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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相機特性 隨處都有好題材  
要隨手拍好照片，首要之務就是徹底熟悉相

機。胡毓豪打趣地舉例說：「水果刀是用來切水

果的，你拿它殺雞宰羊，一定是不行的；反過

來，拿牛刀切水果，也一定不對。要拍好照片，

不熟悉自己的工具，等於到廚房燒菜，搞不清楚

柴米油鹽，卻希望成為名廚，那是不切實際

的。」

他直言，現在很多智慧型手機，都強調照相

功能多強多強，但設計的重點，還是以通話和商

務應用為主。至於攝影的功能，跟數位相機，或

專業的單眼相機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一般用手機拍照，拍攝者可以掌握的變數

並不多，除了充分了解它的特性，熟悉拍照的操

作介面，重要是享受拍照的樂趣，培養用照片說

故事的能力。不過，想拍出專業攝影作品，還要

克服很多困難。」胡毓豪這麼說。

相對地，比較好一點的全自動小相機，普遍

都具備S（快門先決）、A（光圈先決）、P（程序

曝光）、iA（智能自動）、多重防手震、廣角望

遠的伸縮鏡頭、低光源夜拍、動態錄影……等各

種功能，要拍出好的照片，就簡單得多了。然

而，免不了要先詳細閱讀使用手冊，針對每一種

功能反覆試拍、練習，直到熟能生巧為止才行。

當然專業的單眼相機，更能精準地掌握攝影

藝術創造的每一個過程，要捕獲令人驚豔的代表

作品，也比較有勝算。話說回來，人才是攝影的

中心，作品的好壞，全靠修練下功夫。

  學攝影也學禪理 是生活也是人生  

想學好攝影的朋友，胡毓豪建議，要先「學

會緩慢」，不要拿起相機，想都沒想，就急著按

下快門；嘗試培養「觀看的習慣」，從不同的角

 光線深淺層次豐富，配合行人與鮮豔衣著的烘托，一張好照片，像畫龍點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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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數位攝影盛行的影響，加上臉書推波助

瀾，每年已有超過60億的影像，不斷推陳出新，

可是量的暴增，並沒帶來質的提升，問題出在哪

裡？

拜行動數據與科技發展所賜，拍照、上網、

跟朋友分享，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重要休閒娛

樂之一。大多數人都喜歡拍照，但是怎麼樣才能

拍出美美的照片，吸引眾人目光與讚嘆，是許多

人想知道的謎，也是百思不解的問題。你有想學

攝影，卻不知從何處著手的煩惱嗎？

  資深的攝影記者 新聞攝影老師  

談到攝影，胡毓豪是一位值得推薦的名師。

他從高一開始接觸攝影，就讀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世新大學前身）時，即在中央通訊社攝影組實

習。

在《中國時報》三大張的時代，以及民國80

年的《時報週刊》，他一路從攝影記者，歷經召

集人、主任、研究員；曾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新

聞攝影老師，也曾到東京進修藝術攝影，並兼任

《中時》的駐日攝影記者；更先後獲得行政院金

鼎獎、臺北市政府金橋獎、觀光局文藝創作獎、

中興文藝獎……等多項殊榮。

時至今日，他還經常背著10多公斤的攝影器

材，上山下海拍照，一如以往一樣。今年8月，剛

出版的新作：《按下快門前的60項修練──胡毓

豪攝影心法》，已連續數週，名列好書暢銷排行

榜。

在好友、學生印象中，胡老師是一位風趣幽

默，富有俠義風格的良師益友。對於攝影而言，

他要求非常嚴謹、專注認真，並以研究學問的態

度，不斷思考分析、求新求變。因此，經常能以

淺顯易懂的一、兩句話，直指核心，為求知者解

惑。

光是生命影是情 用照片說出好故事

跟著胡毓豪 修練攝影心法 
文／張坤華  圖／時報出版社提供

數位工具與行動裝置日趨普及，攝影變成許多

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拿起手機就猛按，效

果未必理想。如何把照片拍好，胡毓豪建議，要先

「學會緩慢」，先用眼睛看世界，從培養「觀看的

習慣」開始……。

 胡毓豪老師認為人才是攝影的中心，作品的好

壞，全靠修練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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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淡來表現，不知情的深淺、怨濃嫌淡，就難以

