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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攝影的影像語彙

數位典藏

攝
影
的
種
類
非
常
多
，
我
們
利
用
攝

影
擷
取
影
像
，
轉
換
為
照
片
或
是
印
刷
等

載
體
，
已
經
有
百
年
的
時
間
；
由
於
用
途

的
不
同
，
攝
影
始
終
讓
人
難
以
界
定
它
本

身
的
藝
術
性
，
就
技
術
而
言
，
攝
影
呈
現

的
影
像
可
以
藉
由
機
械
性
及
其
攝
影
的
技

術
來
分
析
，
筆
者
所
涉
及
的
文
物
攝
影
範

疇
，
因
為
文
物
種
類
多
樣
複
雜
，
需
要
運

用
不
同
的
攝
影
技
巧
來
拍
攝
，
並
且
要
在

不
影
響
表
現
文
物
之
美
的
前
提
下
運
用
這

些
技
巧
，
幫
助
觀
者
體
驗
文
物
本
身
的
價

值
及
美
感
。
這
是
除
了
典
藏
紀
錄
外
，
文

物
攝
影
的
價
值
及
意
義
。
本
篇
所
論
﹁
文

物
攝
影
語
彙
﹂
，
除
了
攝
影
技
巧
外
也
包

含
了
一
些
影
像
美
感
的
運
用
，
希
望
提
供

觀
者
在
觀
賞
文
物
圖
片
之
餘
，
也
可
以
認

識
視
覺
藝
術
的
創
作
原
理
。

甚
麼
是
﹁
文
物
攝
影
語
彙
﹂
？
這
可

能
先
要
了
解
影
像
本
身
。
視
覺
是
人
類
最

為
強
烈
的
感
受
，
我
們
以
人
的
角
度
觀
看

這
個
世
界
，
也
投
射
了
本
身
在
這
個
世
界

的
定
位
，
所
以
當
我
們
拍
攝
或
是
創
造
了

一
張
照
片
，
等
於
是
創
造
了
一
種
關
係
與

一
種
觀
看
的
角
度
，
只
不
過
這
樣
的
關
係

與
觀
看
的
角
度
是
攝
影
師
預
設
好
的
，
不

管
怎
麼
樣
的
攝
影
師
，
當
他
按
下
快
門
的

同
時
就
已
經
決
定
了
看
的
方
法
，
所
以
怎

麼
﹁
看
﹂
變
得
非
常
的
重
要
，
這
包
含
了

影
像
裡
面
的
理
解
與
美
感
的
體
驗
。
文
物

攝
影
困
難
處
在
於
，
攝
影
師
可
以
決
定
與

表
現
的
範
圍
並
不
寬
裕
，
特
別
是
博
物
館

中
的
文
物
攝
影
。
藝
術
文
物
或
是
書
畫
本

身
已
經
有
一
位
原
創
者
，
攝
影
師
必
須
盡

可
能
客
觀
地
再
現
原
創
者
的
意
念
，
這
種

客
觀
性
非
常
重
要
，
怎
樣
客
觀
地
再
現
文

物
本
身
是
文
物
攝
影
中
最
為
重
要
的
一
個

文
物
攝
影
的
影
像
語
彙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數
十
萬
件
珍
貴
文
物
，
透
過
攝
影
師
的
拍
攝
，
將
其
風
華
精
采
地
呈
現

