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导入】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实业家准备举行宴会,当来宾围住摆满了美味的餐桌就座之后主人

首先点亮了红色的灯,在红光照射下肉食看上去颜色很嫩,使来宾食欲大增,但蔬菜却变成了

黑色,马铃薯显得鲜红。随后,红光变成了蓝光,烤肉现出了腐烂的样子,马铃薯像是发了霉。
等黄灯打开后,葡萄酒看上去就像蓖麻油,没有人再想吃东西了。主人又打开日光灯,宾客们的

食欲又恢复了。由此可以看出,相同的被摄体当照射光线不同时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千差万别

的。因此在数字画面拍摄过程中只有会用光、用好光才能创作出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

  【内容结构】

本章的内容结构如图5-1所示。

图5-1 本章的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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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

了解光的基本知识,掌握拍摄用光的因素和概念。

2.
 

能力目标

具备熟练使用照明灯具的能力,熟练掌握布光和采光的基本技术。

3.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对摄像用光的兴趣以及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5.1 光的基础知识

5.1.1 光的性质

  摄影(photograph)来自于希腊文,原意为光画,就是用光线来作画的意思,以区别用画

笔和颜料来描绘图像的古老绘画方式。画面创作者为了更好地“用光写作”,首先必须掌握

画面用光的性质。

1.
 

光谱成分

太阳光辐射出来的是包含各种单色成分的光谱带,因而它是一种复合光,给人以白光的

综合感觉,这一现象已经由人们熟悉的棱镜分色实验所证实,如图5-2所示。

  关于阳光究竟为何物,人们在认识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直到1665年,英国伟大的

科学家牛顿运用三棱镜将一束阳光分解成了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色光,经过反复

试验,牛顿得出结论:
 

白色的阳光是由7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而且7种色光的混合有

其固定的比例。牛顿设法将这7种色光混合成了白光,这样他就发现并证明了白光的内

在规律。

图5-2 太阳光的光谱成分(见彩插)

2.
 

光的三原色

在光谱中,红色光、绿色光、蓝色光因为能合成白光和各种不同的色光而被称为原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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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光的三原色(见彩插)

如图5-3所示。彩色光电传播系统(包括相机、摄像机)
就是根据光的“三原色”原理来反映景物颜色的。由两

种原色光混合而成的色光称为复合色光,复合色光所

表现出来的颜色称为间色。在光谱中,黄色光、青色

光、品红色光都是复合色光。

5.1.2 光的类型

在拍摄中,照亮物体的光线往往不止一种,许许多

多的不同光线构成了环境的光效。一切可以发光的光

源根据其来源可分为自然光和人工光两大类。

1.
 

自然光
 

天然发光的光源称为自然光。从画面拍摄的角度讲,可利用的自然光主要是太阳和天

光。太阳是主要发光光源,太阳光除直接照射到地球上以外,一部分光被大气层吸收,透过

大气层再照射于地面,此光被称为天光。

  近年来,由于增感镜头的出现,摄像机的灵敏度不断提高,有时可直接拍摄月亮和月

光下的景物,那么月亮也可以算自然光了。

自然光的特点:
 

亮度强,照明范围广且均匀;
 

自然光的强弱随季节、时间、气候、地理条件

的变化而变化;
 

日照强弱又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分为晴、阴、晦、雾、霾、雨、雪,其光照度各不同。
地理条件变化对日照强弱的影响也很大,在高山、平地、高空、海底所受光的强弱也各不相同。
如所处的经纬度不同,海拔高低不同,其照度、色温也不同。海拔较高的地区,直射阳光较强,
散射的天空光较弱,景物反差较大,天空呈暗蓝色。相反,海拔较低的地区,天空散射光较强,
景物反差较柔和。利用自然光进行拍摄不用刻意地准备、摆布各种灯具,所拍的画面显得自

然、真实,因此受到了广大拍摄者的青睐。图5-4所示即利用自然光进行的拍摄。

图5-4 《土楼人家》
 

(袁东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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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光
 

相对于自然光,一切由人加工制造的发光光源均为人工光,如灯光、反光器(反光板、反
光镜)。在拍摄中常用的灯光有白炽灯、碳弧灯、碘钨灯、卤钨灯和镝灯等。

内景拍摄全部使用人工光,外景摄影则以自然光为主,辅以人工光。使用人工光较少受

客观条件限制,光位的确定、亮度的控制、光影的布置和各种效果光的使用等都可由拍摄者

自己来支配,这使得拍摄者可创造丰富的画面影调,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光线效果,同时

不受季节、时间、气候、地理条件的限制,可按创作者的艺术构想从容地进行创作。图5-5所

示即利用人工光进行的拍摄。
 

图5-5 《亭亭玉立》
 

([美]爱德华·韦斯顿摄)

实例 经典画面

1927年,韦斯顿的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访问一个画家朋友时,他带回了一批

贝壳,他对它们进行长时间的曝光,以各种想到的组合安排、布光、运用背景。这些贝壳照片

(见图5-5)带着一种强有力的形体感和神秘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它们跟以前出现过的静物

照片有了显著的区别。

3.
 

混合光

混合光就是自然光、人工光或不同色温光源同时并用的照明光线,既具有硬光性质又具

有软光性质的光线为混合光。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光线经常是直射光和反射光的混合。
在画面拍摄实践中,混合光照明一般需经调整,统一色温,以适应摄影、摄像CCD彩色平衡

的要求,使亮度平衡,以调整影调明暗反差。在特殊条件下,也可利用混合光造成特定的光

线效果,如某些夜景中蓝色的日光及暖色的灯光等。

5.1.3 光与色彩

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在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来的,有光才会有色,没有光就没有色。色彩

固然是现实事物本身的属性,但色彩更是读者主观感觉的属性,所以色彩是一种主、客观综

合属性。在摄影摄像艺术里,对色彩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如何用色彩表情达意,为此大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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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物体的色彩、不同色彩对人的心理影响和表现情感的特征。

1.
 

光源色、固有色与环境色
   

光源色、固有色与环境色是大家研究色彩理论之前要掌握的概念,也是理解色彩关系的

第一步。在创作过程中有以下公式。
 

被摄体呈现颜色=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

1)
 

固有色

固有色是指本身不发光的物体在标准光源(通常是太阳光)照射下所具有的各种颜色。
固有色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固有色改变意味着物体性质发生变化。这类物体虽然自身不能

发光,但它能反射、吸收或透过某种特定波长的光,从而经过该物体入射到人眼引起各种不

同的色彩感觉。例如,不同种族的人肤色不相同,黄皮肤是黄种人的特征,白色是白种人的

特征,黑色则是黑种人的特征……未成熟的苹果是青色的,成熟的苹果则是红色的。

2)
 

光源色

光源色是指发光体(光源)发出的可见光给人的色彩感觉,或是光源照射到白色、光滑、
不透明物体上所呈现出的颜色。同一物体在不同的光源下将呈现不同的色彩:

 

