师来完成现场的布置。
美术师根据气氛图完成现场的布置，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再来进行光线的布置。
 问：一般来说您在接到一部新片子时，都会做哪些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答：这个比较常规也就是读剧本、找场景、看场景。
在这之间应该会有几次跟导演见面的机会，导演也会主动召集整个创作核心来开会，然后大家一起来
谈谈这个故事，看看大家在读了剧本以后都有什么想法。
不过分镜头剧本基本上是不做的。
我觉得分镜头是电影教育中非常有必要的这么一个内容，但是普遍的我们在实际拍摄中国内的导演更
多是现场即兴通过文字脚本来分镜头。
我们刚才说过的前期读剧本、找场景、看场景过程中，视觉效果部门就会加入进来，他们会根据剧本
需要绘制一些图。
比如一个飞机飞过天空的镜头，就是由视觉效果部门先设计出这种画面，然后出来一个有基本关系的
大概的画面图，然后就这么顺着走，等到筹备的时候就开始测试机器，测试胶片。
在看景和定景之后要经历很长时间，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搭景拍摄的，所有东西都是搭建出来的。
像《一九四二》的一些场景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当时我们需要找一个野外的县城的房子来拍摄，这
样至少可以满足我们要拍摄爆炸戏的要求。
如果说要在北影厂这种地方拍，怎么可能拍摄爆破的戏呢。
为此我们找到了军队的一个靶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盖一些我们需要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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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工程的周期就挺长的了，我们分别在山西和重庆都选了类似的地方开始搭景。
但是有时候你选了这个地方以后，有些地方的人员就会考虑地方的利益，要求你这个剧组在拍摄完以
后留下来一个类似于影视城之类的景点让他们可以开发旅游资源，所以剧组还得按人家要求来搭建景
。
所以说有些景基本上是盖了七八个，只能炸掉三个左右，然后大家选择那些需要炸掉的置景，再由特
殊道具部门去搭建那些需要被炸掉的“假”的房子。
 置景的周期是很长的，在这个周期结束以后就开始拍摄了。
我遇到的导演，像吴宇森、冯小刚、张艺谋等等，更多的是服从导演自己在现场那一天看到的具体情
况和他们当时想到的想法，以及前一天晚上看景时候的想法来决定机位。
然后他们会告诉我明天第一个镜头大概在什么位置，一般来说都是大景别，也就是全景。
这样提前告诉我们摄影组和灯光组以后，明天就可以提前来布置灯位和机位。
比如导演就需要在蓟门桥这里拍摄一个机位较高的、俯拍的镜头，灯光组一般会比拍摄时间提前两个
小时左右到现场开始准备。
他们按照导演构思的机位架好一个机器，另外再备份一台机器在旁边，景别稍微再紧一点。
然后就放好等着导演来，导演来了以后看这个机位可以了，副导演就开始进行演员走位之类的调度，
包括化妆、换服装之类的。
这之间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有时间把其他的机器悄悄藏到这个景之中。
但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到了现场以后发现不行。
就比如昨天发现太阳落山的地方，今天光线不对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动干戈全部调换一个位置。
 我想要说的主要是我们国家在拍摄一部影片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现场观察然后决定机位的，很少有
人会根据故事板那张图来拍。
除非是视觉效果部门已经开始建模了，定好了这个机位不好再改了，这个时候才会按照效果图来拍。
假设一个片子有三千个镜头的话，这种按照图拍的部分最多有四百到五百个镜头，而且这之中还有半
数以上是为了擦出画面中穿帮的现代建筑的，所以很少一部分才是严格按照图来拍的。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色留影>>

后记

编者后记对于电影摄影师来说，影片的光线照明设计是其实现影像魅力的重要手段。
电影摄影师在照明和光线设计方面，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从而完成“用光线绘画”的
工作。
这是我们编写《光色留影：当代电影照明创作实录》这本书的初衷。
电影摄影和影视光线设计的研究具有它自身的特点，需要在一定理论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具体实践。
但是，过往总结的理论是有时滞的，与时俱进的电影摄影和照明经验又很难在第一时间转化为有体系
的、理论的学术研究成果，让广大从业人员和学生们得以分享。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主流摄影师和灯光师，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针对电影摄影照明的实践经验作出
系统的总结。
本书所采用的访谈方式，让这些创作者们有了表达理论见解、创意和想法的渠道，也为读者们提供了
一个跟一线摄影师、灯光师近距离交流的平台。
并且访谈中所涉及的问题、所选择的影片案例都是十分鲜活的，有些问题对于我们所处的传统电影摄
影到数字电影摄影的过渡时期有着非常及时的指导意义，有些案例要么是荣获国内外诸多影展奖项、
广受好评的影片，要么是即将登上银幕还未公映的影片。
总而言之，我们所采访到的摄影师和灯光师都十分慷慨地把自己的最新创作心得或者多年的创作经验
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所以本书既有比较详实的理论阐述，又兼备非常高的实用价值。
本书由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何清教授策划编写，课题的研究工作自2009年启动，2012年9月收尾，历经
四届研究生的薪火接力，从访谈资料查阅、提纲拟定，到现场采访、录音整理，以及其他相关影像和
图片资料整理工作，参与的有：2008级电影摄影创作研究生张桥、刘晨，2009级电影摄影创作研究生
马小刚，2010级电影摄影创作研究生颜代尧及2011级电影摄影创作研究生高杨、刘大鹏，由其中两
位2011级的硕士研究生同学主要执笔整理成书。
此外，在本书的资料整理过程中虞思聪、许波、蒋李易、王嵩、李清源、张文强等同学亦对成书做出
了贡献，在此向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本书共包括九组访谈，平均每组访谈书稿都是整理了三次以上的采访内容，跨度历时两年。
经过反复校审，日日夜夜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果，希望这份沉甸甸的访谈书稿能积累一些当前国内电影
摄影领域的先进经验和实用技巧。
