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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一格说创意：解构吉尔登 

                                                   林 路   

  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布鲁斯·吉尔登为纪念徕卡M型测距式相机系统以及梅赛德斯－奔驰SL系列汽车诞生50周年拍摄

的这组照片，从画面的构成和技术、技巧角度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留下这样三点启示——— 

  一、瞬间：摆与抓的巧妙结合 

  这是一组特殊的作品，既不属于新闻报道样式，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构成，因此摄影师巧妙选择了摆与抓的结合

手法，不露痕迹地展示了令人感动的现场气氛。 

  根据主题的创意，摄影师首先对拍摄的现场进行了周密的勘查，精心设计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确定画面空间

的范围和拍摄距离、镜头使用等等要素，包括对光线的测定，然后才请模特儿出场，按照预先的设想抓取现场最自然

的瞬间。这样的拍摄方式在摄影中有一个说法：守株待兔。只不过画面中的“兔子”是事先安排好登场的，而非偶然

等待的结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是要求模特儿的表演自然，以极其放松的姿态出现在现场；二是要求摄影师有高

超的抓拍技巧，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变化瞬间捕捉最理想的刹那。因此当我们看到全部完成的画面之后，尤其是面对这

对夫妻走出地铁的那一张画面，其真实自然的效果令人叫绝。这又使我想起前些年摄影界流传的一句妙语：摆得像真

的一样，就是真的！当然前提是拍摄这样一类具有创意的画面，而非新闻纪实类作品。 

  二、构图：自由开放的心态 

  画面构成的多样化，尤其是相当随意性的开放式构成空间，也是这组照片成功的关键所在。作为擅长现场纪实摄影

的吉尔登，他对于构图的理解一直是选择了自由开放式的观念，尤其是受到了老一辈的摄影家如罗伯特·弗兰克、威

廉·克莱因等人的影响，以不受拘束的视觉观念，将照片的四条边变成了一扇流动的窗口，在“窗口”内外营造了相

互间的互动性关联，大大丰富了画面的冲击力。当然为了主题的需要，他有时也选择了比较“规矩”的画面，比如以

车身的框架小心翼翼地框出人与徕卡相机的空间。但在更多的时候，他更喜欢以局部的、不完整的空间结构，即将冲

出画框的人物，加上倾斜的画面构成，表现出他对当代摄影视觉魅力的独特理解。这样不仅使画面充满了不稳定的因

素和强烈的动感，更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画面的抓拍氛围，使人深信这是一组在街头随手抓到的照片，而非刻意摆布

的结果。他让人们相信，这是在生活中的“回眸一瞥”，攫取的是生活中妙趣天成、却又留下诸多悬念的片断。 

  但是不管如何开放，这里面始终有一个“度”的把握，注意画面中最重要的元素———奔驰汽车和徕卡相机最重要

的成分都是不可缺失的，否则也就偏离了画面主题的最终意义。 

  三、闪光：自然光中的创意手段 

  闪光灯向来是许多抓拍型摄影家喜欢的辅助工具之一，不仅仅表现在光线比较弱的室内使用，更重要的是常常出现

在街头阳光灿烂和早晚晦暗的氛围中。比如西班牙摄影家克里斯多巴·哈拉不管白天黑夜，始终在照相机上装有自动

闪光灯，完成了一组引起巨大反响的“英国流浪汉”专题作品。还有被称为是玛格南图片社中“坏小子”的马丁·帕

尔，也常常在大白天使用闪光灯，将彩色的英国都市变得艳俗无比。而吉尔登在他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面对纽约》

系列作品中，也沿袭了克莱因拍摄后台时装模特的技法，选择了自然光下的闪光灯使用，使前景人物白化，背景抖动

虚化，令人观之神经为之一颤。在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摄影师，也有极端的闪光使用例子，甚至有人在十多天的巴黎

拍摄过程中，将一台尼康D70相机内置闪光灯拍摄到烧毁为止。 

  在这组相机和汽车的画面中，可以发现吉尔登在一些画面中也使用了闪光技巧，只不过在闪光控制中显得较为严

谨，尽量不留下过多痕迹，以便形成和现场纪实风格相吻合的结果。 

  自然光中使用闪光有这样两种方式：一是在阳光强烈的街头，通过闪光灯作为补光，降低画面的反差，控制明暗间

的对比。这时候的闪光可以弱一些，以不留痕迹为妙。第二种是在室外现场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比如早晨或黄昏以

及较为晦暗的天气，这时候可以强化闪光灯的力度，使闪光量超出现场光的力度，这样就会形成主体人物异常明亮、

背景环境一片昏暗的效果。如果这时候再放慢快门速度，拍摄时有意抖动相机，就会形成主体人物清晰、背景动感强



烈的结局。 

  结论：综合把握是关键 

  上面以解构的方式，将吉尔登的拍摄手段做了一些剖析，以便帮助大家理解经典作品产生的过程。但是真正的优秀

作品是一个综合整合的过程，是摄影师总体素质的全面反映。只有将这些技术完全融合在整个拍摄构思和创意的过程

中，凭借深厚的积累、个性的凸现以及敏感的反应，才可能水到渠成，引人入胜。（有关消息见本报去年11月16日一

版，部分图片于去年12月21日8版刊出）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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