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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生活比喻為創作的意境，那麼閱讀就像陽光。
池莉

亂拍跨出攝影第一步
談胡毓豪《亂拍煉出好照片》
新北市清傳高商校長 ｜ 歐宗智

*「亂拍」實為鼓勵

金鼎獎攝影家胡毓豪於2013年出版攝影心法《按下快門前的60項修煉》，頗受好評，一年後，

胡毓豪再接再厲，賡續出版《亂拍煉出好照片》，鼓吹大家用心「亂拍」，摸熟相機，張開攝影眼，

「用心按一萬次快門，成就大師級好作品」，這是講究技法與心法的攝影類好書，與《按下快門

前的 60 項修煉》堪稱攝影雙翼。

書名曰「亂拍」，實則是「鼓勵」，因為只按快門亂拍而不用心，絕對無法進步。由於科技

發展一日千里，拍照越來越方便，失敗的機率越來越低，攝影者往往誤以為拍照很簡單而欠缺思

考。胡毓豪指出，拍照的形式變了，但攝影的本質依然沒變――會思考的人和認真的人永遠是一

切的核心，有心才能使影像具人文感；有心的照片才會有深度。胡毓豪更自創「信、解、行」三

合一之說，謂人要善於觀察才學得到好東西，雖說提倡「亂拍」，但亂拍也要有步驟和方法，對

的方法叫做捷徑，《亂拍煉出好照片》所言皆為經驗結晶，讀者相信就會追求徹底了解，進而去

實踐，享受拍照的快樂，臻於美的更高境界。胡毓豪告訴大家，「亂拍」是「亂中有序」，希望

人人拍得好照片，將美好化為永恆；且好照片得自個人對於美的感受，藉由「亂拍」正可具體檢

討自身的美學深度。

* 拍！拍！拍！

「亂拍」的重點在於實踐與檢討。關於工具，雖然智慧型手機拍照功能越來越高級，不過畢

竟有其局限性，真正要攝影，相機還是王道。作者認為，錢要用在刀口上，不必迷信高檔價昂的

高級單眼相機，應視個人需要，購置合適的相機，才不會因為買錯器材而懊惱。但傻瓜機全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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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學，宜避免採用。

《亂拍煉出好照片》一再強調的是：拍！拍！拍！先從生活中去觀察，找出周邊之美，不論

白天黑夜、晴天雨天，不挑題材，儘管去拍，此乃有感而發的自我訓練。胡毓豪建議，每天拍36張，

連續拍 365 天，共拍得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張照片，只用一年時間，保證成為拍照高手。唯亂拍要

