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掌握不同景别画面的特点和作用。

2.
 

掌握景深的变化规律并熟练运用。

3.
 

掌握不同拍摄高度的画面造型特点。

4.
 

掌握不同拍摄方向的画面造型特点。

5.
 

掌握拍摄距离对画面的影响。

摄像艺术反映的是摄像人员的主观创作意图和风格,是摄像人员艺术鉴

赏水平和辨别能力的实际体现。在摄像过程中,摄像机位的选择至关重要。
摄像机位一般由拍摄方向、距离和角度3方面决定,一般称为摄像三要素。当

拍摄对象确定之后,在进行实际拍摄之前必须对摄像三要素进行选择和确定。
对于同一被摄体而言,拍摄的方向、距离和角度的不同,所得到的视觉形象以

及画面结构也不同,因此我们要了解和掌握由于摄像三要素的变化而引起的

被摄对象的形象变化和画面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在拍摄过程中积极发挥摄

像人员的艺术创造性。



在学习摄像三要素在画面造型中的规律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画面造型的相关常识,
便于对摄像三要素的理解。电视画面造型的元素主要有景别、景深、角度、构图、光线、色彩

等。电视画面就是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控制和运用来达到造型的目的。对电视画面造型的元

素做这样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操作的方便。这些元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各种元素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最终完成电视画面的表意、叙事和抒情。
电视画面塑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空间,对于这个空间的理解,我们不能仅停

留在电视荧幕所呈现的平面层次上。既然塑造的是一个空间,那么必然会涉及3个维

度:
 

二维的平面加上第三维形成了空间。摄像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三维空间里进行记

录的,于是我们在电视画面变化的考量上就有了3个维度:
 

二维考量景别,第三维考量

景深。

图3-1 电视空间造型坐标示意

为了能更加准确地描述这种空间的造型变化,引入三

维坐标来帮助理解,如图3-1所示。众所周知,空间由3个

维度构成,在坐标系上,这3个维度分别被标注为x 轴、y
轴和z 轴,x 轴和y 轴构成平面关系,加上z 轴构成空间

关系。而景别就是x 轴和y 轴所形成的平面关系,景深是

加入z轴后形成的空间关系,也就是电视画面的纵深。从

这个角度来理解景别和景深,有助于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

更好地利用景别和景深表现电视空间造型。

3.1 景别 


景别与景深是摄像师在创作过程中组织和构造画面、制约观众视线、引导观众注意、规
范画面内部空间、暗示画面外部空间,决定观众的观看内容、观看方式以及对画面内容接受

程度的一种有效造型手段。对电视画面中景别与景深的处理,是摄像师进行视觉创作的重

要造型手段之一。
景别是电视画面空间造型中对平面关系的考量。所谓景别,是指通过摄像机所拍摄的

画面,其表现的主体在整个电视画面中所呈现出的大小和范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景别的概念:
 

一是景别是电视画面造型的手段,意味着只有通过镜头拍摄的画面才有景别

可言,也意味着控制景别的手段在于镜头;
 

二是景别是主体在整个电视画面中所占的面积

大小,这意味着主体的面积大小是考量景别的主要参照。另外,景别也是电视画面从二维平

面的关系上识别主体位置和空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如图3-2所示。
景别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之间的实际距离,二是所使用的摄像

机的焦距长短。在摄像机焦距不变的情况下,摄像机距离被拍摄主体越远,主体在画面中所

占的面积越小,景别越大;
 

摄像机距离被拍摄主体越近,主体在画面中所占的面积越大,景
别越小。在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之间距离不变的情况下,焦距越长,景别越小;

 

焦距越短,
景别越大,如图3-3所示。

从造型的角度来说,景别意味着距离,同时也暗示屏幕空间。通过景别大小可以判断出

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之间的距离,大景别意味着摄像机距离被拍摄主体距离较远,小景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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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景别(CCTV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画面)

图3-3 相同被摄主体的不同景别表现(CCTV纪录片《故宫》画面)

味着摄像机距离被拍摄主体距离较近。同时,不同的景别也暗示着画面带给观众的心理距

离不同。景别暗示屏幕空间是指:
 

当景别较小时,电视画面中表现被拍摄主体所占的面积

较大,表现空间和环境的面积较小;
 

当景别较大时,电视画面中表现被拍摄主体所占的面积

较小,表现空间和环境的面积较大,如图3-4所示。

图3-4 景别和空间的关系(CCTV纪录片《故宫》画面)

从叙事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景别有不同的功能和特点,较大景别能够交代环境和空间特

征,而较小的景别交代细部特征、强调细节。特写就是一种比较小的景别,在电视节目中,编
导经常使用特写镜头交代需要观众注意的细节,起到强调的作用,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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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特写交代细节(电视剧《三体》画面)

3.1.1 景别的划分

为了在电视节目制作的实际操作中方便理解,人们对景别进行了划分,不同的工作团队

可能在景别的划分上有细微的差异,但无论哪一种划分方法,其根本都是根据被拍摄主体在

画面中所占的面积大小进行划分的。
景别依据被拍摄主体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简称为

“远全中近特”。根据电视制作的实际应用,这5个景别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大远景、远景、大
全景、全景、人物全景、中景、中近景、近景、特写、大特写,10个景别基本涵盖了所有可能出

现的景别。在大多数实际操作中,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就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实际所

需。我们以这5种景别为基础,分别说明不同景别的特点。

1.
 

