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用  光 

在认识这些光源的具体特性之前，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光线的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光线

的性质与光源的面积大小和光束的平行程度（分散角度）有关，光源的有效面积越小，或者

它发出的光束越平行，那么光质就越硬，被摄体留下的阴影也越清晰；反之光源面积越大，

光束角度越大，光线散射越厉害，光质就越柔和。正是由于这个基本特性，才有了各种各样

的遮光罩、柔光罩、反光板等，利用这些附件，我们可以将灯泡这种“点”光源一下子变成一个

发光“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几种光源的具体特性。 

10.1  光源的种类与特点 

摄影常用的光源分为自然光源和人工光源两大类。自然光源主要指日光、月光、星光、（阴

雨天）自然漫射光等，人工光源则包括电子闪光灯以及照明灯、景观灯、舞台背景灯等。自

然光的强度和照射方向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人为调节和控制，但我们还是可以

通过调整拍摄角度、制造或寻找天然的遮光体、等待合适的天气条件等途径来进行主动的规

避利用。例如，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下，朝南的门窗与朝东西两侧的门窗所透进来的光的强度

和方向是不一样的。而同一环境不同时间条件下，光线投射的方向、软硬强度乃至色温等又

有着天壤之别，甚至还会受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10.1.1  自然光 

自然光透过镜头结成的影像与我们肉眼看到的影像基本相同，因而也是最理想的摄影光

源。具体来说，它又可分为室外自然光和室内自然光，两者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光线的方向和

强度，而且前者还有直射光和散射光之分，而散射光又多见于雨雾等特殊天气和周围的自然

环境（如沙尘等）。 

顾名思义，直射光就是从太阳直接照射下来的光。受地球公转的影响，直射光照射到地

面的角度是在不停地变化的。早晚与地面角度小，照射方向主要集中在垂直于地面的景物上，

例如楼宇、树木等。此时的光线影调柔和，自然景物层次丰富。中午的阳光几乎垂直于地面，

照射的主要是事物的顶部，故又名顶光。此时的光线较硬，拍摄人像时头发上的光环效果很

好，但曝光不当也很难拍出成功的作品。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上、下午的光线属于侧光，光线

倾斜角度适中，地面景物三维立体形态较好，因而也比较适合照相。一般来说，上午 9 点前

后的光线影调适中，角度较好，非常适于摄影创作；中午前后的光线偏硬，对于表现建筑物

的轮廓硬度和中年男性的阳刚等均有不俗的表现力；早晚的光线柔和平淡，有助于体现出大

自然的朦胧神秘，或者女人的柔美、孩童的稚嫩等。 

散射光的形成是由于空气中弥漫的灰尘以及天空的云朵、地面的反光物等因素造成

的。这种光线几乎没有什么方向性可言，因此画面影调相对单一、平淡和朴实，细节表现

力较差，但运用得当却会产生悠远的意境，例如阳光透过晨雾照射到地面万物，会有种国

画一般的朦胧美。  

室内自然光主要是门、窗透进来的室外自然光，其强度、方向乃至形态直接受到门窗位



置和造型的影响。例如羌族穹窿窗户虽小，墙壁也厚实，但由于采用了外小内大的放射梯形

结构设计，因而不仅防御性能突出，而且比我们日常所见的门窗透光效果更好。至于光线的

色温，除了直接受制于室外自然光，还同时受到透射体（如窗户玻璃）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此外，由于室内外光线水平的差异，室内自然光也就有了方向性（从室外射向室内）和强度

（越靠近透光口，光照越强）的问题。 

10.1.2  人工光 

人工光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光，主要是指各种灯具所发出的光，当然也包括利用反光板

等反射的各种光。人工光的最大好处就是其光照方向、具体强度、照射距离乃至色调色温等

基本属性都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因而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常用的能够提供人工光的主要

灯具种类有内置和外置闪光灯、聚光灯、新闻灯、外拍灯、荧光灯、白炽灯等。 

闪光灯的基本属性前面已经有所讲解，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就其他几种灯具的基本属性

