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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物肖像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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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人物肖像摄影是指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合乎情理的判断、理解，使

用 现场光或现有光，一般在不干涉被摄对象的条件下，表现新闻人物的内心精神面貌、气质

的 摄影。新闻人物肖像摄影不同于一般题材的新闻摄影，也有别于肖像摄影和人物摄影，它

是 新闻摄影记者最难于掌握的一种摄影技巧，拍摄对象既要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又要具有

视 觉美感的形象价值。这就要求拍摄者在既定的现场条件下，使用极其有限的造型手段完成

高 难度的形象造型和对人物内心的深层开掘，并将这种开掘外化在摄影媒材上。 

我们知道，一幅成功的新闻人物肖像作品取决于它的性格力量、画面的光影效果和拍摄技术 

等诸要素。从已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章来看，探讨前一方面成因的文章较多，而注重于技术成 

因的文章比较少见；从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新闻人物肖像作品来看，成功的新闻人物肖像作品 

较少；从笔者从事近20年的新闻摄影教学经验来看，新闻人物肖像摄影是最不易掌握的拍摄 

技巧，客观地、冷静地思考这一现象，却发现技术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本文试从技 

术因素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以求有利于新闻摄影的人物肖像摄影。 

光线——形象塑造、情感塑造与社会角色塑造的根本 

没有光线就没有这个世界，没有光线就没有摄影，因此，摄影又被称之为“光画”，新闻摄 

影就是用光来描叙事件和新闻人物的特殊职业。要想拍摄好一幅成功的新闻人物肖像，对现 

场光线，必须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形象塑造。光线对被摄体的形象塑造是光线的最基本的作用。被摄体只有在 光线的照明下，

才能使读者认识到它的形象，这种认识作用，是新闻摄影的基础，它不同于 艺术摄影的审美

作用。新闻摄影的确凿性就在于诠释的停顿，确凿使得被摄对象没有歧义， 事实也就明确无

误地呈现出来，形象凸立在读者的眼前。有了“形”，才可以“形”写“神 ”，以“形”传

“神”。 

情感塑造。新闻人物肖像摄影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它除了有明 晰确定的外在形

象之外，还有丰富的情感，各种情感也只有在一定光线的照明状态下，才能 得到适当的显

现，这种内在情感的显现和外在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会使新闻人物跃然 纸上，“一

见”胜于“百闻”，给读者以一定的情绪感染。光线这种情感塑造作用在新闻人 物肖像摄影

中是至为重要的。情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神态”，有了“神”就可以以“神 ”赋

“型”。在型的基础上刻划人物内心的状态，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 

社会角色塑造。是指光线除了有以上两个作用之外的第三个作用：即光线的 达意作用，它是

将光线的照明状态作为某种理念或观点的表征。要想使得被摄人物达到某种 象征的意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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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拔于画面人物具象的作用，使作品升华到某种象征的高度，只有特定状 态下的光线照明

才有这种效果。其它的所有手段都是辅助性的。如卡休拍摄的《丘吉尔》， 这时的《丘吉

尔》已不只是“丘吉尔”本人，它是战时英国的精神象征，是二战时期整个反 法西斯同盟的

象征。光线这种深刻的达意作用更需要摄影记者从光线的照明性质上进行微妙 的把握。 

光线说起来简单，真正用好了却很难，难就难在光线照明态的“妙不可言”，只能看，而摄 

影家看的结果(使用照相机、摄影镜头、感光材料等摄影媒材制成图片)，又要从照片上

“言 ”出去。这样的要求对摄影记者来讲是十分刻苛的，但惟有苛刻才能出作品，才能出肖

像作 品，才能出强烈而鲜明的“社会角色”型作品! 

