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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半年之前，本编辑部曾推出过一套科普丛书，叫做
《科学目击者》，读者反应良好。然而，区区一部丛书怎能
将各种科学新知囊括其中？所未涉及者仍多。编辑部的
同仁们也有余兴未尽之意，于是就有了这套《探索未知》
丛书。

《科学目击者》和《探索未知》可以说是姊妹关系，也
可以说是父子关系。说它们是姊妹，是因为它们在方向
设定、内容选择上不分彼此，同是孕育于科学，同为中国
基础科普而诞生。说它们是父子，则是从它们的出版过
程考虑的。《科学目击者》的出版为我们编辑本套丛书提
供了丰富的经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握读者们的需求
与兴趣，得以将一套更为优秀的丛书呈献给读者。从这
个层面上讲，《科学目击者》的出版成就了《探索未知》的
诞生。

如果说《科学目击者》只是我们的第一个试验品，那
么《探索未知》就是第一个正式成品了。它文字精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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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科学，内容上囊括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以及生物五
个部分的科学知识，涵盖面广，深度适中。对于对科学新
知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在这里将找到最为满意的
答复。

有了《科学目击者》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得以取其优、
去其短，一直朝着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但如此繁杂
的知识门类，让我们实感知识面的狭窄，实非少数几人所
能完成。我们在编稿之时，尽可能地多汲取众多专家学
者的意见。然而，百密尚有一疏，纰漏难免，如果给读者
您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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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光的认识

光的特性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表现手段。摄影

家的表现手段是光，如果没有光，他们就会像雕塑家没有

粘土或者画家没有颜料那样一事无成。

虽然摄影艺术在１５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总是追随

着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之后而形成自己不同的流派与

风格，特别是近年来，未来主义摄影、荒诞派摄影、剪辑派

摄影、立体泥摄影等等，都可以在形式上找到与姊妹艺术

相通的地方，但是，它们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

是摄影家充分发挥摄影独特的造型手段———光的语言。

通过光，形成了他们自身的造型方式，决定了画面的表述

意图；通过光，不仅区别于其他姊妹艺术，同时在摄影家

之间，也产生了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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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创造性的摄影家们常说，对光的认识是摄影家

艺术才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光本身是以多种不同的

形式表现的，摄影家可以从中选择最合适的形式来达到

特殊的目的。光的这些形式是可以控制的，它们可以用

来在照片上明确地表现被摄体的特性、概念和情绪。在

摄影家能够充分利用光的巨大潜力以前，他们必须对光

加以分析，了解光的各种特性，使自己熟悉光的各种作用

和用途。

美国摄影家法宁格指出，对摄影家来说，光具有强

度、质量和颜色三个主要性质。首先是强度。光的强度

可以从亮到暗，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光源。例如，在无云的

天气里，中午的日光非常强，在风沙弥漫的天气里，光线

昏暗，夜间可以说没有光。人工光源的强度，则随着灯的

瓦数不同而有所变化。

法宁格认为，明亮的光线给人一种耀眼、明快和严肃

的感觉，暗淡的光线常常表现忧郁、宁静和含蓄的情绪。

照明强度的这种差别，会在照片上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表

现出来：被摄体的明暗度，被摄体的反差范围，彩色照片

的被摄体的色彩再现。

在照明强度很高时，被摄体显得比较明亮、鲜明、反

差较大，色彩显得比照明强度低的光线情况下更加鲜艳。

如果摄影家善于抓住和珍视被摄体上这种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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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可以运用适当强度的光，更好地突出特定的被摄体

的特性。重要的是，照明的这种特性，要在照片上表现出

来。有些摄影家往往认为非常明亮的光线会使被摄体显

得太刺眼，强光部分太亮，阴影部分漆黑一片，因而人为

地降低这种反差，制作出相对来说反差较低的照片，结果

完全缺乏特殊照明条件下那种典型的特点。例如，平炉

出钢的场面，炽热的钢水明亮耀眼，以至于除了黑白色之

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法宁格认为，此时如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样，用非常强

的辅助光去柔化和降低反差，就会完全破坏这种景色的

戏剧性效果。敏感的摄影家遇到这种题材，会完全抛开

他所学过的关于用光的种种清规戒律，而只去考虑如何

表现钢水炽热和耀眼的印象：通过强调照明的特点，加强

反差，运用剪影和光晕效果，设法抓住这一生动的场面。

光的第二个性质是其不同的质量。光可以是从灼热

的光源发出的直射光，如不受云雾遮挡的日光，从聚光

灯、摄影灯和闪光灯发出的直射人工光；或者是从被照射

物体表面反射的散射光，如雾天或阴天的日光，从墙壁、

天花板或其他反射光的物体表面反射出来的人工光；或

者是在灼热的光源前加上柔光器形成的散射光。

直射光强烈耀眼、反差大，能造成清晰突出的阴影。

经过反射形成的散射光比较柔和，反差小，能造成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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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阴影，或者根本没有阴影。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

