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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传统的胶片摄影逐渐淡出了

大众的视野。尽管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热爱和创作需要

而依然选择使用胶片，但是在当今摄影专业的高等教育

中和社会上图片市场里传统胶片摄影已经不再占有主流

地位。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

发展，数码相机应运而生。由于其便于携带、后续成本

较低、使用方便快捷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快速的替代了

传统胶片相机。另一方面，其拍摄后所得到的即时图片

反馈是传统胶片相机无法替代的。而在传统胶片摄影的

基础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颠覆性的数码图片后期，其效

果与图片的还原质量也是胶片摄影无法达到的。1

众所周知，摄影这门技术的历史是相对非常短暂的。

在诸多高校摄影专业的教育教学当中，我们的学生常常

会学习到一门课程名叫摄影史或者世界摄影史。这门课

程与诸多与诸多必修的史论类理论课一样教诲学生学习

历史由来和流派发展以及影响等，但是其课时量往往不

及其他的必修理论课如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等。其

原因往往就是因为摄影的历史比起其他的历史发展和理

论研究来说相对短暂。

这里，我们不从摄影的历史源头讨论。普遍观念中

的胶片摄影主要是指使用胶片照相机和胶片拍摄照片的

摄影活动。胶片早期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后期，那时纽约

和柏林的一些大型的摄影公司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自动

化技术一天可冲洗一万四千多张底片算是相当庞大的数

量。自那时起，以传统胶卷相机和底片作为工具的摄影

活动逐渐步入大众的视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快速的

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这种传统摄影一直延续到数码

相机的出现才淡出人们的生活。

1969 年美国的贝尔研究所宣布发明了“CCD”（电

荷耦合元件）。1973 年索尼公司开始着眼于“CC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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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终于在 1981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不使用

感光胶片作为成像载体的电子照相机。根据索尼公司给

出的信息，这台相机使用了 10*12 毫米的“CCD””电子

感光元件来代替胶片。首次实现了从物理材料感光信号

到电子信号传输的改变。自此，各大相机生产厂商开始

对数码相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研究相继推出了各种各

样的数码相机，如佳能的 RC-701、富士 DS-X 等。由于

不需要胶片就能成像，这一科技的进步大大吸引了当时

的消费这。但同时又由于其造价昂贵，不易携带导致它

普及相对较为苦难。直至 1990 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型号

为 DCS100 的数码相机，确立了行业内数码相机的一般使

用标准和模式。使得数码相机与原本大众所熟悉的胶片

相机拥有这近乎相同的操作模式，除了内部的感光元件

由胶片替换成了数码感光，其余部分几乎都保留了下来。

这一标准的确立，也尊重了原先使用胶片照相机的消费

者的使用习惯。而一日千里的科技发展使得数码相机的

各方面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造价降低，体型也变得越来

越小巧容易携带。数码时代从此来临，数码摄影逐渐代

替了大部分的传统胶片摄影。

论起数码和胶片的传承关系，我们不得不先从最核

心的感光成像介质说起。众所周知，传统的胶片相机使

用的是传统的胶片作为感光成像介质，而胶片则又分为

很多类别。在此我们讨论生产生活经常会碰到的三类胶

片，并将其与相对应的数码感光元件做一个简单对比讨

论。按照胶片的大小我们通常分为 135 胶片、中画幅底

片、大画幅底片这三类。数码相机中，我们也有与之相

对的全画幅相机，中画幅相机，和大画幅相机。传统的

135 胶片多为边缘打孔胶片。其尺寸约为 24*36mm，一

卷通常拍摄 36 张照片。数码相机中与之相对的则为全

画幅相机，其核心的感光元件大小和一张标准的 135 底

片大小一样。也就是说，它基本上相当于 135 胶卷的数

码电子复刻版。但是其成像效果和成像原理上与胶卷大

为不同。首先胶卷成像是卤化银感光的物理结果，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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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感光元件却是电子电流信息的集成成像。故而成像效

