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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摄影中，摄影师需要根据比赛项目和运动员特点合理选择快门速度。不同的比赛项目

和运动员特点对快门速度的要求也不同，在需要捕捉运动员瞬间动作的比赛中，高速快门能够定

格运动员的瞬间动作，展现细节与清晰度，记录比赛氛围；在需要表现运动员动感与速度的比赛

中，慢速快门则能表现动感与速度，营造比赛氛围，表达情感与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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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摄影是摄影领域中极具挑战性和
艺术性的一种专业摄影门类，要求摄影师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在极短的时间内捕
捉运动员高速运动的精彩瞬间。因此，拍
摄过程中快门速度的选择对于捕捉运动瞬
间、展现运动员风采、表达比赛的激烈与
动感和传达运动精神至关重要。

在体育赛场上，运动员们专注地进行
速度和力量的角逐，精彩瞬间稍纵即逝。
因此，捕捉这些精彩瞬间成为体育摄影的
核心任务。

高速快门在体育摄影中的
应用

捕捉精彩瞬间，展现力与美的竞赛细
节，是体育摄影的专业要求。在体育比赛
中，运动员的奔跑、冲刺、跳跃、旋转等
精彩瞬间往往稍纵即逝。为了捕捉比赛中
的精彩瞬间，需要使用高速快门，如设置
快门速度为1/500秒或更快的速度，才能
够捕捉运动员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减少照
片模糊，提高照片的清晰度和细节表现能
力，使照片呈现出清晰、锐利的效果。例
如，在田径比赛中，运动员奔跑冲刺的瞬
间是最具震撼力和表现力的时刻，高速快
门能够定格运动员冲刺时的姿态、表情和
动作，使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运动员的肌
肉线条、面部表情和眼神等细节。在运动
员到达终点撞线的瞬间，使用高速快门拍
摄，捕捉运动员的冲刺姿态和脸上的表
情，展现出他们的力量和速度，得以抓拍
到美好瞬间，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记录连贯动作、比赛氛围，高速快门
是最好手段。通过使用高速快门进行拍
摄，不但可以捕捉到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激
烈对抗和拼抢，呈现比赛的紧张氛围和运
动员的拼搏精神，还能够记录比赛氛围，
使观众能够感受到比赛的紧张和激烈。例
如，在足球比赛中，攻防转换速度极快，
在关注比赛进程的同时，使用高速快门拍
摄，来捕捉足球运动员射门或抢断的瞬
间，应该是体育摄影的最佳手段。在拳击
比赛中，运动员的出拳速度非常快，通过
使用高速快门拍摄，可以捕捉到运动员出

拳时的瞬间力量和速度，以及对手被击中
的表情和反应。在篮球比赛中，运动员的
投篮、扣篮等动作展现出力量感和美感，
使用高速快门拍摄，可以捕捉到运动员投
篮时的手臂动作和专注的面部表情，展现
出运动员肌肉的线条和轮廓。

慢速快门在体育摄影中的
应用

表现动感与速度是体育摄影慢速快门
使用比较常见的手段。在体育摄影中，为
了捕捉到运动员的运动轨迹，使成像呈现
出一种流动的美感，需要使用慢速快门拍
摄动态效果，来突出主体，表现运动员的
速度和动感。如设置快门速度为 1/10 秒
至 1/100 秒之间，采用追随拍摄的方法，
即当运动员进入理想的拍摄点时，摄影师
按下快门，同时保持与运动员相同的速度
和方向移动，跟随运动员的移动轨迹进行
拍摄。这样，运动员身后会形成许多流动
的线条，运动员的运动轨迹被虚化，犹如
一道光线在赛道上驰骋。例如，在田径比
赛中，摄影师面对运动员快速移动和背景
杂乱的问题时，采用追随拍摄的方法，使
用慢速快门拍摄，不仅能捕捉到运动员跑
步时的腿部运动轨迹，凸显运动员的主体
地位，还通过背景虚化增强了画面的层次
感，使成像更有动感。

通过使用慢速快门进行拍摄，还能够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比赛氛围，使照片更具
感染力和艺术感。这种视觉效果不仅能够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还能够使观众更加深
入地了解比赛的过程和运动员的表现。运
动员的旋转和跳跃动作往往具有极高的观
赏性和表现力。慢速快门能够展现出运动
员在旋转和跳跃过程中的动态美和力量
感，使观众能够感受到运动员的灵活性和
协调性。例如，在体操比赛中，摄影师可
以使用慢速快门捕捉运动员在空中的旋转
和跳跃动作，展现出他们的优美姿态和高
超技巧。

