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

谨献给爱好摄影的朋友，引玉之砖。

敬祝诸位老师多出佳作，丰富生活，美化生活。

蒋鸿钧   2 0 1 4 . 4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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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画意摄影自摄影术在西方诞生以来就随即产生了。当今数码时代如何

将原来胶片时代的“画意摄影”传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就是编撰本书的

宗旨。

全书主要介绍“画意摄影”新技法的六步法：理念更新、实地采风、

创意拍摄、图像处理、画面整合、作品输出。并将近几年来画意摄影的作

品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有山水画类、花鸟画类、人物画类、描金底画类

和“集锦摄影”类作品。 

画面整合、作品输出是与现时科技进步“与时惧进”的产物，也给

“画意摄影”增添了新意。     

另外介绍了：风光摄影和“画意摄影”新技法的实例对比；摄影的接

片技法和实例；使用多重曝光技法拍摄“画意摄影”作品及实例；“画意

摄影”后期调整的基本技法。

在摄影和教学的过程中有过不少的教训，本书对以前的经验和教训

整理出来，给广大的摄影爱好者作为借鉴。祝大家多出好作品，使生活

更丰富。



序

蒋鸿钧从师于我学习影艺至今已十五载，他是一位酷爱摄影，具有一定的艺术悟性，勤

奋学习，苦心钻研影艺的摄影人。他对画意摄影情有独钟，有自己的领悟、追求和实践。他

吸取中国传统绘画的理念，运用现代数码技术，対摄影影像作画意处理，不断进行摸索与尝

试，颇有收获。他将其作品与数码技法总结融汇成集，内容有序，图文相映，是对自己摄影

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梳理与归纳。

“画意摄影”在摄影发展史中据一席之地。摄影理论家们对其有不同的定义、解读和

诠释，本序兹不论述。当今，摄影人盛行运用数码技术手段，把摄影作品处理成具备一定画

意，或仿西画重彩，或仿传统水墨，或中西兼而有之，或按自己的理解去追求观念摄影的主

观效果等等。我将其统称之“数码画意摄影”。蒋鸿钧在数码画意摄影上的确下了些功夫，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模仿、借鉴、创新”这是习艺，从艺的必然过程，影画同源，万变同宗，但摄影毕竟

是摄影，要坚持维系摄影的艺术属性，技为我用，艺从技生，在不断模仿和借鉴的过程中力

求艺术創新。

希望蒋鸿钧在学习和钻研摄影艺术中进一步领悟画意摄影的真谛，继续努力研习、探

索、实践，拍摄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取得更新的成绩！

《翰墨影像》即将付梓，兹撰序文以勉之！

  

                                                      天津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经过几年的实践及理论上的探索，对于“画意摄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中国画靠一

支笔而成，那么摄影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相机的拍摄，就具备“画意摄影”的形式感？实践证

明：完全可行。

在此期间我参阅了大量中国画理论及名家作品，并以相机为工具进行了实验性的画意摄

影创作，其效果得到了摄影界许多专家的认可，并在技法的探索上给与了高度的肯定。

在我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把“画意摄影”理念融入其中，业已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

在广泛征求同道意见的基础上，把我在摄影实践中以及教学中大量琐碎的一些技法，经

过几年的理论总结、深化，系统集结成册，以飨更多的读者，也算是为繁荣中国的摄影事业

尽一点微薄之力。

全书主要介绍“画意摄影”新技法的六步法：理念更新、实地采风、创意拍摄、图像

处理、画面整合、作品输出。并将近几年来画意摄影的作品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有山水画

类、花鸟画类、人物画类、描金底画类和“集锦摄影”类。     

画面整合、作品输出是与现时科技进步“与时惧进”的产物，也给“画意摄影”增添

了新意。     

另外还介绍了：风光摄影和“画意摄影”新技法的实例对比；摄影的接片技法和实例；

使用多重曝光技法拍摄“画意摄影”作品及实例；“画意摄影”后期调整的基本技法。

虽然殚精竭虑、十年乃成，然而源于笔者学识修为有限，难免挂一漏万，谬误之处尚

存。恳请读者不吝批评、赐教，以利改正。

                                                                蒋鸿钧

                                                              2014.04.14

—— 画意摄影新技法探索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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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解  题 
         

