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摄影构图基础

构图是艺术创作的骨架，它决定作品的
成败。当我们每拍下一张照片，就完成

了一次构图，事情是这样的轻而易举。然而
我们常常会发现：面对同样一件事物，不同
的人拍摄就会形成不同的画面感受，有的看
起来赏心悦目，而有的看起来却很平淡，甚
至会看起来索然无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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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摄影构图1.1

好的摄影构图使作品赏心悦目1.2

什 么 是 摄 影 构 图 ？ 举 起 照

相机用取景框对世间万物有选择

地摄取的时候，就是在构图。构

图是根据要拍摄的对象，结合摄

影创作的主题思想，以现实生活

为基础，采取比现实生活更有力

的表现形式，有机地组织，安排

画面，使主题思想得到充分的表

达。 在实际的拍摄中，通过构

思，寻找拍摄角度，选择拍摄对

象，运用影调、色彩、明暗、对

比、虚实等手段，对真实三维世

界进行取舍、加工从而形成富有

表现力的画面。

画面中将人或景物放置在三分之一分割

线处，画面均衡、富有力度

 光圈：f /16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构图是艺术创作的骨架，它

决定作品的成败。当我们每拍下

一张照片，就完成了一次构图，

事情是这样的轻而易举。然而我

们常常会发现：面对同样一件事

物，不同的人拍摄就会形成不同

的画面感受，有的看起来赏心悦

目，而有的看起来却很平淡,甚至

会看起来索然无味。这又是什么

原因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取决于

构图。优秀的摄影作品，总能在

构图上取胜，精心的布局，画面

元素巧妙地安排使图片富有感染

力。如图片中的，当你遇上让你

激动的情景时，如果希望自己拍

出来的照片也一样能让人激动，

你需要考虑如何去构图，因为好

的构图才能让你的作品看起来赏

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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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不够明确，使照片索然无味 独特的构图画面，画面大小、颜色的对比、空间的延伸都给

人赏心悦目的感受

学会从摄影的角度观察1.3

构图简洁、主题明确的摄影使人赏心悦目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构图是一种艺术，是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充分

展现创造性想象力的艺术。摄影创作使原本混乱不

堪的视觉世界变得条理分明、构图新颖。我们通过

调整镜头、相机的位置，然后选择画面。而想要得

到成功的摄影作品，必须要对我们生活周围的客观

世界认真地去发现，细心地观察一些事物。在拍摄

的时候以摄影的角度去看待，而不是随意的、漫不

经心的。要对我们看到的东西做出自觉的、深思熟

虑的选择。

在按下快门之前先考虑几个问题。为什么要

拍摄这张照片？如果你不能弄清楚这一点，那么

你的举动是无目标的行为。然后你应该问自己：

“我向观赏者展示什么？”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

问题，那么你就不是在传达你的感受。如果你有

好几个答案，那么你就应该拍好几张照片，而不

是一张照片。

要从摄影的角度去考虑，要关注摄影涉及的基

本元素：线条、颜色、格调、质地、形式。

拍摄时你所要做的就是从摄影技术的角度在取

景框里面进行安排。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失去

了摄影技术中的景象感，更多关注的是主题。我们

关注得更多的是图片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设计。

在拍摄时要树立一种拍摄的意识，要准确地知

道你打算拍摄什么。不要笼统地说：“这里的花很

漂亮，我要拍一张”，而是应该要说：“我喜欢这

种花的颜色和质地，它们跟光线较柔和的、颜色较

浅的绿色背景形成反差，因此我决定用200mm的

微距镜头拍摄，目的是要得到比较近的拍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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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使背景变得更窄，收进镜头的只有草，相

机与被摄影物保持平行”。这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别

有多大呀。

然后，在你按下快门之前，再检查一下下面

几点。

我所拍摄的物体中，这是不是最好的拍摄对象？                                                                       

亮度是不是适合拍摄这个对象？

背景令人愉悦吗？

构图是不是有新意？

假设你要拍摄秋天的落叶。为什么从地面上成

千上万片树叶中选定这片树叶？这种光线对于要传

达关于秋天落叶的信息合适吗？背景是否能对这一

立意有所补充？会不会和这一立意相冲突？这是不

是最佳的拍摄地点？请记住，拍摄的时候多走走，

找个最好的拍摄对象，找个最佳拍摄地点，不要懒

于走路，不要退而求其次。

通过简洁的画面体现童真主题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决定摄影构图的三个基本条件1.4