在白光照射

下的白纸呈白色,在红光照射下的白纸呈红色,在绿光照射下的白纸呈绿色。因此,光源色

光谱成分的变化必然会对物体色产生影响。电灯光下的物体带黄,日光灯下的物体偏青,电
焊光下的物体偏浅青紫,晨曦与夕阳下的景物呈橘红、橘黄色,白昼阳光下的景物带浅黄色,
月光下的景物偏青绿色等。光源色的光亮强度也会对照射物体产生影响,强光下的物体色

会变淡,弱光下的物体色会变得模糊晦暗,只有在中等光线强度下的物体色最清晰可见。因

此,大家在拍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光源色的选择和应用,避免出现偏色。

3)
 

环境色

环境色是物体所处环境色彩的反映。物体除受主要发光体(或反光体)的照射以外,还
可能受到次要发光体(或反光体)的影响,这种在物体暗面呈现的色彩就是环境色,在素描中

俗称“反光”。每一种物体都向它周围空间反射色彩。如果这个物体呈蓝色,那么它必然会

反射出蓝光,从而对近旁的物体形成环境色。物体表面越光滑,这种反射对周围的影响就越

明显。在拍摄过程中,大家同样要关注环境色,让其为画面加分,而不至于成为所摄画面的

干扰因素。

2.
  

色彩的三要素
   

人眼可以识别的色彩数以万计,鉴别、评价色彩的主要依据是色相、明度、饱和度。

图5-6 色相环(见彩插)

1)
 

色相

色彩是由于物体上的物理性的光反射到人眼视神

经上所产生的感觉。色的不同是由光的波长的长短差

别所决定的。色相即色彩的相貌,是指不同波长的光

给人的不同色彩感受。波长最长光的是红色,最短的

光是紫色,通常把红、橙、黄、绿、蓝、紫和处在它们之间

的红橙、黄 橙、黄 绿、蓝 绿、蓝 紫、红 紫 这6种 中 间

色———共计12种色作为色相环,如图5-6所示。在色

相环上排列的色是纯度高的色,被称为“纯色”。这些

色在色相环上的位置是人们根据视觉和感觉的相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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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进行安排的,用类似这样的方法还可以再分出差别细微的多种色。在色相环上,与环中心

对称并在180°的位置两端的色被称为互补色。

2)
 

明度

明度表示色所具有的亮度和暗度。计算明度的基准是灰度测试卡,如图5-7所示。黑

色为0,白色为10,0~10等间隔地排列为9个阶段。色彩可分为有彩色和无彩色,但后者

仍然存在着明度。作为有彩色,每种色的亮度、暗度在灰度测试卡上都具有相应的位置值。
彩度高的色对明度有很大的影响,不太容易辨别。在明亮的地方鉴别色的明度比较容易,在
暗的地方就难以鉴别。

图5-7 灰度测试卡

3)
 

饱和度

饱和度也叫色纯度,是指物体色彩的纯正程度或鲜艳程度。一种色彩中含有消色成分

(黑、白、灰)后会影响其色彩的纯度。某一色彩含的消色成分越少,本色成分越多,其鲜艳程

度越高,越饱和,反之就越不鲜艳、不饱和。最纯的色是光谱色,不过我们在生活中很难看

到。调整饱和度就是调整图像色彩的深浅,在将一个彩色图像的饱和度调整为0时,图像就

会变成灰色。增加图像的饱和度会使图像的颜色加深,影响色饱和度的光线性质是照明方

式、物体的表面结构、曝光条件和光学附件的使用以及大气透视效果等因素。
 

3.
 

色彩的心理感受

人们在生活中对色彩的认识也有许多心理反应,人们常把色彩和温度、重量、运动等感

觉联系在一起,把色彩分成冷色、暖色,重色、轻色,或突出色和隐蔽色等。

1)
 

色彩的冷暖感

在不同色光的照射下,人的肌肉机能、血液循环可引起不同的反应,人的温度感觉、血液

循环速度、血压、脉搏等,在红色环境中升高,在蓝色环境中降低,看到红橙色就联想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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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因而感到温暖;
 

看到蓝、紫色则联想到大海、天空,因而感到凉爽。因此,颜色就有了

冷暖之分,红、橙、黄等色为暖色,能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青、蓝等色为冷色,能给人以冷的感

觉。绿和紫在色彩的冷暖感觉中属于中性或者说冷暖不定。它们会受到色彩环境的影响,
在冷色环境中会显得较暖,而在暖色环境中会显得较冷。例如,绿色和蓝色搭配时表现出偏

暖的特性,和橙色搭配时表现出偏冷的特性。对于紫色来说,也是如此。
冷暖对比是指色彩构成中冷暖色的配置关系,是色彩构成和色彩表现的重要规律。在

色调构成中,那些色调鲜明、趋向单一的色调画面冷暖搭配非常重要。例如,在红色画面中

如果没有一小块冷色,就让人感觉是单色画面,在这里冷暖对比称为色彩的平衡。在表意

上,强烈的冷暖对比常常暗示着某种对立的不调和因素或对抗因素。
 

2)
 

色彩的重量感

色彩的配置还可以让人有轻重和软硬的感觉。根据色彩体验,我们对明度低的色彩很

容易联想到重而硬的物体,如金属、煤、石块等;
 

明度高的色彩会让我们联想到红黄花朵、吐
露的新芽、飘浮的彩云等。在看白色和黑色的抽象图形时,我们总是觉得黑色比白色图形沉

重,同样大小的物体涂成浅色的与黑色的相比,可以让人感觉重量减轻了。因此,在作品创

作过程中可以在画面上通过色彩与构图的配合来表现物体的轻重与软硬。

3)
 

色彩的空间距离感

两个及以上同形、同面积的不同色彩在相同的背景衬托下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

图5-8所示,大小相同的白色长方形与黑色长方形在灰背景的衬托下,感觉白色比黑色近,
而且比黑色大。

图5-8 进退与膨胀实验

这说明不同的色彩给我们的空间距离感不同,如红色和黄色向我们靠近,有突出、前进

的感觉;
 

蓝色和紫色离开我们远去,给人一种隐蔽、后退的感觉;
 

其他色彩处在这两者之

间。这就是色彩的空间距离感。色彩的空间距离感存在着近暖远寒的规律,在明亮的环境

里存在着近浓远淡的规律。
 

4)
 

色彩的体积感

实验证明(肉体对色彩的反应,例如弗艾雷就在实验中发现),在彩色灯光的照射下肌肉

的弹力能够加大,血液循环能够加快,其增加的程度以蓝色最小,并依次按照绿色、黄色、橘
黄色、红色的排列顺序逐渐增大。也就是不同的色彩,虽然它们本身的体积相同,但给人的

视觉感受不同,暖色调体积变大,给人以扩张的感觉;
 

冷色体积变小,给人以收缩的感觉。
在消失色中,白色体积变大,黑色体积变小,在色彩学里称为膨胀色和收缩色,这在造型上改

变演员的形体形象很有用途。在生活中,胖人总爱穿一些冷色调或黑色的衣服,而瘦人则可

以穿暖色调或浅一些的衣服,这就是利用色彩的体积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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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色彩的情感性

