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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 
在视觉艺术的语汇中，恐怕没有比“构图”这个词更使摄影

人员望而生畏的了。学习摄影和学习绘画不尽相同。学习绘画的

人在学习素描、画法和画画设计的同时就在学习构图，而摄影人

员则是首先把注意力焦中在掌握相机、用光和冲洗上面。他们只

有在能够准确调焦、正确曝光、掌握胶卷和相纸的性能，并能掌

握冲洗的技术和技巧之后，才有时间来考虑构图问题。尽管如此，

他们都早已不断地从更有经验的摄影人员那里听到，并从摄影出

版物中看到“构图”这个词了。 

因此，当摄影者开始对构图方面的文献作认真研究的时候，

他们对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是不无顾虑的。然而，很多论述构

图的文章与著作却只能使原有的顾虑加重一层。因为它们的论述

方法不外乎是下述种种： 

一．作者从分析古代著名画家的作品出发，引伸出以金字塔

式角锥形、S形曲线、对角线、L形等为基础的一系列大大简化的

公式化模式。这些东西不论和当代摄影作品的面貌，还是我们所

看到的周围世界，可以说都是毫不相关的。这种指导是学究式的。

当摄影者必须从面对着的一片杂乱无章的细节中挑选出主题，但

又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这种指导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这种

模式的局限性太大了，它恐怕更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艺

术风格时期的绘画，却不适用于今天的摄影或绘画。 

二．把题材有趣、构图巧妙的照片发表出来，并附上摄影者

拍摄过程的详尽说明。这实际上是在鼓励读者跑到同样或相似的

拍摄地点去，按照原作的拍摄条件重演一遍，求得和原作相同的

拍摄效果，然而，这种盲目的模仿是极其有害的。 

三．著作家用图解的方法来分析优秀构图中的点、线、面，

而这些东西对照片本身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只不过对分析者

本人有意义罢了。遗憾的是，这种分析方法在读者身上产生出的

最明显的效果竟是对分析者超乎寻常的尊敬和羡慕。在初学者的

眼里，这些看不懂的图解就像是一套魔术，只有少数有幸具有某

种妙诀的特殊人才才能表演。而这些妙诀一条没有传授给读者。 

四．由注重心理学的艺术家来介绍和分析图象的视觉结构，

然后又应用到形式和空间问题上。这些当然是非常之好的，不过，

它们只是为那些高水平的艺术家服务的，他们熟悉完形心理学用

语，而且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已经掌握了设计工作的要点。 

有一种人在构图学名词方面很有学问，而在构图的内容和实

践方面则很少造诣，如果对摄影构图求知心切的人听了他们的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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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其谈，就只能更加灰心丧气。 

所有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好。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肯下功