我们如何去评价一幅摄影作品的好坏，每个

人都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这种标准往往有较

大的差异。但无论人们的评价标准差异有多大，

总会有些评价标准是相同的，这种评价标准往往

就是大家取得共识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从摄影

构图上来讲，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简洁的画

面，加上画面的构成是决定一张摄影作品构图好

坏的基本条件。

右图是以童真为主题拍的一张照片。从构图上

来说很简单，人物居于画面的主体位置，虚化了背

景使人物得到突出。抓拍住小孩那种无邪的神态和

自得其乐的笑容与好奇的眼光完美地结合的画面，

儿童的天真、活泼、充满爱心的特征无遗地流露

出来。

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丽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1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5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选择一个蒲公英和夕阳交叠的视角，使画面神秘、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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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明确的照片使人能体会作者的拍摄用意

主题不明确的照片让人觉得空洞、言之

无物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1.4.1 主题明确

主 题 是 摄 影 师 拍 摄 作 品 的

意图，我为什么要拍？想表达什

么 ？ 它 的 首 要 任 务 就 是 传 递 信

息 ， 要 给 人 一 种 言 之 有 物 的 感

觉，又能让人理解画面的意义。

例 如 ， “ 梦 幻 ” 、 “ 神 秘 ” 、

“ 童 真 ” 这 些 词 都 可 以 作 为 主

题，但是这些都不能直接地被拍

摄到照片上，而需要通过拍摄它

的载体来体现。载体是现实中的

具体对象，包括树、山、无人居

住的房子、儿童等。拍摄之前要

明确自己的拍摄主题，再去选择

相关的载体来拍摄，拍摄的时候

也要等到拍摄对象情形符合主题

时才能够进行拍摄。

在确立好主题，找好了相应

的拍摄对象之后，并不是随手一

拍就可以拍得好，如果没有细心

地观察和等待，等到情形和主题

相符的时候才按快门，也难以体

现这一主题。

下面是我在正在修建的“鸟

巢 ” 前 面 抓 拍 的 两 张 照 片 。 在

“鸟巢”修建期间，这里已经成

了名副其实的旅游景点，吸引了

不少的中外游客。在下图中，一

位长着大胡子的外国游客在“鸟

巢”前摆出了一副幽默的姿势等

前面那位金发女士拍照。图片充

分展现了奥运的吸引力，也反映

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奥

运的期盼。

 而 在 右 图 中 由 于 犯 了 “ 贪

多 ” 的 毛 病 ， 画 面 中 有 外 国 游

客，也有本国的游人，还有维持

秩序的治安人员，让人的目光在

画面上流离，使人不知道图片想

表达什么。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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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复杂不容易突出主题 背景简洁主题明确的画面