色彩的情感性源于人们对色彩产生的联想。色彩的联想是人脑的一种逻辑性与形象性相

互作用的、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过程。当我们看到色彩时能联想和回忆某些与此色彩相关

的事物,并自发地将眼前的色彩与过去的视觉经验联系到一起,形成新的情感或思想观念。
实例

张艺谋的成名之作《红高粱》(如图5-9所示)中的色彩运用可谓到了绝处:
 

大自然的苍

凉、东方文化的神秘,通过创作者独特的造型摄影呈现在世界面前。九儿穿在身上的中间宽

上下窄的红袄红裤;
 

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
 

在震天的唢呐

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棱棱抖动的一棵棵红高粱,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

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在影片里,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大开大合,把视觉和造型艺术玩得

酣畅淋漓,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作一幅饱满浓烈的剪影,大量运用的造型艺术以电影的

语言横空出世,浓重的色彩,就那么泼墨一般地肆意挥洒……

图5-9 《红高粱》剧照

当要对所拍摄的内容进行画面的色彩设计或是在生活实景中选择、提炼和表现色彩时,
不可死板地套用某种规律和格式,而应该根据主题和内容的需要选择感情特征明确、相互关

系鲜明的色彩进行恰当、灵活、巧妙的匹配、组合和运用。
 

5.2 拍摄用光的基本因素

依据不同的拍摄要求,拍摄照明光源的调度与使用主要从光位、光质、光度、光型、光比

和光色六方面着手。

5.2.1 光位

光位是指光源的照射方向以及光源相对于被摄体的位置。在摄影中,光位决定着被摄

体明暗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影响着被摄体的质感和形态。光位可以千变万化,在被摄体与照

相机/摄像机位置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光位可分为顺光、侧光、逆光、顶光和脚光5种。当被

摄主体和照相机/摄像机的位置分别确定后,光源根据投射方向和摄影机之间所形成的角度

可分为顺光、前侧光、侧光、后侧光和逆光5种,以灯光所处垂直面的位置可分为顶光、脚光

等,如图5-10所示。如果进一步划分,顶光还可分为前顶光(顺顶光)、顶光、后顶光(逆顶

光)几种,其中的后顶光接近于逆光的效果。脚光还可分为前脚光、脚光和后脚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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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光线投射方向示意图

1.
 

顺光

光源高度与照相机/摄像机高度相接近,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光线的投射方向与照相

机/摄像机的拍摄方向相一致,称为顺光,也叫正面光。顺光照明的特点是物体被均匀照明,
只能看到受光面(亮面),看不到暗面(背光面),投影被自身遮挡,有利于消除不必要的投影;

 

层次平淡,被摄对象具有暗轮廓形式;
 

光源照明效果均匀平淡,没有显著的反差,能冲淡被

摄体的褶皱,对被摄体表面凹凸之处和外表结构起着隐没作用。在人像摄影中,顺光常用来

拍摄年轻女性、儿童,用于突出他们光洁、细腻、平滑的肌肤。

  用顺光照明,被摄对象的阴影投在被摄对象的后方,不利于表现被摄体的立体感、质
感,也不利于拍摄多层景物和大气透视效果,景物空间感不强,画面显得平淡,没有起伏,
所以有时又称为平光。因此,在顺光照明的情况下,被摄对象的立体感、质感主要依赖于

它本身固有的立体形态;
 

画面的色调、影调层次主要依赖被摄对象自身的不同色调和明

暗来体现。大家在拍摄时要特别注意景物本身的色彩选择、明暗配置,如图5-11所示。

图5-11 《柿子红了》
 

(袁东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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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侧光
 

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摄影机的拍摄方向成90°左右的光线为侧光。侧光的特点是被摄体

受光面和背光面各占一半,投影在一侧。虽然物体看不清全貌,但亮面、次亮面、暗面、次暗

面和明暗交界线5种影调成分显著,影调变化大,层次丰富,画面的立体感较强。物体的影

子留在画面中,形成了鲜明的明暗反差和显著的光影,能较好地塑造被摄对象的立体形状和

表达空间的纵深感。
  

采用侧光照明拍摄风光,画面中的立体景物有着显著的投影,丰富了阶调层次,加强了

空间纵深感,使画面中的明暗配置得到了均衡。运用侧光照明,被摄对象的明暗反差会加

大,但明暗之间缺乏细腻的过渡层次,因此侧光照明要注意被摄对象受光面与背光面的亮度

比值。如果被摄对象本身的明暗对比和亮度反差已经比较大,最好不要运用侧光照明,以免

使亮度反差进一步加大。一般不用它表现正常的人物肖像,但必要时可用来拍摄某些特殊

光效,创造特定的光线气氛。

3.
 

前侧光
 

前侧光又称为斜侧光或侧顺光。光源的投射方向与照相机/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成45°左右

的光线为前侧光,如图5-12所示。前侧光照明的特点是由于光线是从被摄对象的前侧方向照

射而来,使得被摄对象的大部分处于受光面,小部分处于背光面,既能看到物体的全貌,又有利

于表现物体的立体感、质感和形态感;
 

被摄对象的投影落在与光源相反方向的斜侧面,对人物

脸部来讲,这时鼻影和面颊的阴影重合,可以构成明显的影调对比。在前侧光照明下景物会产

生投影,处理得好可丰富画面构图,使用适当的辅助照明,被摄对象表面的褶皱和凹凸之处会

形成明暗过渡的影调层次,可以获得轮廓线条清晰、明暗反差和谐的效果。这种前侧光照明比

较符合人们正常的视觉习惯,所以常常作为主光的光位,或修饰景物、人物的局部。

  前侧光是摄影摄像艺术中运用最多的光线,在拍摄人物肖像时这种照明效果运用更

为普遍,如图5-12所示。前侧光对于摄像画面不利的一点是在光线投射的另一侧会产生

投影,当被摄对象的个数比较多并且彼此较近,或者被摄对象的景别范围比较大,或者主

体和背景距离较近时尤其显得突出。因此运用前侧光照明拍摄:
 

一是要注意将投影处理

好,防止投影遮挡被摄对象;
 

二是要注意画面中不要出现大面积投影,因为这样容易破坏

画面构图的美感。

图5-12 《嗅》
 

(徐梦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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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侧逆光

侧逆光又称为后侧光,光源的照明方向与照相机/摄像机的拍摄方向大约成135°夹角,
即从拍摄对象的侧后方向照明。侧逆光的特点是会增加全景画面的层次感和空间感,照明

效果能够在被摄对象的一侧勾画出一条明亮的高光轮廓线条,受光面将被摄对象的轮廓、基
本脉络、形态和姿态以亮斑的形式勾画出来,使被摄对象与背景之间明显地区分开,主体突

出,画面生动活泼,而被摄对象的大部分处于背光面,处于阴影层次之中,被摄对象的细节面

貌不是很清楚,质感基本损失。
当被摄对象色调单一、亮度间距不大时,侧逆光会加大被摄对象自身的亮度反差,同时

侧逆光所形成的亮斑往往也会成为画面构图中一个比较活跃的因素,在造型上能使画面增

加一块亮斑,加大景物的亮度范围,使画面生动活泼。在表现人物时,一般需要加正面辅助

光。若用侧逆光做主光,辅助光不可超过它的亮度,否则会造成虚假的人工痕迹。

5.
 