远景

远景在所有的电视景别当中是视距最远、表现空间范围最大的一种景别,主要用来表现

环境、空间、景观、气势、场景等宏大的场面。远景的视野深广、宽阔,画面中的人物隐约可

见。远景中人物所占的面积较小,而表现环境和空间所占的面积较大。

图3-6 远景(CCTV纪录片《故宫》画面)

远景画面可细分为大远景和远景两类。
大远景表现的是极开阔的空间,如茫茫的群

山、浩瀚的海洋、无垠的草原等。画面特点

是开阔、壮观而有气势和较强的抒情性。远

景一般表现比较开阔的场面,如城市规划、
战争场面、群众集会、田园风光等。这种场

面的特点是比较开阔、舒展,这是由于一些

宏大物体的轮廓线能在画面中表现清楚。
远景也通常用来交代环境和空间关系,表现

事件发生的地理特点和方位等,重在表现画

面气势和总体效果,如图3-6所示。
远景在画面造型中的作用如下:

 

(1)
 

远景画面呈现的视野开阔,包容的景物范围大,画面容量也大。因此,适用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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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和事件的空间位置关系、环境、规模和气势等。电视专题片《话说长江》多次运用远景画

面表现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江和水天相连天低水宽的长江,使我们对长江有了深刻直

观的认识。同时,也展示了九曲长江万里长这一壮观的场面。
(2)

 

远景通过画面所呈现的极开阔的空间和壮观的场面,将观众的观点拉向远处,从一

定距离对事件的整体及所处的环境加以表现。并通过对事件和景物一定量的表现,形成一

种磅礴之势,以势传情,给观众的情绪以冲击和震撼。
(3)

 

以景物为主题的远景画面还具有借景抒情的意味。远景画面将景物处理在远处与

大自然合为一体,使物体的细节淡化,画面形象较为空灵、模糊和含蓄。正是这种画面表现

的不明确性和不专指性,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调动了观众的联想。
(4)

 

远景不仅是写景的景别,而且还是写人的景别。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让观

众产生无限想象,可以让主人公在画面中呈现为一个点状,让观众看不清人物的细节动作,
更看不清脸部表情,使画面充满韵味和悬念。

(5)
 

在电视片中用远景作为开篇或结尾画面。远景画面的视野开阔,所包含的内容丰

富,因此,在开篇使用远景镜头,可以介绍整个事件的环境,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用于

结尾处的远景镜头,给观众思维一段缓冲的时间,从具体事件中慢慢退出。远景在开篇和结

尾处的使用,可以产生交相辉映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要以远景作开篇

和结尾,这要与电视节目具体内容相联系。

2.
 

全景

图3-7 全景(CCTV纪录片《故宫》画面)

全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用来表现被

拍摄主体的全貌或者人物的全身,表现相

对于局部而言的整体景观和场面。全景既

有被拍摄主体的全貌,同时也有交代环境

和空间的部分。全景主要揭示画内主体的

结构特点和内在意义,完整地展现人物的

形体动作,并且可以通过形体表现刻画人

物的内心状态,表现事物或场景全貌,展示

环境,并且可以通过环境烘托人物。全景

具有叙事、描写的功能,如图3-7所示。
与远景相比,全景具有明显的视觉中

心和结构主体,突出画面中的重点内容。其具体作用如下:
 

(1)
 

表现一个事物或场景的全貌。全景的场面仅次于远景,针对某一具体事物,将被摄

事物或场景的全貌收进画面,使该事物或场景在画面中呈现了完整形态,使观众对所表现的

事物和场景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如在体育节目中表现运动员矫健奔放的运动形体,在文艺

节目中表现舞蹈演员洒脱飘逸的各种舞姿,在经济节目中表现各行业劳动者的劳动姿态。
同时,全景画面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在教学片、纪录片等纪实性的电视节目中,用全景

来介绍事物的全貌,效果更好。
(2)

 

通过对人物形体动作的展现,体现人物内心与情感的心理状态。在影片《画家苏里

科夫》中有一个镜头,画家悉知自己妻子身亡,他急速奔回家中,一推门只见室内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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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体靠在墙上瘫倒在地。这时影片没有用特写去表现画家双目流泪,目光呆滞的面部表

情,而是通过一个俯拍的全景展现了他瘫倒在地的动作及空荡荡的房间,将画家在意外打击

下的悲痛欲绝通过人物的形体动作深刻地表现出来。
(3)

 

为人物、情节提供特定的环境。全景画面在表现人物时常在其周围保留一定的环

境空间,用以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特点,确定被摄人物或物体在实际空间中的位置,将人或

物全部处理在一个画面中,他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具体方位就一目了然了。环境对人物身份

进行某种规范和说明,对人物情绪、性格及心理活动具有映衬烘托作用。全景对环境的定位

也决定了后面的镜头的各要素应该与这一环境相匹配。

3.
 

中景

中景主要用来表现被拍摄主体的局部以及成年人膝盖以上的部分。中景着重表现环境

气氛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心理活动。较全景而言,中景画面中人物整体形象和环境空间

降至次要位置。中景擅长叙事,能够展现物体最有表现力的结构线条,展现人物的脸部和上

肢的活动,以及人物之间的交流。
在电视节目中,表现主持人、演员的镜头大多数既需要让观众看到主持人、演员的表情,

也需要让观众看到主持人、演员的动作,这时候就通常选用中景。中景给观众提供了指向性

视点,它既提供了大量细节,又可以持续一定时间,适于交代情节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能够具

体描绘人物的神态、姿势,从而传递人物的内心活动,如图3-8所示,舞蹈节目《只此青绿》中
就有中景镜头描绘舞者之间的关系与眼神的表达。

图3-8 中景(舞蹈节目《只此青绿》)

与全景相比,中景更注重具体动作和情节的表达,而非整体形象和环境层次。中景的具

体作用如下:
 

(1)
 

展现人物动作与故事情节。手臂是人体交流情感,表达意思较为活跃和多变的一

个部位,人们在传递过程中常以手势相助。对于人物手臂活动与上半身活动范围的表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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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过大,近景过小,而中景则正好。在有情节的场景中,中景画面可以使观众看清人物上半

身的动作和情绪的交流,看清交流双方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常被用作叙事性的

描写。
(2)

 

表现主体内部最富有表现力的结构线。表现一栋楼房,当画面由全景推至中景时,
其外部轮廓线条被分割和破坏,失去了它在画内的统治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楼房表面的框架

结构,即清晰起来成为画面中主要的结构线条。
此外,中景还承担着远景、全景和近景、特写之间的过渡作用,根据节目内容和观众心

理,将不同景别的镜头合理地连接起来。

4.
 

