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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及其差异规律在影视摄影中的应用 
卓嘉 

（重庆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  编导 摄影） 

摘要：对比，即差异的对立，将既相关联而又极不相同的事物和现象并列在一起，便形成对比。在影视摄影中，对比或呈现为
对立的表现，或呈现为反衬的表现。对比不仅使对比双方的特征、属性及品格更加尖锐地对立，而且使对比中的一方在另一方的反
衬下，变得特别鲜明突出。文章讨论了对比的对立表现和反衬表现，提出了对比的差异规律，并讨论了对比在影视摄影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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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摄影中的对比是视觉形态差异的对立，是电影艺术和电视

艺术造型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具体地说，是既相关联

而又极不相同的事物和现象的对立。这就决定了，对比的双方是一

种对立关系。是同一属的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外延互相

排斥，内涵互相否定，又各自肯定着对方的某一特征和属性，从而

使对比双方的特征和属性都得到了强化。黑白影像中黑与白的对比

就是一种对立关系。由于对比，黑显得更黑，白显得更白，这就是

对比的对立表现。《简明美学词典》中将对比诠释为：“对比，一

种艺术手法，它把艺术作品中描绘的事物和现象的性质（例如体积、

颜色）和性格的对立十分尖锐地表现出来。这样做有助于更鲜明地

刻划这些事物和现象的特征。”在影视摄影活动中，摄影师借助对

比的这种对立表现，或鲜明地刻划形象，或精心地营造形式美，或

强烈地渲染氛围和情感。 

对比还存在一种反衬关系，它的表现不同于一般的衬托。衬托

有正衬和反衬两类。正衬即类似事物之间的交相辉映，如用美好的

景物来渲染欢乐的氛围。反衬则是利用相反或相异事物之间的陪

衬，来加强某一方的特征和属性。对比的对立表现使双方的特征、

属性和品格得到了增强，但增强的程度并非完全同等。恰恰相反，

由于一方的反衬，另一方的特征、属性和品格变得特别耀眼醒目。

例如在拍摄远景镜头时，参天大树下站着一头象，构图中象显得极

小，古树因而显得特别高大。这里正是通过“大树”与“小象”的

对比，借助象的小来反衬古树的高大。因为象在人们心目中，是一

种高大的动物，这样高大的动物在古生植物下显得如此渺小，古树

有多高多大便不言而喻了。这就是对比的反衬表现。在摄影艺术中，

对比的现象比比皆是：大小的对比、长短的对比、粗细的对比、刚

柔的对比等等，数不胜数。由于对比，其中一方变得特别引人注目。

在视觉造型活动中，摄影师正是借助对比的这种反衬表现来加强主

体形象的视觉冲击力，激发观众的对比联想，强化他们对主体形象

的视觉感知。 

在影视摄影拍摄时，往往存在多个活动中心。但成功的视觉造

型，一个画面只能有一个视觉中心，而且，这个它必须是全画的视

觉感知中心。心理学研究表明，同一时间内画面上作用于视觉感官

的刺激物是很多的，但能清晰感知到的对象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

是视觉感知中心，其余部分相对成了模糊的背景。成功的艺术家总

是巧妙地运用对比的反衬表现，将主体形象从背景中剥离出来，使

画面中心成为视觉感知中心。 

本文讨论“对比”的释义，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希望通过

强调对比的反衬表现，来探索其差异规律。具体地说，就是探寻对

比的“反衬表现”强化影视作品中视觉感知的规律。对比的反衬表

现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地说，明、大、强、暖、艳一方对暗、小、

弱、冷、灰一方的制约、干扰和影响大于暗、小、弱、冷、灰一方

对明、大、强、暖、艳一方的制约、干扰和影响。在影视摄影造型

活动中，如果有意识地人为造成一明一暗、一大一小、一强一弱、

一暖一冷、一艳一灰的差异对立，并将主体形象或主要情节置于明、

大、强、暖、艳一方的地位，那么，主体形象和主要情节就会变得

特别鲜明醒目，画面中心就必然成为全画的视觉感知中心。影视摄

影中的对比有丰富的形式，例如对比的主调、对比的色调、对比的

旋律、对比的节奏等；在局部上也可以是对比的，例如对比的形体、

对比的色彩、对比的线条、对比的笔触等。例如在工业纪录片的拍

摄中，当摄影师将五颜六色的机械零件全部放入画面中，鲜艳夺目。

放映时，观众必然被各种跳动的色块弄得眼花镣乱，茫然不知哪一

部分是主体对象。假如引入“对比”的思考，除给主体零件涂上鲜

艳的颜色，其余零件都统一在灰调色之中，形成鲜与灰的对比，让

鲜艳的主零件成为视觉感知中心，其余零件成为背景。对比的反衬

表现使画面主次分明，收到了较好的视觉传达效果。 

对比的差异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矛盾对立面互相排斥、互

相依存的一种表现。如果将对比视为一个矛盾体，对比双方则是矛

盾着的对立面。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对立和排斥，决定着对比的对立

表现。矛盾对立面的主次关系，决定着对比的反衬关系。如果将对

比与和谐视为一个矛盾体，那么对比与和谐就是矛盾着的对立面。

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因此，当对比成为

矛盾的主要方面时，画面大关系呈现为对比关系；当和谐成为矛盾

的主要方面时，画面大关系呈现为和谐关系。对立面之间是互相依

存的，离开一方，它方就不复存在。矛盾的统一是包含着差别和斗

争的统一，因而，和谐关系的画面仍需要起重音符号作用的对比的

存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和谐中必须有对比”，“大调和，小对

比”。因而，对比关系的画面仍必须以和谐为前提条件。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对比必须规范于和谐”。 