逆光

逆光又称为背面光,光源的投射方向与照相机/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成170°~180°夹角,

图5-13 《处江湖之远》
 

(袁东斌摄)

即从拍摄对象的正后方向照明。逆光照明的

特点是从背景中分离出主体,从而使主体突

出,运用逆光拍摄大场面能加强空气透视效

果,物体之间层次清楚,使画面空间感加强,
如图5-13所示。在拍摄特定艺术效果的环

境或肖像时,从正面补不同亮度的散射光照

明可使画面产生不同的明暗对比关系,造成

景物的剪影、半剪影等不同效果,这时人物脸

部全部淹没在阴影之中。
在逆光照明下,单个被摄对象的立体感

表现不强,但群体被摄对象的空间感和立体

感却由于光线的勾勒而得到增强,这种效果在运用俯摄角度拍摄时尤为明显。对于不透光

的被摄对象来说,逆光缺乏细腻的层次表现,但能增强被摄对象的亮度反差;
 

而对于透光、
半透光的被摄对象来说,逆光往往能够将其表现得色调丰富、层次鲜明。逆光照明能够强调

各种物体的轮廓形态和物体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增强空气的透视效果,因而能够增强画面在

空间深度方面的表现。

  近年来,由于摄像机的动态范围提高,人的面部处在暗部也能表现出皮肤的质感和影

调层次,因此人们结合内容使用逆光做主光,拍摄人物肖像可获得更为生动、自然的画面

形象。

6.
 

顶光
 

从被摄体上方投来的光线称为顶光,当光源的高度超过60°时就成了顶光光效。顶光

的特点是顶光照明下的被摄对象水平面照度比较大,垂直面照度比较小,往往会形成比较大

的明暗反差,缺乏中间过渡层次。
顶光照明会使人物的头顶、鼻梁、眉弓、颧骨等向外突出的部分明亮,而使眼窝、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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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脸颊等向里凹陷之处较暗,形成一种类似于骷髅的形象,给人造成一种异常的感觉,
有丑化人物的作用。除非有特定的造型要求,一般要避免使用顶光拍摄人物肖像。在用

顶光拍摄人物肖像时,多半是为了表现特定的光效或烘托某种特定气氛。在北方,因为

人们生活当中很少有顶光照明的经验,所以往往把顶光当作一种非正常光线;
 

而在南方,
特别是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顶光照明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因此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反

常之处,如图5-14所示。

图5-14 《粼粼》
 

(陈艳摄)

7.
 

脚光

从拍摄对象下方投射来的光线称为脚光,当光源低于视线60°时产生脚光效果。脚

光的特点是光影结构与顶光相反,人物下颌、鼻尖、颧骨下方较亮,灯光投影在人物脸部

高出部位的上方,它同样是丑化人物的反常光线。在脚光照射下的被摄对象一般会产生

一种反常的视觉效果,给人造成一种异常感受。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脚光属于一种非

正常光线。
很多影视作品常用脚光来塑造反面人物,或者用来制造、渲染恐怖和惊险气氛。在自然

光效法中,多用脚光表现特定的光效,如油灯、炉火和烛光等。脚光也可用作修饰光,用来修

饰眼神、衣服或头发等。在拍摄玻璃柜、水池等时,脚光可增强被摄体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或
用于渲染特殊气氛,如恐怖、惊险,或丑化某一人物造型。

5.2.2 光质

光质是指光的性质,即光线软硬的程度。所谓硬,是指光线产生的阴影明晰而浓重,轮廓

鲜明、反差高;
 

所谓软,是指光线产生的阴影柔和而不明快,轮廓渐变、反差低。光线的软硬是

相对而言的,但直接决定的因素首先是灯距本身,还与照明的光强和光源的面积有关。通常,
强的光线较硬,弱的光线相对较软,点光源发出的光常为硬光,面光源产生的照明相对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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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射光照明是点状光源照明,并且没有经过其他中间介质,因此光线照射比较强烈,方
向性明显,也被称为硬光。就像晴天下的太阳光,其照射被摄体后勾勒轮廓与形体线条的能

力较强,且被摄体受光面与背光面的反差强烈,得到的投影浓重。硬光有利于塑造形体,突
出主体与制造空间。硬光往往给人刚毅、富有生气的感觉,如图5-15所示。

图5-15 《家园》
 

(袁东斌摄)

散射光是大面积照明,光强较弱,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在被摄对象方面不能形成明显的

受光面、背光面和投影,因此也被称为软光,类似自然光下多云蔽日或者阴天的散射光、大面

积的面光源。软光适于反映物体的形态和色彩,但不善于表现物体的质感,照射被摄体后得

到的反差较小,色调层次丰富,投影浅淡。软光往往给人轻柔、细腻之感。

5.2.3 光度

光度是光的最基本因素,它是光源的发光强度,光线在物体表面的照度,以及物体表面

呈现的亮度的总称。有了一定发光强度的光源就有了一定的照度,从而物体就有了一定的

亮度,因而我们能看见物体。光源的发光强度不同,照度也不同,从而物体的亮度也不同。
在摄影摄像中,光度与曝光直接相关,光度大,所需的曝光量小;

 

光度小,所需的曝光量大。
此外,光度的大小也间接地影响景深的大小和运动物体的清晰或模糊,大光度容易产生大景

深和清晰影像的效果;
 

小光度则容易产生小景深和模糊的运动影像效果。从构图上来说,
曝光与影调或色彩的再现效果密切相关,丰富的影调和准确的色彩再现是以准确曝光为前

提的,有意识的曝光过度与不足也需以准确曝光为基础。因此,大家只有掌握光度与准确曝

光的基本功才能主动地控制被摄体的影调、色彩以及反差效果。

5.2.4 光型

对于被摄体而言,拍摄时所受到的照射光线往往不止一种,各种光线有着不同的作用和

效果。光型是指各种光线在拍摄时对被摄体所起的作用。灯光按照光线的造型效果可分为

主光、辅光、轮廓光、背景光、装饰光和效果光等。

1.
 

主光
 

主光是表现主体造型、塑造画面形象的主要光线,用来照亮被摄物体主要的和最有

表现力的部分。其他光的配置都是在主光的基础上进行的,主光不一定是最强的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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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主导作用,突出了物体的本质属性。主光的作用是描绘人或物的主体形状及主要轮

廓线条,起主要的造型作用,故又称塑造光。主光的光源属于直射光的性质,能在画面上

形成明显的光源方向以及亮部、阴影和投影,能表现被摄体的立体感和质感,以吸引观众

的注意力。

2.
 