近景

近景是指主要表现被拍摄主体的局部的景别,表现人物表情、物体的局部等。近景通常

通过和全景、中景、特写等景别组合在一起,完成一个镜头段落。近景也常常用来表现人物

的精神面貌和物体的主要特征,能够产生一种近距离的交流感。在电视节目中,新闻播音

员、主持人等常使用近景画面。在近景中,主体的细节成为表现的重点,而环境和空间等则成

为其次,画面中大部分空间留给了人物形象或被摄主体物,以吸引观众注意力,如图3-9(a)
所示。

近景的具体作用如下:
 

(1)
 

近景是表现人物面部神态和情绪、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景别。近景将被摄人物的

面部表情十分清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人物面部肌肉的颤动、目光的移动、眉毛的挑动,都能

给观众留下印象。人物的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在近景画面近距离的表现中一览无余

地暴露在荧屏上,使观众更容易观察到演员表情的细微变化,从而感受到其内心的情感

变化。
(2)

 

近景画面拉近被摄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容易产生一种交流感。近景画面中地

平线基本消失,不同空间透视的差别从画面上很难看出来,使观众有与画内人物共处同一空

间的感觉,这种视觉感知空间的统一直接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感和现场感,缩短画中人物与观

众的心理距离,是电视节目将观众带入特定情节和实现感情交流的有效手段。
(3)

 

近景充分利用画面空间,近距离地表现物体富有意义的局部。如观看一个软功杂

技演员演出,当他用双腿反向弯过头部用双脚尖夹起一叠精美的瓷碗时,人们的注意力会移

到脚尖处,这时用近景能收到较好的画面效果。
近景突出局部,包含内容比较少,所以对画面正确性、吸引力要求较高。近景没有体现

环境和背景,处理不当就会使观众感觉迷惘。因此,在使用近景时要将其与特定的情景相结

合,同时要保证画面质量。

5.
 

特写

特写是指主要用来表现被拍摄主体细部特征的景别,是视距最近的画面。特写的表

现力非常丰富,可以造成非常强烈的视觉效果,引起视觉注意。特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

是选择、放大细部的特征,在表现人物时,起到放大表情的作用。特写可以强化观众对于

细节的认识,以细节寓意深层次含义,引发联想,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在一组镜头中,
特写往往起到强调的作用。特写可以把画内的情绪引向画外,分割整体与局部,制造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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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等,如图3-9(b)所示。

图3-9 相同物体的近景和特写(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画面)

特写又可分为一般特写和大特写。大特写用画面的全部来表现人或物的某一生动或重

要的局部细节,如一个水杯、一双眼睛、跳动的秒针。大特写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

强烈的感染力,常在需要突出事物的局部或强调某些情绪时使用。
特写的具体作用如下:

 

(1)
 

通过排除一切多余形象来突出事物最有价值的部分,强化观众对所表现的形象的

认识。特写画面内形象单一、鲜明,视觉上给人以一种醒目的效果,容易引起观众对画内形

象的注意,从而产生强调的作用。在表现物体的质感时,如人的皮肤粗糙或细嫩的质感,密
度较高的金属物质坚硬光滑的质感,玻璃器皿晶莹透亮的质感等,可以调动观众的触觉经

验,加强画面的感染力。
(2)

 

描写事物细节,突出事物的细节特征,从而达到透视事物的深层,揭示事物本质的

目的。同时,通过对人物面部的直接表现,揭示人物复杂多样的心灵世界,并由此形成一种

独特的场面调度。1986年6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报道埃塞俄比亚难民涌入索

马里难民区的新闻片,整条新闻画面大部分是全景,只有一个特写画面,画面展现的是一个

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我们突然惊奇地看到婴儿脸上落着几只苍蝇,而孩子此时只睁大眼镜注

视着摄像机,竟不用手去驱赶一下脸上的苍蝇。这个特写画面深刻地揭示了难民们的悲惨

境地,具有以一当十的表现力。
 

(3)
 

将画面内情绪向画面外推出。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台阶那场戏,
有一个特写画面,表现母亲见到放有自己婴儿的小车沿着台阶向下滚动时大声尖叫,极近距

离地记录下母亲恐惧的表情,被画面框架部分截取的手臂似乎要撕开框架向外冲出来的动

作给人一种画面内情绪向画面外宣泄的感觉。
(4)

 

通过割裂被摄物体局部与整体的联系调动观众的想象,创造悬念。如:
 

画面中一

只手拧开房门,拉开抽屉,拿出一支手枪,手指扣动扳机,黑暗处一声惨叫。这一系列特写画

面将几个明确的动作连接起来,激发了观众对人物和事件前后的想象。
此外,特写分割了被摄物体与周围环境的空间联系,常被用作转场镜头。特写镜头在影

片组接中常常是表现的重点,在应用时要多加思考。
景别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同样一个取景范围,它属于哪一类景别,要看

对什么而言。如一个学生的全貌,对整个教室来说,它是局部,但对学生本身来说,它是全

景。各种景别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这就要求在运用时,要根据电视节目的内容和镜头间的

联系做出合理选择,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景别的表现功能。图3-10为国庆70周年阅兵

