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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術帶給現代人的方便不勝枚舉 以往 當照相機尚未極普遍時 家長便會舉起相機 為家中小孩出

生 生日 入學 畢業 結婚 生子到長者往生等 將人生中的生 老 病 死各個階段逐一入鏡 待相機普

及 甚至變成年輕族群的消費品時 拍照更成為個人與同儕關係無止境的記錄工具 攝影術發明後 雖有既能

留聲又可持續錄影的機器問世 並且操作性日漸簡化且親和性高 但或許動態影像往後再觀賞所需的設備及環

境 並不如靜態者來得機動 因此 即使較先進社會裡早有 家庭電影 形式 或更現代化的DVD等觀看格

式 靜態照片仍主宰大眾生活中的影像閱讀

從古至今 筆雖然能書也能繪 但筆 紙間在生活上的功能仍以文字訊息的記載為主 畫作數量相對有

限 反觀相機的紀錄形式 簡易 快速 加上細緻的影像再現能力 照片早是現代人最信賴的紙和筆  保存

了個人生活中的隨意片段 家族的真摯情感 甚至延續族群的文化與傳統 除此之外 攝影術也是當代藝術家

重要的創作媒介 藉由 鏡像 特質 無論是再現生活觀察 體驗 或表現藝術思維等 都是當下的顯像

拍照哪需費時學

從實用面來看 大眾對 拍照 的根本訴求是 相機操作簡易 並能快速達到理想的影像結果 這方面

自1888年柯達公司開始發展簡易相機起 攝影工業便積極的研發各式自動化 傻瓜型 相機 極力滿足 人

人皆可輕易地舉起相機 為日常性或具個人歷史價值的活動做影像紀錄 以往 大眾購得這類相機 就無需刻

意的閱讀操作手冊 甚至上補習班或到學校學習 才知道如何拍得影像 攝影術數位化之後 自動型的數位相

機 不但機器選擇多樣化 成像過程比傳統者更簡易 而且照片成功率大為提高 實質貼近 按下快門 快

樂擁有照片 影像紀錄從此和生活形影不離 的理想 除此之外 數位影像強大的分享功能 更為一般拍照活

動添加了許多額外的歡樂 甚至默默改變了 拍照是為了記錄 的歷史性任務

自古以來的生產活動 凡涉及工具者 無論是自動化或手動者 技術和美學一直有其微妙關係 攝影在這

方面 無論是傳統或數位便常聽到 唯有使用手動者才是專家 的論述 然而試深究其原因 恐怕只和手藝

在科技進展過程的稀有性相關 而非真正唯有手才能完成其中的精確度 況且 強調手動的攝影者 往往忘了

手的任何動作實際上是受控於大腦 以 精確曝光 為例 與其執著於用手指來微調光圈 快門 倒不如洞察

台中縣魚池鄉　 　游本寬攝

前往日月潭 魚池鄉 途中 或許是地名的引導 因此連路旁無名的紅石 都讓人聯想成 怒髮紅獅



影像美感才是決定它們該如何調適的要件 況且 即使是大眾化的數位相機 都有能力透過複雜的自動測光在

先 並行多樣的曝光結果 提供攝影者更多的選擇

現實拍照中 大眾對照片的要求往往只是 訊息完整第一 影像清晰其次 最後也許會講究點構圖美感

針對此 拍照所需的最基本技術常識就只是 選擇光線充足的情況 多使用視野較廣的鏡頭 以利涵蓋更多

的訊息 儘量避免身體晃動 造成不必要的影像模糊 除此之外 實用的圖像美學便是 把握主要對象

