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导入】

一日李林到黄山游玩,在迎客松处遇到了一对同样来旅游的老年夫妇。两位老人想在

迎客松前留影作纪念,就把相机给了李林,让李林帮他们拍张合影。李林拿起相机,透过取

景框看了一下,突然停下问老人:
 

“您二位是拍全身照还是半身照?”
 

。
李林的话涉及了数字摄影摄像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画面的景别,同样的被摄对象,与

摄影者距离不同,在画面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其构图效果与画面韵味就会截然不同。同样,
相同的被摄对象,拍摄的角度不同,也会得到千差万别的效果,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

  【内容结构】

本章的内容结构如图3-1所示。

图3-1 本章的内容结构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

理解景别和拍摄角度的概念,了解景别和拍摄角度的区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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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目标

具备熟练运用合理的景别及拍摄角度拍摄不同的对象,使画面更为合理、美观的能力。

3.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对摄影的进一步兴趣,提高审美能力。

3.1 景  别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观察世界时会依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当时的心理需要,或远看取

其势,或近看取其质,或扫视全局,或盯住一处,或看个轮廓,或明察细节。画面艺术为了适

应人们这种心理上、视觉上的变化特点产生了镜头的不同景别。
景别是指画面中主体的范围和视觉距离的变化。根据视觉距离变化的远近和景物范围的

大小将景别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景别的划分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说,在
拍摄人物时,景别的划分是表现人物全身的景别为全景,摄取人物膝盖以上的部分为中景,拍
摄人物腰部以上为近景,拍摄人物胸部以上或身体的某一细节为特写,如图3-2所示。

图3-2 景别的划分(《果果》,徐梦节摄)

  景别与拍摄距离的变化、数码相机镜头的焦距长短有关。距离被摄对象越近,景别就

越小,画面所包含的内容就越少;
 

反之,距离被摄体越远,景别越大,画面所包含的内容越

多。使用的照相机镜头焦距越长,景别越小;
 

焦距越短,景别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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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景别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因此大家要根据表现意图决定景别,正如绘画理论中所

讲的“远取其势,近取其神”。当表现的是辽阔的环境画面时,为突出气势,就用远景;
 

当表

现一定环境中的人物活动全貌,展示一定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情节时,就用全景;
 

中景则重

视情节和人物的动作交流;
 

近景和特写则强调了人物面部表情和情绪的细微变化或某一

局部的特征。在拍摄过程中,大家应该综合拍摄意图、被摄对象特点、拍摄点所在位置等

因素来选择画面的景别。

3.1.1 远景

远景多用于描绘某种特定气氛或交代环境概貌特征,主要以它所独有的宽广、辽阔

图3-3 《灵通阁》(袁东斌摄)

的场面展示出雄伟、壮观的气势和宏大规模来

感染读者。远景画面的构成特点以环境为主,
以景物、场面为主要对象,可以没有人物,有人

物也只占很小的位置,如图3-3所示。
在拍摄远景作品时要从大处着眼,以气势取

胜,善于调动一切手段表现空间深度,如选用广角

镜头;
 

适当安排前景,选择延伸到画面深处的线

条;
 

采用侧光或逆光,以充分显示空气透视效果

等。此外,还要注意利用大自然中的线条表现,包
括江湖河道的走向、田野地形图案、山峦起伏形

状、乡间崎岖小径等,利用天空中云层彩霞的变化

与地面的明暗色块相映成趣,增强画面的形式美

感,这些都是使远景画面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如
图3-4所示。

图3-4 《晚归》(霍松摄)(见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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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全景

全景以某一主体事物的整体形象作为构成画面的依据。它的表现范围包括对象的全

貌———人的全身、物的整体和周围一定的环境。全景画面的构成特点是在全景中有明显的

主体,它是画面所表现的内容中心和结构中心。全景画面的作用是能表现一个事物或场景

的全貌;
 

能完整地表现人物的形体动作;
 

能通过人物的动作来提示内心的情感和心理状

态;
 

能表现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

实例 经典画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纽约时代广场上,一名年轻的水手揽起身旁一

名素不相识、穿白色制服的护士,大胆亲吻。闪光灯瞬间亮起,近处的一名摄影师将这一画

面定格,家喻户晓的照片“胜利之吻”就此诞生,如图3-5所示。

  拍摄全景画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主体事物的轮廓要完整、流畅,避免“全景不全”。
(2)