守則，像作文一樣，先思考，想了才看得見，看了受到感動便拍攝下來。換言之，拍照時須注意，

在按下快門的一瞬間，就要全部感官及思想都跟著環境一起到位，而非盲拍；萬勿草率亂拍，回

家再依恃軟體慢慢整修，這不就與「設計人」沒有兩樣？

再者，拍照之後要檢討，挑出好照片。所謂好照片，不外乎「構圖簡，層次富，光線佳，影

多姿，色耐看，能述說，有故事，具獨創」。瀏覽照片，逐一檢討，檢討是細微事，細微處有魔鬼，

而抓鬼沒有捷徑，只能一步一腳印，多檢討就會使自己比別人強。特別是書中眾多照片，莫不附

上文字說明，予以檢討、評析，指出其優劣，猶如檢討照片的絕佳示範，讓讀者獲益良多，如：

要成為很會拍照的人必須很會觀察，也願意花時間等待，耐心等待就可拍到同一地點的冬景

和春光。（頁 62）

數位拍照真的很容易因曝光問題而失敗，不論過曝或曝光嚴重不足，只要懂得用 RAW檔來

拍，萬一出問題，用影像軟體通常救得回來。但拍 jpg檔就不一定了。（頁 71）

構圖簡單，最不簡單。凡該去掉的都去掉，凡該保留的全部保留。簡單而豐富，才是真功夫。

簡單是態度，態度對才會幸福滿滿。（頁 82）

上圖是教你認識景深，三個人當中最主要的人物最清晰，因焦點聚於此，次要人物有點模糊，

最不重要的最模糊。此為景深的應用。下圖為廣角的特性，它的視角大，可以收進來很多景物，

並產生透視效果，叫視覺誤認縱深的長度。（頁 95）

拍花，尤其是長在樹上的花，除了看姿、看色，也要聞其香。香又分兩種，一種是花香，它

有味而無形，五官易感知；另一種香，無形無味，得靠「眼」品味，此香叫光線。光的味道對，

景才美上加美。（頁 103）

最好的曝光讓影像各種層次和細節均能完美呈現。最好亮部和暗部的曝光，相差在三級光圈

的範圍之內，這樣的級數已是海闊天空了。（頁 144）

拍照不要做太多安排，自然最可貴。（頁 152）

廟前的籤盒，從正面看平淡無奇，但換個角度來拍，是不是很新鮮的神奇視覺。拍照就是找

新視點的遊戲，能看見別人所未見，就算高手。（頁 185）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面對這種影像，語言和文字都是多餘的。有力才完美，運動最顯著。

（頁 192）

伊藤忠雄在表參道上為古老公寓更新的傑作。線條被徹底運用，空間透視感因此產生。拍照

只是將立體轉為平面的藝術，看似簡單，實際困難。（頁 215）

構圖先用減法，化繁為簡，簡至乏味無趣，就知道過分簡潔的弊害。（頁 222）

光雖然威力無窮，但仍得用色做表情，才能讓拍照者「照見」。（頁 238）

以上均為攝影達人多年經驗的心血與結晶，深具參考價值。

亂拍跨出攝影第一步：談胡毓豪《亂拍煉出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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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族必備

本書除了前言和後記，共分九章，包括「第一章：初拿相機的困惑」、「第二章：我，才是

拍照的真主」、「第三章：人眼與鏡頭的溝通」、「第四章：技巧的四大魔法」、「第五章：ISO

之用」、「第六章：曝光的智慧」、「第七章：悟」、「第八章：美感的經營」、「第九章：光．色．

影．質」，有觀念性也有實務性，作者完全不藏私，傾囊相授，其中第四、五、六章，所言既專

業又實用，可以視為攝影族的必備工具書。作者特別強調，攝影如修行，還要能夠「人機一體」，

熟悉自己相機的功能及其極限，接著進行分項練習，先光影，後景深，再論快門，速緩皆能運用；

進階則學點、線、面，學成之後善察顏色，要知曉色的冷暖，當對比較強烈時，互補存溫柔，色

彩愈熟悉，使用愈靈巧。如此這般方能成精，才有本事作怪、創新。

作者自言，亂拍不是無心之舉，在行動中熟悉相機，了解自己喜愛的拍攝題材，找出自己的

弱點，靠失敗累積成功。以上言簡意賅，指出全書要旨。攝影畢竟只是表達的工具，最終還是要

了解，如何透過影像，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拍照終將回歸美學的懷抱，不知美為何物者，將會喪

失拿相機的資格，也就無法享受到拍照過程的快樂。無論如何，攝影的根在美學，美學的要素是

光影；拍照成敗在構圖，攝影技術、器材不是重點，關鍵在於相機背後的心與眼。此書〈後記〉

提到，作者有著透過攝影與美學，促使臺灣成為文化大國的雄心壯志，怎不令人激賞！

前著《按下快門前的 60 項修煉》，搭配近三百幀彩色照片，堪稱圖文並茂，讓攝影族愛不

釋手；唯這些照片風格殊異，原來內頁攝影除胡毓豪外，尚有三人。至於《亂拍煉出好照片》，

所附約二七○幀照片，皆出自作者一人之手，風格統一，功力非凡，大大提升了全書的整體美感。

作者透露，將利用一年時間，「亂拍」充滿歷史滄桑的鹿港小鎮。相信在胡毓豪攝影眼之下，

鹿港必然展現另一番風貌，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