既然光线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照明光线。 

光质与光感。所谓的光质，就是新闻人物现场光的质量。无论现场是自然光 还是人工光都有

一个光线质量问题。与光质密切相关的是光感，它更多是凭摄影记者对感光 材料和照相机、

镜头等摄影媒材物化性能的把握，对光线照射在被摄景物上的心理认知。按 下快门之前，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对现场光有一个清醒的、透彻的分析，有一个对有利 于人物情感表现

的光线的总体把握。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处理照射在新闻人物身上 的光线，是一种

文化修养，是一种品位。而且要预测到，使用这样的光线在技术处理后，能 否完成对新闻人

物的形象塑造、情感塑造和社会角色的塑造。 

光线按质和方向来分又可分为直接光和间接光，所谓直接光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强光或硬

光 ，如太阳光的直射，现场聚光灯的照射等等。这类光线照射在人物身上，会产生很大的反

差 ，有利于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在情感塑造上有很大好处，但它不利于对人物作一种细腻的

情 态描绘，也就是说在形象塑造上弊大于利，但一切都要由现场被摄人物的情况来定。所谓

间 接光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柔和反射光和透射光。柔光对人物面部描绘有利，但对人物性格

的 反差刻划不利。 


光线有它各自的性格，摄影的要求，就是要把自己的摄影目的和光线的性格结合起来，懂得 
各种光线的性格和控制它们的方法。 


方向与机位。光线的方向与机位的选择有关，它要随着现场的环境、拍摄距 离、使用不同焦
距的镜头而发生变化。在新闻人物的拍摄现场，既要遵循现场既定光线光位 的原则，又要根
据拍摄对象的长相特点而灵活地加以运用光线。 

拍摄人物肖像最常用的光线位置就是从人物左右倾斜45℃、上倾45℃左右(或称之为立体45 ℃

光)。我们看到的景物真实面貌，大多是在这种照明光线下得到的印象。它可以形成适当 大小

的投影，最容易强调人物脸部的立体感，影调丰富，人物表情真实自然，较适合于人物 的形

象塑造。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运用侧光。所谓侧光，就是从人物脸部的一侧照明，这样就形成了半边脸 

黑，半边脸白的情况，或在另一边脸颊上形成大大的鼻子的投影，使用直接光与使用漫射光 

投影的浓度不一样，直接光的投影浓密，对人物性格刻划有好处，而漫射光的投影较淡，能 

更好地表达人物的精神面貌，适合于情感塑造。 

新闻人物肖像摄影最关键的用光，就是“眼神光”。而能否使眼睛突出，关键要看能否在眼 

睛里出现高光点，也就是使整个眼睛发亮的“眼神光”。两张姿态表情一致的照片，有眼神 

光和没有眼神光给读者的印象是大不一样的。眼神光有助于对“社会角色”的塑造。 

当然，新闻人物摄影还有其它光位可以使用，如正面光、顺光、半逆光、顶光、角光、轮廓 

光等。总之，一切都为了对被摄对象的形塑与神塑。在实际的工作中，很难有完全符合以上 

所讲的肖像摄影的光位，这时，就要试着考虑变换拍摄位置，这样一来，在最初看来是逆光 



的也可能变为顺光或侧光了。摄影角度的改变(即机位的不同)意味着看人物的视点的改变、 

被摄人物受到光的程度改变，最终造成画面效果的改变。改变拍摄机位，是新闻人物肖像摄 

影的绝对主意。但是有一点千万要注意，那就是随着拍摄视点的改变，人物的背景将会发生 

严重的变化。本来是深色的背景也许会变成灰白，本来是杂乱的背景也许会变为单一，对此 

要多加小心，留意整个画面的影调效果，使人物突出于背景之上。 

视点——取景、构图与赋型的关键 

将照相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拍摄，是新闻摄影记者常常面临的最关键性的问题，它可以决定 