掌握黑的可愛、灰的綿密、白的清爽。一張好的

作品，光影的層次越細膩越好，它更大的門檻是

眼界，不是感官上的看，是知覺、覺知上的

看。」

至於點、線、面構圖的安排。胡毓豪強調：

「點注重位置；線的利用有曲直、彎斜；面有各

類形狀，狀異形殊，妙用在心。內在的涵養，就

得從勤跑美術館和藝廊做起，多看、多聽、多問

就成了。美的欣賞，不但要訓練，更要有覺知，

是一點一滴，長時間累積成的，想要速成，恐怕

很難如願。」

  要有傑出的作品 想法先要傑出  

為什麼現在影像倍數成長，品質反而下降？

胡老師認為，最主要是拍照變成手的活動，而不

是心思的籌謀。沒有思考的影像，就像寫了一堆

文字，卻不知道到底寫些什麼？想講些什麼？

根據胡老師的看法，「拍照就像作文，一定

要有主題，要有內容；內容一定要生動活潑，才

能吸引讀者的眼光。再三強調，拍照一定要有想

法，就是這個原因。然如何拍有想法的照片呢？

第一，當然要有想法，想法是什麼？可以很簡

單，就像肚子餓了，要吃什麼？吃飯或吃麵，這

就是想法；更進一層，要去那裡吃？地點有了，

再來就是價格，這樣一層一層去推，答案就越來

越清晰了。」

「換成拍照，就是要先想要拍什麼？拍給誰

看？目的是什麼？這就是想法，想法不同，做法

就會有變化，一切都是活的，只有活的，才能說

故事。專業人士拍照，必定出於想法傑出，技術

自然應運而生，絕不是先有技術，然後才有偉大

的作品，想法比技術重要，這是專業人士必須面

臨且不斷地挑戰。」他說道。

「人，最大毛病是視覺疲乏，久看生厭，導

致生活周遭，儘管眾寶齊聚，依然毫無知覺。如

果跟國外友人，異地而住，保證彼此都會發現，

住家附近有很多可拍的景物。為什麼變化會如此

之大？問題就在於新鮮感、好奇心，以及我們的

態度。」他總結一切表示，「學習拍照最好的方

法，就是從身邊做起，功夫練好了，隨即轉移陣

地，視覺受到新的刺激，就會更加敏銳，也更明

白如何取捨鏡頭。看似平凡的東西，也許取景、

構圖對了，就變成傳世傑作。練習看光線變化，

熟悉光的強弱、對比、角度、色溫，可用構圖取

捨、組織、佈局，自然心境和視野就會廣闊，技

巧也跟著一起提昇。到時候即使在住家附近，隨

意散步，也能信手拈來，尋到好的攝影題材。」

 這是一張由點、線、面，構成好照片的實例。

 對稱性的倒影，不是隨處可得，拍攝者必須用心要找

到對的位置，才能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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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取景，多拍幾張，然後再深入分析比較，如此

持之以恆，一定能愈拍愈好。

「禪修有止觀法門，移到攝影也很實用。止

是專於一，觀是深入看。只要能深入看，就可以

發覺可觀之處。觀的訣竅，在心靜，能淨更好。

清明的心，自然看得透徹。」胡毓豪言簡意賅地

描述攝影的心要：「手，用來操作相機；心，用

來了解拍攝對象，這兩樣都是拍出好照片的原

點。一般人想拍好照片，卻不肯用心，這是人性

的怠惰，鐵定不行。改變心態才是拍好照片的第

一步。再來就是用減法去拍，便能拍出與眾不同

的佳作。」

他進一步說明道：「我們的眼睛和鏡頭完全

不一樣，人類的靈魂之窗，天生就只看自己想看

的，不要的自動捨去，但是相機鏡頭恰好相反，

它不管你要不要，都照單全收。如果不用減法去

拍，影像會呈現雜亂無章，而失去重點，用這種

的影像說故事，肯定無法引起讀者的共鳴。」

他透露，自己有個拍照的習慣，就是每到一

個地方，都會用心去找些與眾不同的題材，例

如：每次和朋友去看桐花季，大夥兒爭相拍桐

花，他總會拍人或拍景物；又如植物園蓮花開的

季節，大家都拍蓮花，他反而拍樹、拍建築、拍

青蛙等等，道理很簡單，物以稀為貴。

  光影搭配與點、線、面的安排  

「攝影是光學和化學的結合，即便是數位影

像，也是光和電的關係。太陽光芒經過千萬的旅

程，飛奔抵達地球，然後用色溫展現顏色。攝影

人最少要懂得色溫，才能進一步談顏色。數位時

代只是拍的動作，變得容易；技術的門檻，反而

越來越高。要拍照，不能不懂這些。」胡毓豪一

語道破拍照與光影、色彩的關係。

他說：「光是攝影的生命，影子是照像的情

感，有命有情才不至於行屍走肉。情有深淺，用

 拍照的時候，要注意動靜之間的平衡，運用巧妙，可以產生令人會心一笑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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