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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码摄影教程--风景摄影》将引导读者走入数码风光摄影的天地。
对300余幅典型实例进行解析，以图文并茂、看“图”说“画”的彤式，介绍风光摄影，让读者从中学
习任何所需要的东西，是本书的一个尝试。
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数码风光摄影的各个环节，从取景构图、用光、色彩、拍摄的技术技巧，到风光摄
影的艺术表现手法、题材、评价标准，以及对数字影像的后期处理。

全书共9章，分4个部分：第1章为“总论”，讲解了数码单反相机的性能、常用技法，以及风光摄影的
特点、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要求等。
第2～7章为“分论”，分别讲解了风光摄影的构图、用光、色彩、节奏、空间造形、立体感、动感、
清晰度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和艺术表现手法。
第8章为“后期”，包括对风光照片的若干评价标准、后期的基础处理和艺术化处理。
第9章为综合实例，展示风光摄影的若干题材，欣赏这些作品表达出来的意境。

《数码摄影教程--风景摄影》可作为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乐于欣赏和
评论风光摄影作品的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本书由宋毅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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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毅，1978年出生，自200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电脑美术工作室任教至今，多年从事多媒体数码影视及
影像艺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通过摄影与绘画的比较研究，讲授当代摄影艺术的美学特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摄影艺术的
特殊规律。
主要著述及作品被列入“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规划教材”。
近年来，对数码影像拍摄艺术的技能技巧及作品的评论与鉴赏有新的思考与尝试，并以自己多年从事
摄影艺术创作的经验撰写相关论文和专著，从中可以一窥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种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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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走进数码风光摄影的天地
1.1数码相机的选择与常用技法
1.1.1从便携式数码相机到单反数码相机
1.1.2以佳能EOS40D为例
1.1.3风光拍摄模式、艺术表现和常用的摄影技沾
1.2传达一种氛围，讲述一种心境
1.2.1风光摄影：以景物的视觉语言说话的艺术
1.2.2品位和传达景观的表“情”与表“意”
1.3风光摄影与人的素养和经历有关
1.3.1情感、知识、胸怀、性格、人品增加了人们对摄影作品的理解
1.3.2学习掌握风光摄影艺术大致经过的三个阶段
1.3.3走进足够宽广的风光摄影的大地
第2章风光摄影的取景和构图
2.1从绘画创作中感悟构图的重要性
2.1.1“简直就像一幅风景画”——与绘画的基本形式相通
2.1.2在“画框”中合理组织空间，安排形象间的关系和位置
2.1.3整体观察——摄影构图唯一正确之路
2.2找到一个生动的中心焦点
2.2.1风光摄影的视觉中心，就是画面的构图中心和思想中心
2.2.2让人们不得不走近些观看照片中的西街
2.2.3细心把握中心焦点与周围环境的复为、微妙关系
2.3拍摄点对画面构图的影响
2.3.1拍摄距离：远取其势，近取其神
2.3.2拍摄方向：主体、陪体利背景的多样统一
2.3.3拍摄高度：追求平视视点和俯仰视点的新菏效果
2.4视觉重量、张力与构图的均衡原理
2.4.1画面的均衡和取得均衡的主要方法
2.4.2运用视觉重量形成的张力创造非对称的平衡
2.5好的风光作品的构图方法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
2.5.1以较小的图形与较大的图形相联系产生尺度感
2.5.2位于矩形画框中的图形通常是从左到右被“阅读”的
2.5.3符合1/3法则的地平线摆放位置
2.5.4太空与地面的简洁关系增添了作品艺术效果
第3章风光摄影中的用光技巧
3.1自然光的三个变量及摄影用光的四种基本类型
3.1.1顺光拍摄：千射、直白、无影卜的艺术化处理
3.1.2侧光拍摄：景物的形态有了丰富的影调，突出了深度
3.1.3逆光拍摄：以强烈的反差力度和简洁动人的画面取胜
3.1.4漫射光拍摄：没有鲜明的明暗反差，一切处于柔和过渡氛围之中
3.2数码相机的测光功能、曝光模式与拍摄技巧
3.2.1测光模式的种类及合理运用
3.2.2光圈、快门与曝光量
3.2.3认识和把握高级曝光模式与拍摄技巧
3.3等待和捕捉最佳的光照瞬间
3.3.1把握自然光线的变化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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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凭借直觉和对光线的敏感，捕捉无法预料的光照瞬间
3.3.3在阳光缺席和阴晦的大气里拍摄景物
3.3.3借助灯光和天光拍摄夜景
第4章风光摄影中的色彩表现艺术
4.1色彩必须通过视觉，才具有艺术的表现意义
4.2光线与色彩的相互关系
4.2.1光是颜色之母，没有了光线就不会有色彩的感觉
4.2.2常用光源的色温和数码相机的白平衡设置
4.2.3把握光源的色温是彩色摄影的基础
4.3色彩的三项关注：“固有色、光源色与环境色”
4.3.1运用主光和环境光的变化使景物固有颜色发生相应变化甚至“解体”
4.3.2入射光是首要的，决定了景物固有色受光部分的“命运”
4.3.3主光照射不到，环境色对景物暗部起决定性作用
4.4追求色彩的和谐统一
4.4.1深浅不同的同类色对比的视觉效果
4.4.2重视临近的搭配，产生“同中有异”的对比效果
4.4.3两种相反性质的颜色的强烈对比会使双方都得到增强
4.4.4影调清淡的高调照片最能展示风光的空灵秀丽之美
4.5偏振镜(灰镜)在风光摄影中的运用
第5章表现景物的节奏与美的律动
5.1发现和识读自然景物的节奏之美
5.1.1生活和自然是照片节奏的源泉
5.1.2线条、线条结构与节奏
5.1.3培养观察和识读自然景物节奏的能力
5.2用数码相机表现自然景物的节奏与韵律
5.2.1预佔照片获得的影调效果
5.2.2ISO感光度和曝光补偿设置
5.2.3使用渐变灰镜拍摄高反差风光照廾
5.3追求自然和人文景物的韵律之美
5.3.1水千方向：近景、中景、远景和地下线
5.3.2垂直方向：增强景物的结构感和纵深感
5.3.3对角线方向：最能展现景物自身的“动势”
5.3.4均衡的打破和节奏的破坏凸显景物的动感
5.3.5别具韵味的构图：抽象美与图案关
第6章景物的空间造型与主体感的表现艺术
6.1创造二维平面照片中的三维错觉
6.1.1平视的、高的和低的拍摄点的透视效果
6.1.2视点平移、偏离正而位置越多，透视效果就越明显
6.1.3影响景物线条透视的其他因素
6.1.4颜色和色调形成的影调结构有助于表现空间感
6.1.5景物的空间造型要服从内容和仁题的需要
6.2明暗规律与景物立体感的表现艺术
6.2.1景物因受光而产生的明暗变化
6.2.2重视表现明亮部分和阴影部分的影调层次
6.2.3利用影子表达对景物的空间立体感受
6.2.4烘托现场效果：“让你觉得你好像真的在那儿”
6.2.5补光：表现景物立体感的必要手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码摄影教程>>