 

调动各种方法突出主体。如选择适当的前景加强空间深度感,选择色调不同的背景突

出主体,把主体放在画面的突出位置———占有较大的面积或置于视觉中心等,如图3-6所示。
(3)

 

如拍摄画面以人物为主,通常要表现人的全身,表现人物动作、姿势、体态的

全貌。
(4)

 

画面要确保被摄主体的外形轮廓完整,但一般不宜顶天立地,要在主体周围保留

适当的空间。

图3-5 《时代广场胜利之吻》([美]艾尔弗雷德·

艾森施塔特摄)
图3-6 《跃》(袁东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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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中景

中景所包含的景物范围较小,对人来说,包括了人物膝盖以上的部分,如图3-7所示。
对物来说,则是表现富有特征的结构和部位。通常在距离被摄体较近的位置表现主体的主

要部分,主体形象较大,环境范围较小。

图3-7 《嗨!》(徐梦节摄)

中景画面的特点是中景中主体(人或物)的形态特征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部分,环境部分

降为次要地位。中景画面有利于表现人物的动作、姿态、手势,可以用来表现人际交往或生

产活动中的主要情节,交代人物间的感情交流、生产中的动态人物等,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主体和环境的关系。

  拍摄中景画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主体事物的轮廓要完整、流畅,避免全景不全。
(2)

 

注意对结构中心的把握。
(3)

 

拍摄人物时要注意保留人物动作、手势的完整,避免出现诸如手臂挥出画面、上
半身被画框切割等情况。

实例 经典画面

图3-8是尤金·史密斯拍摄的摄影专题《乡村医生》中最为经典的一幅照片,作品运用

中景,生动描绘了杰瑞亚尼医生刚完成一台全身心投入手术后的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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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筋疲力尽》([美]
 

尤金·史密斯摄)

3.1.4 近景

近景以人的表情和物的质地为表现对象。它概括的部分,对人来说是人腰部以上的部

分,其中面部应占有相当大的面积,眼睛成为画面的重点;
 

对物来说,应着力于表现物的重

要部分的细节特征,并突出其质感,正所谓“近取其质”。近景在人物肖像摄影中运用得最为

广泛,它适 宜 细 腻 地 描 绘 人 物 的 面 部 特 征 和 内 心 世 界,因 此 有“近 取 其 神”之 说,如
图3-9所示。

图3-9 《韵》(刘思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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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近景画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保证近景画面的细部质量。
(2)

 

尽量使背景简洁、色调统一。
(3)

 

拍摄人物近景时一定要处理好人的眼神光和手势。

实例 经典画面

图3-10拍摄的是在朝鲜战争中撤退的美国海军士兵。摄影者大卫·道格拉斯·邓肯

别具匠心,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的极度寒冷。195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作战,冬季来临

之前战况一直不错,当时麦克阿瑟的部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他们会顺利推进到朝鲜北

部,却意想不到地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回击。史密斯将军的话使他们的失利更加出名:
 

“撤退? 我们打错了方向!”

图3-10 《撤退》([美]
 

大卫·道格拉斯·邓肯摄)

作者在构图时合理地运用了近景,细腻地描绘了这位海军士兵的面部特征,刻画了其内

心的困惑和失落。

3.1.5 特写

只摄取被摄体的某些局部和细节,或以整个画面去表现某种小的物件,这类构图称为特

写。特写主要用来表现细节,通过细节透视人的内心和事物的本质,它可以把被摄体从背景

中分离出来,使主体形象鲜明突出,容易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产生特殊的艺术感

染力。因此,优秀的特写都是富有抒情味的,它们作用于读者的心灵,而不是读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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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经典画面

1985年11月13日,哥伦比亚的鲁伊斯火山爆发,引发泥石流顺坡而下,造成了毁灭性

的灾难。火山爆发后的第三天,富兰克·福尼尔赶到现场采访。在现场发现一个叫奥马伊

拉的12岁小姑娘被两根房脊卡在中间不能自拔,她的脊椎已被砸伤,福尼尔无能为力,只有

在他拍下小姑娘那美丽而坚强的面孔的同时,不时地同她交谈。图3-11所示的这张特写照

片充分表现了小姑娘横遭灭顶之灾时的坚强与勇敢。

图3-11 《奥马伊拉的痛苦》([法]
 