內容儘量單純 一般人只要能掌控上述原則 便可大為縮近生手和專家的距離 整體而言 在人人都可以拍

得 好照片 的數位時代裡 拍照哪需要費時學

或許數位生活中自動化的事物太多了 人的智慧可以參與的部分日趨減少 因此 有些攝影者就會希望再

多了解些拍照的相關事宜 以下本文便從自動程式和圖像美學的關係 進一步論述數位拍照特質

善用數位相機的「自動程式」

隨著全球使用傳統相機及周遭設備驟降 不但導致相關耗材價格逐年提升 甚至不久的將來便會完全退

出大眾市場 反觀自動型的數位相機 除了因價格大眾化而快速普及之外 本身值得認識的特點也非常多 例

如 機身小便於攜帶 因而容易接近更多的對象 幾近一勞永逸的 數位底片 採購 讓人趨之若鶩 採用固

定式鏡頭 雖沒有拆卸更換的機會 但感光板卻也因此不易沾粘塵埃 影響畫質 大型 多功能的 即時觀景

窗 Life LCD 由於不必閉著單眼 緊貼著 觀景窗 小心的取景 提供攝影者更活潑的拍攝角度 大大

活化了攝影的行舉等等 除此之外 現代人常將數位影像透過電腦 電視 甚至單槍投影機等現代化電器播放

的情形 也不是過往的攝影者可以想像

不同於以往 當代數位攝影術不但藉由很多人工智慧進行影像訊號的運算與記憶 內建的諸多程式還能

自動排除 或削減 大眾拍照常犯的技術錯誤 更令人讚嘆的是 有自動美化影像功能的 肖像程式 風

景程式 近攝程式 等等 聰明的拍照程式 大多參考專業影像特質 將 鏡像 中的焦距 光圈和快門

等數值設為參數 然後進行最理想的組合 以 肖像程式 為例 啟動時 相機上的伸縮鏡頭會自動停留在中

等距離 讓被攝者呈現半身大小的構圖 接著 程式會再自動選擇較大的光圈數值 造成專業感的 短景深

效果 以利人像凸顯於背景之中 風景程式 則會讓照片中的前景到遠方的景物都呈現清晰的結果 其他

更特別的 夜景程式 運動程式 等等 相機也都可以針對這些特殊對象與情況 自動拍得類似專業的結

果 可見 現代人如能善用這些攝影程式 數位拍照只剩下 小心的選擇對象 習慣相機觀景窗的有效範圍

就人人都可拍得像專家一般

攝影愛好者 認真的 面對數位拍照時 其實也只有 影像色彩 如何測光 構圖考量等三件事要處理

外加影像品質與儲存常識 以下一些非常實用的相關要點 有時甚至可見於相機使用手冊內的附錄 多應用

可以增加影像的成就感 實務上 它們雖分成入門和進階 但其中的差異只在於 曝光方法 及 內建閃光

燈 的操控

嘉義縣鹿草　 　游本寬攝

五月的南台灣 輕風拂面 在藍天 綠草的映襯下 就連廠房 都顯得那麼慵懶 悠閒

夏日紀實　 　游本寬攝

夏末 身著紫上衣的游明叡 為著未完成的 太空故事 作業而悶悶不樂 一旁的原尚努力

的藉剛去葉的新鮮玉米 引導弟弟對飛行的想像 無論兄弟的對話結果如何 小狗 凝

神注目的卻是形如太空船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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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拍照實用技術入門

