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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瞬息一指按

背起相機溜達
在旅行途中，總會有值得留念的畫面等著人去發掘；但若因為你

未能掌握好攝影基礎，就「膽粗粗」帶著一台數碼單眼相機出門，這將

導致你難以捕捉期望中的拍攝效果，而你留下的可能就只有遺憾……

從前，會購買專業單眼相機的購買

者，都是已經擁有一定的攝影基本功的攝

影愛好者，但隨著單眼相機的普遍化，現

在普通的「平民百姓」，也都和專業相機

沾上關係。

「主因是現在的相機已經不會太貴，

而且如今也不再需要沖洗費或菲林費，

要拍就拍，非常輕鬆容易。」不過，他認

為，一個稱職的攝影師必須具備相當一定

的基本功，包括清楚瞭解快門、光圈和感

光度到操作，因為只要善用這3個功能，其

實就可以輕易拍攝到想要的效果。

第二就是，清楚瞭解相機的操作。隨

著科技越來越發達，相機的功能其實已經

可達到全面化；但身為用家的你，是否已

經完全瞭解「掌上寶貝」的內部功能呢？

這時，他笑說：「千萬不要花費1萬

令吉，買一台功能超全面的相機，但你卻

只是懂得使用它價值300令吉的功能。」

而最後就是，攝影師與生俱來看東

西的角度。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表達的

東西，並將它完整地通過照片呈現出來。

「其實，真正的攝影師，是不需要看顯示

屏，他們往往只需用取景器取景。因為早

在按下快門之前，照片的構圖已經出現在

攝影師的腦海中。」

「一張照片就是由快門、光圈、感光

度組成，每個人都說這些基本知識，這我

也懂啊！」但他表示，懂是一回事，通不

通才是當中的主要元素。總結來說，攝影

技巧不能只是單靠經驗，攝影技巧需要的

是深厚的基本功。

攝影秘笈：基本功最重要

縱橫攝影界已有近20年經驗的資深

攝影師張炳基，最近甫出版一本

《Capturing the sense of place》的旅遊

攝影集，收錄他近年來遠赴世界各地，包

括緬甸、印度、越南等地，以文化、人物

以及節慶為題的的精彩作品。

這本旅遊集最大的特色是以旅遊為核

心規劃內容，尤其著重在關鍵技巧、構思

意圖、旅遊照片故事以及提供旅遊和攝影

的關鍵技巧，讓攝影愛好者在欣賞照片的

同時，也能從中學習一些攝影要訣。

「自2009年開始，我就有到不同的國

家去旅遊拍照以及分享心得。然後，身邊

的攝影愛好者就常問我，該到哪裡欣賞我

多年來的心血作品。」張炳基如此說道。

他坦言，自己是屬於老一派的攝影

師，所以會比較喜歡把照片拿在手上的感

覺，因為這樣會比較有質感。他認為，通

過電腦或手機熒幕上看，常有看到摸不到

的感覺。

他不忘強調，「這本旅遊集除了收

集精彩圖片之外，我也將一些攝影的小技

巧，以及EXIF數據一同清楚列出，方便讓

有興趣學攝影的初學者，通過此書從中學

習。初學者可把這些快門、光圈資訊全部

輸入相機裡，雖然可能沒辦法拍出一摸一

樣的效果，但最低限度，可以先學到一個

概念。」

如此看來，這本攝影旅遊集不僅僅只

是個用照片說故事的「書」，它也猶如一

本「攝影技巧指導」，記錄張炳基對攝影

的經驗之談，包括技巧和要訣。

他也發現，如今很多攝影愛好者手上

拿的是最專業的單眼相機，但他們卻還是

沒辦法拍出當中的精髓。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他們就會開始對自己沒有信心，進

而選擇放棄。

就好像說你去釣魚，但最後沒辦法釣

到，那到底是什麼問題呢？是技術問題，

還是魚竿的問題呢？「其實，這和技巧是

息息相關。」他說道。

旅遊攝影 一台相機就夠

在旅行過程中，總是看到很多自己感

興趣的精彩畫面，然後就會很想拍下來，

但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其實有很多當地

的居民，並不願意「上鏡」。

張炳基分享經驗時說，「我曾在越南

胡志明市的一個菜市，遇見當地的賣魚姑

娘不友善，也不願成為我的拍攝對象，所

以每當我一舉起鏡頭對著她時，就會毫無

客氣地直接向我們撥水。」

雖然面對百般刁難，但他並沒有因

此而放棄；而旅遊攝影最為重要的要訣

是——便利。因為，攝影師們不可能在當

地即場打燈或使用反光板來調整燈光，所

以，往往只有一台單眼相機陪伴在手，一

切就只能單靠攝影師的功力。

最後他強調，「旅行攝影，往往只有

一次的機會，所以臨時發揮甚為重要，千

萬不要帶著滿滿的希望去旅行，然而卻帶

著滿滿的遺憾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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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基常將攝影學比喻成美食一樣。