形式对比主要表现为形态的对比、量质的对比、空间的对比和

影调的对比等。影视画面中的形体都是由点、线、面构成的。形体

对比表现为：大小对比、粗细对比、横竖对比、曲直对比等等。状

态对比表现为：动静对比开合对比、一致与不一致的对比、干湿对

比、疏密对比等等。量质对比即数量和质量的对比，例如多少对比、

轻重对比、长短对比、柔坚对比、粗糙和细腻的对比、繁简对比等

等。空间对比即上下对比、前后对比、左右对比、高低对比、远近

对比、疏密对比、仰俯对比等等。影调对比是“黑白灰关系”的一

种呈现形式。在《巴黎圣母院》一片中，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

拉达与邪恶的副主教弗洛罗构成的善与恶的对比。它们有时是在一

个画面中表现出来的，有时则是在前后两个画面（镜头或段落）中

表现出来的。前者称“同时对比”或“静态画画对比”，后者称“前

后对比”或“动态画面对比”。在《红楼梦》一片中，拍摄黛玉焚

诗一段戏时，作者用大红的色调夸张地营造宝玉婚礼的热烈，用深

蓝的色调渲染黛玉病危焚诗的凄凉，“大红”与“深蓝”对比形成

的前后对比，成功地掀起了一段情感的小高潮。前后对比的另一个

作用是通过组接上的跳跃实现反衬表现。这种视觉的跳跃往往能引

起观众的新的注意，常用于新段落的开始、新问题的提出和重点内

容的强调。正是由于这种跳跃，全片的整体节奏才有了抑扬顿挫的

变化。这好比一支乐曲，如果没有轻重缓急、高昂低沉的变化，则

会使人昏昏欲睡。《美国历史》一片开始时，是主持人的起题。当

进入正题时，硬切人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景，同时，快节奏的乐曲骤

起。前后段落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色相对比和声音对比。 

明暗对比是光亮部分与阴影部分之间的亮度间距形成的对比，

主要呈现为黑白对比或深浅对比。黑白对比体现着对比的差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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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黑白分明”是黑白双方的对立表现：以白衬黑或以黑衬白则
是黑白对比的反衬表现。在影视摄影活动中，通过改变黑白灰色块
的色阶间距，或改变黑白灰色块之间的分割形式与分割比例，白方
或黑方就会因为反衬作用而被强化成为视觉感知中心。黑白灰色块
之间的色阶间距和间隔距离决定着黑白对比的强度：由于对比的对
立表现，色阶间距越大，黑白对比越强烈；相邻近黑白灰色块距离
越近，对比越强烈。如果拉开距离，黑白对比就会被削弱。黑白对
比是“黑白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个画面中，黑、白、灰
色块都必须出现；否则无法形成对比；必须以白，或以黑，或以灰
为主要倾向，否则无法形成画面基调。以白为主的呈现为明调（高
调）；以黑为主的呈现为暗调（低调）；以灰为主的呈现为灰调。