數位相機在色彩設定方面 雖有諸多選擇 一般人只需要設定 自動白平衡 便可改善各種特殊狀況下的

色彩偏離 輕易呈現對象原始的面貌

使用 全自動 A 或 程式 P 快門 將曝光問題全交由相機自動處理 記得 數位快門的啟動是

兩段式 如果沒有 輕壓 預備對焦 在先 便無法啟動快門

當 數位底片 的記憶體充足 對象又處於靜止狀態時 將 影像品質 設定調高 有利往後在大型螢幕上

播放時仍有不錯的畫質 但是 遇到對象快速移動 或必須大量拍攝的情況 例如 喜慶宴會中主人逐桌敬

酒過程 則將影像品質設定在 一般或中等 以利影像的加速存取 避免錯過重要畫面

多在自然光充足情況拍照 並儘量採取順光角度 較易得到清晰 完整的訊息

非不得已 少在極暗情況下拍照 因其往往使得 自動對焦 功能無法正常啟動 況且影像也容易呈現數位

雜訊

設定內建閃光燈於 全自動 位置 並留意光源的有效距離 拍攝近距離的人像時 記得啟用 減少紅眼

裝置 大型夜景 煙火照片的拍攝 因為內建的光源根本無法涵蓋如此大的範圍 反而得記得關掉閃燈 節

約電源

如果相機本身沒有 防止手震 功能 則應少用望遠鏡頭 而多移動身體 接近對象

數位拍照進階應用技術

面對拍照當下 不能立即決定要黑白或彩色影像時 先拍成彩色模式 往後有必要時再藉由電腦中用影像軟

體更改

進階的對焦與測光方面 多以 觀景窗 內最大的偵測面積 例如 矩陣式 多點式 進行測光 接

著多使用 多點式 的方法對焦 如果一定得使用單點 較小面積的方式對焦 例如 中央重點式

記得先將主體擺置在畫面中間 鏡頭焦點所屬的位置

當無法太靠近靜止的對象時 由於畫面所涵蓋的面積較廣 所以應使用相機內 最高畫質 拍攝 為將來影

像的截割預留空間

想要得到較高的影像畫質 就少用鏡頭中 數位伸縮 Digital Zoom 功能 其實最好是直接關閉

雖然全自動相機沒有光圈 快門數值的選擇 但仍可以藉其中最低的感光指數 搭配 靠近被攝物 的方

法 而達到 短景深 效果

碰到對象光源條件反差過大時 例如 豔陽天的中午 可以考慮使用 自動區隔曝光 功能 連續拍三到

五張不同的曝光結果 往後再從電腦螢幕做進一步挑選

昏暗環境下的拍照 雖可以使用高感度的曝光指數 ISO 400以上 但由於它容易產生數位雜訊 所以感

光的指數反而應儘量設定為ISO100 讓 自動閃光 功能進行現場的補光

如果主要對象 尤其是人像 處於背光狀態 而攝影者希望能顯現其形貌訊息時 則應啟動 強制閃燈 功

能 進行額外補光 以降低亮 暗間的高反差

有效避免人像攝影中的 紅眼現象 就是少在全暗環境下拍照 必要時也得將現場中任何小光源 蠟燭

檯燈等 全部打開 並且避免讓攝影者直視著鏡頭

面對重要對象 應試從不同的角度審慎拍攝以利挑選 但也不應毫不思索 無限量的拍照 否則只是徒增往

後篩選的工作量

至於可讓照片拍得 更好 的小技藝還有

選擇適宜的影像檔案大小和壓縮程度1 是數位拍照的一個常識 簡單的說 愈近期出廠的機型 影像壓縮技

術也愈好 至於一般生活紀錄的影像 使用高畫質的JPEG格式絕對可以滿足

使用較佳的光學鏡頭2 搭配使用較低的感光指數 例如 ISO 50, 100等 可以得到更清晰的高畫質影像

如何讓影像既能充分顯現訊息並帶美感的要訣是 被攝體 尤其是主被攝體 本身的造形完整度要高 以免

遺漏重要訊息 也因此 拍照的視點不一定得維持在一般水平 必要時可以登高俯視或由下往上仰視

多接近拍攝對象 背景儘量簡化 主題及對象的造形儘量單純並靠近畫面中心 但如能善用 焦點鎖定 功

能 適宜地移動畫面中焦點上的景物 則能產生較生動的構圖

主題和背景間的視覺關係 例如 色相 明度 彩度 面積 應該儘量成高對比狀態 以利個別特質顯現於

圖像上

主題以外的內容元素如出現在畫面裡 應該是有助於主題的意義詮釋 或視覺美感方面的考量

拍攝風景時可多利用前景 以增加照片上的空間透視感