在
讀
者
面
前
，
影
像
背
後
其
實
蘊
含
著
攝
影
師
專
業
而
獨
特
的
見
解
。
本
文
藉
由
﹁
構
圖
﹂
與

﹁
光
﹂
兩
大
觀
點
，
說
明
攝
影
中
不
同
技
巧
可
以
產
生
不
一
樣
的
影
像
效
果
，
這
樣
的
效
果
應
用

在
文
物
攝
影
中
，
會
讓
人
對
文
物
有
不
一
樣
的
解
讀
，
此
即
文
物
攝
影
的
影
像
語
彙
。

原
則
，
不
過
就
攝
影
做
為
一
種
技
藝
與
藝

術
當
然
也
有
藝
術
性
與
表
現
的
一
面
，
讓

文
物
於
客
觀
紀
實
的
框
架
中
，
幫
助
觀
者

理
解
文
物
，
感
受
文
物
，
有
時
可
能
比
文

字
敘
述
更
為
有
效
。

攝
影
中
不
同
的
技
巧
可
以
產
成
不
一

樣
的
影
像
效
果
，
這
樣
的
效
果
應
用
在
文

物
攝
影
中
會
讓
人
對
文
物
有
不
一
樣
的
解

讀
，
本
文
從
兩
個
切
入
點
來
探
討
﹁
文
物

攝
影
語
彙
﹂
的
意
涵
：

構
圖

直
幅
與
橫
幅

影
像
的
構
圖
會
直
接
影
響
觀
者
的

想
法
，
拍
攝
器
物
類
文
物
尤
其
重
要
，
因

為
攝
影
是
用
二
度
空
間
再
現
三
度
空
間
的

視
覺
藝
術
，
如
何
儘
可
能
地
表
現
出
器
物

本
身
，
構
圖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關
鍵
，
像
是

直
幅
或
是
橫
幅
的
構
圖
就
會
給
人
不
一
樣

的
感
受
，
除
了
考
量
器
物
本
身
的
形
狀
適

合
直
幅
或
是
橫
幅
外
，
構
圖
在
先
決
上
就

會
給
人
一
種
預
先
的
心
理
設
定
。
攝
影
的

矩
形
式
構
圖
其
實
和
繪
畫
相
關
，
大
多

橫
幅
式
構
圖
是
運
用
在
風
景
或
是
靜
物
的

主
題
，
因
為
這
樣
的
構
圖
就
好
像
是
一
扇

窗
戶
，
左
右
的
延
伸
可
以
給
人
想
像
的
空

間
，
而
不
管
在
繪
畫
或
是
攝
影
我
們
都
可

以
在
橫
幅
的
構
圖
中
，
得
到
比
主
題
更
多

的
聯
想
︵
圖
一
︶

，
相
反
的
，
直
幅
的
構

圖
最
常
運
用
在
肖
像
，
上
下
式
的
觀
看
方

法
可
以
幫
助
觀
者
來
回
關
注
畫
面
中
的
主

題
，
強
化
被
攝
物
的
重
要
性
︵
圖
二
︶
；
了

解
了
這
兩
種
不
一
樣
的
構
圖
方
式
，
就
算

是
一
樣
的
主
題
我
們
也
可
以
靈
活
的
運
用

了
。

我
們
有
時
候
也
可
能
會
運
用
正
方
形

的
構
圖
，
或
是
用
裁
切
的
方
式
運
用
在
出
版

上
，
觀
者
在
正
方
形
的
構
圖
中
視
線
會
作
圓

形
的
打
轉
，
它
沒
有
方
向
性
，
所
以
和
直
幅

構
圖
一
樣
可
以
幫
助
觀
者
直
視
主
題
，
由
於

沒
有
方
向
性
，
像
是
玉
壁
或
是
銅
鏡
這
類
圓

形
的
作
品
有
時
都
可
以
用
去
背
的
方
式
打
平

去
拍
攝
，
當
然
並
不
是
說
圓
形
的
文
物
就
一

定
要
這
樣
拍
攝
，
不
過
圓
形
的
文
物
用
直
幅

的
拍
攝
法
會
給
人
文
物
降
落
下
來
的
錯
覺
，

除
非
是
想
要
排
版
統
一
效
果
，
不
然
很
少
人

這
樣
表
現
；
而
圓
形
也
常
用
橫
幅
去
拍
攝
，

在
視
覺
經
驗
上
橫
幅
的
視
野
加
上
圓
形
，
就

有
天
空
的
連
想
︵
圖
三
︶
，
一
樣
可
以
給
人

美
的
感
受
。

圖一　 北宋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橫式構圖給人平靜與想像的空間。

圖二　 清　描金花鳥鴕鳥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直幅構圖讓觀者視線停留在金彩描繪的孔雀花鳥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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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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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且
可
以
讓
兩
件
文
物
產
生
差
異
性
︵
圖

