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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摄影，是你想多了》是一本不用看书就能玩好摄影的摄影书，书中通过作者在环境人像和旅行摄影
两大方面的实践拍摄，向更多的摄影人分享了很多新颖的摄影心得和“野路子”玩法。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也许可以找到玩好摄影的“捷径”；对于摄影师来说，也可以在拍摄想法上多
些新思路。
此外，书中还分享了作者的后期制作秘籍，以及作者如何让摄影“保鲜”、让摄影丰富生活等方面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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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立源，网名源形毕露，新浪摄影名博，个人博客点击次数超过1000万，具有较高的人气。

2007年接触摄影以来，担任《影像视觉》月赛评委、获得《摄影旅游》杂志2011年度全球旅游摄影大
赛优秀奖、与奥林巴斯、索尼、佳能、万科等品牌合作，摄影作品曾参展第三届挪威文化节。
作品常发表于《中国摄影报》《咔啪》《今日人像》《摄影世界》《北京青年报》《旅行摄影》《国
家人文地理》《北京漫步》《玩家惠》《旅行家》等各类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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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聊聊拍照之前的那些事儿」
1-1 选相机：买对的，还是买贵的？

玩摄影少不了相机，所以我觉得把选择相机的问题放在最前面交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2 配镜头就像找自己的另一半儿
越来越觉得，选镜头就像是选老婆，没有一款镜头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
镜头在体积、光圈、焦段、成像和价格这几个重要指标下，根本无法做到一一满足
1-3 拍摄模式不分专业和非专业
在网上，关于用什么模式或挡位拍摄，也是网友问得比较多的问题。
在大多数摄影爱好者的印象中，纯手动的M挡是最专业，也是可以拍出好照片的挡位，然后是光圈优
先和快门优先，会在拍摄不同题材时用不同的挡位，至于程序曝光的P挡及AUTO自动挡则被视为“傻
瓜挡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1-4 重新定义好照片的标准
确定一张照片的好与坏，有很多标准。
例如，曝光是否准确、构图是否合理、色彩是否动人、内容是否深刻等
1-5 想清楚自己为什么玩摄影
摄影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一个小领域，但是走进来之后，才发现这简单的两个字所涉及的东西又很
广泛。
这是因为摄影本身就包含着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很多标准不明确甚至没有标准，于是会造成不同的
摄影帮派同时存在
第2章
「拍人像不想千篇一律」
2-1 让人物与周围环境元素互动
还记得小时候全家人出去玩时，都会把我们放在景点的标志物旁边拍照片吗？
那个时候总是和很多游客抢位置，拍留影纪念照，在照相机前挺胸抬头带上微笑，然后数着“一二三
”，再按下快门；后来，人们开始伸出两个手指或两只臂膀，在镜头前有了更多的表现，没变的依然
是会找个标志物一起合影
2-2 把人物放到风景中
其实这与上一节中提到的“让人物与环境中元素互动”，都属于环境人像的拍摄范畴，只是前面强调
的是在小场景中的应用，这里想聊聊在大场景中的实践
2-3 没必要摆好了再按快门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与朋友们翻看一起旅游外出或聚会沙龙的照片时，那些被瞬间抓拍到的表情，往往会比做好被拍准备
后摆拍的照片更吸引大家的注意，也更容易勾起彼此的欢声笑语，若是遇到一张丑化或恶搞的照片，
甚至会让大家捧腹大笑。
这说明，自然流露的瞬间，最容易打动人
2-4 不一定非要拍到脸
在很多城市风景和人文纪实的摄影作品中，往往会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代替传统的大场景图。
例如，春运题材中，抓拍到一两个亲历者的细节行为，往往会比人潮汹涌的照片更打动人；拍摄万里