拍照、訊息與記憶

一般人留影 往往是怕日後自己會記不起眼前所見 因而冀望影像屆時可以發揮適當的提醒功能 至於

當下相機得記下多少訊息 或者是影像得清晰至何種程度 將來自己或他人才足以完全的辨識 答案恐怕是因

人而異 非常個案 造成眾人對喚起記憶所需的訊息量差異 除了記憶本身並不只是依賴肉眼可見的具體訊息

之外 還有抽象的聯想作用 情感的引發等重要因素 因此 很多照片的讀者 即使影像有些模糊甚至缺漏

但由於和對象及內容的熟悉 仍可以快速地勾起記憶 完成閱讀 由此可見 個人生活紀錄所需要的影像尺寸

無須太大 市場中 四英吋左右大小的照片之所以能全球性普及 另一個原因還來自於大照片在現實中不易收

藏與展示 事實上 攝影工業在各個時代所出產的家用型相機 使用上都能輕易達到大眾的基本要求 但 它

們仍三不五時便推出林林總總的 高階相機 每一種新款式雖都提高了前者的畫質 細想 高畫質影像如非

構成記憶的必要條件 那眾人購買 好相機 的動機是 追求更多的操作方便性 不同機械操弄的新鮮感 滿

足於流行 時尚物件的擁有 還是為了增加影像 美感

現實生活中 大眾對日常紀錄結果如有所不滿 一定是其中遺漏了個人認定的重要訊息 以團體照為例

可能是小部分成員未能被完整的收納在內 或者是部分成員行舉突兀破壞了氛圍 最後抱怨的才是影像極度模

糊 影像未能如預期般清晰 雖帶給觀眾失望的程度較其他因素低 但並不表示他們完全不在乎 只是比較於

訊息不全 無法再來一次 的終生遺憾 反而是較可以接受者

再認識何謂「好照片」？

大眾口中所謂的 好照片 可以從攝影者 一般 觀眾和被攝者 不同角度來加以討論 對攝影者而

言 好照片雖還依個人認定或專業認同而有所差異 但從影像生產的哲理來看 任何吻合個人原始初衷的影

像結果都是好照片 這樣的觀點即使再衍生至藝術創作 哪怕攝影者往後才發現 早先所謂的創新事實上是

步於他人之後 但 首次由自己生產的照片 都可算是創新的好照片 至於 好照片 的評估一旦置入專業

領域時 就得以相關歷史或當下影像主流現象為判斷基礎

大眾生活中的一般人像照 也是 好照片 另一個有趣 值得認知的範疇 由於被攝者對照片中自我的形

象常有強烈 主觀認定 因此 好照片 和被攝者間有時會有所差異 好在兩者對訊息清晰的技術部分共識

性較高 眾人即使知曉 人對照片的好 壞認知並非恆定性 但是更應該了解任何層面的評斷 如都不能讓原

始創作者信服 再崇高的讚譽也是枉然

為什麼還想進一步的學攝影？

當攝影者對日常記錄 在訊息完整與清晰的結果之後 還會進一步講究影像的美麗時 便如同 基本生存

之外 生活還要有品味 的態度 換句話說 拍照在訊息蒐集之餘 也要有影像的藝術感 只是 品味 藝術

感 並不易用三言兩語 精要快速的傳授或學習

在人人都可以輕易拍得影像 取到照片的時代裡 大眾甚少會特別的想去學攝影 甚至思考以拍照謀生

的可能 那些無論是透過學院環境或在家自學者 除去極少數對相機機械結構 光學原理有興趣者 大都和影

像美學的動機極其相關 例如 希望知道如何拍得 比一般生活紀錄更多 更細緻的訊息 如何讓照片的外貌

可以比個人現況更藝術化 除此之外 知識水準稍高者 或許還從其他管道知道有關 影像與文化 的議題等

等 簡單地說 當大眾的拍照活動不再只是隨意的生活紀錄時 便是個人攝影的開始 其間除了體驗現代化的

成像術 增廣攝影專業知識之外 如果因而進一步拓展個人生活的觀察面 其社會意義或許遠比純圖像美學的

成就更高 因此 對嚴肅的攝影愛好者而言 無論是使用 正式 照相機 錄影機或其他 替代型相機 手

機 網路攝影機 掌上型電腦等 攝影學習的精義在於 如何透過機器的輔助 延伸眼的觀察與手的紀錄

結果

學習攝影之前的二三事

大眾自習攝影 閱讀是最普遍的方式 坊間相關書籍不但很多 不同主題也都有專類論述 近年來更為

了因應拍照數位化 原有分類中都加有數位字樣 例如 數位風景攝影 數位人像攝影等 這些教授一般人如