式中一组不同景别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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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一组不同景别的镜头

目前相当一部分电视节目都在演播室录制制作,演播室节目所表现的主体基本都是人,
所以,目前也有制作团队以一个成年人在电视画面中所占的面积大小来划分景别。这种方

法在演播室拍摄中非常便于制作团队的沟通。按照这种分法,景别分为全景、中景、中近景、
近景和特写。具体划分标准为:

 

成年人全身像为全景,膝盖以上为中景,腰以上为中近景,
胸以上为近景,肩以上为特写。这种明确划分标准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十分便利,大大减少

了多信道制作中因为对景别理解的误差而造成的失误,如图3-11所示。

图3-11 景别划分示意图

对于景别划分的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团队可能会有差异,景别的划分也不可能精确

到某种度量。比如对于特写,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到底推到多近才算特写?”
“特写和大特写有什么区别?”在这一点上,目前业界大多数团队都只是约定俗成了这些景

别,而对于具体操作中的应用,还需要操作者和工作团队交流沟通。

3.1.2 景别的功能和意义

景别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叙事,不同景别的组合使用,有利于将事件讲述清楚,场面、环境

和空间更好地展现出来。其次在于景别的变化,大大拓展了观众的视觉限制,比如观众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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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舞台表演时,是不会像观看电视这样得到丰富的视觉信息的,而这些信息大多通过景别的

变化取得的。
观众在剧场观看相声和在电视里观看相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剧场观看相声节目的

观众,视点单一,基本上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座位靠前的观众,能够看得清相声演员的表情,
座位靠后的观众,就只能看见两个人在那里说相声的动作。但是电视画面通过景别的变化,
使得每一个电视观众都能看得见所有演员的表情和动作,基本没有遗漏。

观众在现场观看开幕式和在电视里观看开幕式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在现场观看开幕

式的观众,视点单一,基本上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中

的景别变化,看到的信息甚至会比在现场的观众更多,如图3-12所示。

图3-12 电视画面中的景别变化(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直播)

景别同时还能建立起画面主体同观众之间的情感距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看世

界的景别是视线的全部,空间开阔,也就是全景。但当我们非常关注一件事物特别是某个细

节时,人或物在视觉上就会被拉近,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中的成像会变大,物体存在的背景和

相关的其他物体就会变得模糊甚至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正是这种视觉心理决定了景别的重

要功能———建立心理和情感距离。较小的景别视觉刺激性较强,有一种带有强制走进观察

的视觉效果。用于人物之间时,近景系列的景别制造出暧昧的、亲密的感情气氛或者利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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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紧密的感觉。较大的景别对人眼的刺激与冲击较小。较大的景别一般会呈现出宽广的空

间、开阔的视野,视觉上感觉空间距离的遥远,可以在观众心理上产生空间的远离和旁观感、
不介入感,以及超脱与超然感,从而使画面在整体上显得较为客观和宏观。

3.2 景深 


景深是电视画面空间造型中对画面纵深的考量。所谓景深,是指通过摄像机所拍摄的

画面,在画面纵深的关系内,其影像清晰的范围。通俗地说,景深就是距离摄像机镜头最近

的清晰影像到最远的清晰影像之间的距离。景深的形成离不开镜头,也意味着控制景深的

 图3-13 景深(CCTV纪录片《故宫》画面)

手段在于镜头。其次,既然景深是一个影像清

晰的范围,那么这个范围肯定可大可小。另

外,景深也是电视画面从三维关系上识别主体

位置和空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如图3-13所示。
通过景深的定义我们知道,景深是一段通

过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在画面纵深的关系内,
其影像清晰的范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

画面当中所有的被拍摄对象都是清晰的(所有

的被拍摄对象都在焦距之内清晰成像),那么

这个画面就没有造型意义上的景深可言,虽然

这个画面实际上依然存在光学意义的景深。
通常当我们提到景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指电视画面造型意义上的景深,也就是在电视画面

的纵深关系中存在清晰成像的部分,也存在没有清晰成像的部分,在这个范围中,我们开始

讨论如何运用景深完成电视画面造型。
大多数情况下,景深会有大景深和小景深之分,也有人将大景深称之为深景,小景深称

之为浅景。大景深是指在电视画面当中,纵深关系上清晰成像的距离较长,画面的层次较

多,内容比较丰富。小景深通常是指在电视画面中,纵深关系上清晰成像的距离较短,画面

层次少,内容单一,甚至只有一个被表现对象,而前后景均虚化(失焦)。大景深适合表现那些

层次丰富,需要表现对象较多、较大的情况,而小景深则擅长表现较小、较细微的被拍摄对象。

3.2.1 景深的形成因素

景深的形成和3个因素有关,分别是光圈、焦距、物距。
光圈是光学镜头中一个控制镜头进光量的物理装置,光圈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镜头的进

光量,从而影响成像效果。当焦距、物距不变,光圈较大,通光量较大时,景深较小(浅);
 

光

圈较小,通光量较小时,景深较大(深)。
目前大多数摄像机使用的镜头为综合镜头,在一个镜头中通常有一个以上的镜片,形成

镜片组。从物体上射出的光线进入镜头之后,经过镜片的折射等,最终汇聚于一点,这个点

被称为焦点,而焦距就是镜片的中间点到焦点之间的距离。当光圈、物距不变,焦距越长时,
画面纵深关系上清晰的范围越小,景深越小(浅);

 

焦距越短时,画面纵深关系上清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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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景深越大(深)。
物距是指被拍摄物体到镜片的距离。当光圈、焦距不变时,物距越大,景深越大(深);

 

物距越小,景深越小(浅)。
在实际操作中,摄像师通常是通过综合使用光圈、焦距、物距来获得所需要的画面景深。

3.2.2 景深变化与选择性聚焦

景深在拍摄中由光圈、焦距、物距决定,这意味着,当有计划地改变这三者时,景深也将

得到改变,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男女主角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面向镜