富兰克·福尼尔摄)

  当拍摄对象为人时,在运用特写镜头的时候可以把重点指向最能揭示内心活动的部

分———眼睛和手。正如 我 们 常 说 的
 

“眼 睛 是 心 灵 的 窗 户”,“手 是 人 的 第 二 张 脸”,如

图3-12和图3-13所示。

图3-12 《茶道之“关公巡城”》(李琳摄)

 

图3-13 《乌干达干旱的恶果》
([美]迈克·韦尔斯摄)

3.2 方  位

拍摄方位是指拍摄点与被摄对象之间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对应关系。在拍摄距离和拍摄

高度不变的条件下,不同的拍摄方位可展现同一被摄对象各个角度的不同形象,从而使画面

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力,能表达不同的情绪气氛以及人与人、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

系。对于拍摄方位的选择而言,可以从正面、背面、正侧和斜侧这四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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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正面拍摄

照相机镜头对着被摄体的正面位置即正面拍摄。正面拍摄能真实地反映被摄对象的主

要外部特征和正面全貌,展示被摄对象的对称结构。
从正面角度拍摄建筑有利于表现其对称的美感和雄伟壮观的气势,因此常用正面角度

来表现国家机关、宗教建筑等,用于突出其雄伟、庄重、严肃和稳定的感觉,如图3-14所示。

图3-14 《兴化·拱极台》(徐梦节摄)

从正面角度拍摄人物,以展示人物的面部表情。被摄人物占据画面的中心部位,面对着

观众,似乎可以通过眼神、表情和姿态与观众产生交流,具有吸引力和亲切感。

实例 经典画面

图3-15是菲利普·哈尔斯曼拍摄的《爱因斯坦》,采用正面角度拍摄。
 

在画面中可以看

图3-15 《爱因斯坦》
([美]菲利普·哈尔斯曼摄)

到,爱因斯坦双眼之中有闪烁的泪光。爱因斯坦发

明了相对论公式,但它被后来的科学家运用发明了

原子弹,爱因斯坦深深地为此而遗憾,这幅画面充分

表现了爱因斯坦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这幅画面,
爱因斯坦有一句评价,“我对所有拍摄我的照片都不

喜欢,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的不喜欢程度要小一点。”
正面拍摄也存在如下一些缺点。
(1)

 

被摄体在画面上只有高度、宽度而没有深

度,所以影响了被摄对象立体感、纵深感的表现。
(2)

 

由于画面过于对称,缺少变化,容易给人呆

板、缺乏生气的印象。
(3)

 

在拍摄人物或动物时,前后肢体会重叠,掩
盖了形体的特征和被摄对象的动作,因而不利于表

现活泼气氛、运动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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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拍摄者必须通过画面造型改变它在视觉上的平淡效果,比如利用深色前景增强画

面的纵深感;
 

利用侧光增强被摄体的立体感;
 

利用人物的动作、装饰等来打破“对称”的感

觉等,如图3-16所示。

图3-16 《丽娃春光》(袁东斌摄)

3.2.2 背面拍摄

相机处于被摄对象的正后方,对着被摄对象的背部进行拍摄,即产生背面构图效果。这

个角度容易被人忽视,但其却具有很强的传情写意功能。背面拍摄通过着力刻画人物背影

的轮廓姿态和动作姿态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使画面显得含蓄,以这个方位,观众虽不能

看到被摄者的脸部表情,却容易激发欣赏者的兴趣和想象力。同时背面拍摄还能让观众将

被摄者与背景融为一体,从背景氛围猜测被摄者的表情与所思所想,如图3-17所示。

图3-17 《爸爸和我》(袁东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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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背面拍摄事物,主体背面一定要有特点,如人物后背的装饰品、衣着的特殊图案和

花纹以及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体态动作等,如图3-18所示。如果人物的背面毫无特点,又
缺少环境烘托,就不宜从背面拍摄。

图3-18 《朋友》(徐梦节摄)

3.2.3 正侧面拍摄

照相机/摄像机镜头光轴与被摄对象正面成90°就构成了侧面构图效果。侧面构图能

够明确地表达出被摄对象的侧面特征和外形轮廓,能够使人物的姿势和动作特点得到充分

的展示,因而特别有利于表现运动物体的形态轮廓,突出主体的速度感。
在人像拍摄中,运用侧面构图可以塑造被摄对象的侧面轮廓形状。对于侧面轮廓清

晰、线条优美的人物,采用侧面拍摄可以将其最美的部分充分展现出来;
 