有无数的过渡阶段。实践表明，直射光造成的阴影部分，

可以随着光源与被摄体位置的变化，或者摄影者与光源

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阴影能够因其形状、式样和

所占部位的大小，加强或削弱被摄体的特性。反射光能

表现出被摄体的形状，并能细腻和自然地再现出它的原

貌，而与被摄体和光源的相对位置关系不大。因此，法宁

格指出，直射光要比散射光更难于成功地运用，因为运用

不当，结果反而更糟。但是，如果正确运用，它会使摄影

家拍出对比强烈、具有黑白图案效果的生动画面，远远胜

过用散射光取得的效果。

法宁格提出的光的第三个性质是色彩。他指出，那

些一心从事色彩再现的彩色摄影家必须明确，照明的颜

色（它的色温）要和彩色胶片要求的色温一致。例如，清

晨和傍晚的光线就不太适合日光型胶片，用这种胶片拍

出的照片要比眼睛看到的景物偏黄或偏红。此外，室外

阴影处的日光通常多少有些偏蓝。

美国摄影家阿瑟·戈德史密斯认为，光有两种特性：

客观性和主观性。摄影者有必要两者兼顾。所谓客观性

光线，是指电磁波光谱中窄频带的一段，能使我们看见并

记录下影像。然而，戈德史密斯指出，在为正确曝光而准

确测量这种光的同时，用好主观性光线，把它作为摄影的

—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物
理
光
学
与
摄
影
技
巧

创造性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主观性光线，是能使我们

对感情产生反应的光。

如今，曝光控制———对客观性光线的通入量的控

制———已随着照相器材的逐渐精密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

动过程。但是，在摄影中作为主观成分的光，与今天复杂

的曝光控制系统毫不相干。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人和极为

丰富的题材，这对任何严肃的摄影家来说，都是至关重

要的。

戈德史密斯指出，要认识和掌握上述特性，运用好光

线，对摄影家来说，只会观察是不够的，还必须会感受。

摄影观察，是指深入地了解光在被摄体上产生的确切实

在的效果。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视觉的敏感性，“那临近

黄昏的夕阳，如何显示出沙丘的质感；明亮多云的天空中

受薄云笼罩的照明，是如何柔化脸上的皱纹；一盏聚光

灯，如何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或者，直接的闪光是怎样

一扫周围光线的细微差别，而把它自身平淡生硬的光线

加入画面……”对此，摄影家必须与之协调一致。戈德史

密斯认为，提高你对光线的敏感性的一种方法，是学习摄

影大师对光线如何作出反应。一些浪漫主义的，甚至注

重追求情节的摄影家喜欢深色，如尤金·史密斯那样。

在他的摄影中，能使阴影产生力度。但是，他很注意细

部，甚至在最黑的部分，史密斯也总是设法保留细节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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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对于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来说，光是一种微妙

的成分，它能显示冷色高调、银灰色的中调和柔和的黑

色。此外，留心观察当代彩色摄影家的用光也是有益的。

在埃利奥特。波特的森林影像中，照射在树干和苔藓覆

盖的岩石上的光，既柔和又有渗透力。与此成鲜明对比

的是，亚历克斯·韦布用热带炎炎烈日创造出深沉的、绘

画般的阴影效果。利贝卡·布莱克则为她的情意绵绵的

幻想作品，创造出像梦幻一样的光。

总之，摄影家是用客观性的光线，把影像留在胶片

上，但影像的质量如何，则要依靠光线的主观性。摄影家

手中的照相机，会忠实地记录下他清楚看到的，并且深深

地感觉到的事物。

自然光的利用

对摄影家来说，自然光或日光虽然采用方便，然而却

是一种较难对付的光线，尤其是在进行彩色摄影时，这种

难度更大。这是因为自然光是变化不定、难以预料的。

它不仅在亮度上不断变化（这还可以用测光表测量），而

且颜色也在不断变化（这却是很难觉察，实际上也无法精

确地测量的）。

英国摄影家基恩·尼尔森认为，摄影者应该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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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光线在一天之中和一年四季的不同变化，并理解其