明调以白衬黑或以明村暗；暗调以黑村白或以暗衬明。由于对比的
反衬表现，在明调画面中，小面积的黑色色块也会成为视觉中心；
在暗调画面中，白色色块即使面积极小，也必然成为视觉中心。《乌
干达干旱》拍摄的是一只枯瘦如柴的黑人病童的手放在丰满白哲的
医生手上,黑色的小手在高调画面上显得十分突出，吸引着观众，激
发着观众去思索深邃的人道主义内涵。对比统一规律决定了黑白灰
色块的对比必须是规范于和谐的对比，黑白灰色块的和谐是对比中
的和谐。黑白灰色块既要相对集中，又要交错变化。相对集中和交
错变化的关系体现着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化解着强烈的对比，
使对比呈现为富于变化的和谐形式美，调节着画面的轻重对比，使
轻重对比既规范于均衡，又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色彩对比是摄影对比的另一种呈现形式。色彩的表达力和感染
力不能简单理解为颜色的鲜艳程度和深浅程度。初学者往往煞费苦
心地寻找最漂亮、最瑰丽的颜色，以为只要在画面上堆积这些颜色，
便可大功告成。如果一个画面上都是鲜艳和瑰丽的颜色，而缺少起

衬托作用的灰色、深色或重色，那么，画面就会由于缺乏对比，缺
乏色彩的对立斗争，而显得平淡无奇。同时，由于漂亮色块之间的
争奇斗妍，互相抢夺观众的视觉注意力，画面色彩往往杂乱无章，
宾主不分，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对色彩的感受是一种生理机制和心
理现象,影响对色彩感受的因素，一是色彩自身的属性（色相、明度
和纯度），二是光源色光的变化，三是色块并置形成的视觉环境。
当色块并置形成对比时，人们对同一属性颜色的感觉就会随之发生
变化。例如黄色色块放在蓝色背底上时十分鲜艳夺目，而放在白色
背底上时则显得暗淡无光。可见，色块对比是色彩造型的一种重要
语言。色彩造型正是通过营造各种色相的对比、明度的对比、纯度
的对比、色性（冷暖）的对比及面积的对比，来加强色彩的表达力，
来组织色彩的形式美。由于对比，颜色才产生了浓淡、鲜浊、深浅、
冷暖、明快或低沉的心理效应，才转化为了情感的色彩。对比的差
异规律同样存在于色彩对比中。由于冷色、重色、灰色一方的反衬，
暖色、明色、艳色一方往往变得十分突出，成为视觉感知中心。例
如，在紫蓝夜色中拍摄一堆红红的篝火。尽管篝火的面积很小，但
纯度高、明度强和色性暖，所以显得既炽热又明亮。色彩造型时，
正是人为地造成的一艳一浊、一深一浅和一暖一冷的差异对立，画
面中心才成了视觉感知中心。色彩的魅力来自色彩对比与和谐的对
立统一。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
中把握对立。因此，处理色彩的对比时，应通过不同的对比形式使
之规范于和谐；处理色彩的和谐时，要特别关注局部的对比。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雕刻时光》. 南海出版社. 2016 
[4]布鲁斯·巴恩博. 《摄影的艺术》.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