头对话,当站在前面的男主角说话时,画面当中男主角是清晰的,而站在后面的女主角是虚

化的;
 

当女主角说话时,女主角是清晰的,而男主角是虚化的。这种谁说话强调谁的景深变

化是在男女主角和摄像机不移动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焦距、选择性聚焦得到的,如图3-14
所示。

图3-14 景深的变化(电视剧《三体》画面)

3.2.3 景深的功能和意义

景深作为电视画面造型的一个手段,可以起到控制画面信息量的作用。在很多的电视

节目中,尤其是新闻节目里,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画面是:
 

画面中清晰成像的是一盆花,花
后是虚化的不愿意透露身份的被采访者,这就是一种利用景深镜头来控制画面信息量的做

法,在部分电视剧中,也用景深控制想让观众看到的信息。如图3-15所示。在大多数情况

下,节目制作者不希望观众将注意力分散到那些不重要的画面信息上,所以通常也通过带有

景深的镜头虚化前景或背景。

图3-15 景深控制画面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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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景深同时还能控制观众的视觉重点。视觉重点是指电视画面中,观众留意观看和

着重观看的部分。我们可以在拍摄的过程中,刻意虚化画面中不需要重点表现的部分,突出

需要观众留意的部分,来达到控制观众视觉重点的目的,如图3-16所示。
较小的景深还可以压缩画面空间,使得较小的被拍摄主体能够以较大的、较清晰的形象

呈现在画面中,让观众获得以往没有的视觉体验,这同时也有助于抒情,如图3-17所示。

图3-16 景深控制观众视觉重点

(电视剧《三体》画面
 

)
图3-17 景深压缩画面空间(纪录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画面)

景深是作为造型手段出现的,通过景深,我们可以很好地布局电视画面空间在纵深

上的元素,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取舍和主次关系的表现,就构成了电视画面在纵深上的独

特美感。










 












  影响景别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之间的实际距离,二是所使用的

摄像机的焦距长短。景别依据被拍摄主体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分为远景、全景、中景、
近景和特写,简称为“远全中近特”。景深就是距离摄像机镜头最近的清晰影像到最远

的清晰影像之间的距离。景深的形成与光圈、焦距、物距有关,当焦距、物距不变时,光
圈越大,景深越小;

 

光圈越小,景深越大。当光圈、物距不变,焦距越长时,景深越小;
 

焦

距越短,景深越大;
 

当光圈、焦距不变时,物距越大,景深越大;
 

物距越小,景深越小。
 

3.3 拍摄角度 


摄像机的拍摄是在空间当中进行的,这必然形成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的位置关系。摄

像机和被拍摄主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称为角度。角度包括垂直平面角度和水平平面角

度。角度同时又被称为摄影角度、镜头角度、拍摄角度和机位角度。角度能够很好地传达创

作者意欲表达的信息,有效完成叙事和抒情。
拍摄角度是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的位置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抽象的

层面来理解这个概念:
 

一是当以被拍摄主体为圆心时,如果不考虑被拍摄主体和摄像机的

距离,摄像机围绕被拍摄主体出现的位置最终将会形成一个球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拍摄

的时候,拍摄角度选择的多样性;
 

二是“被拍摄主体”意味着摄像机的镜头光轴始终指向被

拍摄对象,这对我们理解运动镜头的相关概念有帮助。在拍摄过程中,最终呈现给观众的角

度将会是多种多样,并且是充满视觉刺激的。
拍摄角度是电视画面造型的重要手段,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画面其主体的轮廓、光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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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角度分为垂直方向(拍摄高度)

和水平方向(拍摄方向)

构、位置关系和情感倾向是完全不同的。对

于拍摄角度,我们可以从几何层面和心理层

面来理解。从几何层面理解为:
 

当以被拍摄

主体为圆心时,如果不考虑被拍摄主体和摄

像机的距离,摄像机围绕被拍摄主体出现的

位置最终将会形成一个球体。实际上,形成

这个球体的摄像机出现的位置,在实际拍摄

中可以归纳为垂直方向角度(拍摄高度)和水

平方向角度(拍摄方向),如图3-18所示。从

心理层面来理解,拍摄角度又可分为客观性

角度和主观性角度。

3.3.1 拍摄高度

拍摄高度是指摄像机镜头与被摄体在垂直方向上相对位置或相对高度。根据摄像机在

垂直方向上位置的不同,一般分为平拍、俯瞰、俯拍、仰拍。

1.
 

平拍

平拍是指摄像机和被拍摄主体在同一水平线上,其画面效果相当于人眼的平视,与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绝大多数视角一样,符合人们正常情况下观察世界的角度,被拍摄物体

通常不变形,画面具有稳定感。平拍以拍摄者或表现对象的视线高度为基准,所展现的画面

自然、平稳,符合观众的视觉要求。电视节目中的镜头大多数都是平拍。
在平拍画面中,被拍摄主体通过镜头形成的透视感比较正常,拍摄的人物不带感情色彩

的评价,通常表示一种平等的关系,画面使观众感到平等、公正、客观。新闻报道、访谈、新闻

深度节目等经常大量使用这种角度进行拍摄。平拍的画面因为和人眼所观看的世界没有太

多差异,所以比较平淡,不像其他角度具有新鲜感和视觉刺激。

图3-19 平拍(CCTV《朝闻天下》画面)

在电视画面中,平拍画面更多地体现

一种平等、尊重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
电视中出现的人物都需要在画面中体现出

这种平等和尊重。如果被拍摄对象是坐轮

椅的残障人士或者儿童,那么使用肩扛摄

像机的成年摄像师就应该想办法采用平拍

角度来进行拍摄,通常采用下蹲或者放低

三脚架的方式,如图3-19所示。平拍画面

结构稳定,观众与被摄主体在心理上是平

等的,可以反映出亲切和冷静的情绪,表现

出较强的交流感
 

。另外,运动的平拍镜头

常常代表被摄人物的主观视点,能使观众

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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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平拍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表现同一水平面的物体时,会压缩空间,不利于空间

透视和层次的表现;
 

画面中地平线处于画面中央位置,使画面产生明显分隔感,容易显得呆

板、单调。所以在运用平拍时,摄像师常常要运用地面上的某些物体突破地平线(穿过地平

线),使地平线出现一定变化因素。

2.
 