  1.4.2 画面简洁

摄 影 的 画 面 必 须 简 洁 、 明

了。一幅普通的画面只能有一个

主要表现对象，就应该运用各种

手段，把它凸现出来，否则会引

起误会和歧意，将一些分散注意

力、干扰主题的因素去掉，留下

重要的部分。对于摄影师来说，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世界，

选择了要表现的对象后，在取景

框中减去那些多余的因素，既是

一个舍弃的过程。又是一个提炼

的过程，将能激动人心的事物留

在画面中，将破坏人心理情绪的

事 物 去 掉 ， 取 其 精 华 ， 去 之 糟

粕，使主题鲜明。复杂的背景容

易使画面凌乱，干扰主题，这样

的拍摄是不可取的。

来比较一下拍的两幅花的照

片。左图中作为主体物的花淹没

在杂乱的叶子和没有虚化的墙中

间，杂乱的叶子和草，以及清晰

的墙都会分散观赏者的注意力，

看这样的作品就像一篇没有中心

思想的文章，主次不分，让人看

了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这种拍

摄方法是不可取的；而右图极大

地虚化了背景，使主体物从背景

中分离开，排除了一些干扰主体

的景物，从而突出了主体物，让

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花的形态、

颜色及质感上。

简洁的画面更能突出画面效

果。能够反映主题的照片基本上

使用了较为简单的背景或使用了

焦点模糊的方式处理。拍摄人物

的时候更能体现这种效果。通过

色彩或光线的对比就可以分离出

背景。另外，提高照片视觉效果

的基本画面结构就是要求使用简

单的背景。

强烈的明暗反差将画面分为简

单的“亮区”和“暗区”，将主体

物置于亮面，背景在黑暗中隐去，

使主体在亮区中凸现，在这种明暗

对比强烈的环境下，形态和质感

得到很好的表现。

对人物采取了较低的角度仰

视拍摄，以天空为背景，避免了

地面上一些干扰主体的景物。

明暗的强烈对比使人物在暗背景下得到

了突出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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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对色彩鲜艳的服装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很好地体现母亲的慈爱和小孩的天

真无邪

摄 影 画 面 必 须 重 视 形 式 美

感。要知道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

割 的 ， 内 容 是 通 过 形 式 来 体 现

的 。 对 于 一 名 优 秀 的 摄 影 师 而

言，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不可缺少

的。好的观察能力才能够发现生

活中不同寻常的、富有内涵的情

节、细节，好的观察力是灵感的

来源。光有了好的眼力还是不够

的，还需要能将一切灵感通过相

机表现出来，能够灵活运用摄影

造型元素、线条的穿插、面积的

对比以及色块的运用等，将内容

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

要知道形式并不是指简单的画

面布局，而是根据被摄物体的各个

因素巧妙地运用，从而充分地表达

主题，使观赏者产生共鸣。

拍摄了绿色的草地和远处的

一排房子。作者灵活地运用了草

地上的斜坡，组成一条条灵动的

线条，前面两个骑着马的牧人和

原处的几栋房子相互呼应，绿色

的草地和蓝色的天空形成互补，

组成一幅充满生机的草原美景。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沙漠特有的饱经风霜但优雅依旧的曲线

 光圈：f /16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强烈的画面形式感使照片富有张力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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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了绿色的草地和远处的一排房子，作者灵活地运用了草地上的斜坡，组成一条条灵动的线条。前面两个骑着马的牧人

和远处的几栋房子相互呼应，绿色的草地和蓝色的天空形成互补，组成一幅充满生机的草原美景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多方位拍摄，多角度表现1.5

任何事物都会有不同的面，

从 不 同 的 面 、 不 同 的 角 度 来 拍

摄，效果是大径相庭的。例如我

们要去拍一朵花，从平视的角度

去拍花的躯干部分和从上往下拍

花朵绽开的形态，给人感觉是不

一样的。前者我们可以看到花朵

的生长形态，而后者我们更多的

是看到花的生命力与张力。拍摄

的时候要我们要从前、后、左、

右、上、下等不同的角度、不同

距离尝试拍摄，尽可能让所拍摄

的事物给人不同的视觉印象。在

舞台上，同一个演员能以不同的

造型和表演风格出现的话总能给

人带来惊喜。而对于摄影家来说，

很多时候是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

表现出不寻常的视觉效果。

下面是一组在不同角度拍摄

的人像，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人物

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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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构图的特点1.6

欣赏图片

  1.6.1 摄影构图的现场性

这 是 摄 影 手 段 所 规 定 的 ，

摄影构图必须面对客观对象。摄

影不能像绘画那样，可以用画笔

来删减，摄影只能在拍摄现场，

面对对象进行构图创作。摄影师

面对对象按动快门，现实中的景

物便进入镜头，完成形象描绘和

画面构图。拍摄完毕，画面便定

格在相机的光敏元件中，不能更

改。尽管现在的图像软件可以使

画面得以修改，但是无法保证照

片的真实性。

构 图 的 现 场 性 从 狭 隘 的 观

点来看，是摄影构图的局限性，

然而它却给摄影构图带来“纪实

性”的特色。

现 场 性 的 构 图 是 摄 影 家 的

一项艰巨的创作任务。现场性规

定了摄影师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

画面结构、布局和景物的描绘。

因此可以说，现场性的构图任务

是艰巨的，拍摄的时候要考虑现

场景物的众多差异和对比，同时

还要把它们表现出来；要考虑景

物构成是否能突出主题，并且具

有观赏性。要完成这样的任务，

很好的捕捉到主角紧张又兴奋的表情当挚诚成为一种习惯，内心宁静、安详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光圈：f /8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对 摄 影 师 的 要 求 是 很 高 的 。 摄      