果上会有较大差异。其次，成像介质不同也会造成成像

效果上的巨大差别。最后，成像之后的呈现介质的不同

也会导致这种效果差异。数码相机对于器械胶卷相机来

说造价相对较高一些，所以市场有很多感光元件大小为

APS-C 画幅的数码照相机，尺寸约为 23.7*15.6mm。由于

其造价便宜，便于携带而广受喜爱。

就画幅而言，数码中画幅相机也是由传统 120 胶片

等中画幅胶片演进过来的，其感光元件与 120 胶片大小

类似。中画幅 120 胶片的大小多为 6×4.5、6×6、6×7、

6×8、6×9cm 等。而想要把数码感光元件做的这么大，

造价就非常高。例如一台飞思数码中画幅相机大约要

三十到四十万人民币左右。高昂的造价虽然带来了经济

成本，但是由于画幅的成倍增加而大大提高了画面质量。

传统的大画幅相机中，通常使用的是 4×5 英寸的散页负

片，一张负片的大小相当于 35mm 胶片的 13 倍。这如果

放在数码相机中是造价巨大的感光元件，目前为止民用

市场上的数码相机中几乎用不到这样巨大的感光元件。

除了画幅的相似性和演进关系，我们还注意到胶片

中有一些特点在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中有也类似呈现。

比如胶片速度越高，颗粒度就会增加。而数码相机中感

光度增加的时候，由于电流感光元件的作用原理，画面

的颗粒度也会增加。对于胶片相机而言，想要使用不同

胶片速度的胶片拍摄只能更换胶片。我们都知道大部分

135 和 120 胶片多是成卷包装，在拍摄的过程中想要更换

胶片就非常不方便。而数码相机中的感光元件在一定数

值之内可以随意切换感光度，相对于传统胶片来说大大

增加了使用自由度。并且近些年来的数码相机技术越发

成熟。核心感光元件的感光度通过扩展之后甚至可以高

达 12800. 数码相机中的高感光度也是对传统胶片使用局

限性的突破和延伸，这一进步使得摄影师能在更加多元

和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自如。

此外传统胶片的另一特性—反差，在数码感光元件

中被去除。胶片反差主要指胶片最亮到最暗部分的反差

度。而数码时代感光元件使用的是电流技术，规避了这

一特性。同时在数码后期中，也可以对我们拍摄的张片

进行多样性调节，自主选择和使用不同的反差效果。这

些我们会稍后详细讨论。

从最核心的感光元件来说，无论是 APS-C 画幅、全

画幅或者是中画幅都是原本传统胶片摄影感光介质的延

续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传承和延续中帮助我们突

破了传统胶片的禁锢和局限，增加了许多可能。

除了最核心的感光元件，相机本身和各种零部件也

在传统胶片卷相机的传承中不断进步和发展。传统市场

上的大部分胶片相机基本可分为一下几类：旁轴相机、

单反相机、中画幅相机和大画幅相机这几哥主要类别。

（当然还针孔相机等一些其它市场上较为小众的类型，

这里不做讨论。）除了大画幅相机外，这几类相机在我们

的数码相机市场上均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发展。比如旁

轴相机，就其结构而言在数码的旁轴相机中除了感光元

件外，其它部件在使用方面也都遵循了使用者在原先旁

轴胶片机中的使用模式。单反相机也是如此，只不过在

这些传统胶片相机的数码版本中增加了更多融入使用的

数码选项，比如配适的 iso 调节按钮、图片尺寸和质量选

项、动态范围和白平衡等一系列由核心数码感光元件而

产生的选项。

相机中的基本结构中，数码相机的取景器增加许多

预览功能使得拍摄者在一开始就可以事先看到预期的拍

摄效果。快门和镜头相比胶片时期也为了适应数码世界

而做了许多进步，比如快门速度的增加、无线快门的使

用、镜头景深预览等一系列配适功能。大部分相机依然

保留了胶片时代的热靴或机顶闪光灯。说到这里我们就

讨论一下当今数码市场上非常流行的一个机型“微单”。

“微单”乍一听非常像微型单反相机的简写，这也是各

大商家提出的一个具有歧义的又好听的名字。但实际

上，“微单”并不是微型单反的意思，它不属于单反的类

型只是数码相机应运而生的一个分支。由于其机身小巧

轻便、拍摄效果与单反类似且性价比相对较高而广受欢

迎。它和一些单反一样可以更换镜头，但是机身组件上

取消了反光板，对焦组件和独立取景器。值得注意的是，

“微单”是一个没有独立取景器的相机。而传统胶片时

代的胶片相机大多有清晰的光轴取景器。“微单”和“卡

片机”的产生显示着数码时代对传统取景器的颠覆性改

变—从物理光轴取景变成了数码显示取景。

综合来看，胶片时代的相机演进到数码时代可以说

是保留了最原始的操作系统和整体框架下的大部分功能。

但是数码时代的科技进步导致了相机本身的不断发展，

使其在原本的大框架之下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扩充；

日益满足人们的需求。如今这种先进的拍摄硬件甚至带

领人们在视觉图片的世界里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后期方面，传统胶片摄影和