七
︶
；
所
謂
公
平
的
方
式
是
指
在
打
光
與

角
度
上
面
要
力
求
一
樣
的
條
件
，
讓
兩

件
文
物
放
在
同
樣
的
基
準
點
上
，
這
樣
文

物
自
然
可
以
呈
現
他
們
的
不
同
，
藉
由
這

種
方
式
兩
件
文
物
也
自
然
會
產
生
對
話
，

說
起
來
很
玄
其
實
並
不
難
理
解
，
因
為
古

物
是
古
人
用
手
工
的
方
式
製
造
出
來
的
，

兩
件
物
品
絕
對
不
可
能
完
全
一
樣
，
藉
著

相
同
的
基
準
點
來
拍
攝
，
不
但
能
讓
人
同

究
者
而
言
，
攝
影
提
供
了
很
重
要
的
功

能
。
此
外
特
寫
構
圖
也
等
於
重
新
詮
釋
一

件
作
品
，
藉
由
攝
影
師
的
角
度
再
現
一
件

藝
術
品
，
例
如
銅
器
或
是
瓷
器
的
耳
常
常

就
是
攝
影
師
喜
歡
特
寫
的
地
方
，
有
時
單

就
一
隻
耳
就
已
經
是
美
麗
的
雕
塑
作
品
值

得
我
們
去
欣
賞
。
︵
圖
六
︶

對
件
與
組
件

文
物
並
不
一
定
總
是
單
一
呈
現
，
有

時
候
兩
件
、
三
件
、
五
件
甚
至
多
件
式
套

件
都
可
以
放
在
一
起
拍
，
每
一
種
組
合
都

會
產
生
不
一
樣
的
變
化
，
就
成
對
的
文
物

來
講
，
常
常
在
圖
案
主
題
、
形
態
造
型
或

是
色
彩
運
用
上
都
非
常
接
近
︵
不
一
定
完

全
一
樣
︶
，
而
一
對
文
物
在
當
時
製
造
時

已
有
它
被
製
造
的
時
空
條
件
及
意
義
，
因

此
當
拍
攝
時
研
究
員
告
知
其
為
一
對
組
件

的
時
候
，
攝
影
師
就
必
須
將
這
一
對
文
物

當
做
一
種
主
題
來
拍
攝
，
要
能
同
時
讓
兩

件
文
物
以
公
平
的
方
式
呈
現
在
照
片
上
，

圖三　 戰國至西漢早期　龍鳳紋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圓形文物用橫幅拍攝是較安全的方法，在視覺經驗上橫幅的視野加上圓造型給人天空的聯想。

圖四　 唐　三彩打馬球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眼神是一條隱形的線，帶領觀者進入一個故事。

圖五　 北齊　灰陶加彩陶騎士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預留一些空間讓視線延伸可使作品更生動。

圖六　 西周中期　贏季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特寫構圖重新詮釋了一件作品， 有時單一隻耳就已經是美麗的雕塑作品值得我們
去欣賞。

方
向
性很

多
作
品
其
實
具
有
方
向
性
，
方

向
性
可
以
增
加
空
間
感
和
作
品
的
趣
味
，

最
常
遇
到
的
是
動
物
形
或
是
植
物
形
的
文

物
，
動
物
有
頭
與
眼
睛
，
頭
的
方
向
常
常

是
畫
面
中
隱
形
的
一
條
線
，
帶
領
觀
者
進

入
一
個
故
事
，
雖
然
文
物
本
身
不
一
定
會

有
故
事
，
但
是
往
往
好
的
作
品
造
型
都
是

非
常
生
動
的
，
作
品
本
身
自
然
就
可
以
給

人
強
而
有
力
的
敘
述
性
，
另
外
眼
神
也
一

樣
是
有
方
向
的
指
引
作
用
，
預
留
一
些
空

間
讓
眼
神
所
指
的
方
向
可
以
延
伸
，
也
使

作
品
更
為
生
動
︵
圖
四
、
五
︶
；
植
物
也

是
一
樣
具
有
生
長
的
方
向
，
不
同
的
構
圖

有
時
就
像
重
新
布
局
一
幅
畫
，
可
以
使
人

更
了
解
工
匠
或
是
創
作
者
在
創
作
時
的
美

感
表
現
。

特
寫

攝
影
常
常
會
用
到
特
寫
的
鏡
頭
，
尤

其
在
微
觀
的
視
野
中
我
們
會
對
文
物
有
不

一
樣
的
詮
釋
，
就
文
物
研
究
而
言
，
許
多

資
訊
就
在
文
物
本
身
的
細
節
中
，
像
是
銘

文
、
紋
飾
、
鑄
燒
法
、
釉
料
、
支
釘
、
製

作
痕
、
使
用
痕
、
製
造
工
具
痕
、
銅
鏽
、

裂
璺
等
等
，
都
是
文
物
本
身
留
下
來
的
線

索
可
提
供
研
究
人
員
研
究
的
資
訊
，
就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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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清　磁胎洋彩汝釉碧桃詩意雙陸瓶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件要以公平的方式呈現在照片上，才能讓兩件文物比較出差異點。