何攝影的書籍 內容大都以拍攝工具的使用介紹為主 小部分談到如何提昇照片美感時 則會以 單純圖像裡

的視覺元素 使用對比手法強化影像張力等為 好照片 指標 提供讀者一個快速的學習路徑 眾多書籍中



台南縣關廟/西勢社區　 　游本寬攝

午後 卡拉 店的大門雖緊閉著 但 思春 師仍努力地提醒路人 只有入內高歌

才能撼動美媚的心

嘉義縣中林鄉　 　游本寬攝

當宗教熱度沸如 赤日 的屋主 試將斗大 鮮紅的 阿彌陀佛 牆成為觀光駐點時 但願對門的

鄰居對此亦有同感

數位攝影一百個訣竅 倒提出有關拍攝前 後的一些心理思維 對於想要 永續進步 的攝影者而言應很有

幫助3 本文以下也針對非拍照技術層面的問題稍加討論

拍照前的心理準備

本文前段曾提及數位底片的 零損耗 特質 使得數位攝影者 只怕不啟動快門 不怕影像不足 但是

快速成像的結果 也凸顯龐大 未經篩選的影像 事實上 對讀著而言 反而是一種閱讀負擔 因此 攝影者

在拍照之前 如能多費一點心 細想個人起啟動快門的原因是 訊息性的真實再現對象 或 圖像藝術性表

現的追求 必大有助於影像結果的判斷 技術實務方面 攝影者應隨時都將相機準備好 以免錯過重要的鏡

頭 而在舉起相機時 更要記得將相機持穩

面對相機的態度

延續前述 善用數位自動相機特點 的概念 拍照進行中 攝影者面對相機最好的態度是 壓抑當下對

工具實驗性的好奇 讓自己有更多時間 精力 細心的觀察對象 換句話說 拍照時 只操作個人最熟悉的部

分 充分享受過程的順暢與愉悅 而不被繁複的機械操作所困惱

成像的藝術性考量

人像和風景攝影 一直是業餘的影像愛好者和專業攝影師最投入的內容 拍攝人像時 如多引導被攝者

入鏡 常有助於照片上活潑與自然的氛圍 構圖方面 如還能不把主題刻意的擺置在畫面正中央 更能營造出

生動的結果 除此之外 無論是人物或風景 攝影者靈活的應用自然光特質 在增加影像訊息或美感方面也都

很有幫助 心理的層次方面 由於戶外攝影最大魅力來自攝影者的親身體驗 因此 即使當下有不能拍照的情

況 盡興的欣賞好風光也是重要的收穫 畢竟 影像對生活記憶雖有其重要性 但若能留給自己或觀眾一些回

憶或想像空間 不也很好嗎

讓個人攝影永續進步的方法

攝影既可以是隨意的生活紀錄 也可以是嚴肅的藝術創作 對於無需靠此藝技維生的愛好者而言 學習攝

影的動機雖然經常是即興 但能持續也是其最大特質 以下本文介紹幾種大眾都可以永續學習攝影的方式

學習不必進教室，進步不限時

本文曾提及 評斷個人影像中的訊息不佳或美麗不足是學習攝影的重大動機 但是 如此的認知是建構在

和其他實例比較之後 可見 攝影者必須先看到比自己現況更佳的影像 才有可能產生求進步的欲望 由於攝

影術和當代生活關係緊密 大眾傳播媒介中應用優質影像的例子比比皆是 攝影愛好者如能多從中觀察並分析

特質 便可以學到很多有益的部分 如此不進教室 但時時都在關注的態度 就是一種永續學習的實踐 其間

一旦發現讓人心怡的影像 適度的模仿也很重要

常思索影像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質

拍照時 絕大多數造形特殊 豔麗的外貌雖可以帶給人震撼印象 卻無法確定它們可以持續多久 而當首

要的印象逐漸退卻時 所剩的只有抽象感覺 此時 若照片中還有情感成分倒能延伸記憶 除此之外 影像本

身如能再具有文化意涵 便能延伸圖像中的造形至語意層次 對往後的記憶又是另一大助益



累積周遭動人的影像內容

回顧西方諸多攝影史教科書中的名作範例 甚少和攝影者使用器材有關 這樣的情形在 數位攝影術

時代意義尤為深刻 畢竟機械操作並不容易凸顯攝影者的藝術地位 當下的數位攝影術 倒是促使任何 有思

想 的大眾都可以輕易地從事影像創作 其中 較專業的圖像藝術部分 雖不見得人人可以自發性的達到 但