「如果要吃到原汁原味的美食，你就應該

吃日本餐，因為大部分日本料理都沒有經

過大量的烹調手法，這樣你才可以吃到食

物當中的精髓。」

他說：「我喜歡將自己的作品打印出

來欣賞。基於這原因，所以我並不喜歡一

張照片被後期製作得太多，因這樣將會使

得照片變得『體無完膚』，進而變得不適

合打印。」這是他至今堅持的攝影理念。

他坦言，現代年輕的一輩，常會認為

照片隨便拍一下即可，因為科技技術可以

化腐朽為神奇，把毫無水準可言的照片，

修飾得完美無瑕。

然而，他表示，「雖然後期製作能夠

把照片修飾得很漂亮，但其實被大量修飾

的照片，一旦打印出來，缺點仍然會完全

曝露出來。」

換言之，若要檢視一個攝影師真正的

功力，只需要把他的作品打印出來，即可

驗證。「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你拍出來

的照片就應該有打印價值，因為人家不可

能買你的照片，就只能放在電腦熒幕中當

壁紙呀！」

話雖如此，他不忘強調，並非完全不

贊成進行後期製作。「你可以利用後置製

作提升你照片的素質，而不是把沒有的元

素修飾到有。」

很多人常會誤解，以為要打印照片，

只需要購買一台高像素的相機，但事實並

非如此。他澄清說道，「它們兩者雖然是

有關聯，但並非說高像素的相機，就能打

印出高質素的照片。」

高像素的相機其實就像是把雙刃刀，

它在給你高畫質的同時，其實也在「暗地

裡」為你帶來不好的效果：越高素質的照

片，檔案的大小就會越大，而且感光度的

干擾也會相對提高。

因此，他呼籲所有要購買相機的人

關注，在購買相機之前，一定要先瞭解清

楚，其實像素不是重點。「打印照片的效

果，亦可借助軟件將檔案提升。」

后期製作：自然為美
其實拍照並不難，對準拍攝對像再進

而按下快門，不就行了嗎？這時，張炳基

說：「要拍攝一張『死板板』的照片其實

不難，但要把一張2D形式照片拍成有3D的

感覺，這才是大大考驗攝影師的技巧。」

那該如何把2D照片，拍成有3D的感覺

呢？記者馬上向張炳基「偷師」一番。樂

於分享的他說，「其實很簡單，當你剛開

始拍照時，你總是因為燈光的問題，而拍

到一個黑影；後來，你就會開始掌握燈光

當中的要訣，進而有所進步。」

可是，當你的攝影技術來到另一個層

次時，你就會發現，其實黑影就是為照片

帶來立體感的主要因素。

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如

果你懂得善用黑影，就會為照片帶來立體

感，但如果運用不當，它就會成為你照片

中的敗筆之處。

他指出，如今有很多攝影師為了省

工，都會利用後期製作把黑影增添上去；

但當這些照片被打印出來時，你很明顯就

會發現那是被「硬生生」放上去的黑影，

毫無美感可言。

除此之外，他更說道：「燈光是非常

欺負人，所以攝影師在進行拍攝之前，一

定要清楚知道燈光的方向。」他同時解釋

道，「Photo」在希臘文的意思就是光，而

「Graphic」就是圖形的意思。

顧名思義「光圖」，當你身在一個沒

有光的地方，根本是沒辦法拍到照片的。

所以，對一般的初學者來說，他們都會害

怕拍側光和背光，而他們通常拍的都是順

光度。

惟你是否知道，其實側光和背光的

照片才最具美感，因為它有立體感。張炳

基不忘鼓勵初學者道：「只要把基本功學

好，並敢於嘗試拍攝這些照片，往後你就

會慢慢摸索到當中的奧秘之處。」

光線愛搞怪？掌握黑影 2D變3D

初學者速學攝影�小貼士
書本上那些生澀難懂的攝影理論知識幾天

幾夜也看不完，究竟有沒有在生活中就能輕鬆試練的小訣竅呢？現就和大家分

享幾個訓練方法，讓攝影初學者的你，在玩樂隨拍的間隙中提高攝影技巧。

n 拍攝數據，借鑒好照片的數據資料：

很多攝影作品會讓人眼前一亮，是不是

很想知道它是如何拍攝出來的呢？揭秘

好照片的第一步，就是研究它的拍攝數

據，而這可從借鑒大師作品，再總結自

己成功照片的經驗得來。

n 物體重複拍攝，鍛煉尋找視角的能

力：對於同一個物體，要拍5張以上，

嘗試不同角度、不同光線運用、不同的

光圈快門組合，盡量把每一張照片的形

式區分開。這方法條在入門初期見效非

常明顯，能讓拍攝者快速了解每一種被

攝物體的每種角度，從而在創作中快速

判斷，第一時間抓住事物的特點，拍攝

心目中理想的照片。長期堅持地訓練，

會有一種對於畫面的本能慢慢產生，而

這力量能帶你在攝影大道上走得更遠。

n 只留下最好的一張，增加拍攝前的思

考：每次拍照，影友都會發生此情況，

看見什麼都想拍，於是帶回大量照片。

「每張照片都要認真地構思，才能成為

精品」這道理幾乎人人都懂，但依然抱

著僥倖心理去拍攝重複的圖片，覺得不

甚滿意，通常都是多拍幾張；久而久之

也易養成一個壞毛病：拍攝前不認真思

考，以量取勝。從現在起，同樣場景只

帶一張照片回家，把表情不美的、構圖

不美的，統統刪除。這可讓你認真思考

每一張照片，不要慌慌張張貪圖數量。

n 讓閱圖成為一種習慣，提高鑒賞能

力：大量的閱圖吧！只有這樣才能不斷

地積累對圖片的審美。因此，在生活和

工作的間隙，多開拓視野，多翻看攝影

雜誌和畫冊，看看那些漂亮的圖片。

黃靈瑩助編徐慧美攝影林珮璇報導 受訪者部分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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