俯瞰

俯瞰是指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所在水平线大致成垂直关系,形成一种凌驾于被拍摄主

体之上的感觉。俯瞰又被称作“大俯角”,有人也称之为“上帝之眼”,意为俯瞰角度只有上帝

才能看到。
这种拍摄角度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获得的视觉经验,俯瞰的画面表现出强烈的视觉

冲击,观众往往具有极度的心理优越感,同时可以强调出被摄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

地面上的线条,如人物的运动轨迹等,使画面具有图案形式美感,
  

在拍摄中属于较少使用的

角度。
 

在电视中,俯瞰通常用来表现辽阔的大地和场景,通过航拍等辅助手段将摄像机带到

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进行拍摄,使用俯瞰角度拍摄出来的画面通常气势恢宏,如图3-20(a)
所示。在一些文艺晚会和综艺节目中,也较多地使用俯瞰角度来表明舞蹈演员的队形变化

等,如图3-20(b)所示。

图3-20 俯瞰

正因为俯瞰角度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并且拍出的画面视觉刺激强

烈,所以在大型活动中,经常采用航拍来实现俯瞰的角度。中央电视台2008年第二十八届

奥运会开幕式直播、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阅兵式直播等,大量采用了航拍俯

瞰的角度,使得直播的整体画面立体生动,气势恢宏。

3.
 

俯拍

俯拍是指摄像机处于被拍摄主体所在水平线之上,高于被拍摄主体,摄像机光轴倾斜向

下拍摄的拍摄方式,其画面效果相当于成年人视角观看儿童一般,是一种从上倾斜向下观看

的角度。俯拍会造成被拍摄主体的竖向线条被压缩,被拍摄主体的竖直方向的特点被忽略,
如图3-21所示。

在景物拍摄中,俯拍有利于在画面上表现被拍摄主体的层次,展示场景内景物的层次、
规模,常用来表现场景的整体气氛和宏大场面,给观众以深远、辽阔的感受。同时俯拍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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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俯拍

调环境和空间,可以明显表现出被摄物体的运动轨迹和空间关系,可以用来表现强烈的冲突

和力量对比。在人物拍摄中,俯拍会使得人物显得渺小,处于环境之中,容易形成一种困窘、
孤立、绝望、压抑等气氛。俯拍的角度还经常被用来表达一种蔑视、贬义的感情色彩。另外,
俯拍的角度也通常在影视剧中用来表现高个子人物的主观视角。

俯拍的不足之处在于容易丑化人物形象,不适于表现被摄主体与观众的平等交流和正

常情感;
 

观众看不到被摄主体的全部表情,不利于表现被摄主体之间的细致感情交流;
 

被

摄主体与背景色彩相近时,较难突出被摄主体。所以,在拍摄时,要注意运用构图、色彩、影
调和运动等技巧来突出被摄主体。

4.
 

仰拍

仰拍是指摄像机处于被拍摄主体所在水平线之下,低于被拍摄主体,摄像机视轴倾斜向

上拍摄的拍摄方式,其画面效果相当于儿童视角观看成年人一般,是一种从下倾斜向上观看

的角度。
在仰拍的画面中,被拍摄主体的高度和面积都被夸大,背景和陪体被简化,画面中背景

的面积比其他角度大。若拍摄的是外景,背景较大面积会是天空;
 

若拍摄的是内景,背景较

大面积会是天花板。
仰拍在景物拍摄中,将会在构图上呈现出主体被夸大的视觉效果,增加画面的垂直高度

感,建筑物会有雄伟壮丽的视觉效果,如图3-22(a)所示。如图3-22(b)所示,在人物拍摄

中,仰拍将会使人物产生变形,从而使观众在视觉上觉得人物高大,人物形象被强调,形成人

物高大、强壮的形象,具有力量、雄伟等感觉。仰拍有时也被用来表达威严、雄壮、景仰与崇

敬的感情。在拍摄处于运动状态的人物时,仰拍会使得画面的运动感加强,画面内人物的动

作幅度会比平拍和俯拍更加明显,动作片中经常会使用仰拍角度。仰拍也经常会被用来表

现儿童的主观视角。
仰拍在画面造型中特点突出,由于镜头低于拍摄对象,画面中的水平线较低,水平线以

上的景物占了主要位置,所以,主体景物往往安排在画面上部的前景加以表现,后景景物往

往被前景遮挡或者被排除到画面之外,具有净化背景、突出主体的作用
 

;
 

仰拍在表现跳跃、
腾空等动作时,能使跳跃高度和腾空动作更夸张,增强画面视觉冲击力;

 

可以通过场景中的

天花板等顶部物体表现透视关系,增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造成强烈的距离感和透视感;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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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仰拍

众会产生抬头仰视的视错觉,所以观看时处于心理劣势,同时由于被摄主体往往呈现稳定的

三角形构图,因此仰拍画面中被摄主体显得比平常高大、挺拔,可以表现敬仰、自豪、骄傲等

感情色彩。
仰拍在画面造型中呈现的不足之处:

 