是動人的影像內容大都可以得到廣大回應 可見 完美 專業 圖像之外 影像內容或創意也是永續學習的重

要指標 而且它們都和個人的生活歷練及觀察習慣息息相關

生活中 很多職業攝影師 因工作需求而長途跋涉 遠走他鄉尋找適合的內容 一般攝影愛好者 實無須

捨近求遠 周遭便常有很多動人 並值得記錄 表現的事物 同時 由於攝者和對象的熟稔 其中經年累月所

醞釀出的情感 非外人所能體會 更特別的是 拍照過程往往也因此有更充裕的時間來思考如何補捉 甚至萬

一失敗了都還可能有重新再來的機會 而沒有 決定性瞬間 的快門壓力

有機會便參觀藝術專業展演

由於攝影藝術的發展已有一段時間 相關的 專業 美學也相當成熟 因此 攝影史或美學 愛好者除了

可以到學院環境求知之外 親臨攝影或任何當代藝術的展演場所 也是極佳的學習環境 學習者面對攝影原作

最珍貴處在於 了解影像藝術並不只有內容思維 影像呈現形式的大小或材質考量 也是其中要件

確實舉起相機，並按下快門

上述的諸多讓攝影進步的方法 多集中於影像賞析的能力養成 以充分醞釀學習動機 尚未達到拍照行

動 傳統攝影時代 底片是耗材 攝影者因而會審慎地按下快門 相形之下 數位底片 就不曾讓人有如此嚴

肅的感覺 啟動快門象徵著 攝影者對於眼前景物 做出某種程度判斷與執行的決定 雖然 勤壓快門

不見得必能增加 好照片 比例 但不盡完美的結果 至少提供往後比較與篩選的可能性

圖像產製實務方面 相較於肉眼觀察 鏡像 雖然在形貌的逼真性極高 但平面式 圖像空間的語言

仍不可能和實景成完全的等號關係 另方面 現實中肉眼的觀察比較不容易直接干擾對象 但是 相同情況要

舉起相機拍照則需要行動 因而有 勇氣 決心的訓練 甚至道德 禮儀的顧忌等 可見 相機操作雖然簡

易 眼睛也常看到很多值得記錄的對象 只是 不舉起相機 壓下快門 它們永遠都在底片之外 也無法化為

另一種可再被觀看的形式 至於如何讓攝影者有勇氣舉起相機 似乎和上攝影課與否並沒有絕對關係

要和攝影同好、老師討論作品

從某個方面來看 人都具有展現自己和被鼓勵的共同性 攝影的學習也是如此 一般的生活記錄 親朋好

友即是基本觀眾 攝影者如有意在攝影上再求進步 便得跨過周遭的基本觀眾層級 向外尋找和自己理念相近

的同好相互討論 甚至登門向求教於專業教師

無關攝影學習的結論

由於數位相機在現代生活中已如家電般的普及 因此 大眾型者便得經常改款 不斷增加 自動程度 功

能以刺激市場買氣 環視這些日新月異 推陳出新的數位相機 其自動與聰明程度完全掌控了 拍照 過程

只怕人不去按下快門 對大眾而言 擁有一部多功能的數位相機 並對它進行多方的影像嘗試 恐怕只是時下

電玩習性的另一種衍生 人工智慧對現代人是造福或威脅 其爭辯過程 數位相機只是一個微小的例子

好在 拍照並不全等於攝影 攝影應該可以涵括更多有關於 人 的特質 畢竟 影像中如果沒有攝

影者的觀點 文化因子或情感 再細緻的訊息也只是一種科技現象 並且當它們又不被人加以解讀時 其意義

或影響尚遠不如空氣中的塵埃 現代人有幸享受數位科技當下無盡的方便 腦筋因而少用於繁複的機械操作

但是 生活中裡因此所多出來的時 空 如不能有另一種心靈智慧的填補 生命只會被大量的垃圾影像給加速

地塞爆 屆時人們恐怕才會去懷念傳統攝影的一切 因此 拍照事小 如何讓聰明 自動化的影像更具攝影藝

術性與人文感才是重要

■ 注釋

是 是

一般情形 定焦鏡頭 比 變焦鏡頭 的解像力更佳

該書的個別篇章如下 一 攝影前的準備 二 如何拍攝比較好的照片 三 曝光控制 四 控制焦點以及景深 五 應用好光源 六 照片創意

七 使用照片編排軟體 八 操控影像軟體中的色彩元素 九 彩色影像輸出 十 數位攝影拍攝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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