翰墨：指笔和墨，借指文章、书法、绘画。     

影像：本文特指相机拍摄的平面视觉影像。   

“翰墨影像”顾名思义就是笔墨艺术与摄影技术相结合，拍摄出中国画的画面意境，

也可以说用相机“拍摄出中国画意境”或利用“相机作画”，用摄影艺术手段拍摄近似中国

画的摄影作品，经后期调整、制作，再加以画面整合，最后画面输出和装裱，完成作品。借

以表现中国画艺术深厚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民族韵味，崇尚“师法自然”，追求“气韵生

动”，讲究“画中有诗，画中有情”，诗中画、画中诗，诗情画意的奇妙意境。

（一）

西方绘画艺术的代表是油画，东方绘画艺术的代表是中国画。东、西方虽表达方式各

异，但都是用画笔描绘出客观世界。摄影则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它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到来，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摄影技术的直接性和科学性体现出了比绘画作品更

具写实性。

绘画艺术与摄影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方的油画与摄影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1839年，法国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油画家达盖

尔，在寻求西洋镜中的图象如何固定时，成功地发明了实用的摄影术，即达盖尔银版法，至

今尚不足二百年。

中国画，简称“国画”，亦称为水墨丹青。中国画历史悠久，形成于六朝，成熟于唐宋

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和西方绘画的原则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

强调观察总结不强调现场临摹，运用多点透视法不用焦点透视法，重视意境不重视场景。中

国画从一个侧面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诉求。

绘画与摄影同属艺术范畴。这是因为绘画与摄影都隶属于把三维立体转化为二维平面艺

术效果的造型视觉艺术。摄影是记录、留住客观世界，绘画是加工、表现客观世界。摄影术

诞生以后就受到了绘画的熏染。绘画的很多基本功，如对明暗的把握、色彩的认识和运用、

构图的选择等，拍摄均用之。特别是在摄影过程中、后期暗房处理影像时，因创作者对绘画

种类特性的善长或偏爱，而将画技溶入拍摄、调整之中，使影像作品具备更多中国画的意

境，也给暗房技术带来许多新的突破，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

作品表现手法各异，会有各自的“意境”，其源泉均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其目的

是美化生活，表现生活，感悟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由“人”利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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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因为“人”起着决定作用，作品也同时反映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了作者的灵

感。作者完成作品目的、作品的主题，或者说作者在作品中所折射出的某种观念、某种思

想、某种情绪，意境便由此而产生，使作品紧紧抓住观者的心弦，给观者以充分的艺术审美

享受，并使人们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和教育。

每件好作品都应有各自的“意境”，这也就决定了作品的层次。

本书主要探索的是摄影和国画的有机结合。摄影擅长写实、记录，定格事物瞬间的变

化，缺少了绘画的想象和意境美。而中国画是中国的国宝，又恰恰是用“写意”的手法

描绘事物，在写实上就不如摄影。要寻求这两种艺术作品的交汇点，反映出事物的“意

境”，如摄影追求的质感和国画的工笔画法，摄影用“虚实对比”的技法表现事物，国画

有用“半工半写”的画法描绘事物，两种手法很接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艺术家、

摄影师曼·雷曾经就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经典的诠释:“我拍摄不想绘制的东

西，绘制我拍摄不出来的东西。”这一信条深刻地揭示出绘画与摄影之间的互补关系，

“画意摄影”就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相结合的产物，亦就是将摄影的记录功能转

化为艺术功能、文化功能。

“画意摄影”自摄影术一诞生就产生了，主要是模仿西方的油画。中国推出的“画意摄

影”是摄影大师郎静山在1937年提出的，当时取名为“集锦造像”，针对的也是国画。在以

郎静山为首搞起画意摄影之后，胡伯翔、老众苦、吴中行等，直至当代的敖恩洪、陈复礼、

简庆福、袁廉民的作品都颇具有中国画意。随后以黄贵权为首的香港摄协更为热衷。不过，

当时他们使用的是传统相机和胶片，是在传统暗房中亲自操刀，采用二次、三次曝光或遮挡

曝光等暗房技法，获得“画意摄影”作品的。胶卷摄影和暗房技术历史悠久，工艺复杂、成

功率较低、成本高、非常耗时。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数码技术的出现，数码相机的普及，

电子暗房使摄影作品的调整和输出较以前方便多了。现在的摄影设备和数码技术要远远优越

于他们当时的条件，后期处理软件的高功能化，也无所不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必要

在前辈的理念基础上寻找出新的“画意摄影”方法，使这种摄影理念和技法，发扬光大，传

承下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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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光摄影很普及，在摄影中占很大的比重。笔者自己也曾热衷拍摄风光，起早贪黑、