辅助光

辅助光简称辅光,又称补光,是用来弥补主光表现力不足的一种光线,对主光起辅助作

用,帮助人们塑造被摄主体的形态,表达被摄主体的全部特征。辅光的作用是提高主光所产

生阴影部位的亮度,使阴暗部位也呈现出一定的质感和画面的中间层次,同时减小影像反

差。辅助光光源属于散射光性质,具有光线柔和、细致的特点。辅光的强弱变化可以改变影

调的反差,形成不同的气氛。一般主光和辅光的光比约为2∶1,若光比大,则影调硬;
 

光比

小,则影调软。
    

  传统的辅光一般都是来自照相机/摄像机方向。自然光效法的辅光是以环境反射光

为布光依据的。在自然环境中,如果阳光做主光,则天空光和地面环境反射光是辅光的依

据;
 

在室内,墙壁、家具等环境反射光是辅光的依据。辅光可以有色度,它由环境色彩所

决定。

3.
 

轮廓光

勾画被摄对象轮廓形式的光线为轮廓光,它可以使被摄对象产生局部或完整的光亮轮

廓。轮廓不仅有助于把主要被摄对象与背景区分开来,突出主体,生动鲜明地展示被摄对象

的轮廓形式,还能够区分表现被摄对象的多层次特点特征,有利于增强被摄对象的形式感、
立体感和空间感。轮廓光也能提高影调的亮度范围,丰富影调层次,有助于增强画面造型的

美感。

4.
 

背景光
 

背景光主要是照亮被摄对象周围环境及背景的光线,作用是突出主体、烘托主体、衬
托被摄体、渲染环境和气氛。背景光可以消除被摄物在背景上的投影,使物体与背景分

开,衬托画面的空间深度。背景光的亮度决定了画面的基调,对于高调画面,背景光的亮

度可与主光的亮度相同或略高于主光,形成洁白、明净的背景;
 

对于低调画面,背景光的

亮度要低于辅光,形成深沉的背景;
 

对于中调画面,背景光的亮度在主光和辅光之间,约
为主光的2/3。

 

5.
 

装饰光

装饰光用来突出被摄物的某一细部造型的质感,以达到造型上的完美。装饰光多为窄

光,人像摄影中的眼神光、发光以及商品摄影中首饰品的耀斑等都是典型的装饰光。装饰光

的作用是对被摄体局部进行装饰或显示被摄体细部的层次,使所表现的形象更加完美、更富

有艺术魅力,并达到照明的平衡。在主光、辅光、轮廓光、背景光依次布局完善以后,分析被

摄物局部的亮度是否合适,层次表现是否完美,如不够理想,就用装饰光修饰这些局部和细

节部位。

6.
 

效果光

效果光是用人工光源再现现实生活中一些特殊光源的光线效果或特定环境、时间、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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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照明。例如:
 

从布景的窗户外投射强烈的灯光,使室内产生窗口投影,再现室外的阳光

效果;
 

由遮光板将点燃的碳精灯的光线迅速来回遮挡,产生闪电效果;
 

将粗细、长短不同的

条形红丝绸绑在风扇的防护罩上,使其被风吹起来,在灯光作用下形成火焰效果;
 

用一个装有

浅水的大盘放一些碎玻璃,轻轻地触动水面泛起波纹,在灯光作用下反射到被摄物上,产生水

纹效果。

5.2.5 光比

从光照亮被摄体的角度而言,光比是指被摄体的亮面与暗面所接收入射光的比率。光

比大,被摄体上亮部与暗部之间的反差就大;
 

反之,亮部与暗部之间的反差就小。无论是单

灯照明还是多灯照明,用测光表分别测量被摄体亮面与暗面的入射光照度或反射光的强度

均可得到二者的光比。
在单灯照明下,光比的调节由光源的强弱、软硬、发光距离等因素控制,可根据情况调整

上述单个或多个因素,在不影响画面表现要求的情况下调节光比。在多灯照明下,被摄体的

光比主要与主光和辅助光的强弱以及灯距的远近有关。主光和辅光光强的差别越大,光比

越大,一般应控制好二者的光强之比。在二者光强都不变的情况下,推进主光,拉远辅光会

增加光比,反之会缩小光比。在一个场景中,主光一般为基础光的1.2~1.5倍,辅光为基础

光的0.8~1倍,轮廓光为基础光的1.5~2倍,背景光为基础光的0.8~1倍。

5.2.6 光色

光源真实、准确地重现物体的颜色,除了与光源的色温有关外,还与光源的显色性的好

坏有关。光源的光谱能量分布决定了光源的显色性,光源的显色性如何对景物的色彩还原

十分重要。我们通常观察到的物体的颜色是在日光条件下的,色彩还原最真实。而人工光

源则不能很好地显示物体的本色,使颜色失真、偏色。人们常用显色指数对光源的显色性进

行定量分析,分别用标准光源和待测光源照射8个颜色样品(红、橙、黄、绿、青、蓝、紫、品),
使它们产生相对色差,然后算出每种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称为特殊显色指数。

显色指数又称为传色指数。一般来说,阳光是显色指数最好的光源,因为阳光具有红、
橙、黄、绿、青、蓝、紫这样一个连续的光谱,景物在阳光照射下反映的色彩最为真实,所以人

们就把阳光作为衡量人造光源显色指数的一个参照标准。当人工光源完全达到阳光显色标

准时,光源的显色指数为100;
 

当人工光源达不到阳光显色标准时,光源的显色指数就会小

于100。光源的显色指数越接近于100,表明光源的显色性能越好,光线照耀下的景物的色

彩越接近真实的颜色;
 

光源的显色指数越低,表明光源的显色性能越差,景物色彩失真的程

度也就越大。

5.3 照  明

数字画面的拍摄是用光的艺术,不同的画面创作有不同的用光技巧和辅助工具,通过不

同类型的灯所具有的不同光效可以塑造人物、营造气氛,甚至是变换环境。为了拍摄出理想

的作品,摄影/摄像师必须了解各种灯具的性能并熟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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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电光源
 

根据光源的发光持续时间可以把电光源分成瞬时光源和持续光源,瞬时光源主要应用

于摄影,持续光源在摄影和摄像中都可应用。

1.
  

瞬时光源

电子闪光灯是摄影公司或工作室常用的一种摄影照明装置。电子闪光灯是一种瞬间发

光的照明灯具,其瞬间发出的光线强度高、速度快,可以将动态的画面凝固,而且这类灯具的

色温为5500~6000K,属于白光,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皮肤的质感和真实地还原色彩,其特

性非常适于拍摄人像。

1)
 

独立式影室电子闪光灯

独立式影室电子闪光灯(如图5-16所示)一般由造型泡、闪光管、灯头、电源线和灯架等

部分组成,通常灯头上会有电源开关钮、造型泡调节钮、闪光管强度调节钮、试闪钮、闪光连

线孔等,摄影师可以根据拍摄效果的需要自由调节灯具的发光强度及发光角度等。独立式

影室电子闪光灯是拍摄人像时使用较多的,它具有回电速度快、色温较稳定、操作简单等特

点,而且它发出的光均匀、柔和,能很好地表现质感和真实地还原色彩。

  独立式影室闪光灯都是单独操作的,在触发时容易造成发光时间、发光强度不够统一

等问题,因此大家应尽量选择同一品牌和同一型号的独立式影室闪光灯使用。

2)
 