全部意义。他提出了一种观察光线变化效果的方法：找

一个当地的景物，在一个晴天时对它拍照，每小时拍一

张。如果你从一个位置拍摄，就能看出太阳移动位置时

光线的变化效果。也可以在白天一个特定的时间，围绕

一个被摄物拍摄，你将为所获得的多种光线效果而大吃

一惊。如要了解太阳的光有多强，也可以试着把太阳也

拍进画面，但小心不要让强光伤着眼睛。在下午３点以

后或上午９点前拍摄，对着阳光将能拍出剪影照片。可

以先让镜头从太阳处移开，从而测得曝光读数；然后，根

据这个读数拍摄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景物。然后，变换

光圈，按原样再重复拍摄一张。在胶卷冲洗完以后，比较

最后的结果。

摄影者不要低估一年中不同时间的光的质量。“一

个寒冷的１２月份的早晨，如果大雪铺地或树林、灌木丛

上盖满灰白色的霜，清亮、新鲜的蓝色调为你提供了拍照

的好时机。１０月份和１１月份，当气候转冷，树木纷纷落

叶的时候，要多留神光线在潮湿季节中的朦胧效果。秋

天是多雾季节，清晨起床后是拍雾景照片的最佳时间。

如果你能够在黎明时分从被窝里爬起来的话，你将会发

现清晨的空气有它自己独有的清新和寂静，此时拍摄，则

可成功地把黎明的妩媚姿态记录在胶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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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家法宁格将白天的自然光分成三种类型，

并总结出了在不同类型光线下拍摄的经验。“白色的”白

昼光就日光型彩色胶片来说，这是一种“标准的白昼光”。

这是直射阳光和高出地平线２０度以上时略有白云的蔚

蓝天空所反射的光线的混合体。在这种光线下，用日光

型彩色胶片拍摄，进行正确曝光和冲洗，色彩表现是很真

实的，不需要使用校正滤光镜。

另一种接近于白色的白昼光，是太阳完全被均匀的

低空雾气遮盖时的光线。但这种阴天天气即使有细微的

变化，也会影响色彩平衡，使之变蓝，因而，最好用色彩平

衡滤光镜、紫外线滤光镜或天光镜予以校正。

一、蓝色白昼光

天空无云时，阴影总是蓝的，因为，此时照明阴影部

分的光线，是蓝色的天空光，拍出的照片颜色也必然偏

蓝。同样，在多云的天气里，特别是当太阳被浓云遮住，

天空大部分是蓝光，或是当天空被高空的薄雾均匀地遮

住的时候，拍出的照片也会偏蓝。在这种情况下，如要校

正色调，可以用密度适当的色彩平衡滤光镜。

二、红色白昼光

日出不久和夕阳西下时，太阳呈现为黄色或红色。

这是由于大气中很厚的雾气和尘埃层将光线散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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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红黄光波才能穿透，使清晨和黄昏的光线具有独

特的色彩。在这种光线下所拍摄的景物，其色彩比在白

色光线下所拍摄的显得更“暖”一些。为了避免这种现

象，最好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内拍照。用一

种密度适当的蓝色平衡滤光镜，也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普遍认为，摄影者只要学会从摄影的角度去观察颜

色，他就会领略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自然光的内在美，就会

发现清晨和傍晚所拍的照片，具有独特的气氛和美感。

三、透过薄云的阳光

任何一位摄影家都知道，一天中最佳的拍摄时间是

上午１０点以前，下午２点以后。如果此时天空有薄云的

话，拍摄效果还会更好些。因为薄云下的阳光较为柔和，

而且被摄物仍有明显的阴影，却又不十分刺眼。

透过薄云照射的阳光犹如一面巨大的漫射柔光镜，

它能使照片的阴暗部位之间起到渐变的作用。这种光线

相当强，它是一种能够产生和突出被摄体阴影部分的质

地，或是作为一种人像摄影方而的造型光。但它却不能

产生这种阴影，即无法埋没被摄体中的任何细节。然而，

如果采用的是彩色胶卷，则用这种光线拍摄出的照片，不

如在直射光线下拍摄的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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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晨曦的光线

薄雾蒙蒙的清晨，常常预示着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此

时往往有着绝佳的光线条件。在这种光线条件下拍摄，

色温会不断变暖，被摄体经过金灿灿的阳光照射，会变成

一种令人愉快的暖色调。

晴朗的早晨给摄影者提供了一个光线明亮，但阳光

照射的角度却很低的拍摄机会，从而可以拍摄出高反差

和色彩饱和的照片。在这种时刻拍摄，如何正确地掌握

曝光量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一般来说，测光既不根据强

光部分，也不以阴影部分为准，而是取决于所要突出的主

体部分。通常最好是测量强光和阴影部分之间的平

均光。

五、正午的光线

正午一般不适宜在室外拍照，尤其是在夏季。如果

在正午烈日下拍摄浅色被摄物，炎热的烈日会淹没被摄

物的所有层次。此外，正午拍摄，阳光正处在最高点，因

而被摄物的阴影很短，几乎没有。

六、下午的光线

下午的光线以日落时为最佳，其实这是陈旧的观念，

因为在日落前有许多很好的拍摄机会。中午过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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