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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创作的心理机制：3．摄影是一项视觉工程 （作者：林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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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屯河水，新疆1998年。居高临下， 

河床图案像是皮影戏中的人物。要是 

我未看过皮影戏，可能不会发现这个形象。 

3．摄影是一项视觉工程 

      人类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有很多途径，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而视觉在感知信息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

地位。据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从外界接受的信息中，有85%左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从视

觉器官接受的，而且视觉信息中图像较之文字容易被人接受。在过去图像传播媒介不够发达的时候，人们对视觉图像

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过去摄影、电影、电视不够发达的中国，我们往往低估了它的作用，摄影家们对它也很少研

究。我们对逻辑性的文字能力较为重视，对图像的特性知道得很少。记得1980年代，我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发现两位同

事，朱宪民和海德光拍照很有灵气，面对普通题材他们总有不同的想法和拍法。他们并不是有什么镜头拍什么照片，

就是在用标准镜头时期，他们总能有所变化。我拿照片给他们看，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只看构图与均衡，而是看有无新

意，这个印象很深。经过了解，他们在学历和经历上并无特殊之处，我很纳闷。后来才认识到，那是他们在处理视觉

形象方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能耐，只能从图像创作心理学方面去找答案，不能用通常所说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去衡

量。 

     视觉是可见光波刺激视神经传导至大脑枕叶视觉中枢而产生的。波长380一780毫微米的光波是引起视觉的适宜光

线，其中包括了红、橙、黄、绿、青、蓝、紫各个波段。如果以某种方法将光波增强，可见光波可以扩大到950毫微米

（红外线部分）与313毫微米（紫外线部分）。 

     眼内视网膜上有两种感光细胞。视椎细胞能感受强光和颜色的刺激，并能分辨物体的细节。视杆细胞对弱光敏

感，但不能分辨颜色和物体的细节。 

     视神经冲动传导通路十分复杂。光作用于视网膜以后，引起视椎细胞和视杆细胞的色素发生化学变化，这种光化

反应使神经细胞产生神经冲动，这种神经冲动又是以电活动的方式经过复杂的视觉通路进入脑部，最后达到大脑皮层

枕叶的视觉中枢。 



     大脑是已知的宇宙中最复杂的物质。电脑比起它来，只是一个极简单的装置。大脑的重量只占人体的约2%。却消

耗人体需要的氧气和葡萄糖的约20%。有人估计大脑最少有1/3参与了视觉活动，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积极观察，这是

他获得信息的最重要的手段。 

     动物研究证明，大脑视觉皮层对直线物的刺激比较敏感，对黑直线条、白直线条以及处于明处和暗处边缘部分的

直线条最容易感受。刺激的大小、形状、位置和方向是引起强烈反应的重要因素。大脑视觉皮层对颜色的感受程度也

有不同。这些视觉敏感性会因人而异，因此也是可以经过训练有所提高的。 

     大脑是加工处理外来信息、发出行为指令的主要机构。但是人类对自己大脑的了解还十分不够。明了的程度远远

不如对于心脏。大脑中究竟有多少神经细胞（医学上通常把它叫神经元）？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有的著作说有100亿

个，有的说有1000亿个，有的说有1亿亿个。当然直到现在它是无法去数的，只能估计。但估计出入如此之大，说明人

类对它的了解实在太不够了。近年来，对于大脑的科学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有旧的解释被否定，或者提出质

疑。这就给我们理解大脑的思维方式，理解摄影创作的心理机制，不断提供了新的启示。 

     人脑是亿万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密网。每个神经细胞是由细胞体和突起部分组成的。条状突起部分叫轴突，树枝状

突起部分叫树突。轴突末稍有许多突触小体，这些突触小体中按照基因等因素生产并存储着多种化学物质，称做神经

传递介质。目前已经发现的传递介质至少有30种之多。它们有的是兴奋性的，有的是抑制性的，作用各不相同。信息

的传递就是依靠这种传递介质被释放出来，进入细胞间隙，到达下一个细胞的树突，引起生化与电位变化而实现的。

神经细胞之间，就依靠这样的联接方式组成很多电化学回路。每当有了外界的适当刺激，例如当人看到一幅绘画名作

的时候，神经细胞就会立即进行适当的联接，把它记忆下来，以便日后随时激活这种模式。这就是人类感知信息、存

储信息、进行思维的终极的具体方式。 

     多年的科学研究发现并认定了许多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我们大脑的左半球控制着右半身的活动，并控制着我们

运用语言的能力和数学运算、思考分析、抽象与逻辑思维的能力。大脑右半球则控制着左半身的活动，在空间关系、

音乐、艺术形象思维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自从有了磁共振扫描等技术以后，科学家进一步发现整个大脑是一个整

体，在专司某一职能的大脑的一个部位受到信息刺激、需要进行处理时，大脑其它一些相应的部位也会行动起来配合

运动。大脑内部各个部分的协作，要比人们预料的密切频繁得多。 

     20世纪30年代，神经外科医生用电极刺激大脑时，发现有一大部分没有反应，因而产生一种说法，认为人类只使

用了自己大脑的1/10，还有9/10没有开发。如今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大脑的各个部分都相当活跃。因此我们不妨换一

个方式理解人类大脑的现状，不要理解为很大部位尚未开发，而应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功能还有很大的余地可供开

发，比较妥当。摄影方面的研究例证还不多见。最近有报道说研究发现，音乐家、画家的大脑往往和普通人有所不

同。一位音乐大师的大脑皮层与听觉有关的部分比普通人多130%的灰质。画家和普通人对大脑损伤的反应也不一样，

普通人右脑受损会影响绘画构图能力，而对画家则影响较小，他还保有作画的能力。可见，经过训练的人的大脑某些

功能可能大为增强，或者专司某种功能的范围会有所扩大。 

     人脑的视觉和思维功能可能是宇宙间最奇秒的一种生化现象，现代计算机不能与之相比。因为计算机的运算是线

性的，处理信息的基础是由记号体现的概念所进行的逻辑操作，靠一个劲儿地快、快、快完成任务。而人脑处理信息

时，它可以以图像为基础，进行网络式的、多维的、齐进并举的思维，不是像读书背书那样逐字逐句地线性运动。例

如右脑控制视觉和控制音调的是一个部分，它可以用现实中或图像中居于"高"位的东西来理解和记忆高音，用相反的

方法理解和记忆低音。这时候左脑控制语言的部分会参加进来帮助理解和记忆节奏。这样，大脑仿佛是一个多维的、

多层次的仓库和加工厂，信息来到这里，三下五除二，刹那间就能处理妥当。人识别面孔的能力也非常奇妙。我们认

识的人，过了多年还能认得出来，有时少儿长成大人也能认得出来。这完全是通过图像的记忆办到的，用语言无法完

成。这就是大脑的功能，特别是大脑形象思维功能的特点。理解这个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摄影，理解摄影创作的奥

秘。当然，人脑也有不如电脑的方面，电脑总是在老老实实地工作，而人脑不见得任何人任何时间都能充分发挥功

能。所以，人应当努力，应当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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