一个摄影记者的独特风格，直接影响着对被摄人物的形象赋型和精神显现。新闻摄影的实践 

经验告诉我们：既要掌握常态的再现视点，又要不断探索非正统的透视表现问题，以便与新 

闻摄影记者不断从新的视点重新发现世界的需要相协调。我们拿起相机拍摄人物，除了按照 

眼睛的高度去拍摄之外，最有代表性的高度是俯摄(高角度)和仰摄(低角度)。 

当然，摄影的角度不是单指拍摄高度，有时只要左右移动相机就可表现出被摄人物许多彼此 

绝然不同的长处来，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高度的变化，就可以设计出无数个构图方案，找出最 

佳角度。 

正面角度。在人物正面的角度拍摄，可以得到描写性的画面，使读者对所摄 对象有一个平面

性的认识，这种角度是新闻人物摄影的常见角度，虽然它对新闻人物性格刻 划缺乏应有的力

度，但对全面、正确地认识被摄对象有很大好处。 

斜侧角度。斜侧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左边斜侧，一是从右边斜侧，用这样的 角度拍摄，人物

的脸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显得较为生动，如果是拍摄全身或半身照，可以 利用被摄对象的

形体，加强画面的变化，同时这种角度也容易强调人物的性格，便于刻划被 摄对象的性格。

由于这种角度带来的画面变化，增加了画面的美感形式，使读者在获得画面 带来的新闻性同

时，增加审美的因素，故被现在的大多数新闻摄影记者所采用。这种角度变 化因素很多，只

有结合多种拍摄高度，仔细寻找最佳视角，才能达到应有的画面效果，否则 ，往往会弄巧成

拙，反将被摄对象的缺点暴露出来。 

水平角度。新闻人物肖像摄影使用最多的手法是水平拍摄，由于在此高度上 拍摄的最大特点

是与被摄人物的眼睛高度一致，所以它符合读者的正常视觉，对新闻人物有 较强的写实能

力。虽然它的形式很一般，但在真实性上比其他高度更胜一筹，更适合新闻摄 影的表现手

法。这种在平常的角度下拍出不平常的表现因素，要特别引起新闻摄影工作者的 重视，运用

好这种平常的形式感中蕴含着不平常的表现手法。 

高角度拍摄。容易露出人物后面的景物，可以多纳后景，对于表现被摄人物 的面部及头部有

很大好处，而且被摄人物有明显的空间位置。这种空间位置在新闻摄影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环境人物肖像摄影中，这种形式应用的很多。由于拍摄镜头的成像视 点就是以后读者

阅读画面的视点，这就给读者一个俯瞰全貌的高视场，使得读者从画面的阅 读中获得一种心

理满足。这种视点虽然有以上成像好处，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它在表现被摄 对象方面有着严

格的要求，有些新闻人物不宜用俯视的角度拍摄，不能脱离被摄对象的具体 情况而自作主张

地使用这种视点。 

低角度拍摄。低角度拍摄可以使新闻人物的形象突出、画面冲击力强，它有 湮没人物后景的

特点，使得人物周围杂乱的环境得到净化。低角度近距离拍摄会使人物变形 ，这点要务必记

住，变形可以增加形式上的表现力，也可以破坏人物的形象。对这种变形程 度心中要有数，

使得画面既有形式上的表现力度，又不致于损害被摄人物形象。 

简言之，拍摄的角度要和拍摄高度相互配合，对于肖像摄影要有充分的取景耐心，运用经

验 ，敏于观察，从取景框中确定最佳拍摄角度。万不可从头脑中先确定观点，而只能通过取

 



景 框寻像比对后，最后审慎地确定视点。 

视点的选择是对被摄人物使用的摄影角度和位置的确定，而景别则决定被摄人物在画面中占 

据的空间位置，也就是决定了人物在整个画面中的大小。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景别，拍摄前就 

要有明确的意图，根据拍摄意图决定景别，是取景构图的第二步——画面的取舍，根据新闻 

人物在画面中占据的空间位置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全身照。摄入人物全身。从技术上讲能看出人物身体线条部分的美感和表现 人物的动感，知

