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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曝光理论(Zone System)是诞生于黑白摄影时代的经典曝光理论，是美国著名摄影大师安塞尔
·亚当斯(Ansel
Adams，1902-1984)在前人对于感光材料、测光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区域曝光理论为黑白摄影的影调精确再现提供了一套可量化，易操作的实用曝光方法，在数码摄影时
代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码摄影区域曝光技术与实拍案例》全面介绍了数码摄影时代熟练掌握区域曝光技术的方法和要领
。
书中包含了大量理论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提示，还有大量照片分析和画廊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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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Lee
Varis是在好莱坞工作的摄影师，他涉足商业摄影领域已有35年，深谙商业摄影曝光技术和后期处理的
实用之道。
他是最早使用数码拍摄系统探索摄影世界的摄影师之一，也是把计算机成像技术应用于各种商业摄影
领域的先驱。
他同时使用数码摄影、传统摄影与计算机图形技术为印刷广告创作图像。
他的作品和文章在众多杂志出版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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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数码拍摄基础 今天，似乎每个有相机的人都是摄影师！
让很多专业婚礼摄影师深恶痛绝的是，男方或女方的亲戚拿着便宜的数码单反相机跟在后面，把自己
精心构图的集体照片拍摄下来（然后免费分发给其他亲戚）。
然而，即使方方面面都有完善的自动控制（自动对焦、自动曝光等），加上相机背面还有液晶显示屏
，但人们仍然抱怨良品率太低，每3000张照片只有两三张还算不错。
专业摄影师的任务是把不成功图像的百分比降低到0，起码达到技术行家所能达到的程度。
为了能够在任何时间可靠地拍摄任何图像，从而得到可预知的结果，我们在技术上不能仅仅依赖现代
相机的自动功能。
本书用意就在于此，因此让我们首先讨论现代摄影技术的基本原理。
 相机的功能有点儿像人类的眼睛。
无论是相机还是人眼，都是光线通过镜头光圈（虹膜）会聚到敏感表面上（胶片、芯片、视网膜），
后者再把变化的光强和颜色转换成某种有意义的信息。
不同相机之间以及相机与眼睛之间的主要区别性特征，与敏感表面有关。
虹膜是眼睛的敏感表面，由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构成，能够感知3种基本颜色（红、绿、蓝）。
胶片由涂有银盐颗粒的明胶构成，有3个不同的涂层来感知颜色。
数码相机感应器由硅芯片上的感光点构成，每个感光点上面都覆盖着某种有色滤镜，因此只能记录一
种颜色的光线。
击中感光点的光强，决定着信号强度或曝光值。
 数码相机的芯片会直接把光线转换为信息（电子信号），这一点与眼睛类似。
在眼睛把落在视网膜上的光线转换为神经脉冲（电子信号）之后，脉冲会传播到大脑，由大脑进行处
理。
与此很像，在用来创建照片之前，数码相机的电子信号也需要在“电脑”中进行处理。
 实际过程相当复杂，但重要的是理解几件事情。
就大多数数码相机所用的图像捕获芯片而言，其表面上覆盖着感光点的红色、绿色和蓝色滤镜都是以
规则的模式排列。
感光点要捕获的只是光强。
特定感光点产生的信号强度，决定着对应像素的色调值。
在处理阶段，击中感光点的光的颜色，是通过计算相邻感光点（覆盖着红色、绿色或蓝色滤镜）之间
的强度差异确定的。
该过程将产生RGB位图。
所谓位图，就是由彩色方块构成的规则网格——这些方块被称作“像素”。
像素的颜色取决于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相对值。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像素同时处于3个“通道”（红、绿、蓝）之中，它们所记录的3幅黑白图像共同
构成了完整的全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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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码摄影区域曝光技术与实拍案例》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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