作一些简单分析。 

聚光灯  是指可以使用聚光镜或反射镜等聚成光束的灯具，其照度强、硬度高、照幅窄，

便于定点集中给光，广泛应用于影棚摄影和显微摄影等。这种灯具在灯泡的前面装有聚光镜

片，后面装有小型反光盏，并且灯泡或反光盏可以在设定的轴线上前后调整，以控制光照的

幅面和强度。 

新闻灯  轻便，便于携带和移动。从电源供给来分，新闻灯有内置电源和外接电源两种。

前者功率小，光照强度较弱，适合做辅助光，主要用于小场景的局部给光；后者使用 220 V



外接电源，输出功率动辄上千瓦，可以搭配脚架使用，也可以请助手手持，适合做主光源，

多用于大型场合的全局补光。一般来说，大功率的新闻灯要高于镜头 1 米左右，否则会产生

严重的高光问题，致使被摄体细节失真。如果同时使用多个新闻灯，一般而言，辅助灯的功

率要比主灯小，否则容易产生影调上的对抗。 

外拍灯  摄影用的外拍灯多为手持式，配备专用蓄电池，使用时需要安装连接线，但连

接线在实际应用中拖动非常不便，而且还受到连接线长度的限制，因此多数摄影师选择在相

机的热靴上安装引闪器来引闪。外拍灯的引闪器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有些朋友买了引闪器，

发现在室内使用没问题，一到室外就不能正常引闪，其问题就在于引闪器的选用上。红外引

闪器一般只能用于室内，室外光线强，受到干扰多，因而会出现引闪不正常的情况。有经验

的摄影师往往会选用无线电子引闪器，不受光线环境的干扰，价格也不贵。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引闪器，都要注意环境干扰对实际引闪距离的影响。 

10.1.3  光的方向 

光线是有方向性的，从摄影的角度来说这些方向主要可以分为三种：顺光、侧光和逆光，

当然其他还有顶光、底光等。 

顺光  就是从照相机背后方向照射过来的光线，能够从正面方向均匀地照在被摄体上，

被摄体受光面积大，阴影也比较少。缺点是被摄体缺少质感，画面过于平淡。但这种缺点也

可以进行巧妙利用，例如拍摄中老年人，有助于掩饰面部皱纹，更显年轻；拍摄妇女、儿童又

会使画面显得明快、柔和。此外，顺光还是翻拍资料最理想的光线，因其能对凸凹不平的陈



旧纸张起到弱化作用。顺光摄影要特别留意，摄影者自身的影子不能闯入镜头画面（图 10-1）。 

   

图 10-1  顺光（实例见彩图 21） 

侧光  是从被摄体侧面照过来的光线，它能使被摄体表面的凹凸（如建筑的轮廓，人的

面部皱纹等）呈现出明晰的影调层次过渡，因而质感较强，立体纵深感较好，画面表现力更

为丰富，是使用最多，又十分理想的光线。侧光又细分为前侧光、正侧光和后侧光，无论哪

种形态，我们都要注意在人像摄影中调整角度，尽量避免在眼袋和鼻翼处留下对比过分强烈

的阴影（图 10-2）。 

逆光  是指光线从镜头正面、被摄体背后照射过来的光线。在逆光环境下，由于被摄体

正面受光较少，因此常用于勾勒被摄体的鲜明轮廓，体现某种刚毅或柔美的线条，并且以极

其简练的形式表现出来，常见的包括玻璃透明体（图 10-3）和一般的剪影创作等。一般来说，

如非特殊需要，逆光和侧逆光条件下的摄影都需要给被摄体补光，同时还要注意对强逆光下

晕光和炫光的规避或利用。晕光会使被摄体轮廓模糊，而炫光有时候也会破坏画面构图，解



决办法主要是尽可能缩小光圈和细微调整拍摄角度。至于补光的方式，我们也要在普通的曝 

   

图 10-2  侧光（实例见彩图 22） 

   

图 10-3  逆光（实例见彩图 23） 

光补偿和人工光源之间作出合适的选择。例如，增加曝光补偿确实能够使得被摄主体更为明

亮，但同时也意味着背景可能会曝光过度，而背景的曝光过度也并不总是坏事，有时候能够



使得复杂背景更为简洁明快。此外，在人像非剪影创作中，逆光还能创造出光环效果来，有

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侧逆光  是指光线从镜头的斜对面照向被摄体的侧后方，从镜头方向看过去，被摄体部

