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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和构图 

  20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心理学家们发展出一个著名的学派，即所谓的“Gestalt”（完形理论）。这是一个德文词

汇，意思是“形状”。该理论研究大脑如何感知和处理视觉获得的信息，其研究结果形成了一种理论，推测并没有什

么主观审美偏爱，这就是说艺术家能够使用现有的视觉信息，无论这是已经印制好的印刷品、绘画或者照片。这一理

论被称之为“完形理论”，有时尽管没有使用准确的名字或名称，但这一理论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很多摄影师的工

作。 

  让我们看一下图一这张照片，除非你以前从未看到CD-ROM光盘，否则你一定会有疑问，是不是这样？而且你还可以

看到光盘上的文字，这也有助于你了解有关信息。如何解释呢？你的大脑有一种将不完整的信息直接的缺口加以弥合

的趋向，能够将不完整的形状在意识里加以弥补完整。这种趋向用完形理论的话说就是“闭合”。你不妨再看图二这

个例子：你可以认出这个单词吗？即使字母“E”并不是真的完成了，但是你还是能知道这个单词是英文“EASY”（简

单），这也是大脑会将“E”字中的缺口弥合完整。还有一个接近的例子，图三就是一个闭合的形状：完整、稳定、有

一种被动和单调的感觉———即使整个画面达到了一种十分平衡的状态。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开放的形状。比如图四，只拍摄到花朵的局部，但人脑会根据已经看到的部分花朵想象出其他没

有拍摄下来的部分。 

  创造一个开放的形状 

  如何构造一个“开放”的形状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图四花卉的局部就被画面的边缘割断，为想象留下了很

大的空间。在闭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邀请”观看者的大脑参与确定和完成整体形状；也正是因为这一形状———

也就是画面边缘截断了花朵，但为照片内的“实”和照片外的“虚”提供了沟通的通道。这是好照片构图中重要的因

素，因为它鼓励观看者的眼睛在照片内按照拍摄者预设的路线或令人感到愉快的方式移动。记住在构图时就要加以设

计和构造，吸引观看者积极介入“完成”图片的效果要远比不这样做好得多。 

  这里有个例子，图五和图六是同一摄影师拍摄的两张照片，前者按照传统构图方式，四平八稳，但似乎缺了点什

么———有人说就是太“静”了。后者是在前一张照片基础上剪裁而成，画面边缘横贯被摄者的额部，为引入“闭

合”理论创造了一个机会，让观看者参与进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为照片内外创造更多的沟通桥梁，比如打破画面的

平衡或增加被摄主体周围的空间。像图六就更多地强调了模特的面部，整张照片也更有味道。总之，后者值得我们在

墙上多挂一些时日。 

  图七也是一张有意思的照片，平衡感和画面留下的空间都很有趣，照片内外的交流也很多。花朵的布局迫使我们的

眼睛沿着一条线路贯穿整张照片。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只有一朵花是完整的（上面数第三朵实际有的模糊并且被下

面一朵挡住了一小部分，最上面和最下面两朵都被画面边缘裁切掉局部，另外一朵则是侧向观看者）。 

  实践、实践、再实践 

  实践上面讲的理论，首先可以从剪裁现有的照片入手，如根据“L”型构图方式剪裁。有时这能让你的照片构图更紧

凑，更具冲击力。另外在拍摄时要有让构图“闭合”的概念，尝试通过构图在拍摄时留下一个开放的空间。最终，你

就能做到灵活运用并在拍摄之前将其考虑在内。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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