快门速度在体育摄影中的
合理运用

结合比赛项目和运动员特点选择快门
速度。在体育摄影中，摄影师需要根据比
赛项目和运动员特点合理选择快门速度。
不同的比赛项目和运动员特点对快门速度
的要求也不同，在需要捕捉运动员瞬间动
作的比赛中，高速快门能够定格运动员的
瞬间动作，展现细节与清晰度，记录比赛
氛围；在需要表现运动员动感与速度的比
赛中，慢速快门则能表现动感与速度，营
造比赛氛围，表达情感与故事性。

合理设置快门速度展现体育运动的力
与美。作为影响照片成像效果的关键因
素，快门速度的选择对于体育摄影成像的
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速快门能够

定格运动员的瞬间动作，凝固住精彩瞬
间；慢速快门则能表现运动员的运动轨迹
和速度感，成像效果更为动感。在实际拍
摄中，根据比赛项目的不同和运动员特
点，合理选择快门速度，以捕捉精彩瞬
间，展现运动员的动态美和力量感，为观
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

数码相机不断更新迭代，摄影技巧不
断突破创新，合理设置快门速度在体育摄
影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速快门和
慢速快门在体育摄影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
泛和深入，摄影师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新
的拍摄技巧和方法，捕捉运动员的精彩瞬
间、表现动感与速度、记录连贯动作，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比赛环境和观众需求。同
时，摄影师还需要注重提高自己的艺术修
养和审美能力，以创作出更具感染力和艺
术价值的体育摄影作品。在实际应用中，
摄影师应根据比赛项目和运动员特点合理
选择快门速度，并结合连拍模式和其他拍
摄技巧来提升照片质量。

总之，高速快门与慢速快门在体育摄
影中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优势，摄影师需要
根据拍摄需求和场景特点选择合适的快门
速度来捕捉精彩瞬间和展现动人画面。同
时，摄影师还需要结合其他拍摄技巧来综
合运用快门速度，使照片更加生动、有趣
和富有表现力，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和震
撼的视觉体验。

（作者单位：民族画报社）

浅谈快门速度在体育摄影中的应用
□陈涛

百年以来，我们有两次热烈拥抱西学
的经历。一次是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运
动后，欧洲的建筑、艺术与人文逐渐为国
人所了解；另一次是改革开放后。比起百
年前的先人，我们是否站在他们的“肩膀
上”向前更进了一步？为了尝试回答这一
问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策划并编辑了

《空间的格局——中世纪至21世纪欧洲建
筑图像学》（以下简称 《空间的格局》）
一书，对于此书，笔者在缘起和编辑过程
中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全视角下的艺术史写作

在中西方比较美术中，学者们常常把
中国卷轴画的“书画同源”与欧洲的建筑与
绘画、雕塑的伴生关系对标：如同精通书法
才能领悟文人画的真谛，学习西方造型艺
术就必须深刻理解其所依附的建筑空间，
这就需要一种跨学科的全视角学术视野。
很多功成名就的艺术史学家往往都专注于
某一时期的某一领域中的问题，很难见到
能够将建筑、艺术二者兼顾的优秀研究。在
现代教育的语境下，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壁
垒森严，但其划分的依据并不是出于事物
的内在属性，而是出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对分属不同学科的建筑、艺术进行同步性
观察、考量，这种研究方法难度很高。《空间
的格局》就是将西方建筑空间与空间中的
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就相对突破了

“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的局限，也是此书
稿内容最大的亮点。

该书共十章，涉及建筑从公元初年至
21世纪初，跨越2000余年：从神殿到巴西
利卡，从哥特到巴洛克，从文艺复兴到新古
典主义，从浪漫主义到新艺术运动，其中既
有大名鼎鼎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巴黎圣母
院、先贤祠，也有名不见经传的艾古力圣弥
额尔礼拜堂、巴黎王妃门地铁入口、绿色城
堡等。在丰富而又零散的个案之间，贯穿其
中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观念信仰下筑
造者对神与人、价值与实用、自然与人文、
历史与未来的想象与诠释，而这恰恰构成
了欧洲建筑语言沿革的主线。通过这一线
索，该书将散落于欧洲历史长河中的“珍
珠”串联成一条别致的“项链”，将建筑与其
中的壁画、雕塑和盘托出，呈现出空间与其
中艺术品整体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不同
地域间建筑语言的传承、发展。

以“人”为中心的艺术叙事

作为一本艺术史，客观的历史叙述固

然重要，但是人类所共通的情感体验与表
达同样重要。一部优秀的艺术史著作不应
是对精确知识的机械罗列，而应该是对经
典的鲜活复盘，而这“生”与“死”之间
的关键正是对尘埃中封存的“人”的揭
示。百年以来，介绍欧洲建筑的优秀图书
不胜枚举，但书稿中的建筑几乎都是抽离
了人之后的客观描述，人在艺术史叙事中
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更没有学者“以
人为尺度”，将人在建筑空间中的意志与
感受作为研究重点。该书中所写的很多建
筑为作者所亲历，他还将建筑的物理空间
转换为人的情感容器，并以此为切入点，
解读建筑的前世今生。