完成这样的一部著作，对于为此付出辛苦劳动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十分欣慰和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在此特别感谢接受采访的电影摄影师、灯光师，他们分享的第一手的宝贵经验是一种传承和发展，同
时也是对中国电影文化和教育的卓越贡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各位领导以及老师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衷心感谢他们
在百忙之中仍旧能够慷慨相助。
正是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才使得本书能够尽早成形。
由于策划文案的局限性和采访的时间安排，以及更多电影摄影师、灯光师的档期冲突，我们落实的人
选仍有缺憾，难免有遗漏之处，对此表示歉疚。
更由于文学底蕴修养浅薄，文章的行文和体例的把握多有不准之处，也请专家和读者原谅，欢迎各界
人士来函批评指正，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当前的中国电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我们作为中国的电影人，对中国的电影仍然充满了希望。
同样对比国外电影行业的发展，我们更有理由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争取早日赶上国外电影行业的脚
步。
希望电影摄影和影视照明创作作为电影行业中一种特殊的又不可或缺的艺术创作形式和手段，将会更
加发展、丰富和多样化。
编者2012年11月于北京电影学院出版后记一直以来，国内关于电影摄影的书品种较少，像《美国电影
摄影师》杂志一样追踪电影摄影最新技术发展、深入一线摄影师灯光师创作动态的业内刊物或书籍更
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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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现在有这样一个契机，能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合作，将他们筹备多年采访整理的第一手创
作谈付诸出版。
这本访谈的组织编写，汇集了国内最一流的资源。
作为与创作实践紧密相连而又肩负着电影教育目标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无疑是策划这本编著的不
二之选，而此书在编写时也得到了系里各位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本书的采访提纲经过编者的精心
设计与酝酿，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采访人又是该专业学生，因此对业内创作者或相关专业
学生来说，能从中获得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实际操作经验，破解关键性的疑问；最重要的是，受访者都
是最杰出的、备受业内肯定的著名电影摄影师，采访中以他们目前为止最新的电影摄影作品为例，具
体阐释他们的创作观念和实用技巧，还收录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片场工作照和灯位示意图，这都是非常
珍贵的独家学习资料。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在已有稿件的框架下使各个部分板块清晰、内容均衡，对访谈中语意
模糊或表述过于随意的文字做了整理补充，对冗余的部分作出了一定的删减，对书中相应文字和图片
的呈现做了各种版式上的尝试和调整。
尽管如此，恐怕仍有力所不逮之处，若有不够准确清楚的地方，希望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以便在今
后的重印中加以更正。
“电影学院”编辑部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拍电影网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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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在中国电影照明领域最需要和最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完成的，通过访谈的
方式对第一手的创作资料和经验进行整理和挖掘，完全是第一线照明实战经验的体现，对电影摄影、
照明创作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张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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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色留影:当代电影照明创作实录(插图版)》这部关于电影摄影专业的访谈类著作，在选题上非常及
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策划上非常独具匠心；在编排上非常有特点。
书中涉及的领域，是广义的电影摄影专业领域，在范围上则包括现当代电影摄影师、电影电视广告摄
影师、电影灯光师。
我们从他们的创作简历上，可以看到非常优秀的电影和广告作品；我们从这些现当代极为专业和优秀
的电影摄影、灯光师的创作谈中，结合学院摄影教学课程的内容，了解了在创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他们的实际拍摄方法和技巧中，知道了在实际拍摄中如何解决问题，怎么样处理不同情况和效果
的摄影和照明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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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在中国电影照明领域最需要和最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完成的，通过访谈的方式
对第一手的创作资料和经验进行整理和挖掘，完全是第一线照明实战经验的体现，对电影摄影、照明
创作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张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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