长途跋涉、不辞辛苦，甚至不惜重金远渡重洋，几年下来回头一看，多是些风光纪录片，总

觉缺少点什么。在不断反思中发现其缺少的是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和主观精神的最终表现的

结合，即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意境”不是客观物象的简单描摹，也不是主观意

念的随意拼合，而是主、客观世界的统一，是画家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自然

美、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和谐的体现。因此，“画意摄影”就是座很好的桥

梁，在拍风光时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就是“画意摄影”的基本方法。

什么是“意境”？其实就是作者通过描绘景物表达思想感情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它能使

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使其思想感情受到感染。作品是否具有意境，这是作品成功与否

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作者要有对现实生活的丰富体察及创作经验的充分积累，另一点便是

作者的自身艺术修养。 

我在摸索“画意摄影”的过程中受到陈复礼的文章《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的启发。

文章阐述到“提到风景摄影，实在不能不重视中国画的传统。首先，中国具备了优秀的自

然条件，从寒带到亚然带，奇诡秀丽的山川不知凡几。经过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

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故而，在摄影实践中我由单纯

追求画面的靓丽转向了追求画面的“意境”，画面的构图、用光、影调上均模仿国画的要

求，在似与不似之间。

“画意摄影”源于风光摄影，可在具体拍摄时有些方面又不同于风光摄影。我在摄影实

践中不断探索，逐步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下面是对“风光摄影”和“画意摄影”的基本

技法及后期处理上的一些对比（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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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摄影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发现美、表现美、意境美。发现美主要是对美景良辰

的“复写”，追逐“新、奇、特”的效果，对于拍摄对象的依赖十分明显；“表现美”是美

上加美，化平凡为优美，靠的是摄影技巧和机会；“意境美”是从自己在自然山水之间的发

现和感受出发，摄影师的意想和感悟，靠的是独特的审美眼光、艺术个性和创新精神。前二

者对于拍摄对象、手段、机缘的依赖十分明显，注重记录；后者强调发现和感悟，注重寓情

于景，即通过对自然对象——山水景物描绘，表达出他们的主观精神境界、情趣和氛围。用

“写实”与“写意”的手法表现其“意境”，就是“画意摄影”的精髓所在。

对于风光摄影中的诸多方面，要经过许多实践和探索。除掌握风光的自然规律、熟悉拍

摄对象之外，还应该强调形神与情思的结合，讲究“意境”的追求，才能寄寓出作者热爱自

然、热爱生活的真挚感情。

摄影是一项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的一种艺术活动。因此，熟练地运用摄影技巧，重视

提高影像的质量、刻画形象、锤炼形式，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也是摄影人要努

力追求的。

图1  风光摄影与画意摄影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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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过几年的摄影实践，笔者在“画意摄影”理念的指导下，抓住“画意摄影”和风光摄

影的要点，逐渐摸索了一套“画意摄影”新的技法。

“画意摄影新技法”的前提。

1、仅针对艺术类摄影作品，纪实类作品不在此列。

2、“画意摄影”新的技法关键是“直拍”，可以在艺术摄影作品允许的范围进行后期

调整，不能用摄影素材堆砌做成数码画类的作品。

“画意摄影新技法”的“六步法”。

理念更新：接受“画意摄影”的理念，并喜爱“画意摄影”作品的风格，研究其特点和

学习相关理论、知识。

实地采风：拍摄时要先“立意”，锻炼自己的“摄影眼”，采用“直拍”的手法，留意

国画的构图和摄影技法等，同时体会国画的意境和精髓。  

创意拍摄：要不断探讨“画意摄影”的新题材。初期可以采用“传移摸写”的手法，拓

宽思路。

图像处理：对影像进行简单的、必要的后期处理，确定画面形式。

画面整合：给画面添加国画的要素——书法、诗词、题跋、印章，完成画面。

作品输出：选作品输出的材质、打印方法，画面输出要确保质量。确定装裱的形式。

“画意摄影”较“风光摄影”无论前期拍摄条件，还是后期调整、整合和装裱等都增加

了难度。但对于熟悉中国画文化的国人来讲，将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会带来

新的乐趣，尤其是成品完成后的使用价值（装潢、馈赠、收藏......），会给每一位喜爱者

增添成就感和意外的喜悦。

“画意摄影”隶属于艺术摄影的范畴，是风光摄影的一种技法。随着后期处理软件功

能的不断扩展，与一些数码作品很容易混淆，在此有必要对“画意摄影”作品加以界定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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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意摄影”流派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主要是模仿西洋画画面的拍摄。19世纪末20世

