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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6  記者 賴奕安 文

相機，在人類文明史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實現「把真實的情景留下來」的願望；攝影，則

是伴隨相機而生的藝術與學問。

科技的進步，縮短了人們與攝影的距離，不論是推陳出新的入門款單眼、近年來引發風潮的微單

眼相機，以及功能越來越佳的消費型相機，甚至是智慧型手機都有強大的拍照功能，如今走在街

上，幾乎人人都有都具備著拍攝的工具。然而，相機的普及並不等同於人類對攝影的了解。「攝

影」與「拍照」背後隱含著不同的意義。

 

數位革新　底片沒落數位革新　底片沒落

數位相機的出現可以說是相機史上最大的革命，除了代表著相機從類比進入到數位時代，同時讓

攝影的容錯率大幅提升。所謂容錯率的提升指的是數位相機不再使用底片，取而代之以記憶卡儲

存相片圖檔、raw檔，使得拍攝者不需再顧慮底片存量，而能夠拍攝大量的相片。

數位與底片的優劣因人而異，在畫質以及影像的還原度上，當今一百二十片幅的數位相機畫素已

經超過五千萬，無疑是數位大勝底片。然而，一張照片的好壞並不單單取決於影像的解析度，商

業或媒體攝影或許如此，但不少將攝影當作藝術創作的攝影師卻不這麼認為，因為一張底片沖洗

的相片，依賴的是鏡頭的發色、底片的種類、顯影定影藥水的使用等等，這些是電腦無法做到最

好的因素，所以仍使用傳統的底片相機進行創作。

除了物理上的種種因素，拍攝相片時的心理狀態，也是攝影師考慮的地方。一卷底片通常只能拍

攝三十六張，在數量有限下，拍攝者在按下快門之前往往會經過深思熟慮，光影、構圖、曝光等

等都是經過事先考慮及設計的。然而現代的數位相機，沒有底片數量的限制，且幾乎沒有成本的

疑慮，拍攝者開始省略思考與構圖，取而代之的是海量的照片，拍攝者只需從大量的照片取出自

己滿意的即可。部份人認為數位相機會讓使用者失去「攝影」的能力，因為容錯所以許多人變得

只會一味地按快門，而不再思考什麼才是自己想要拍攝的。

 

微單眼　新科技遇上老鏡頭微單眼　新科技遇上老鏡頭

另一項革命性的發明是在二○一○年推出的「微單眼」，是一種無反光鏡且可更換鏡頭的相機，

相較於傳統單眼相機，微單眼相機少了反光鏡及五稜鏡，體積及重量輕巧很多，這開啟了相機界

另一個嶄新且火熱的戰場。

擁有消費型相機的外觀，卻有媲美單眼相機的功能與強度，微單眼相機在推出不久後便成功打進

非專業攝影族群的市場，各大相機品牌也相繼推出自家的微單眼。二○一四年第一台全片幅微單

眼也正式推出，畫質、解像力甚至勝過不少單眼相機。微單眼另一種玩法就是老鏡頭轉接，由於

沒有反光鏡卡到鏡頭，不少攝影師透過轉接環將M42鏡頭或電影鏡頭等裝在微單眼相機上，讓做

工與用料都比現在好的傳統老鏡頭重生，也讓微單眼有更多的可玩性與樂趣。也有部分人認為，

沒了反光鏡與五稜鏡、只有電子觀景窗的微單眼是四不像，手感上無法勝過傳統用光學觀景窗的

單眼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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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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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透過轉接環，新型的微單眼相機也可以接上傳統的老鏡頭，

讓微單眼有更多的可能性。（圖片來源／攝影論壇）

 

文青當道　背著相機才是潮文青當道　背著相機才是潮

除了飛速發展的最新科技，近年來也吹起了一股復古潮流，年輕人之間開始流行了「文青」文

化，普通、清晰的照片失寵；取而代之的是模糊、歪斜、過曝、漏光等，以往稱之為失敗的照片

風格，也就是俗稱的「玩具相機」，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一九八○年代蘇聯的相機品牌，沉寂多

年後，再度挾著這股文青風重返市場。

昏暗的色調及微黑的邊框，是近年盛行的照片風格，而這些都能透過手機的應用程式

完成。（圖片來源／ego）

另一項因為文青風所爆紅的就是拍立得，主打不需等待、馬上取得照片，但由於無法精準地預測

拍攝成果，讓拍立得多了一股開獎的緊張感，不過這項特性也多了一份即時捕捉的價值。這股潮

流讓一度破產的美國相機品牌再度重返市場。今年玩具相機品牌更以網路集資的方式，發行最新

款的拍立得玩具相機，試圖藉由玩具相機與拍立得的結合，吸引更多消費者。

外型有如玩具般的拍立得，還能自由搭配不同色彩及樣式的配件。

（圖片來源／相機官網）

 

攝影　背後的真實價值攝影　背後的真實價值

然而，相機的發展終究只是物質上的演變，對攝影而言，重要的不是觀景窗前的風景、鏡頭、相

機，而是觀景窗後的那顆腦袋。用單眼相機拍照跟用傻瓜相機攝影，兩者的差距不在於單眼還是

傻瓜，而是拍照還是攝影。

走在街上，有不少人拿著單眼相機，卻永遠只會使用自動模式，無形中浪費了單眼相機的總總功

能；相較於此，不少著名的攝影師用普通的消費型相機，甚至是手機，也能夠拍出許多懾服人心

的作品。攝影是一門藝術、學問，是需要經過縝密思考、設計、構圖的，即使是街頭拍攝，也需

要長時間培養對周遭環境的敏銳觀察力，並不是純粹拿著高價的相機一味對著別人拍的地方按下

快門，攝影師愛德華‧史泰欽曾說過：「除非攝影作品具有生命力，否則攝影作品不過就是一張

幾乎沒有重量的相紙。」的確，被攝物在這張照片裡說了什麼故事，才是照片真正的精隨。

事實上，攝影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不好，即使經過絞盡腦汁所拍攝出的作品，也不見得

能贏過在對的時間、地點所捕捉到的瞬間。各式各樣的美景環繞在身旁，攝影是一種捕捉美好的

方式，給予風景不一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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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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