在广角状态下近距离仰拍会产生严重变形效果,
因此摄像师在拍摄仰拍镜头时尤其要注意镜头焦距、拍摄距离这些因素;

 

另外,仰拍带有非

常明显的感情色彩,运用不当会使摄像师的态度过于暴露,容易出现过于概念化的镜头,引
起观众的反感。

在垂直方向上理解和运用拍摄角度时,要特别注意不同角度带来的透视变化,以及这种

透视变化对拍摄主体的画面形象再造、对观众心理和情感的影响。通常拍摄角度要符合观

众的观看习惯,比如,拍较高的人往往用仰拍,拍较矮的人往往用俯拍,表现两个人物坐着

时,往往用平拍或者小角度俯拍等,做到拍摄角度的合理性。在《指环王Ⅰ》中,甘道夫来到

夏尔国拜会老朋友巴金斯的场景中连续应用到了仰拍和俯拍。在《三体》中,叶文洁与潘寒

在三体地球组织集会中的过程中连续应用到了仰拍和俯拍,很好地体现了人物的视觉关系,
如图3-23所示。

图3-23 俯拍与仰拍的对比效果(电视剧《三体》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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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拍摄方向

拍摄方向是指摄像机镜头与被摄体在水平平面上360°范围内的相对位置。拍摄方向

的变化会带来电视画面中事物形象特征和画面表现意境的变化,根据摄像机在水平位置上

的不同,一般分为正面拍摄、侧面拍摄、背面拍摄。

1.
 

正面拍摄

正面拍摄是指在拍摄时,摄像机位于被拍摄对象的正前方拍摄。在电视画面中,通常正

图3-24 正面拍摄(CCTV新闻节目主播出镜)

面拍摄用来表现主持人面向电视机观众,
形成一种和观众面对面交流的感觉,如
图3-24所示。

正面拍摄会形成被拍摄对象直面镜头

的效果。正面拍摄的画面有利于表现被摄

对象的正面特征,容易显示出庄重稳定、严
肃静穆的气氛。在表现人物时,人物面部

在镜头中呈现的越多,画面中关于人物的

信息量就越多。正面拍摄人物的面部能形

成一种和观众近距离、无障碍沟通交流的

效果,使得观众认为出镜人物正在和自己

交流,拉近出镜人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正面拍摄的不足之处在于空间透视感差,场面缺乏立体感,画面构图容易显得呆板、无

生气,前面的被摄物体容易挡住后面的物体,使画面信息不完整。

2.
 

侧面拍摄

侧面拍摄包括正侧拍摄和斜侧拍摄。正侧拍摄是指摄像机镜头轴线与被摄主体的朝向

轴线垂直,也就是在与被摄主体成90°的位置上进行拍摄。斜侧拍摄是指摄像机镜头轴线

与被摄主体成一定夹角,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左前方、左后方、右前方、右后方这些角度,
统称为斜侧面方向,这是拍摄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拍摄方向。

正侧拍摄通常用来拍摄运动中的对象,正侧方向有助于展现运动主体的线条和动作,突
显运动感。在田径比赛转播中,跑步项目就经常会使用正侧角度来表现运动员的竞赛过程,
这样有利于展现不同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和他们跑动的姿态,尤其是最后冲刺的时候,都是用

正侧拍来展现最后一瞬间的,这样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运动员的位置,如图3-25所示。在

大型活动转播中,也经常使用正侧角度来表现入场或者正在行进中的拍摄对象。在影视剧

中,正侧方向拍摄也经常用来表现人物行动的方向,人物从画面的一侧入镜,再从画面的另

一侧出镜。在谈话节目中,经常使用正侧方向的镜头来表现谈话双方的神情姿态、空间位置

关系。但正侧拍摄在空间透视感上表现较弱,观众与被摄体缺乏交流感。
斜侧拍摄会使被拍摄对象本身的横线条在画面中变成斜线条与画框相交,形成透视,使

得画面生动活泼,有利于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立体形态和空间深度。如果以人脸为参照,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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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左前侧、右前侧、左后侧、右后侧。在访谈节目或者采访中,经常出

现的过肩镜头就是一种斜侧方向拍摄,画面中两个人物的脸部都只被拍摄一部分,在画面中

出现人物甲的右前侧脸和人物乙的左侧耳际和腮,这时摄像机是位于人物甲的右前侧,人物

乙的左后侧,如图3-26所示。

图3-25 正侧方向拍摄(CCTV
 

2009年国际

田联黄金联赛巴黎站转播画面)
图3-26 斜侧方向拍摄(CCTV电视节目

《朗读者》画面)

斜侧拍摄的画面具有较强立体感、纵深感,物体的立体形态表现清晰,产生明显的透视

效果,有利于安排主体和陪体,区分主次关系,突出被摄主体。如电视采访中,通常采用中

景,采访者位于前景,呈后侧角度,被采访者位于中间,呈前侧角度,这样,观众的注意力会很

自然地落到被采访者身上。
侧面拍摄的镜头可以展现人物的轮廓,如果配合灯光效果,可以清晰地出现人物的轮廓

光,在逆光拍摄时也会出现漂亮的剪影效果。

3.
 