夫，几乎都能把构图的理论和本领学到手。大部分知识都是从理

性的、易于理解的原理得来，而这些原理通常都已经直觉地认识

到了。在学习过程中，人们不禁会感到关于构图形式的研究，不

过是对长期以来已经不自觉地领悟到的知识，作出明确的解释而

已。和图片打交道，并经过一段时期体验的人，只要有了前进的

信心、预期的目标和评价构图的标准，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推理来

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的。 

本书的目的，是考察在摄影中对艺术创造起作用的那些要素

和原理。为此，我们逐个探讨了它们的性质，它们在视觉作用中

的某些特征，并说明了如何把这些特征在摄影艺术中加以运用。 

我们相信，深刻认识这些特性，能够加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

敏感性。在理解了形状、线条和质感的概念，懂得了它们在对比

和节奏方面的相互作用之后，我们对自然界的观察才更敏锐。只

有在深受一种艺术力量的熏陶之后，我们才能充分地意识到它的

存在，甚至在它部分地隐藏或伪装起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感

觉到它。有了这种意识，我们能认识到那些缺乏素养的人无法认

识的东西；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对生活中看到的东西，以及对于

别人抒发生活意义的作品，都会产生更强烈的感受。 

强烈的感受能力，常常有助于探索拍摄对象的外在形象和内

在品质。在处理外在形象时，富于创造性的人们在拍摄对象的外

形上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现的特点、美点和情趣。对于拍摄对

象的内在品质，则着意于挖掘和刻划那些深藏着未被认识的内在

感情，而不局限于清楚再现景物的形象。每个艺术家都力求用一

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表现他对于某种情景的个人感受。 

研究摄影构图，当然也可以采取分析整个照片的方法。然而，

根据我们的体会，如果对有关要素和原理缺乏深刻的理解，这种

分析也是徒劳的。要求一个缺乏洞察力的人去说明一幅照片的成

功所在，就好比要求他去发现自然界中那些值得拍摄的主题，几

乎是同样困难的。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的探讨是带有综合性的。在每一章中，

我们先讨论构图的某一要素，然后把它直接运用于整个照片中，

并讨论它和前面学过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当读者理解

了每一要素和原理在构图中的作用以后，就会对所发现的任何主

题都能有所感受，并且能够以构图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 

 

                              本�克莱门茨 

                              大卫�罗森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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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艺术和摄影 
 

 

    摄影，已经成熟了，而且已经成为了一门艺术。 

    这一提法，不免会引起那些纯粹派艺术家的反对，他们

会认为这与实际不符，至少言过其实了。他们说，摄影是机器的

产物，而艺术是和机器毫不相干的。 

    他们说：艺术是人类对生活所产生的感情反映在视觉上

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机器却毫无感情可言。只有获得充分的自由，

对题材进行改变、组织、扬弃和鉴别，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形象

的时候，才能产生艺术。至于摄影家，他们说，只能记录他面前

已经存在的事物，他可能做的只限于调整相机，等待自然光的变

化或者布置人造光，选择拍摄角度，更换镜头以改变透视，如此

而已。 

 

一． 艺术形式的不断变化 

 

    上述论点难以服人，而且是会引入歧途的，艺术概念本身就

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历来，艺术就是和某种材料以及操作工艺

分不开的。当然，在古代，人们只能使用当时已有的材料和方法。

几千年来，人们学会了从植物和矿物中提取各种颜料，用水和胶

或油和漆把它们调合起来，然后用画笔把这些颜料涂在物体的表

面而作成了画。 

    而且，艺术的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富于进取精神的探索者

们不断地实验新材料，他们势弃了旧的工作方法，恢复一些古老

的工艺。近年来，在美术创作中引进了许多新的东西，像丙烯材

料、拼贴画、多种材料的组合雕塑、结合环境的美术设计和偶发

艺术派的作品等，这里只举很少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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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与它所用的材料和工艺之间，只有一

部分关系。它的最重要的特点还是在于艺术家从题材中提取基本

视觉美点并以感人的方式再现它们的才能。 

    画笔、颜料、蚀刻针、颜色铅笔和打样机仅仅是艺术家的工

具。它们不能保证艺术创作必定成功，正像丁字尺和三角板不能

保证产生优秀的建筑一样。它们作为艺术家手中的工具，可能有

助于产生艺术品，而在笨伯手中只能画出毫无意义的涂痕。 

    对于相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帮

助艺术家创造出某一特定的艺术品。如果放在一般人手中，不论

此人技术如何高超，知识多么渊博，也不论他怎样精心操作，还

是创作不出艺术品来。因为可以说：相机是一种能够反映使用者

思想的灵敏工具。 

    学习绘画和雕塑的人，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练习技巧，包括素

描、作画和造型，然后才能掌握表现自己的艺术思想的方法。此

外，还要加深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否则，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对