圖八　 明成化　青花紅彩茶鍾一對附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合照可以就使用的習慣來表現出文物的實用性。

時
看
到
兩
件
文
物
，
還
可
以
讓
它
們
在
同

一
個
時
空
畫
面
下
互
相
比
較
，
這
就
和
看

雙
胞
胎
是
一
樣
的
道
理
，
雙
胞
胎
長
得
很

像
，
但
是
我
們
總
是
想
看
出
他
們
哪
裡
不

同
。
此
外
，
攝
影
師
還
要
注
意
的
是
兩
件

文
物
的
距
離
感
，
也
就
是
讓
兩
件
文
物
在

同
一
個
畫
面
上
成
為
一
個
主
題
，
因
此
在

還
有
一
種
例
子
是
一
張
照
片
中
可

能
有
超
過
七
八
件
甚
至
十
多
件
的
不
同
樣

式
的
文
物
，
最
好
的
例
子
就
是
多
寶
格
或

是
茶
具
，
擺
設
的
方
式
其
實
沒
有
一
定
的

規
定
或
是
規
則
，
我
們
可
以
就
使
用
的
習

慣
來
表
現
出
文
物
的
實
用
性
︵
圖
八
︶
，

也
可
以
用
展
示
性
地
排
列
讓
每
一
件
器
物

都
清
清
楚
楚
的
展
示
出
來
︵
圖
九
︶
，
如

果
情
況
允
許
的
話
也
可
以
利
用
文
物
本
身

的
造
型
美
感
排
列
出
不
一
樣
的
效
果
︵
圖

十
︶
，
給
予
文
物
另
外
一
種
詮
釋
，
所
以

多
樣
性
的
文
物
組
合
是
可
以
多
用
一
些
創

意
巧
思
在
拍
攝
中
的
。

光質
感

質
感
是
一
種
觸
覺
感
受
，
但
是
在

視
覺
藝
術
中
如
何
表
現
觸
覺
就
變
成
一
件

很
有
意
思
的
事
，
我
們
會
說
拍
出
這
件
文

物
的
質
感
，
但
攝
影
師
眼
中
，
所
謂
的

質
感
其
實
是
不
一
樣
的
光
線
折
射
產
生

的
，
光
滑
無
瑕
的
瓷
器
會
表
現
出
透
亮
般

的
光
澤
，
玉
因
為
與
人
的
接
觸
產
生
了
溫

潤
的
感
受
，
透
過
﹁
光
﹂
反
射
在
不
一
樣

的
質
感
上
可
以
感
受
出
文
物
的
本
貌
。
院

器
色
澤
潤
白
高
雅
，
光
源
上
不
宜
用
飽
和

的
裸
光
來
刻
畫
器
物
線
條
，
以
免
顧
此
失

彼
，
運
用
比
較
柔
軟
的
柔
光
拍
攝
可
以
降

低
對
比
，
以
求
兩
件
文
物
都
可
以
呈
現
最

好
的
細
部
，
這
張
照
片
呈
現
出
銅
器
在
一

樣
的
光
源
下
容
易
吃
光
︵
特
別
是
有
銅
鏽

的
銅
器
︶
，
容
易
吃
光
的
器
物
可
以
特
別

去
拍
出
它
本
身
的
色
彩
，
這
是
攝
影
師
都

很
願
意
去
做
的
事
情
，
相
反
的
玉
器
因
為

容
易
反
射
光
線
產
生
反
光
，
亮
點
反
光
會

吃
色
，
我
們
眼
睛
看
起
來
就
是
白
色
的
反

光
點
，
攝
影
師
要
注
意
的
反
而
是
光
點
的

位
置
了
，
只
要
光
點
不
影
響
器
物
本
身
的

造
型
，
它
反
而
可
以
強
調
玉
器
光
潤
細
滑

的
質
感
，
讓
畫
面
有
加
分
的
作
用
。

光
點

所
謂
光
點
是
指
文
物
質
地
因
為
完

全
反
射
了
光
線
，
而
把
攝
影
師
打
的
光
完

全
反
射
到
相
機
鏡
頭
中
，
也
就
產
生
照
片

中
所
謂
有
反
光
點
的
效
果
了
，
文
物
攝
影

中
光
點
常
常
是