背面拍摄

背面拍摄是指在拍摄时,摄像机位于被拍摄对象的正后方向进行拍摄。在背面拍摄时,
主体背对镜头,观众与被摄对象的视线其实是同一方向的,使观众产生一定主观视觉效果。
背面拍摄突出了被摄主体后方的陪体和环境,无法呈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姿态动作起到表现

人物心理活动的作用。背面方向拍摄与正面方向拍摄相逆。
在纪录片中经常会看到一种背面拍摄镜头,主人公在行走,摄像机在主人公身后跟随进

行拍摄。人物的背面方向拍摄形成一种很强的引导感,由于主人公视线的方向与摄像机拍

摄的方向一致,主人公所看到的场景与观众在电视画面中看到的场景一致,会给观众带来强

烈的现场感和主观参与感。很多新闻片、纪录片都采用人物背面方向进行拍摄,形成了强烈

的纪实风格,如图3-27(a)所示。
文艺晚会中也经常出现背面拍摄的镜头。这个角度在文艺晚会现场的观众是无法观看

到的,只有电视观众才能看到。这给电视观众带来了一种新鲜感,同时,演员面向现场观众

的方向与摄像机在舞台后拍摄的方向一致,电视观众在画面中不仅能够看到演员,还能看到

舞台下的观众,这种现场感是其他拍摄角度所不能比拟的,如图3-27(b)所示。
在水平方向上理解和运用拍摄角度时,要特别注意不同角度带来的信息量的变化。

当拍摄人物时,观众从人物正面获取的关于人物的信息量最多,从人物侧面获取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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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背面方向拍摄

人物的信息量较少,从人物背面获取关于人物的信息量最少。相对而言,关于空间环境

的信息量则相反。当拍摄人物时,画面为人物正面时,观众注意力集中在人物上,对空间

环境注意力不高,获取的空间环境信息量最少;
 

而人物侧面时空间环境信息较丰富,背面

时最丰富。
对于被摄主体来说,3种手法的综合应用能够更加有效和全面地表现状态、情节。在影

片《卡廷惨案》中,男主角的第一次亮相即采用了水平拍摄的3种手法,给观众清晰地交代了

人物。在电视剧《三体》中,女主角叶文洁在红岸基地向宇宙发射信号也采用了水平拍摄的

3种手法,表达出了叶文洁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动作细节,如图3-28所示。

图3-28 综合3种拍摄手法交代人物

以上分别从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对拍摄角度做了阐述。在实际拍摄操作中,角度是摄

像机与被拍摄主体在空间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位置关系的综合,因此更要从“摄像机和被拍

摄主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这一层次来理解拍摄角度。

3.3.3 拍摄距离

拍摄距离指摄像机镜头与被摄体之间的距离。在镜头焦距不变时,摄像机与被摄体之

间的距离越近,摄像机能拍摄到的画面范围就越小,主体在画面中占据的位置也就越大;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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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拍摄范围越大,主体显得越小。通过改变拍摄距离,根据选取画面范围的大小、远近,可
以把画面分为特写、近景、中景、全景和远景。

在讲述角度过程中我们提到理解角度概念的一个抽象层面:
 

当以被拍摄主体为圆心

时,如果不考虑被拍摄主体和摄像机的距离,摄像机围绕被拍摄主体出现的位置最终将会形

成一个球体。在这个抽象层面中,我们忽略了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实际拍

摄空间中,拍摄距离是存在的并且会影响到最终画面效果。
我们将角度划分为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可以理解为摄像机与被

拍摄主体的垂直夹角与水平夹角,角度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之间垂直

夹角与水平夹角的综合”。在改变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的距离时,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的垂

直夹角和水平夹角也将改变,最终的画面呈现效果也将不同。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的距离

决定着夹角的大小。当摄像机与被拍摄主体的距离越远时,夹角越不明显,角度越小;
 

当摄

像机与被拍摄主体的距离越近时,夹角越明显,角度越大。在实际拍摄中,还需要考虑拍摄

距离对角度和画面效果的影响,如图3-29所示。

图3-29 拍摄距离与角度的关系(CCTV纪录片《故宫》画面)

拍摄角度是画面重要的造型元素之一。对多变的拍摄角度和灵活的机位的运用,可以

直接反映一个摄像师对表现内容、环境以及被摄主体的理解,从而反映摄像师的创作风格。
对同一个被摄主体来说,不同方向、不同角度的拍摄会得到不同的视觉形象和画面结构,形
成被摄主体在画面上不同的轮廓和线条结构,从而也使被摄主体与环境、背景的关系发生

变化。拍摄角度会引起观众的心理反应,如由于观众平时对人眼所不能实现的拍摄角度

缺乏视觉体验,所以使用这些角度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非正常的心理体验,从而传

达出特殊的感情倾向。反之,类似于人眼的拍摄角度则使观众对画面内容产生较为客观

的感受。
在电视节目中,为了叙事的方便,更好地展现空间和交代环境关系以及人物关系可选择

不同的拍摄角度。不同的角度意味着观众的视觉重点不同,也意味着不同的视点,这为叙事

的推进带来了可能。影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看”与“被看”的关系,角度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

系。角度同时还有抒情的作用,节目创作者通常会用角度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通常角度不

大,感情色彩不是很浓;
 

角度越大,甚至比较极端的角度,意味着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感情

色彩。角度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像风格,影像风格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一样,是一部影视作品的

标签。如多小角度拍摄的作品,可能整体就显得平淡和朴实;
 

而较多怪异角度拍摄的影片,
就显得另类和跳跃;

 

以较多俯角拍摄的作品,会给观众带来压抑和不安等。角度还可以结

合其他的画面造型手段进一步形成电视作品的影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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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角度对电视画面透视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了3种空间关系:

 

距离关

系
 

、方向关系
 

、高度关系
 

。在同样的拍摄角度下,距离越近,画面透视越大;
 

距离越远,
画面透视越小。拍摄距离不变时,拍摄角度变化也可以影响空间透视效果:

 

平拍和正面

拍摄会减弱空间透视关系,俯拍或者侧面拍摄会夸大空间透视关系。
 

习题 


1.
 

如何划分电视景别? 不同的景别有何作用?

2.
 

什么是景深? 影响景深的因素有哪些?

3.
 

如何区分拍摄角度?

4.
 

拍摄高度和拍摄方向不同在画面造型中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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