人物、地方和物体的简单的记录罢了。遗憾的是，许多艺术家过

分致力于发展他们的艺术手段，而完全忽略了艺术的最终结果

——这就是艺术的表现力，它才是艺术的真正作用。 

    学习摄影的人，也需要用多年的时间，去掌握摄影技巧，处

理光线，熟悉相机性能，胶片特性和冲洗工艺。许多人达到这个

技术水平以后就满足了，便去从事摄影活动，他们也拍出了高质

量的，忠实于原物的照片，满足了职业上的需要。另外一些人则

不甘心功利上的满足，而是醉心于探求艺术的奥秘。其中有相当

大的一部分人已经卓有成就，受到同行艺术家、博物馆、展览馆、

私人收藏家和工业界的重视和好评。 

    自从人类开始重视绘画、雕塑和美化环境以来，每次关于艺

术的讨论，总不免要引出一个使哲学家们一直为难的问题：为什

么一件作品可以称为艺术品，而在许多方面都和它相似的另一件

却不是？人们提出过许多理论和解释，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同样多

的争议和反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混淆了以下三个方面： 

    （1）艺术和自然的异同 

    （2）视觉形象思维和文字概念的区别 

    （3）艺术和手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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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艺术和描绘自然 

 

    十四世纪以来，人们开始探索用科学来解释人类的每一个活

动。艺术家们也随之对大自然作了仔细的研究，并不断地用更为

符合自然和科学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作品。解剖学、透视学、光

线、三度空间甚至衣服的皱褶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至于老实

的观众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就是要模仿自然。这就是当时人们

理解作品和判断作品价值的简单方法。丝毫不差地再现主题就是

佳作，稍有违背就难逃劣作之嫌。 

    这种科学地观察和描绘自然的活动，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到达

了高峰，这就是印象主义绘画。印象主义画家在表现五光十色的

光线方面极为成功。人们能从他们的画里判断季节，判断一天里

的某个时间和当时的天气情况。 

    大约在同一时期，摄影术发展了，并且得到广泛应用。过去

几个世纪许多艺术家苦苦追求的事情，现在这个“小黑盒”轻易

地就办到了。它能捕捉所有的细节和所有的层次，甚至连自然界

存在的所有不愉快的东西都能摄入无遗。这个了不起的发现，使

任何一个人都能相当轻松地拍出一张照片。 

    艺术家们摆脱了如实记录的重担以后，便转而探索艺术的更

本质的特征。通过探索，他们在艺术和自然的关系方面得出了一

些重要的结论。 

    自然界有它本身的美，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去捕捉这些美。但

表现自然美的照片却不能自动成为一幅美的作品。 

    没有什么人会说图一、二、三中的主题不美。 

    一百年来，纽约中央公园一直受到居民和来访者的喜爱。它

那山、石、树、木、曲径、平湖，无不婀娜多姿，引人入胜。它

是人们在喧嚣紧张的城市生活中就近休憩的宜人之处。甚至周围

那些不断加高的楼群也相映成趣。 

    多少年来，中央公园一直是千百幅优秀绘画和摄影作品的灵

感源泉。其中很多杰作送陈各博物馆，深受赞赏。 

    右面这个盆插花，在纽约地区一个重要的花卉俱乐部所赞助

的竞赛中，曾获得一等奖。 

    这幅照片里的孩子是“美童”竞赛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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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题材的本身者是很美的。但这几幅照片，即使聚焦清

晰、曝光正确、印放得当，却依然缺乏趣味。无论是剪裁遮挡还

是增添什么景物都无法弥补拍摄时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题材

固有美之外摄影家心目中所认识所发现的美的因素。 

    当我们拍摄很美的人工制品时，也会遇到同样的伤脑筋的问

题。 

中国瓷瓶是古代瓷器的代表作。它的造型、表面和釉彩都达

到了人类可能达到的完美境界。 

法兰克�伊利斯库曾任全国雕塑学会主席，他是颇受推崇的

一批雕塑专著的作者。他的铜雕被用来装饰政府大厦、办公大楼

的门廊、银行和私人宅邸。伊利斯库先生的作品“象棋”，脱胎

于腊制的原物，初模是银作的，最后用金包铜完成，相当华丽。 

 