电源箱式影室电子闪光灯

电源箱式影室电子闪光灯是由一个电源箱供电给插装在电源箱上的闪光灯(如图5-17
所示)。在一个电源箱上可安装三个及以上的灯头,可以通过控制钮对每一只灯头进行调

节,这些灯头可以单独工作,也可以一起工作。电源箱式影室电子闪光灯可以根据实际场景

进行远距离的、不同高度的悬挂,由电源箱上的调节面板统一进行地面控制,因此其稳定性

能和同步性能非常好,适合大场景和实景的灯光配置。

图5-16 独立式影室电子闪光灯 图5-17 电源箱式影室电子闪光灯

3)
 

热靴式电子闪光灯

热靴式电子闪光灯是安装在照相机热靴上使用的,它的金属触点与照相机热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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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接触后按动快门闪光灯就可以工作(如图5-18所示)。它非常小,由数节干电池作为

供给电源,可以在没有充足照明的光源条件下做拍摄的辅助照明工具,也可以在不方便

使用大型闪光灯的情况下使用,有时它也被作为触发影室闪光灯的引闪工具。
实例

安东尼·卡瓦拍摄了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模特儿肖像(如图5-19所示)。安东尼把独

立式影室电子闪光灯放在了模特儿的右侧,在调整好闪光灯的高度和角度之后,安东尼要做

的只有与模特儿交流,在模特最佳情绪出现的瞬间他按下了快门,闪光灯同时亮起……这张

照片充分显示了瞬时灯具照明的魅力。

图5-18 热靴式电子闪光灯 图5-19 《无题》
 

([美]
 

安东尼·卡瓦摄)

2.
  

持续光源
     

持续光源最大的优点就是“所见即所得”,布光时看到的光效基本上就是最终看到的照

片(应用于摄影)的光效。光源的持续作用有利于模特儿较好地适应环境,拍摄者也能从容

地做好拍摄准备。常用的光源有卤钨灯、氙灯和三基色荧光灯等。

1)
 

白炽灯

白炽灯作为照明光源最早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在各种照明灯具层出不穷的今

天,在画面拍摄中仍然采用白炽灯作为照明光源,除白炽灯的制造工艺不断改进,性能不断

提高之外,还因为白炽灯有许多特点是其他光源难以具备的。它具有显色性好、使用方便、
亮度可调、品种繁多等优点。白炽灯的主要缺点是发光效率比较低,普通照明用白炽灯的发

光效率只有10Lm/W(流明每瓦)左右,因此在比较大的场面照明中白炽灯往往要被其他光

源所取代。

图5-20 插脚式石英卤钨灯

2)
 

卤钨灯

卤钨灯(如图5-20所示)是在白炽灯的基础上研制出

来的,许多性能都比白炽灯更为优良,如光效高、体积小、寿
命长、稳定性强等。卤钨灯是在常用的钨丝灯的基础上充

入少量的卤素造成的,采用卤钨循环规律克服了灯泡玻璃

壳易黑化的缺点,使灯泡的发光效率和寿命得到提高。卤



104  

钨循环规律解决了白炽灯面临的发光效率与光源体积之间存在的问题,使照明光源开始向

大功率、小体积方向发展。

  为了安全地使用卤钨灯,有效地延长卤钨灯的使用寿命,充分发挥卤钨灯的工作效

率,在使用卤钨灯照明时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

 

检查所用电源与使用的灯泡在电压参数上是否一致。
(2)

 

在正式拍摄前必须提前试灯,试灯时要将灯泡对向无人的空地。
(3)

 

在使用中要轻拿轻放。
(4)

 

在使用前最好用酒精棉或软纸擦拭灯泡,装卸灯泡时要戴上洁净的手套或用软

纸隔垫。
(5)

 

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温度很高,要注意散热通风。
(6)

 

关灯后不要立即将其放在容易燃烧的物品(如地板、桌椅等)上面,以免造成物品损坏。
(7)

 

使用结束后要装进灯箱保管。
(8)

 

在运输中要避免雨水淋袭和强烈的机械振动。
(9)

 

在使用管形卤钨灯时必须水平使用,左右倾角不要超过5°。

3)
 

氙灯

氙灯是一种惰性气体灯。它的化学性能特别稳定,即使在高温状态下也不会与石英

玻璃式电极发生化学作用。氙灯放电时的光色好,且其最大的特点是光谱能量分布接近

图5-21 150W、350W、500W、1000W
球形氙灯

日光,显色性好,呈点光源发射,使用方便,
因此有小太阳之称,常用来做外景照明。氙

灯的色温为6000K,
 

Ra为95~97;
 

光效高,发
光效率为30~50Lm/W;

 

平均寿命为1000~
2000小时。

 

常用的球形氙灯如图5-21所示,电源是

手提式电瓶,工作电压为直流24V,适用于野

外无电源场合与新闻采访,连续使用时间不

宜超过10min。球形氙灯是画面拍摄、舞台

照明、探照灯、照相制版、投影放大仪、红外线

照明探测技术以及模拟日光等方面的理想

光源。
4)

 

三基色荧光灯
     

三基色荧光灯因光谱能量分布曲线是由红、绿、蓝三种原色组成的而得名,其外形和日

光色荧光灯一样。三基色荧光灯的荧光粉是把发红光、绿光、蓝光的荧光材料按一定的比例

配制的,外形和普通日光灯一样,色温为3200K,Ra为85,发光效率为65Lm/W,平均寿命

约为1000小时。三基色荧光灯发出的是柔和的散射光,辐射热量小,是一种低温光源,用于

演播室,不会因带来高温而影响拍摄工作。

5.3.2 照明灯具

照明灯具一般分为聚光型灯具和散光型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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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光型灯具

聚光型灯具是一种光束能聚能散的灯具,它射出的光线亮度高,照射范围可以调节,便
于控制光斑的大小和形状。其光线方向性强,射程较远,边缘轮廓清晰,能使被摄物产生明

显的阴影。最常用的聚光灯有菲涅耳聚光灯(如图5-22所示)、椭圆形聚光灯、回光灯(如
图5-23所示)、追光灯(如图5-24所示)和筒子灯等。

 

图5-22 菲涅尔聚光灯 图5-23 回光灯 图5-24 追光灯

聚光型灯具由于光线强、可控性好等优点在演播室、舞台、户外大型演出等场合得到了广

泛应用。聚光灯的新宠———电脑灯更使灯光师把“光影魔术”表演得淋漓尽致,如图5-25
所示。

电脑灯(如图5-26所示)装有一个微型计算机电路,可以接收控制台发出的信号,并将

它转化为电信号控制机械部分,实现各种功能。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几台、几十台甚至上百台

一起按灯光设计要求变换图案、色彩,其速度可快可慢,其场面瑰丽壮观,叫人惊奇。电脑灯

的出现是舞台、影视、娱乐灯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飞跃,也使人们对灯光技术有了新的认识。

图5-25 电脑灯使用效果图 图5-26 电脑灯

2.
 

