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体是指在画面中起主导作用,能控制全局焦点的一个或几个

形象。在影视画面里这个形象不仅包含具体的可视形象，也包括

物体运动轨迹在观众头脑里形成的形象。

        主体在画面中出现的两个作用:

        一是表达内容的中心。即在一个连续的画面里，主体是画面

内容的主要体现者，它承担着表达主题思想的任务，是引导事件

发展的任务，是引导事件发展的主要形象,也是观众关注的焦点。

        二是画面结构的中心。即画面造型的其他因素都要以它为中

心进行安排，它的一举一动都会改变画面的整个布局，主体有静

态和动态两种方法。

      

3.4  画面构图内部元素----主体



       静态构图主体的处理方式：总结了一些形式美的构图方式.如

九等分，主体放在其中一个交叉点上。

        构图法则都是基于画面的框架结构。框架结构是画面存在的

先决条件，它使影视画面的造型形式有一个统一的基底，起着界

定\间隔画面的作用。

        如果把主体看做一个点，这个点在画面框架中的不同位置，

会引起观众的不同感受。在画面的上方就具有一种漂浮感；在画

面的下方就具有一种跌落感，在画面的左方或右方有进入或退出

感;在画面的角落有运动感。

        有时一个画面上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并存，我们称为

复合主体，这时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如三角形构图\

对称式构图等。

               

3.4  画面构图元素----主体



       影视画面是连续运动着的，但从根本上还是由一幅一幅的画

面组成,并以此为基础的。摄影构图的方法更适合于固定画面和单

个画面的拍摄。

        影视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它的蒙太奇特性。一部片子主题思想

的表达通常不是依靠单个画面来完成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靠镜头

的组接来完成的。

       影视画面的空间不象摄影那样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与外

界没有联系的空间。对于影视画面来说，由屏幕的四边形形成的

这个框架更像一个窗口，是影视画面空间的一个局部。因此，某

个单一画面中形象元素可能不完整、不统一、不和谐，但多个画

面组接后能给观众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和谐的”画面”。

       在实际操作中，影视画面构图最常用的还是”二分法”和”三分

法”。

3.4  画面构图元素----主体



      所谓 ”二分法”就是把矩形画面分为左右两等分，构图时将主
体放在其中一边。这种构图方式通常用于具有矛盾冲突的叙事手
法中。
      所谓”三分法”就是把矩形画面分为左右三等分，构图时将主体
放置在其中之一。这种方法常用于多个人物的场景中。

3.4  画面构图元素----主体



       动态构图时主体的处理方法：动态构图是造型元素和造型结

构发生连续变化的构图形式，它是画面内部被摄主体的运动与画

面外部摄像机的运动结合的产物。

      动态构图是影视摄影特有的基本构图形式。它具有运动性、开

放性、多变性、不完整性等特点。与静态画面讲究单个画面的均

衡、完整、统一不同，动态画面的构图更多的是从主体的运动过

程、上下画面的关系进行考虑，以达到上下画面承上启下、内外

画面有机联系的目的。

画面内部运动是指摄影机固定不动，画面内物体运动的画面。这

种画面的主体处理基本遵循静态画面主体的处理原则。只是画面

中的主体由”实”到”虚”，成为主体运动的轨迹。这类画面构图的

关键是对主体运动轨迹的把握。

画面外部运动主要是指摄影机镜头的方向\角度\焦距和焦点的运动。

它具有多景别\多角度\多背景和连续画面的特点，是人眼睛的模拟。

3.4  画面构图元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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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体是在画面中陪衬、渲染、突出主体，并同主体构成特定

情节的被摄对象。

        陪体渗透在画面造型的各个元素里，有时可能是前景，有时

可能是背景。陪体是环境的一部分。它在画面中出现，能够帮助

了解主体所处的现场情况，理解画面上主体的神情、动作、姿态

的内在含义，帮助主体结构画面。

        陪体的作用是帮助主体说明内容，烘托衬托主体，使画面更

有生活气息，更加生动、传神，同时让观众正确理解主体思想。

        陪体可以形成与主体的对比，在形式上起到装饰、美化的作

用。陪体有时位于主体之前，既是陪体又是前景，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可以强调画面空间透视，另一方面又交代了主体同陪体的

情节关系。

3.5  画面构图元素----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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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画面构图元素----陪体

陪体的表达

    处理陪体要把握好分寸，在位置、大小、明度上要控制得当，一般不要

压过主体，不能喧宾夺主。



        前景是指在影视画面中位于主体之前，靠镜头最近的人物
或景物。前景在摄影构图中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它作为一张照
片的组成部分，能引起突出主体、增加照片空间感和深度的作
用。
        前景除了实体的人物或景物外，有时还可能是虚体活移动
物体的运动轨迹，如烟雾、火光、白云、阴影等。
         一副画面并不一定非有一个前景不可，但前景在画面中的
出现，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摄影构图中，正确地利用前景与背景配合，可以使照片
中的景物更加和谐统一，从而更富感染力。为了达到这种模拟
效果，必须利用一些前景造成错觉，使照片画面看起来更有空
间和深度感。