对于少部分面部

形象不够端正或脸部存在某些缺陷的人物,采用侧面拍摄可以达到扬长避短、美化人物

的作用。

实例 经典画面

图3-19所示的《麦当娜》,挺拔的鼻梁、丰满的嘴唇、微翘的下巴,构成了轮廓清晰、线条

优美的完美侧面,摄影师抓住了被摄对象最美的角度,用一张正侧面构图照片将性感演绎得

如此完美。

  用正侧方向拍摄建筑、自然景物等能很好地将物体的形态轮廓表现出来,但它只表现

被摄物的一个平面,各种透视关系不明显,立体感不强,与正面拍摄相同,它也不利于表现

深度空间。因此,在用正侧方向构图表现物体或人物时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因材施

拍”,如图3-20所示。正侧方向拍摄有利于表现雕塑的形态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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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麦当娜》([美]赫布·里茨摄) 图3-20 《天壶》(袁东斌摄)

3.2.4 斜侧面拍摄

斜侧面也称斜侧角度,是介于正面和侧面之间的任意一点,对着被摄物的斜侧面拍摄。以

斜侧面方向拍摄建筑物、桥梁、道路,能使被摄主体的横向线条在画面上变成斜线,产生明显的

形体透视变化,能扩大画面的纵深空间,有利于表现主体的立体感和环境的纵深感,如图3-21
所示。

图3-21 《青岛一大怪:
 

屋子红瓦盖》(袁东斌摄)

用斜侧面方向拍摄人物兼有正面拍摄与侧面拍摄的特征与优点,既能表现人物的内在

气质、心理活动,又能刻画人物的轮廓形态以及交流时的表情和动作手势。在拍摄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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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摄者有时并不需要直视镜头,所以,会显得较为放松、自然,画面效果也就变得亲切活泼

了。因此,斜侧面方向在人像拍摄中是用得最多的,如图3-22所示。

图3-22 《憧憬》(徐梦节摄)

  在拍摄人像时给被摄对象一个视线引导,让被摄者不直接面对镜头,能让被摄对象更

为自然、亲切,有利于展示其最美的一面。

在人像摄影中,采用斜侧面构图和侧逆光照明可以使被摄对象的正面和侧面形成鲜明

的明暗对比,使人物五官中的眉、眼、鼻、嘴、耳各部位及躯干四肢的线条产生透视变化,加强

了人物的立体形象,也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皮肤质感。同时,斜侧面构图还能够使人物所处

的环境特征得到适当的表达,用环境的空间深度、明暗对比、虚实变化来烘托主体对象,使人

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3.3 拍
 

摄
 

高
 

度

拍摄高度是指拍摄点与被摄对象之间水平线高度的变化关系,主要有平摄、仰摄和俯摄

三种造型效果。拍摄高度的变化将对画面上地平线的高低,景物在画面上的展示程度、远近

距离,主体与环境及画面结构配置等的变化产生影响。同时,受视觉心理的影响,拍摄高度

往往还可以寄托拍摄者对被摄物的褒贬好恶的情感。

3.3.1 平摄角度

平摄角度指的是拍摄点与被摄对象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平摄角度所构成的画面效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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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人们平常观察生活的视觉习惯,被摄对象不会因为产生透视效果而变形,显得自然、真
实和亲切,因而在画面拍摄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

在人像拍摄中采用平摄角度可以使人物的五官得到较好的表现,容易与观众之间产生

情感交流,给人平易亲近的感觉,因此在拍写真照、证件照和留念照等时都会大量运用平摄

角度,如图3-23所示。

图3-23 《奥黛丽·赫本》([美]塞西尔·比顿摄)

  平面角度拍摄的缺点是往往把同一水平线上的前后景物相对地压缩在一起,容易使

主体重叠,也不利于空间感的表现,因此以平摄角度拍摄要注意选择、简化背景,通过运用

景深或镜头的透视等造型手段营造画面的空间感。在用平摄角度拍摄风景照时还应注意

避免地平线平分画面,如图3-24所示。

图3-24 《浦东新貌》(袁东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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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仰摄角度