此外，该书中大部分的建筑照片都是
作者实地取景——不仅呈现空间的存在状
态，更记录了人在空间中的感受。编者也
依此遴选、摆放每一张配图，力求将这种
体验感无损地保存于书中。

继该书之后，编者计划推出《观念的
格局——史前至古文明时代西方建筑图像
学》《空间的流变——西方建筑风格学》，
从历史结构和研究方法上与该书形成互
补，共同构成建筑史三部曲。如技术条件
成熟，编者拟在后两册中加入VR （虚拟
现实）技术，它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
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关于视觉等感
官的模拟，让用户感觉仿佛身临其境，可
以及时、没有限制地观察三维空间内的事
物。用户进行位置移动时，电脑可以立即
进行复杂的运算，将精确的三维世界视频
传回以产生临场感，以求通过全媒体方式
呈现出每个具体建筑中人的意志与感受，
同时营造出更加身临其境的阅读感。

专业词条辅助阅读

在阅读学术著作时，艰深、生僻的
专业词汇往往成为初学者的第一个拦路

虎，如何能降低专业门槛、提升阅读质
量成为笔者思考的重点。为了便于读者
理解书中复杂的建筑结构与术语，该书
书后增设附录《建筑构造词解》，通过对
建筑细节的截取、放大，平面图讲解及
平面图与实景对比等方式，精确标注出
建筑部件的位置，明确其在结构功能与
图像意义的作用与意义。初学者也可以
先从 《建筑构造词解》 入手，待对建筑
部件有了初步理解后再阅读正文，也可
以先读正文，在阅读出现困难后，从

《词解》中查询相关解释。
因 该 书 涉 及 拉 丁 、 古 希 腊 、 德 、

英、法、意多种文字，部分名词、概念
为国内首次翻译，《建筑构造词解》中附
有不同语种的单词、词组，同时还增设
了《中外译文对照表》，为更深层次的跨
语系研究者提供线索。这些设置既突出
客观知识，又与正文中“人”的感知相
辅相成，是在理性与感性间的平衡考量。

全媒技术语境下的艺术史出版

近年来，各种新媒体技术扑面而来，
以手机为应用终端的各种 APP 软件层出
不穷，这也对传统纸质出版业形成了挑
战。但笔者认为，知识载体或者说传播媒
介的电子化、多元化不应该成为出版人的
焦虑。从龟甲到青铜器、从竹简到帛、从
草纸到现代纸，媒介的每次转型升级都是
对知识传播的正向提升，并促成了阅读群
体与阅读方式的革新、发展。

就当前国内外的出版环境来看，纸
质出版物仍然是知识存储与传播的主
体，但新兴媒体无疑是星星之火。在笔
者看来，在当前环境下探索新兴媒体与
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是一条既不冒进也
不保守的最佳路径。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严肃阅读依然离不开纸质出版，但

新媒体的发展无疑在内容的呈现方式上
具有更多可能性。特别是艺术史出版，
因为艺术史的书写离不开对具体作品的
视觉描述与评价，艺术史书不能缺少图
像内容。但在艺术史中，除了中国的卷
轴画和西学中的架上艺术外，建筑、壁
画、雕塑以及大量设计与工艺美术品都
是空间中的作品。纸媒只能通过摄影术
将三维空间中的作品虚拟呈现在二维平
面上，而新媒体中的AR （增强现实） 技
术，不仅能展现真实世界的信息，还能
通过增加虚拟信息而对现实世界进行增
强。目前对于增强现实有两种通用的定
义：一是定义为将虚拟物与现实结合、
即时互动、三维。另一种定义是将真实
环境和虚拟环境分别作为连续统一的两
端，中间地带称为“混合现实”，其中靠
近真实环境的是增强现实，靠近虚拟环
境的则是虚拟现实，可以借助手机、平
板等电子终端设备3D还原。即使如卷轴
画、油画这类平面作品，如能以 VR 技
术按真实比例还原于3D空间中，也可以
将作品大小直观呈现于读者。这就在一
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媒的局限性，将人与
艺术品产生更直观的关系，并因此带来
更好的阅读体验。如能将在其他领域成
熟应用的 VR、AR 技术应用到艺术史书
籍出版中，将会给艺术史出版带来突破
性发展。

当然，新兴媒体技术五花八门，并
不是将最新、最炫目的技术与传统纸媒
呈现结合，就是最好的媒体融合，这其
中的关键在于“融合”二字。阅读的功
能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书的呈现形
式。以上是笔者在长期从事艺术史图书
编辑过程中萌生的一点思考和前瞻，因

《空间的格局》一书最具典型性，故以此
为个案与读者交流。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艺术史图书的策划编辑与融合出版
□王青云