影师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

造型艺术修养，以及娴熟的摄影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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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拍摄表现了小孩有趣的表情

  1.6.2 摄影构图的瞬间性

摄 影 的 瞬 间 性 有 两 层 意 思 :

一是曝光的瞬间，二是对象变化

的瞬间。摄影构图所要表现拍摄

对象的动作是在几十分之一秒或

几百分之一秒中形成的，这就是

曝光的瞬间。由于瞬间的曝光，

它要求在瞬间内把握形象及完成

构图，这就产生了把握什么样的

形象和怎样构图的问题。被摄对

象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要把握形

象就要把握对象变化的瞬间。如

运动中的人物，什么样的人物，

什么样的姿态、动作是有表现力

的，这姿态动作在哪一瞬间是高

潮，在构图中怎样安排，这就是

对 瞬 间 选 择 的 一 些 关 键 性 的 问

题。它较之曝光的几十分之一秒

的选择，是更为本质的。将人眼

无法察觉的瞬间美表现出来。捕

捉事物运动的瞬间形象，摄影有

独到之处。如子弹击碎玻璃的情

形，一滴牛奶溅起来的水花，人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举止，任何人

眼视而不见的变化，都可以被摄

影 瞬 间 “ 定 形 ” 而 成 为 永 恒 的

美。许多平时可能感觉平淡无奇

的瞬间，经过摄影的瞬间定形，

都 可 能 显 得 生 气 勃 勃 而 富 于 美

感。作为摄影师惟一能把刹那瞬

间 固 定 下 来 的 一 种 手 段 ， “ 瞬

间”是摄影最具有魅力的功能，

也是摄影构图的重要特征之一。

抓拍瞬间的表情更具有感染力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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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是不可重复的，因此说瞬间选择是构图的

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谁能在把握瞬间上有出众的

能力，谁就会得到更多的成功机会。

瞬间的把握是需要一些基本素质的。如：

1. 要有敏捷的反应，要能当机立断。当好的

瞬间形象或构图在你眼前出现时，能够及时地按下

快门。

2. 要有熟练的技术掌握。保证能够获得清晰的

影像。

3. 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不断发现新的

事物，使之有机会发现不同的瞬间形象，并能准确

地判断，这就是精彩的瞬间。

4. 要有较高的造型技能、艺术素养、审美能

力。以保证这些美妙的瞬间形象能形成具有美感的

造型与构图。

瞬间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一刹那。摄影构图的形

象是被摄对象的时空定格，是客观对象运动变化过

程中某一个转瞬即逝的形象。瞬间在静态艺术中是

事物发展过程的任意瞬间，是最为精彩的瞬间。

摄影被称做是“瞬间的艺术”。它能表现人眼

看到而不能感觉到的瞬间。

我们在摄影中常谈到的抓拍、抢拍、摆拍的

问题，是拍摄方法的问题，也是瞬间的问题。对于

突发事件，或难得的机遇，摄影家以机智与敏锐

的反应，及时地按动快门，获取了精彩瞬间的美的

形象，这就是抓拍；在充裕的时间中对被摄对象提

出要求，进行组织、加工，就是摆拍。例如拍摄人

像、静物时，通常进行摆拍。但在摆拍之中，有时仍

需要抓取瞬间，人像的表情就是需要抓取瞬间的。因

此说，无论哪种摄影方式，“瞬间”选择都是不可少

的。但是，还应该了解，并不是说只要瞬间就行了，

而是要使瞬间形象成为艺术形象，就必须是精彩的瞬

间，是富有孕育性的瞬间。

瞬间抓拍能更好地表现运动激情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3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25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抓拍定格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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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圈：f /8                  快门速度：1/4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精彩瞬间画面让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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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的几种构图1.7