第7章照片的动感、清晰度及其他
7.1表现景物中动体的瞬间运动
7.1.1选择高速快门凝固动体的瞬间动作
7.1.2选择低速快门虚化动体产生动感印象
7.1.3追随拍摄会产生相当强烈的动感效果
7.1.4运用变焦镜头的连续变焦产生特殊的动感效果
7.2对照片清晰度的美学及技术上的要求
7.2.1需要掌握一定的对焦技法，以求获得最大的景深
7.2.2运用小景深让主体清晰突出，虚化其他景物
7.2.3使用长焦镜头使远处的景物变得清晰
7.2.4虚化和模糊的美学效应
7.3人物和其他活动物体在风光摄影中的作用
第8章风光摄影作品评价的若干方面及后期处理
8.1风光摄影照片评价的若干方面
8.2风光摄影照片后期的基础处理
8.2.1数码照片的导出、浏览和主要输出方式
8.2.2数码照片输出的尺寸与纸张
8.2.3图像大小的缩放利图像方向的纠正
8.2.4Raw文件格式与后期处理
8.2.5照片后期处理的若干宾用技巧
8.3风光摄影照片的艺术化处理与合成特效技巧
8.3.1调整数码相机的艺术色调
8.3.2制作出风景画的特殊艺术效果
8.3.3调整风格浓郁的风光照片
8.3.4使用图层工具合成图像，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
8.3.5拼合广角全景照片
8.4为风光照片添加文字标识和批处理
第9章风光摄影的若干题材及意境
9.1拍摄太阳
9.2清晨与黄昏最佳
9.3以气势取胜的山景摄影
9.4壮观的山间云雾和瀑布
9.5变化多姿的江河湖海
9.6水的色彩与光影
9.7自然气候
9.8植物花鸟动物
9.9人与自然和階共存
9.10乡村城市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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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全手动M曝光模式。
使用这种曝光模式时，光圈和快门都需要人工设定。
常用于拍摄一些特殊题材，应对特殊光线，如焰火、闪电、烟雾等，也是专业摄影师具备的技术技巧
，会使风光摄影更为准确和专业。
3.3 等待和捕捉最佳的光照瞬间3.3.1 把握自然光线的变化和特点中国古语有云：“一日之内、一宫之
间、而气候不齐。
”一天之中，从早到晚变化的阳光，具有极其丰富的造型语言，太阳照射被摄体的位置，随着时间的
变化而变化，因而明暗结构也在变化。
应当像对绘画艺术处理手段一样，研究和把握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所拍照片的画面与影调，才有可能
拍出独具特色的风光照片。
可以把一昼夜的全部拍摄时间做如下划分：①黎明和黄昏。
也即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
黎明时太阳还没有升离地平线的时候，被摄物体没有太阳的直射光，其照度只依靠地球大气层漫射光
来形成，产生柔和的漫射光和低的隐约的影调层次。
日落之后常常出现的五彩缤纷的晚霞，不再呈现日出前那种柔和清新的形象，也常淹没在半透明的烟
雾之中，这是由大气层状况引发的光线结构的变化。
②清晨和傍晚。
这时太阳已升起在地平线上或正在向地平线落去，它的光线落到地面上景物时，会用光斑和阴影把它
们染成多种颜色。
其中，物体与地面相垂直的面首先被照亮，而其水平面依然处于阴影之中，只不过阴影这时己被天空
的漫射光所照明，这样会产生清晰而又非常动人的影调结构。
这一段光照时间相当短暂（太阳停留的角度不高于15。
），但光线结构的变化，明暗的对比关系丰富，最有可能拍出富有表现力的风光照。
③上午和下午。
这是拍摄过程中最常用的照明光线状况，具有相当稳定的特性，被摄景物由于受到天空中漫反射光的
柔化，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阴影会变得越来越短（长），依然可以产生很优美的明暗结构。
④中午。
当太阳处于顶光的位置时，直射光几乎垂直落到被摄物体上，阴影特别短且反差很大。
虽然直射光也经过空气层，但仍然强烈，使物体表面产生非常高的亮度，大气层中漫射光的作用相对
减弱，影调发白，甚至用滤色镜也无法降低，因而很难拍出优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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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码摄影教程:风景摄影》是普通高等院校“十二五”艺术与设计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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