长城时，选取城墙斑驳的一个局部来拍摄，往往更能体现历史的沉淀感
2-5 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
我这里聊的角度并不是举着相机围着模特转圈，也不是找一个可以把对方拍美、拍瘦的角度，而是指
以模特眼睛为轴，相机到眼睛的视线与地平线形成的角度。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拍照片常用的是人类常规的视角，也就是站着直立拍摄，或者略微弯腰，尽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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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镜头与模特的视线在一条水平线上来拍摄人物
2-6 管他什么焦段、设备还有参数
于人像摄影的书籍很多，网上也会有许多介绍，尤其是进入到摄影论坛或加入到摄影QQ群之后，关
于人像摄影聊的更多的是用什么相机和镜头拍人像画质更好、焦外更炫；用什么焦段拍人像最符合标
准比例，以及如何调节参数才能让曝光更准确等，好像给人像摄影这件事加上了许多标准
2-7 不要被天气和光线条件束缚
有一次是雨天，我跟朋友聊天，朋友突然问我什么样的天气适合拍照片，为什么书上说晴天拍照片也
要挑上午或傍晚的时间。
我记得当时自己用手指了指窗外，告诉他这样的阴雨天拍照也不错，可以拍出烟雨蒙蒙的感觉。
朋友起身望向窗外，又看了看微笑的我，责令我不许说笑，继续追问关于晴天拍摄时的光线和时间问
题
2-8 在暗光环境中寻找和利用光源
我的大多数拍摄都很随意，并不是为了拍而拍，有时突然想按快门了，就拍了，所以顾不上手头设备
和光线条件
2-9 人人都爱拍逆光
逆光人像照片给人一种暖意和美好的感觉，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有透过照片“射进”眼睛里的
逆光，也会给看客带来温度
2-10 拍有情节、有情绪的照片
摄影人大多喜欢拍人像，从参与各种群拍到单独约拍，甚至带有一些想法和主题的拍摄，这些都是一
种经历，回忆起来才会发现自己对于人像摄影的理解一直在变化
第3章
「如果旅行的意义是拍照片」
3-1 行摄，不走寻常路
在行摄的路上想拍到好照片，步行是基础。
建议在出行前做好计划，虽然行摄靠走，但要走得有价值
3-2 多拍，从量中取质
无论是外出旅行还是生活随拍，我都建议朋友们能够多按快门。
很多关于如何拍出好照片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往往也是“多拍”这两个字
3-3 有时候拍照片要有一种运气
我曾经在微博上断章取义地说过这么一段话：“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60%是因为景色本身好，30%
是因为设备好，只有10%是因为摄影师运气好”，说的有点偏执，但细想起来却不无道理
3-4 把刺激到你的颜色拍下来
行摄的路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极其丰富的颜色。
发现最抢眼的颜色，并运用它们来完成拍摄，培养自己对颜色的敏感度
3-5 发现光影和利用天气
都说摄影是光的艺术，那么，在旅行中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大自然的各种光线，这样的亲身感受和
实践，比纸上谈兵更有意义
3-6 拍主题之前先拍到主体
在与一些杂志编辑和比赛评委沟通交流时了解到，好照片都是有主题的，也就是说至少让看到这张照
片的人清楚知道摄影师在拍什么，进而了解摄影师想表达什么
3-7 如何把寻常景物拍得不寻常
旅行中我们最常拍摄的对象就是标志性景点，这样的纪念照是从小受长辈们影响的习惯，每到一个新
鲜的国家或地区，都会把自己觉得最代表当地特色的建筑、雕塑或标牌等拍摄下来
3-8 用取景器框出一幅画面
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眼睛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美景，而人眼的水平可视角度是120°，垂直可视角
度是60°，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瞬间捕捉到的也并非全部，更何况是通过一部相机去记录旅途中的美景