3.5  画面构图元素----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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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画面构图元素----前景

前景可以是任何物品。不过在前景的运用上有两点需要注意：

1、前景一定要和背景相呼应。至少在元素上和色彩上。不要破坏画面的一致性。

2、前景的面积不要超过主体的面积，不然主体在画面中的表现力会被消弱。

在实际拍摄时，选择和利用前景应有明确的目的性。装饰画面，遮蔽瑕疵，选择

富有装饰性的前景，如门窗、厅阁、围栏等，似乎把主体“镶嵌”在画框中，使

画面有一种图案美。

但不能为了前景而前景。它的出现要符合影片内容的要求，具有某种内涵，使用

前景要注意真实性。

影视作品的感染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真实，要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符合艺术的

真实。所以，前景的运用上应当力求真实、自然、符合客观规律，反映现实生活。

切忌唯美主义的生搬硬套和弄虚作假。



3.6  画面构图元素----背景

    背景是指位于主体之后，用于渲染、衬托主体的景物。在画面层次关系
上它排在最后，但背景在画面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一张好的照片，一张有丰富内容的照片。就像我们的看到一篇文章一样，
里面也是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几个关键点的存在。其中的地点就
是背景。（时间可以用色彩和光线来表示，人物画面中的主体。）

    背景可以丰富画面内容，揭示画面内涵，在突出主体的同时，深化主题
思想。
    背景可以形成画面基调。在影视画面中，背景往往占有画面相当大的比
例。背景的影调、深浅直接影响整个片子的基调。
    背景可以与主体在结构、形状、面积、色彩上形成形式的对比，以突出
主体形象，加深画面的冲击力。



3.7  画面构图元素----背景

背景就是一个完全明亮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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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画面构图元素----空白

        留白，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指留有空白，在艺术表现中，体现为一种画

面的布局章法。摄影的留白是借用中国画中留白的概念，并有所延展。在中

国画中，留白是指为了画面构图的需要和主题思想的表达，对画面空间进行

有效分割而留出的空白。在技法上则表现为笔墨与纸张的一种对比，即不着

笔墨处为“白”。而在摄影中，成像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白色相纸上“着墨”

的过程，所以在这一点上，与绘画的留白涵义较为接近，不同之处在于留白

是发生在“着墨”之前，即前期的拍摄构图之中。

    在摄影中，“白”的意指有所拓展，它不仅指空白的纸，也包括画面中

除实体对象以外的一些空白部分，如单一色调的背景，它们可以是干净的天

空、路面、水面、雾气、草原、虚化了的景物等，重点是简洁干净，没有什

么实体语言，不会干扰观者视线，能够突出主体。



3.8  画面构图元素----空白

         摄影中的留白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取舍的过程，即如何使画面看上去

更加简洁有力，富有意境。在绘画中，其成画的过程就是做加法，因为你要

在原先空白的纸上一笔一笔地累积出一幅画作来；而在摄影中，做的更多的

是一种减法，将画面中许多的干扰因素剔除出去，使主体更醒目。在这一层

面上，留白的取舍过程显然也是一种做减法的过程——如何更加地突出主体，

简洁画面，使画面更富意境和冲击力。大致总结下来，留白之于画面的作用

大致有四种。     



6.3.5  画面构图元素----空白
1.简洁画面

简洁是留白带给画面最为直接的

一种效果，因为留白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画面变得简洁，并更具表

现力。当主体的周围没有实指的

“空白”景物，只有主体作为实

体而富有表现的细节和形象时，

它的视觉中心地位是绝不会有任

何挑战的，而且画面也在留白所

构置出来的简洁中生发出一种利

落、纯净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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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帮助写意

在一幅画面中，当留白的面积大

于实体面积时，画面在表现的倾

向上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由

写实向写意转变，这在许多富有

诗情画意的风景摄影中屡见不鲜。

富有写意的留白会使画面看起来

更富有意境，一种空灵、清秀的

韵味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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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画面构图元素----空白
3.帮助写实

写实与写意是相对的，当留白的

天平向写实倾斜时——留白的面

积小于实体面积，画面就会倾向

于写实。留白在画面的作用更多

的是对实体的一种衬托，以虚实

的对比来强化实体的“实”，使

主体的形象和细节得以突出呈现。



6.3.5  画面构图元素----空白
4.增加想象空间

留白可以给观者带来想象的空间，

而在画面布局中，这也是之所以

是“留白”而不是单纯“空白”

的蕴意所在。在拍摄运动性物体

时，在主体运动的前方留白，可

以使运动中的主体有伸展的余地，

加深观者对主体运动的感受。而

在拍摄人物时，在人物的视线方

向留白，可以使观者的视线随着

人物的视线方向得以延伸，增加

观者的阅读趣味。



6.3.5  画面构图元素----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