数码摄影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后期制作中展现的也是

尤为明显。传统胶片摄影，在拍摄完成之后是需要进行

胶片冲洗的，并且胶片冲洗之后我们往往会选择较为满

意的胶片对其进行放大。一般看来，数码世界会跳过胶

片的冲洗放大直接进入电脑的图片编辑软件进行一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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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制作和输出。但是实际上，在胶片进入暗房开始冲洗

甚至在一开始胶卷被装入相机进行拍摄的时候，胶卷的

后期工作就已经开始做了。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传统

黑白胶卷的拍摄当中，如果想要调节整张画面的对比度

或者说事物与天空的反差则会在镜头前面放一面红色滤

镜。或者在拍摄彩色胶片的时候，在镜头前面放一张中

灰滤度镜来中和掉天空的过曝光。此类技巧从传统的胶

片摄影中来，一直沿用至今。

学习过暗房冲洗的人都知道，有一种胶卷的冲洗方

式叫做减冲和迫冲。每一个胶卷都有其自己的冲洗配方，

而减冲和迫冲则指在该胶卷原本的冲洗配方基础上增加

或者减少显影用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种冲洗方法最开

始是用来补救一些曝光不佳的底片使用。但是到后来随

着摄影流派的发展，许多摄影家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去营

造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这就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后期

制作。

胶片的放大如今看来也算是传统胶片摄影的后期制

作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与之相对的，如今的数码

后期多为电脑软件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 Adobe 公司的

一系列修图软件、CameraRAW、CaptureOne 等。大部分

软件也是在拍摄后期进行图片矫正和修饰。在传统的黑

白放大中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相纸，相纸分为

不同的质地和不同的反差度。摄影师们也可以通过不同

曝光的试条来选出一个符合最佳效果的放大时间。并且

在放大的时候也会有不同反差的反差滤镜置于光源处来

控制画面中的反差。此类技术在放大之中还有很多。这

些暗房技术往往控制了整张画面的最终效果，使画面整

体变得更加符合创作者意图。反映在我们的数码世界中，

后期软件中的整体曝光按钮、画面曲线、色阶和亮度对

比度等等许多的控制按钮都可以用来进行类似的调节。

整体调整之外，黑白暗房中还有一些常用的局部调

整的技巧。比如想要增加天空的细节和曝光，那么摄影

师们常常会在相纸曝光的时候对画面中天空以外的部分

进行遮挡。有些时候，甚至会用黑色的卡纸做一个形状

非常准确的遮挡板，用以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就如图

上的一样，黑屋的边缘和门前的稻草被遮挡过的痕迹尤

在。数码世界对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继承和发展，比如

Photoshop 中的蒙板设置就是暗房放大中蒙板的数码呈

现。并且在数码世界中，蒙板和图层这个概念作为一个

后期制作及其重要的功能一直收到很多重视。

数码后期虽然没有传统胶片的冲洗和放大步骤，但

是数码世界的后期软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继承和变

相使用了传统放大印象工艺中的关键技术。大量的后期

软件和丰富的软件功能以及它们的灵活性应用都大大提

高的摄影师和使用者的创造性。

无论是胶片摄影还是数码摄影都是科技发展的产物，

它们承载了人类对于世界的探索；对于艺术的追求；对

于创造性的实践。摄影从被发明开始就以一日千里的速

度飞速发展，数码摄影无论是前期硬件还是后期制作上

都是对于传统胶片摄影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技术的不穿创新，相信终有一天也会有另一种

新兴的摄影技术来继承和发展现代的数码摄影。

黑屋，纽约（1964）杰鲁普·西埃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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