纪初，摄影传入中国后，“画意摄影”就基本泛指模仿中国的国画了，主要对象是山水、花

卉的风光摄影。随着数码技术的诞生，后期制作软件功能的不断增大，“画意摄影”所囊括

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多了，如油画、素描、水粉、铅笔画等。

本文只对“画意摄影”模仿国画的部分加以探讨。

“画意摄影”既是用“画意摄影”的手法来表现中国画的意境，也并不是不对作品进行

后期调整，只是要求后期调整要符合摄影作品的规范。如对影像进行影调调整、色调调整、

剪裁处理、由灰尘引起的污点修复、彩色转黑白、接片、水平线拉直等不足以影响影像真实

性特征的处理。其中掌握一个“度”，过之则其反。不进行电脑创意，不添加、合成、移动

像素。后期处理以后还应该保持摄影作品的本意和初衷，让人看起来还是完完全全的摄影照

片（见图3《牧牛图》）。 

图2  画意摄影作品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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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艺术摄影作品方面全盘否定PS和完全依赖PS都是片面的。纪实摄影是不可以进行

后期处理的，要确保其真实性、纪实性。

拍摄过程是在繁杂的景物中发现美、记录美的过程，后期处理是在记录的影像中调整

美、表现美的过程。现代数码相机都有按个人意愿调整照相机“内设置”的功能，如锐

度、亮度、对比度等。可在拍摄中不可能一张一更换调整内设置，后期处理就是很好的补

充和扩展。

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全国领袖照片工作组组长陈石林在谈到照片修正时说：“大

家认为在照片修整方面，现在电脑都可以做，电脑只是一个工具，而且比笔修方便了的工

具。但是，怎么修，修什么，用笔还是用电脑是没有区别的。”

根据数码摄影的特点，数码相片经过必要的后期处理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后期处理的

另一要因是：处理好当前此张作品后，对下一次拍类似照片起指导作用。前期精准的拍摄目

的是简化以后拍摄的后期处理，甚至不处理，一次拍成。 

热衷于掌握PS技能，完全依赖调整、拼凑是有违摄影本质的。PS是为平面设计服务的工

具，摄影爱好者之所以称之为摄影人，第一要旨是“摄影创作”，只要掌握够用的PS工具和

技巧即可。

图3  写意画（山水类）《牧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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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PS移动摄影素材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在数码技术出现以来，尤其是后期制作软件的

出现，给摄影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进步的好事，但对摄影作品的原创性鉴定带

来了难度。

数码画范畴包括利用摄影素材的作品和借用辅助工具（如压感笔）制作的作品。此类作

品基本形成自己的风格，可归于“平面设计”类，和摄影艺术大相径庭。上述问题在此不做

赘述。

（四）
 

随着数码技术的普及，摄影作品的输出就显得很容易了，只要把拍摄用的存储卡交给彩

扩店就可以了。

“画意摄影”的作品输出就不那么简单了，除要对作品进行必要的后期调整外，还涉及

到中国画的基本要求，如落款、用印、打印输出、装裱等。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1、画面的落款是国画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是“点石成

金”，绝不可小视。落款包含的内容、在画面上的大小、位置都是很考究的，不能影响其画

面美感，书写要和画面风格统一，相得益彰。运用得当会给画面“锦上添花”，运用不当则

会因小失大，使作品成一败笔。

画面的落款包括：作品起名字或赋诗的选用、书写字体及大小的运用、农历年月、作者

的“名、字、号”、印章的金石及种类、用印以及以上几项的协调搭配等。落款书法如为作

者本人亲笔，会为作品增添乐趣和光彩。

摄影作品是没有落款的，在此说明，别误导大家。

2、作品的输出，对于一般的摄影作品就是使用相纸冲洗。可“画意摄影”作品建议使

用“机用宣纸”，并用“微喷”设备输出成品。宣纸自身的纹路和它的吸墨性会给作品增添

中国画的“笔触感”，更接近中国画的效果。

3、装裱，“画意摄影”的作品为了更接近于中国画，富有国画的意境，更为美观，以

及便于保存、流传、收藏和装潢，最好使用国画的装裱方法。其形式很多，下面介绍几种常

见的形式（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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