散光型灯具

散光型灯具采用多光源组合形式,它的光学系统是一种散射形式。与聚光灯相比,它的

反光碗较大,灯具前面没有螺纹透镜,因此光线的照射面积比较大。在照明中,它是一种大

面积的泛光照明灯种,照度均匀,被照物体不产生明显的投影。这种灯多用于顶光照明与前

景正面的辅光均匀照明。散光灯多用在辅光、底子光、天幕光照明中。常用的散光灯有新闻

灯(如图5-27所示)、四联散光灯、天幕散光灯(如图5-28所示)和外景散光灯(如图5-29所

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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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新闻灯 图5-28 天幕散光灯 图5-29 外景散光灯

5.3.3 灯架装置

1.
 

落地式灯架
 

  现场摄像常用落地式灯架(如图5-30所示),安插聚光灯和新闻灯、回光灯、四联散光

图5-30 巨型落地式灯架

灯、外景散光灯等,一般由铝合金铸件和合金钢管装配而

成,可按需要调节升降高度,并有稳固、可靠的制动装置。
落地式灯架采用收拢折叠式结构,装拆方便,携带轻巧,三
爪张开,立地稳固。

2.
 

悬挂式灯架
 

1)
 

固定式悬挂灯架

固定式悬挂灯架在布光时按具体情况控制任意一盏灯

的开与关,不必移动灯的位置。这种灯架布光速度快,但装

灯数量多,有些灯的利用率较低。
     

2)
 

移动式悬挂灯架

对于移动式悬挂灯架,在它上面设置一定数量的滑动

支架,灯具可沿滑动支架移动,悬吊杆又可以升降,因此灯

具的方位和高度可以任意调整。这种灯架的用灯数量较

少,移动灵活,
 

适合各种复杂节目的制作,但成本较高、维
修量较大。

5.3.4 调光设备

演播室采用调光设备的主要目的是满足随剧情变化而调节的亮度要求。例如,利用调

光设备可以达到清晨或黄昏的变化效果。另外,由于灯丝的冷态电阻比常态小得多,如果给

冷态灯泡突然加额定电压,就会产生一个比额定电流大10倍左右的冲击电流。采用调光设

备可使灯泡的电压逐渐上升,避免产生冲击电流,延长灯泡寿命。对于复杂节目,灯光要预

先进行编组登记,在摄制时按场次预选重演,以提高工作效率。
数字调光台(特别是大回路)使用方便(如图5-31所示),其调光功能、备份功能、编组功

能、调光曲线等均优于模拟调光台,价格也比较合理,常见的有12路、36路、72路、120路、
240路、1000路等,每路多为2kW、4kW、6kW、8kW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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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灯光控制

1.
 

控制灯光的亮度

图5-31 数字调光台

控制亮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机械加减

法,即通过控制点亮灯具的数量来达到发光总强度的

增大或减弱,对于单灯,则可采用遮光板或可变光阑来

改变灯具的透光量;
 

另一种方法是电气控制法,即使

用各种不同的调光器改变灯具的工作电压或电流,从
而调整灯具的发光强度。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第一

种方法的优点是不会影响色温,缺点是调整不够方便。
第二种方法则操作简单,且能实现自动和程控操作,其
缺点是在改变发光强度的同时色温和显色性有较大的

变化。
 

2.
 

控制灯光的色彩
     

灯光的色彩控制主要通过电脑灯实现,即通过控制电脑灯内的色片和多棱镜,来产生十

多种乃至数十种的色彩变化,也可以把成批的聚光灯或雨灯分组,分别装上不同颜色的透明

彩纸,通过开关分别控制色彩变化。

5.4 布  光

布光就是布置灯光,即根据所拍画面的内容、主题选择采用某些灯具及阻光工具,在
整个拍摄场景中产生某种光线效果。这种光线效果要具备4个功能:

 

一是满足摄录技术

所需的照度、色温、亮度对比;
 

二是完成画面形象的造型,要化画面的平面结构为视觉上

的立体结构,表达物体的质感、立体感和画面的空间透视感;
 

三是利用光的方向、强弱、软
硬及色调的配置,契合电视节目的主题、内容,帮助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四是形

成一种意境或造成一种特殊艺术效果。布光的过程就是拍摄者运用“光线”这支画笔进

行创作的过程,布光过程(如图5-32所示)的成败直接决定了画面创作最终的成败。

图5-32 拍摄布光实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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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布光程序

1.
 

明确布光的目的性

  在布光时不能无的放矢。在摄影布光时要根据摄影师对画面景调、明暗、色调等的要求

进行布光,要根据编导对节目的要求和摄像镜头组的需要调整灯光。

2.
 

注重灯光的效果性

在布光时既要烘托画面气氛,更要在色光及情调上与节目内容的要求相一致。

3.
 

检查布设灯具的合理性

在布光时灯具的位置、角度、方向、亮度都要有利于反映景物的真实感,光源、灯具的选

择都要为最终的拍摄目的服务。在光源、灯具有限的情况下更要注意灯具布设的合理性,从
而实现最佳的拍摄效果。

4.
 

遵守布光的顺序性

大场面一般先布场景光,后布背景光,再布主体光,此时要求背景光能反映出布景的三

维空间。主体光首先布置主光,确立主体的初步造型;
 

然后配以辅光,以弥补主光的不足之

处,改进未被主光照亮部分的造型。为了区分主体与背景,增强画面的空间感,可用轮廓光

照明。如果主体的局部细节造型不理想或与整体不协调,则可使用装饰光来加强整体的造

型与美感。各种光线应与主光和谐一致。如果主体的活动范围大,可以用两盏以上的灯做

主光、辅光或轮廓光,但要注意光线的衔接,避免互相影响。
小场面一般先布主体光,后布背景光。因为小场面的主体与背景距离比较近,如果先布

背景光,在布主体光时主光和辅光都投射在背景上,影响原来布好的背景光。所以小场面要

先布主体光,然后根据主体光投射在背景上的范围大小、光亮程度来布背景光。

5.
 

检查用光的完整性

在布光完成后应该先进行试拍,在相机或监视器上观察实际拍摄效果,避免或消除阴

影、景物遮光、光线交叉重叠、阴影区人为扩大等效果的产生和出现。

5.4.2 静态布光

静态布光主要用于摄影及摄像中被摄主体是“静态”的情况下。“静态”是相对的,不排

除人物在原位置上的动作变化,如演员坐在某位置上演奏乐器,教师在演播室里讲课等。静

态布光并没有“固定”的或“万能”的模式,在布光时要根据画面创作的需要进行灵活的选择。
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静态布光方法。

1.
 

三点式布光

三点式布光法(如图5-33所示)是一种经典的布光方法,它用主光、辅光、轮廓光对被摄

者进行布光,有意识地在被摄者的面部造成阴影,使之有明暗变化,但整体影调并不超出摄

像机的动态范围,而且还能使被摄者与背景明显区别开来。这种布光方法在具体使用中并

没有把三种光固定在某个位置,它是按被摄者的脸型来确定主、辅光的位置,而且实际上,在
三种光之外还使用一些修饰光来掩饰或突出某种特点。这种布光法适合给单个主持人布

光,若被摄者增多,则光效不好控制。

2.
 