有媒体针对短视频时代人们的阅读方
式，以《世界读书日，可以不读书吗》为题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65.3%的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使用AI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月阅读量超过5本的高频读者中，52.2%
的人经常使用AI辅助阅读。商家的嗅觉是
敏锐的，许多阅读类APP已经开始AI布局，
有的电子书平台增加了“AI 问书”的功
能，可以直接提取书中的人物、背景和金
句，有的电子书平台即将上线书籍解读AI
工具、AI伴读工具。

我们真的能毫无节制地在阅读上依赖
AI的辅助，甚至让它主宰我们的阅读、甚
至主宰我们的思想吗？答案是否定的。无论
是业界还是学界，甚至是那些拿AI做读书
报告的人，基本的观点都认为，AI是工具
而非替代品，无法替代人类通过阅读形成的
认知深度。AI可以替代重复性劳动，却无
法替代人类通过阅读实现的自我启蒙。在信
息过载的时代，主动阅读更像是一种“反算
法”行为，它要求我们慢下来，与文字背后
的思想交锋，在孤独中完成心智的成长，最
终完成“人之为人”的修炼。

当下的 AI 技术主流强调“人在回路”
机制，其意义在于强调人类深度参与和动态
协助，其核心在于通过人类与AI的交互闭
环实现协同决策、优化模型性能并保障伦理
安全。这就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主体性，而阅
读，特别是深度阅读正是发展主体性的环
节。换句话说，谁能经受住深度阅读的磨
砺，谁就能在未来的社会中胜出。

（4月23日 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AI时代，
阅读是一种“反算法”

当人工智能（AI）能够高效生成逻辑清
晰、文笔流畅的文本时，阅读的意义似乎面临
挑战。然而，人类对阅读的需求不仅在于获取
信息，更关乎思维、情感与文化的深层互动。

的确，阅读是激发思考、激活思维的钥
匙。就像读者读《红楼梦》，读后感绝不会
局限于“爱情婚姻悲剧”这类单一结论。相
反，有人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里读懂命
运的哲思；有人在众生相中读出每个人“求
而不得”的挣扎……不管何种体会，让大脑
在文字的留白处自由感受，在思维的碰撞中
搭建起自己的认知框架，恰是人类的独特之
处。而这些，也是AI投喂的“标准答案”
无法替代的。

进入AI时代，读书仍是人间清醒。自
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12年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到广州，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文化盛会——南国书香节，迄今也已举办
30多年。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广州市“图
书馆之城”读者人均阅读纸质图书23.98本，
纸质书阅读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在
信息洪流中，让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成为全社会的流行文化，既是个体所需，亦是
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关键所在。

当然，我们也不必抗拒智能工具的便
利。譬如，在AI荐书系统中快速找到“个
人爱读”；透过AR眼镜，欣赏书中画面的生
动再现；对于信息类读物，借助AI进行快
速泛读、提炼要点；等等。今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主题定为“阅读：通往未来的桥
梁”，不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变革，让
AI成为拓展阅读边界的工具和助手，做顺
应变化、塑造未来的新型读书人。

（4月24日 《广州日报》 皇甫思逸）

让人工智能
拓展阅读边界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出版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1981年
开始结辑出版，在2024年迎来出版1000种
的里程碑。

精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度，更在
于创作过程中所蕴含的匠心。丛书凝聚着几
代学者呕心沥血的付出，承载着昌明教育的
初心、引领学术的胆识。当“3分钟读完1
本名著”的短视频风行，当AI软件以分秒
为单位量产翻译文本，我们尤应坚守这种肯
下“笨功夫”的严谨态度和工匠精神。无论
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创新，真正的精品都需
要时间的沉淀与精心的打磨。

“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
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历史
学家何兆武这样阐述丛书的意义。推进人类
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
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
由之路。丛书从0到1000，秉持独立自主精
神，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折
射我们自信、开放、包容的学术姿态，为前
行提供深厚的思想和学术滋养。

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拥有
平视世界的信心和底气。如果说丛书是了解
世界的窗口，那么如今中国文化也在以各种
方式走出去，为世界文化百花园增添中国神
韵。坚定文化自信而又胸怀天下，立足中国
大地而又海纳百川，中国文化将始终葆有旺
盛生命力，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4月22日 《人民日报》 赖婷）

在交流互鉴中绽放新彩

核心阅读

近年来，各种新媒体技术扑面而来，以手机为应用终端的各种APP软件层出不穷，这也对传

统纸质出版业形成了挑战。但笔者认为，知识载体或者说传播媒介的电子化、多元化不应该成为

出版人的焦虑。从龟甲到青铜器、从竹简到帛、从草纸到现代纸，媒介的每次转型升级都是对知

识传播的正向提升，并促成了阅读群体与阅读方式的革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