3-9 尝试把当地人拍入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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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在旅行时很少拍当地人，虽然看到很多前辈在旅行时拍摄形形色色的当地人，却始终不敢触
碰这个领域
3-10 抛开手头设备和理论束缚
我接触过一些摄影师，聊过关于出行携带设备的情况可供参考，基本分为三类
3-11 在旅行中拍有趣的照片
在旅行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趣的事，发生在眼前或身边，把这些场景和瞬间记录下来，是一种永久的
回忆
第4章
「后期调色经验分享」
4-1 我的两个后期
在分享后期经验之前，想先聊聊我的两个后期，也就是在按完快门之后，我常常会做的事情，以及我
对照片PS的一些看法
4-2 还原颜色并加以修饰
我喜欢拍颜色丰富的风景，但是用不同的相机会拍摄出不同的效果，总会有差别。
也就是说，无论用哪个型号的相机都无法原原本本地记录眼睛看到的样子。
所以，我往往会通过后期调色，把照片弄成自己喜欢或期望的效果
4-3 尝试电影色调
我喜欢看电影，尤其会被里面的画面颜色所吸引，所以有时候对照片的后期调色处理，会尝试偏电影
色调。
后来发现，电影色调其实也并不唯一，也就是说不同题材和时期的电影，对于颜色的选择也会不同
4-4 尝试胶片色调
喜欢玩胶片摄影的朋友除了对胶片机和胶片成像过程的痴迷，还会有对胶片照片色调迷恋的原因。
我也很喜欢胶片的照片，总是被其出其不意的颜色和质感所迷倒。
所以，我曾经用数码片通过后期调色尽可能往胶片颜色上靠
4-5 尝试清新风格
谈到清新风格，可能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出一幅明亮、温暖的照片，无论是人像还是风景，都希望
画面是干净、纯粹的
4-6 尝试单色效果
提到单色效果，起初我们都会想到黑白。
后来我开始在黑白照片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可选颜色”或“色彩平衡”来再次进行颜色的增减，发现
这样单色的调节很有意思，每种颜色都有明亮、饱和度和明度的调节，不同的配比，效果也会不同，
所以说后期调色有点像做饭，每种佐料和原料的多少将会直接影像口味
4-7 尝试深色浓厚效果
有时候拍摄老旧、残破的环境时，我会选择加重那种破败的效果；有时拍摄颜色丰富的环境时，我也
会选择增加对比来夸大颜色的浓度；有时拍摄前景明亮背景略暗的画面时，我也会选择颜色浓厚效果
的尝试
4-8 尝试双重曝光
双重曝光是指在同一底片上进行两次曝光，看上去就像两张照片重叠在一起。
让我有这个想法来自于朋友的一次胶片拍摄的失误操作，她误把一卷已经拍完的胶卷又拍摄了一次，
结果洗出来的照片，全是两张的叠加，虽然看着有点乱，但是很有趣
第5章
「对摄影的兴趣如何保鲜」
5-1 尝试更多的拍摄题材
延续自己对摄影的兴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尝试更多拍摄领域。
如果你之前喜欢拍景，不如尝试拍拍人；如果你之前喜欢拍美女，不如尝试拍拍男人或孩子
5-2 给自己安排“命题作文”
平日里我们的大部分拍摄实践都是漫无目的的，即使有目标和计划，大多也只是对拍摄目的地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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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预期
5-3 善于归纳整理往日的照片
闲暇时回顾自己拍过的老照片也是一种乐趣，尤其是到了每年年末，很多朋友都喜欢总结这一年来去
过多少地方，拍过多少照片
5-4 给照片加旁白
我觉得摄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就像面对同一个话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世界，在每个人的镜头下展现的视角和内容是不同的。

5-5 在照片上画画
摄影和绘画一样，都是通过视觉创作来表达想法。
如果说绘画是“白手起家”的创作，那么，摄影则更像是半成品，在眼前的世界里寻找素材来进行创
作，所以摄影好似绘画的衍生品。
既然摄影与绘画的内在联系有很多，为何不尝试一下让它们的外部也发生一些联系呢
5-6 制作属于自己的明信片
自己拍的照片除了冲洗、打印、塞进相册以外，还可以制作成明信片，寄送给新老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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