静态两人交流场面的侧面布光

当被摄对象是两个人物且以侧面或斜侧面相互交流的形式出现时,可采用侧面布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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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34所示)。两人交流场面的侧面布光首先要确定主光的位置,主光1(人物轮廓光

灯)出现在B者左侧前方,主光2出现在A者右侧前方,两主光的主要任务是勾画人物的主

要立体形态和各自富有表现力的主要线条。人物面向镜头一侧的阴影可让辅助光处理,两
辅助光分别出现在A、B两者的正前方,这种布光方式使人物的主要部位(面和胸部)有了由

亮到暗的、非常细致的过渡层次。至于背景光,则根据需要可加可不加。

图5-33 三点式布光 图5-34 静态两人交流场面的侧面布光

3.
 

大平光布光法

大平光布光法是指所有的灯不分主次,一律打向被摄者及背景,使被摄者及背景表面形

成均匀的亮度,不突出也不掩饰被摄者及背景的特点,让观众一览无余。这种布光法适合被

摄者相貌、身材比较好或化妆服装很考究的拍摄情况。其优点是基本上一次布好光,以后就

不用再动了,而且可以较好地去掉阴影;
 

缺点是光线没有层次感,没有光与影的韵味。

5.4.3 动态布光

动态布光是指对运动的被摄物布光和摄像机运动时的布光。动态布光区别于静态人物

的静态布光,其特点如下。
(1)

 

灯光由封闭式的某个区域性照明转变为某个较大范围内的照明;
 

每组或每个灯光

成分组合要具有可塑性,布光不仅要考虑点,还要考虑面。
(2)

 

布光要考虑到灯光与灯光、区域与区域的衔接。
(3)

 

由于被摄体或摄像机的运动,原为主光的光源可能变为逆光光源,逆光光源可能变

为主光。
(4)

 

比较注重运动之前和运动结束之后处于基本静止状态下的人物布光,即运动画面

中的起幅和落幅是整个运动镜头中布光的重点。
固定场景布光不能具体照顾到每个人和每一个镜头,要想取得最佳效果,需要给每个镜

头、每个人物单独或专门照明。动态人物的布光首先要求照明人员了解以下几点:
 

(1)
 

人物活动的路线和范围。
(2)

 

摄像机使用的镜头与景别。
 

(3)
 

摄像机本身运动的方向和目的。
(4)

 

所表现的内容和人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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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摄物运动布光
 

被摄物运动布光可用大面积布光、分区布光或连续布光。被摄物运动布光主要是解决

照明效果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1)
 

大面积布光

大面积布光是将物体活动的整个区域进行大面积布光,这和整体布光相似。例如一堂

优秀教学示范课,老师一会儿站在讲台旁边讲课,一会儿走到学生当中辅导,可将整个课堂

进行大面积布光。又如舞蹈教师的示范表演,可将整个舞台进行大面积布光,如图5-35
所示。

 

2)
 

分区布光

分区布光是将物体活动划分为一系列的重点区和瞬时区,物体在重点区的时间比较长,
需要有较好的布光效果;

 

物体在瞬时区很快就通过了,只需适当的照明,其影调反差与重点

区相吻合就可以了。如图5-36所示,教师从实验室门口走向实验台旁做实验的过程可用分

区布光:
 

教师在实验台做实验是重点区,用三点布光;
 

教师从门口走到台前是瞬间区,可用

一盏散光灯作为主光,亮度稍暗些,门后用逆光勾亮教师轮廓并与背景分离,同时也可以再

现从门口射进实验室的阳光效果。
 

图5-35 大面积布光

   

图5-36 分区布光

图5-37 连续布光

3)
 

连续布光

连续布光是按照物体活动的路线、环境以及在每一

相对位置的活动范围,利用三点布光法进行连续布光,
使物体运动的方向发生变化时,主光、辅光和逆光的方

向不变,保持同一光线造型效果,如图5-37所示。
 

2.
 

摄像机运动布光
 

摄像机运动布光可用活动灯具移动照明,例如用摄

像机的机头灯或手提新闻灯,随着摄像机运动不断地调

整照明的方位、高度和亮度平衡。摄像机运动布光是摄

像中常用的方法,要求灯光师与摄像师密切配合,熟悉摄

像内容、路线和方向,使照明效果能够前后一致、连续。
例如固定主光,随着摄像机运动平稳地移动辅光,只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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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辅光与移拍的被摄物的距离保持不变,才能使前后画面的亮度保持一致。为了使被摄物

获得足够的照度,一般以近拍为宜。

5.5 练习与实践

5.5.1 练习

1.
 

填空题

(1)
 

光的三原色主要包括 、 、 。
(2)

 

被摄体的表面亮度取决于 、 两方面。
(3)

 

光效是直射光还是散射光取决于 、 、 几个因素。
(4)

 

光线的方向按水平和垂直方向分有 、 、 、 、
、 。

(5)
 

在晴天,被照明对象主要接收三种光线的照明:
 

、 和 。
(6)

 

晨昏时刻,太阳高度很 ,光线与地面夹角较 ,光线较 ;
 

光

线中 的比例增加, 的比例减小,成 调。
(7)

 

造型光主要有 、 、 、 、 、过渡光、环境光

几种。

2.
 

简答题

(1)
 

什么是照度? 它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2)

 

光线的形态有哪些? 各自的造型特点是什么?
(3)

 

简述光线方向对被摄对象形态的影响。
(4)

 

顺光有哪些特点?
(5)

 

侧光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6)

 

逆光的表现力是什么?
(7)

 

一个完整的布光过程一般包括哪些步骤?
(8)

 

色温平衡的含义是什么?
(9)

 

电视照明的基本照明形态有哪些? 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10)

 

试述各拍摄方向的艺术表现力。

5.5.2 实践

自然光处理:
(1)

 

实践目的:
 

掌握电视摄像中自然光的使用方法。
(2)

 

实践内容:
 

用15~20个镜头叙述一个事件。
(3)

 

实践要求:
 

①
 

照明方式使用自然光;
 

②
 

充分利用自然光和发光材料修饰画面,注意保持光线的方向性;
 

③
 

采用自然光效法处理,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的反光材料修饰画面,保持画面光线的真

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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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注意自然光照明的时间特征。
(4)

 

实践方法及步骤:

①
  

掌握不同的光线形态的画面效果;
 

②
 

掌握物体的造型方法;
 

③
 

撰写拍摄分镜头脚本;
 

④
 

选择合适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联系好摄像机及其他摄制设备;
 

⑤
 

实地拍摄;
 

⑥
 

整理素材及场记。
(5)

 

实践场地:
 

校园或其他自然光环境。
(6)

 

考核标准:
 

考核学生对光的性质和物体造型的掌握程度(40%);
 

考核学生对自然

光的选择和运用能力(30%);
 

考核学生对不同画面效果光线的分析能力(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