拍摄的时候以下几类构图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忽视的话，很容易使拍出来的照片看起来呆板、沉闷。

  1.7.1 对等分割的画面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8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主 体 物 居 中 是 一 种 能 突 出

主体的拍摄方法，但是却容易使

画面过于机械化，与对等分割的

画面一样给人以生硬、呆板的感

受 。 可 以 将 相 机 向 左 或 向 右 移

动，让主体物偏离三分线的位置

以避免这种呆板的效果。

 光圈：f /2.8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主体物过于居中的照片

  1.7.2 主体物过于居中

对等分割拍摄使照片看起来呆板、无趣

对等分割构图画面上的线条会产生视觉上的单调感，给人生硬、呆板的感觉。水平线或垂直线应该避

免出现在画面的中心，可以安排到画面的三分之一位置，这样可避免单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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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半在亮部，视觉上不舒服反差过大的明暗对比照片

  1.7.3 反差过大的明暗对比

过强的明暗对比使拍摄物体容易处于“黑”和“白”的两极中，让画面一半被阴影淹没而另一半过于

抢眼。最好选择光线分布相对均匀时再拍摄。

过于“满”的构图使画面涨

满，得不到空隙，就像“闷罐子

车”一样。主要表现在拍摄单个

的被摄影物时，占满整个画面， 

没有空白，给人憋闷感。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拍摄人物特写时，饱满的构图画面过于饱满的照片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光圈：f /12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1.7.4 画面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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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残缺的构图

若从画面中切除正处于运动中人物的脚或者做出某个手势的手，会给人不自然的残缺感。

  1.7.6 色调单一的构图

跳跃伸展出的脚不完整，构图残缺

 光圈：f /16                快门速度：1/2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色彩组合单调时，例如人物同背景颜色不能区分开就不是可取的画面，没有对比就没有主次，这样的

话人物很难被突出。

完整的人物构图

 光圈：f /16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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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颜色单调苍白，缺乏美感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土黄色的山坡没有任何植被覆盖，使画面颜色暗淡、乏味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5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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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圈：f /16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人物着装色调同背景过于接近，画面

略显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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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倾斜时，照片产生不稳定的感觉

背景简单的照片突出人物人物背景太杂画面凌乱不堪

  1.7.7 主体背后有杂物 

在拍摄人像时，应尽量避免人脸背后出现树枝或电线杆、换洗衣服等杂物，当人脸背后出现杂物时会

影响画面的美观。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1.7.8 地平线歪斜

在 拍 摄 风 景 时 ， 应 该 尽 量 保 持 地 平 线 的 水

平。当地平线歪斜时，照片看起来不稳定也不美

观；但是将地平线校正后，画面不仅有稳定感而

且也变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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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地平线为水平后，画面显得稳定而且美观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10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画面构图凌乱，毫无

主题，丝毫无法将美

的感觉带给欣赏者

 光圈：f /22   

 快门速度：1/6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拍摄照片时，必须要有明确的主题，如果没有明确的主题，照片就会没什么看头。

  1.7.9 没有明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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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块色彩的铺张使画面缺乏主次关系

被摄人物的全景在画面中显得太小 大小合适的人像构图

  1.7.10 色彩没有主次

在拍摄色彩鲜艳的景物时，应该遵循“万绿丛

中一点红”的色彩搭配规律。一朵紫色的夜来香在

画面中占据的面积较少，在绿色枝叶的衬托下，画

面和谐美观。

在拍摄实践中，应该尽量避免大块大块的色

彩在画面上铺张，最后会导致两种颜色在画面上打

架，显得没有主次。

 光圈：f /16              快门速度：1/50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光圈：f /11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3EV

 光圈：f /8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光圈：f /5.6                快门速度：1/125s 

 感光度：ISO100     曝光补偿：+0EV

  1.7.11 主体太小

拍摄照片时，年轻女孩在照片上太小以致面部表情都难以看清，因而在拍摄时，忌讳将被摄主体在画

面上拍摄得太小。

画面中色彩过于接近，使画面平淡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