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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会拍清新高调与神秘低调照片

清新、自然的高调照片

80% 以上的画面为白色或浅灰色，能够给人以明朗、纯净、清秀、淡雅、愉悦、

轻盈、优美、纯洁之感。

在拍摄高调照片时，在构图方面应该保证包括主体和背景在内的区域都应该是

浅色调的；在用光方面则应该选择正面光或散射光，例如，多云或阴天的自然光，

由于能够形成小光比，减少物体的阴影，形成以大面积白色和浅灰为主的基调，因

此常用于拍摄高调照片。

需要注意的是，画面中除大面积的白色和浅灰色外，还必须保留少量黑色或其

他鲜艳的颜色，如红色，这些颜色恰恰是高调照片的重点，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些面积很小的深色调，在大面积

淡色调的衬托与对比下，使整个画

面有了视觉重点，容易引起观者的

注意，同时避免了因为缺少深色后，

高调产生苍白无力感的问题。

高调照片适宜表现雪景、海景

和人像等摄影题材。

凝重、神秘的低调照片

80% 以上的画面为黑色和深灰色，常用于表现严肃、淳朴、厚重、神秘的题材，

低调画面常给人以神秘、深沉、倔强、稳重、粗放的感觉。

在拍摄低调照片时，在构图方面应该注意保证

深暗色的被摄体占画面的大部分面积；在用光方面

则应使用大光比的光线，因此，逆光和侧逆光是比

较理想的光源角度。在这些光线照射下，不仅可以

将被摄体隐没在黑暗中，同时还可以勾勒出被摄体

的轮廓，使画面更具看点。

与高调照片类似，在低调照片中也应该存在少

量的亮色或艳色，使画面沉而不闷，在总体的深暗

色氛围下呈现生机，同时避免了低调画面由于没有

亮色而显得灰暗无神的问题。

低调照片适宜表现剪影、夕阳等摄影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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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用好光影，照片立即大变样

利用投影表现特殊的画面氛围

阴影，即通过光照由物体投射在另

一个平面上的阴暗区域，该阴影的形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影的主体。

有时光和影会在画面上交错出现，尤其

是当深暗的投影与画面明亮的主体在

画面中有规律地交替出现时，阴影的加

入则使画面显得更有形式美感。

形状独特的影子往往能成为画面的

重要构成元素，尤其是傍晚或者日出时，

建筑物、树木或动物等往往会形成巨大

的阴影，是一种很好的造型元素。

物体的投影还可以表现出空间的

透视感，形成近暗远淡、近深远浅的

画面效果，给画面增添戏剧性的效果。

此外，灯泡、射灯等人造光源也

可以制造出投影效果，常用来表现神

秘、特殊的画面氛围。

利用阴影简化画面

一些较重的阴影可以遮挡住环境

元素，起到简化画面的作用，并突出

画面中的主体。

虽然在现实环境中看到的阴影很

少有死黑效果，那是因为人眼的夜视

能力要比手机强很多，所以可以通过

降低曝光补偿或者后期调整暗部的方

式来加重阴影。

这就要求摄影师在观察时就能想

象出调整之后的阴影效果，从而通过

在脑海中形成的最终效果来指导前期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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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子作为画面主体

影子不仅可以作为陪体来营造氛围或者通过明暗对比突出主体，还可以直接作

为画面的主体。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往往能产生奇妙的视觉及心理感受。

当摄影师只拍摄影子时，观者会不自觉地联想：“什么景色会投下这样的影子

呢？”从而让画面具有神秘感。

但如果反过来，则会变得习以为常，观者也不会对画面内容有更多的想象。

利用阴影形成的线条

有些阴影会形成有规律的线条，利用

线条可以让画面增添几何美感，或者引导

观者的视线等。除此之外，阴影形成的线

条还会出现明暗对比，而利用明暗交替可

以让画面更有形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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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利用剪影拍摄简洁的画面 

所谓剪影，即按被摄体外轮廓形成的剪纸式阴影实体，比阴影更具象。剪影与

阴影不同，因为阴影只是实体所产生的虚影，其本身不存在任何细节，但剪影却是由实

体形成的抽象画面，因此，蕴含着更为充分的表达效果，并由此使观者产生联想，画面

显得更有意境与张力。

拍摄剪影本身并不复杂，

但发现漂亮的剪影对象却有一

些技巧。比较实用的技巧是在

逆光下眯起眼睛观察主体，通

过减少进入眼睛的光线，将被

摄体模拟成剪影的效果，从而

更快、更好地发现剪影。

此外，构图时的一大误区也

必须注意，即如果拍摄的是多个

主体，不要让剪影之间产生太大

的重叠，因为重叠后的剪影可能让人无法分辨，从而失去表现剪影的意义。

当然，如果能够利用空间错视的原理，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剪影在画面中合并

成一个新的形象，则可以尽量使其相互重叠，为画面添加新的艺术魅力。

04  用光线塑造立体感

光线也影响着物体立体感的表现。光线能够在物体表面产生受光面和背光面，

如果一个物体在画面上具备了这两个面，它就具备了“多面性”，观者才能直接感

受到景物的形体结构。

不同方向的光线中，侧光和斜侧光能更好地表现这种立体结构，因为这些光线

能使被摄体有受光面、阴影面、

投影和质感，影调层次丰富且

具有明确的立体感。

另外，被摄体的背景状况

也影响着其立体感的表现。如

果被摄体与背景的影调和色彩

近似，缺乏明显的对比，则不

利于表现立体感。只有被摄体

与背景形成对比时，才能突出

其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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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用光线表现质感

光线的照射方向不仅影响了

画面的立体感，还对物体的质感

有根本性的影响。

若要有效地表现质感，应当

注意选择合适的光位，因为质感

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对

被摄体表面的照明质量和方向。

只需利用侧光或前侧光，就可以

将被摄体的质感表现出来。

06  用光线营造画面气氛

在摄影中可以利用光线来营造特定的气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有气氛的照片有更强的表现力，但气氛却又极难说清与捕捉。气氛往往在某个

时间段或某些状态下以特定的光线形式呈现出来，但要抓住它，既需要机遇，也需

要技巧。

无论是人造光还是自然光，都是营造画面气氛的第一选择，尤其是自然界中的

光线，有时晴空万里，拍摄出来的画面给人以神清气爽的感觉，有时乌云密布，给

人以压抑、沉闷的感觉。这样的

光 线 往 往 需 要 长 时 间 的 等 待 与

快速抓拍的技巧，否则就会稍纵 

即逝。

比起自然界中的光线，人造

光的可控性会好许多，少了许多

可遇而不可求的无奈，只要能够

灵活运用各类灯具，就能根据需

要营造出神秘、明朗、灯红酒绿

或热烈的画面气氛。值得注意的

是，在拍摄类似效果的照片时，

控制好曝光量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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