拍摄点低于被摄对象,以仰视的角度来拍摄处于较高位置的物体,这种角度称为仰摄角

度。以这个角度拍摄的物体,透视感和高度感会得到明显的增强,有助于强调和夸张被摄对

象的高度,有助于强化跳跃动体向上的趋势,有利于表现人物高昂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表

现拍摄者对人物的仰慕之情,如图3-25所示。

图3-25 《忠魂千古》(袁东斌摄)

仰摄角度的画面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因此常用仰摄角度来表现英雄人物,渲染人物昂

扬的精神面貌,使观众产生敬仰之情。在风光画面中,仰摄角度会使天空占据较大的面积,
画面显得十分空灵,具有抒情写意的风格,并且在简洁背景的衬托下主体轮廓清晰,十分突

出,而大片的天空和云彩令人心旷神怡,能给观众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如图3-26所示。

图3-26 《轮》(陈旦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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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仰摄角度进行拍摄时应注意避免镜头过仰,否则容易在画面上产生人和物体

严重变形的视觉效果。

3.3.3 俯摄角度

拍摄点高于被摄对象,以俯视角度来拍摄处于较低位置的物体,这种角度称为俯摄角

度。在以俯摄角度拍摄的画面中,视野更加辽阔、宽广,远景、近物尽收眼底,有“一览众山

小”之感。俯摄角度同时也能很好地交代被摄景物与所处环境的关系,画面的空间感得到了

加强,从而展现出雄伟壮观的气势,如图3-27所示。

图3-27 《疑是飞碟落闽南》(袁东斌摄)

俯摄角度适用于表现规模和气势,富有表现力地展示巨大的空间效果,尤其擅长表现广

袤的原野、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河流、辽阔的大海等地形地势,以及群众集会、游行、欢庆等壮

观的场面,如图3-28所示。

  在拍摄人物时,由于俯摄角度容易因透视的变化而使被摄对象产生变形、丑化,容易

给人造成心理上的压抑感,表现出沉闷、鄙视的寓意,常在影视作品中用于丑化反面角色

或表现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因此在拍摄人像时要“慎重”使用这个角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景别、方位、高度三要素之间既是相互制约的,又
是相辅相成的。

 

对任何景物采用“横看”或“侧看”,以不同的“远近”或“高低”来观察,均可以

得到“成岭”或“成峰”的“各不同”的印象。在画面创作中,不同的拍摄点所形成的画面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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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绍兴水色》(袁东斌摄)

形式是千变万化的。在这“万变”之中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拍摄点的选择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的需要,必须符合拍摄者的创作意图。只有这样,拍摄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认识、评价和感

情色彩,才能通过恰当的拍摄点所形成的新颖的构图形式表达出来。

3.4 练习与实践

3.4.1 练习

1.
 

填空题

  (1)
 

景别指的是镜头画面中 和 的变化。
(2)

 

根据视觉距离变化的远近和景物范围的大小,习惯上将景别分为 、全景、
、近景和 。

(3)
 

在拍摄人物时,为了完整地表现人物的形体动作,通过人物的动作来揭示内心的情

感和心理状态,表现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可以采用 (景别)来拍摄。
(4)

 

不同的景别有不同的表现力,因此要根据表现意图决定景别,正如绘画理论中所讲

的“远取其势, ”。
 

2.
 

简答题

(1)
 

拍摄全景画面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2)

 

正面角度拍摄存在着哪些缺点? 应如何克服?
(3)

 

斜侧角度为何在人像拍摄中运用得最多? 拍摄时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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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实践

1.
 

选择一幢建筑拍摄一系列画面,要求分别采用平摄角度、仰摄角度、俯摄角度进行拍

摄,拍摄完成后分析其不同特点与注意事项。

2.
 

拍摄一系列人物画面,要求分别从人物的正面、背面、斜侧面和正侧面进行拍摄。

3.4.3 名作欣赏与点评
   

请分别从景别、拍摄方位、拍摄高度三方面对图3-29~图3-31所示的构图进行点评,谈
谈作品的成功之处在哪儿,有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如作品还有提高的余地,应从哪几方面

进行改进。

图3-29 《拿手榴弹的小孩》([美]黛安·阿伯斯摄)

图3-30 《繁忙的机场》([美]安德鲁·布鲁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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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杰奎琳·肯尼迪》([美]玛丽·西尔弗斯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