分受光，甚至还有光环。虽然大部分面积因为无法受光而显得影调沉重，但立体感却比较好，

空间感强烈，层次丰富，因而多用于影楼艺术照和建筑摄影等（图 10-4）。 

   

图 10-4  侧逆光（实例见彩图 24） 

10.1.4  色彩与色温 

色彩 不同的色彩给人的视觉冲击和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色彩有冷色和暖色

之分。绿色、蓝色、青色等皆为冷色，黄色、橙色、红色等属于暖色。冷色沉着，暖色奔放；

冷色平静，暖色热烈；冷色优雅，暖色活泼；冷色威严庄重，暖色轻松洒脱。至于颜色搭配，

补色和对比色的搭配效果最强烈，给人的视觉刺激最大；而类似色的搭配则要柔和得多。有



了这些认识，我们就能结合实际创作需要为作品定下基调，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调剂搭配。 

色温 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以绝对黑体作为基准，当光源的辐射在可见区和绝对黑体

的辐射完全相同时，黑体的温度即为此光源的色温。通俗一点来说，在绝对零度（即-273℃）

条件下，对一个绝对黑体（例如纯铂）加热，随着能量的提高，便会进入可见光的领域，不

同的能量显示出不同的颜色，这种颜色与能量的关联就是色温。色温由低向高依次更替，表

现在颜色上就是深红→浅红→橙黄→白→蓝白→蓝的变化。色温较低时，场景的色调偏向红

色系列，色温较高时，场景的色调偏向蓝色系列，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风光摄影中早晚的片

子总是偏黄，中午的片子又总是偏蓝。 

色温是以 Kelvin（K）为单位的，根据人的直观视觉感受，宏观上分为暖色和冷色。色温

的基本规律是：高纬度地区，色温较高，颜色偏蓝；低纬度地区，色温较低，颜色偏红（有

学者由此解释亚热带的人较喜欢 4 000 K 以上，而寒带的人较喜欢 4 000 K 以下的色温的原

因）。一天之中，早晚阳光斜射时，能量被（云层、空气）吸收较多，所以色温较低，颜色偏

红；其他时候能量损耗较小，所以色温较高，颜色偏白。 

表 10-1  常用色温对照表 

光照类型 色温 

高山阳光 6 000 K 

正午阳光 5 200～5 500 K 

下午日光 4 000 K 

蓝天 12 000～18 000 K 

阴天 6 500～7 500 K 

电子闪光灯 5 500～6 000 K 

新闻摄影灯 3 200 K 

金属卤化物灯 4 000～4 600 K 

冷色荧光灯 4 000～5 000 K 

暖色荧光灯 2 500～3 000 K 



日光灯 7 200~8 500 K 

高压汞灯 3 450～3 750 K 

卤素灯 3 000 K 

钨丝灯 2 700 ～2 900 K 

摄影钨丝灯 3 200 K 

高压钠灯 1 950～2 250 K 

蜡烛光 2 000 K 

 

色温在摄影中的应用最开始体现在胶卷上，在胶片时代，人们对日光型（5 500 K）、强灯

光型（3 400 K）和钨丝灯型（3 200 K）等各种胶卷和各种颜色的滤光镜都应用自如。就滤光

镜而言，其主要用途无非是两种：一是用于平衡色温，如环境光色温偏高时选用红色系列滤

光镜；二是用于强化色温，如拍摄霞光时选用黄色系列滤光镜。在胶卷选用上，如果我们用

日光型的胶卷在 3 200 K 左右的光源下拍摄，最后的照片就会偏橙红色，但如果我们在镜头上

加一片蓝色（高色温）色温转换滤光镜进行色彩还原，最后的照片色彩又能恢复正常。随着

数码时代的来临，很多人在这方面的功底反而弱化了，但如果完全不了解这些原理，一味依

赖于后期 PS 修正，我们又很难应对各种复杂的拍摄环境，或者人为地创造出一些色温效果富

有个性的片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