道整个人物在周边环境中所处的准确位置，当人物身体方向或者角度改变时 ，这时强调了动

感。但一幅画面如果容纳全身，脸部所占位置一定很小，不利于对人物的精 神面貌作深层的

揭示。 

膝上照。摄入人物膝盖上部的范围。重点表现从脸到人物上身的表情姿态。 这是新闻人物肖

像摄影中使用较多的能突出人物动作的构图形式，可是它也容易产生不明朗 的现象，所以使

用这种构图形式时需要特别注意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 

半身照。这种构图形式可以用手表现动感，因此在新闻人物肖像摄影中是使 用最多的构图形

式，它既可以强调人物的表情又可以创造一种现场氛围。如果画面摄入的是 从脸部到腰部，

这就突破了半身照的范围而称为腰上照，腰上照的摄入范围更大一些，虽然 构图效果与半身

照差不多，但画面的表现力度比半身照要差些，在一些特别的新闻人物肖像 摄影中采用。 

近摄、特写。近摄、特写手法的运用，是近年来新闻人物肖像摄影的一大特 点，摄影者为了

突出地交待被摄人物的特征，加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有时只拍到人物的脸 部画面，这时人

物表情的好坏就成为决定这幅新闻人物肖像摄影是否成功的关键。而人物的 视线和嘴角又成

为这成功中关键的关键了，这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视点的选择与改变还与使用镜头的焦距有关，目前，绝大多数新闻摄影记者最常使用的相同 

为135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大都可以变换镜头，或有大倍率的变焦镜头，从鱼眼镜头到标准 镜

头、从短焦镜头到望远镜头，种类繁多、形式多样。选择多大的焦距的镜头来拍摄人像没 有

定式，要根据拍摄对象、透视效果、赋型要求和表现形式而定。 

新闻人物肖像的最终要求是赋型。所谓赋型，是指从趋向存在的可能性趋势中冒出来的不可 

能存在的形体。就如同上文所说的依靠实际存在的具象形体去完成并不存在的“社会角色”形

体的塑造。 

技术——形象表现力的内功 

新闻摄影的依存，一刻也不能脱离照相机、摄影镜头、感光材料(胶片、相纸或CCD等媒材) 等

物质材料。摄影既要再现拍摄对象，又要使胶片、镜头、感光材料等媒材的物质特性得到 极

大地再现。这就要求摄影者要懂得和熟练地使用这些媒材的理化特性，掌握正确使用这些 媒

材的摄影技术。没有摄影的物质材料，没有摄影的技术，根本就谈不上对被摄对象的三个 塑

造。摄影科学技术的媒材特性再现，是高于它所能表现的任何一类的拍摄对象。 

从摄影的物质再现的本质来讲，新闻照片应是转形，而不是再生。任何把新闻照片当作新闻 

事实来看待的，都极易造成逻辑的混乱和事实上的相悖。因此，当有人提出一幅新闻照片“ 

失实”的时候，我们往往感到大惑不解。如果没有在后期制作中采用偷梁换柱手法，而是遵 

从摄影物质技术的因果呈现关系，那么新闻照片就不是原物的再现，更不是原物的再生，而 

只能是转形，转形才使得影像独立成自然本身，使得记录更接近于事实。因此，新闻人物肖 

像摄影的“社会角色”塑造才成其为可能，但承载这种“社会角色”的物质必须能充分地显 

示出科学技术所要求的精确度。新闻摄影记者为了达到这个精确度，使用这个精确度，就必 

须要掌握娴熟的曝光知识、感光材料的感光知识、摄影镜头的光学成像知识等等。充分发挥 

新闻摄影的物质纪实特性，在使用摄影器材和摄影技术掌握方面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个 



高度足以使摄影记者在拍摄器材和摄影技术掌握方面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个高度足以使 

摄影记者在拍摄时得心应手，达到自由的境地，有了这种自由的高度，画面的表现力才有可 

能加强，“赋型”才有坚实的物质保障，对新闻人物的“社会角色”塑造，不致于成为空

谈 。 

(韩丛耀 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周振华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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