 

 

 

 

 

 

 

 

 

 

    有一个时期，当城市摩天大楼被指责为难看的玻璃笼子的时

候，迈斯�范德罗设计的纽约西格拉姆大楼就已得到全世界评论

家的一致好评。它那绝妙的空间安排，巧用铜料装点出来的色彩

和质感，壮丽的广场，一直吸引着很多摄影家拍摄优秀的照片。 

    同样，我们面前这些照片，堪称题材美、聚焦、曝光、印放

技术都很高超，但却并不动人。像前面的例子一样，摄影者头脑

里缺乏生动的艺术构思。 

    相反，通常看来并不美的自然景色、人和物却能拍成很美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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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结束语 
 

 

    要使好的作品变成杰作，还有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这个

因素在前面各章中虽然没有直接阐述，但曾多次提及。因为找不

到恰当的名称，我们姑且称之为“魅力”。它是一种能达到而很

难超越的艺术境界。 

    纵观历史，曾有多少艺术家在各方面成绩卓著！唯独他们的

摄影作品却难于轰动。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尽管学会了写作的各

种原理，也应用于写作实践，但却不能创作出堪称文学巨著的任

何作品。不少艺术家的某一幅摄影作品确为杰作，而其它作品则

不过平平而已。尽管他们既了解各种原理，又能一如既往地付诸

实践，但不成功的作品还是屡见不鲜。 

    很明显，一旦摄影家的技术与灵感与主题奇妙地结合起来，

必然会出现不寻常的作品，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一定是伟大的

艺术品。它常常表现出一向无法表现的或被忽视的艺术效果。 

    对于那些只拍摄“美好事物”的普通摄影爱好者来说，这种

情况即使会出现，也是非常罕见的。而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

家展出的每幅作品几乎都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效果。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们的拍摄对象样样绝妙，不过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善于

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成就的摄影家，都对摄影构图的抽象原

理和要素有极深的造诣；他们重视这些原理和要素的研究并善于

运用它们。这些要素和原理至少使作品具有魅力的可靠手段。每

一个艺术家都有个人的倾向性和所偏爱的构图组合形式。这些会

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表现出来，成为他的作品标志，并使他的作

品具有独树一帜的个人特点。 

    在摄影构图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把掌

握要素及其应用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机械过程。把这样的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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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降格为一道道的工艺程序，以至于在那些还没有出现流水作业

法的研究领域里，有些人竟要设法发明出一个流水作业式的程序

来。 

    艺术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它始终抵制甚至反对把这种研

究局限在固定程序之内的作法。仅仅把各种形状、线条和质地罗

列在一起，即便安排得富于对比和节奏，并不能算是艺术创作。

假使优秀的摄影作品能用某种规定的程序一蹴而就。那么，能够

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人势必比现有的人数要多得多。 

    有些摄影者错误地认为，由于采用了非写实的拍摄方法，他

们便是在自然而然地创造艺术了。然而，艺术创作决不是自然而

然的东西。拍出的照片，无论是把明确可辨的事物抽象化，还是

把纯粹的几何形状组合起来，都无关紧要。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抽

象的东西转化为人们的感受。在拍摄过程中，如果不能把指导思

想放在感染观众这一点上，作品势必会显得死板单调。 

    艺术魅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拍摄者在创作瞬间对主题感受程

度的深浅。不管拍摄内容是具体真实的还是非写实的，使艺术家

的灵感受到激发的是拍摄内容的抽象形式。 

    正像诗人找寻词藻去表现他胸中的诗情一样，摄影艺术家总

是寻找一定的形式来进行视觉艺术上的表现。他在构图中可以使

用夸张的手法，而不要拘泥于原貌，这正是显示了人类能够以独

特的形式表现拍摄内容的巨大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