攝
影
師
頭
痛
要
解
決
的
一

個
問
題
，
就
算
不
是
問
題
攝
影
師
一
樣
要

先
準
備
好
消
除
的
方
法
，
因
為
你
永
遠
不

知
道
這
件
文
物
到
底
多
會
反
光
；
反
光
意

味
著
失
去
顏
色
的
呈
現
，
也
干
擾
了
造
型

圖九　 各式畫琺瑯鼻煙壺　六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呈列的方式擺設文物可以讓每一件都清清楚楚的展現。

圖十　 德國　木製多層套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依據文物的造型來擺設出有節奏感的合照，讓畫面增加很多趣味。

佈
局
上
兩
件
文
物
要
靠
近
，
但
是
並
不
是

連
在
一
起
，
這
種
距
離
的
拿
捏
要
看
文
物

的
尺
寸
來
決
定
，
總
之
兩
件
文
物
在
畫
面

上
不
可
以
用
平
均
的
方
式
佈
局
，
而
是
用

類
似
人
物
合
照
的
感
覺
來
處
理
，
這
種
處

理
原
則
可
以
運
用
在
各
種
組
件
的
拍
攝
方

法
。

內
有
兩
件
藏
品
剛
好
給
我
們
做
了
一
個
比

較
，
︿
清
乾
隆
玉
熊
尊
﹀
，
為
清
朝
仿
古

之
作
，
另
一
件
是
︿
漢
銅
熊
尊
﹀
，
原
本

是
漢
代
器
物
下
方
的
器
足
，
兩
件
不
管
神

態
與
造
型
皆
為
雷
同
，
唯
因
材
質
的
相
異

產
生
了
完
全
不
同
的
感
受
。
在
一
次
特
別

的
機
會
下
兩
件
文
物
放
在
一
起
拍
攝
︵
圖

十
一
︶
，
由
於
銅
器
顏
色
濃
重
華
麗
，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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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不
在
於
金
錢
的
昂
貴
上
，
多
餘
的
加

值
反
倒
破
壞
了
我
們
對
文
物
藝
術
的
判
斷

和
感
受
，
怎
樣
如
實
拍
攝
會
是
比
較
要
注

意
的
地
方
，
但
這
不
表
示
我
們
不
可
以
運

用
光
點
，
因
為
會
產
生
光
點
的
光
源
通
常

是
光
譜
最
完
整
的
光
源
，
它
可
以
讓
被
攝

物
的
色
彩
表
現
最
完
整
飽
和
，
怎
麼
樣
取

捨
當
然
要
看
這
件
文
物
的
重
點
是
什
麼
？

﹁
瓷
器
﹂
可
能
是
在
光
點
的
處
理
上
最
常

需
要
面
對
到
的
文
物
，
以
鈞
窯
為
例
，
鈞

窯
的
反
光
非
常
強
烈
，
因
為
高
溫
燒
製
所

以
外
層
會
有
非
常
光
亮
的
透
明
釉
層
，
它

幾
乎
可
以
反
射
各
種
光
源
，
想
利
用
柔
光

來
拍
攝
不
但
沒
辦
法
解
決
光
點
的
產
生
，

還
會
影
響
鈞
窯
原
本
鮮
艷
的
釉
色
，
所
以

拍
攝
時
不
但
不
要
害
怕
光
點
的
產
生
，
反

而
要
利
用
它
，
方
法
就
是
先
讓
光
點
縮
小

到
不
影
響
器
物
本
身
，
再
來
就
是
讓
光
點

的
位
置
藏
於
文
物
之
中
︵
圖
十
二
︶
，
或

是
放
在
不
重
要
的
地
方
，
這
樣
就
不
會
讓

人
感
到
干
擾
但
又
可
以
保
有
鈞
窯
原
本
美

麗
又
多
變
化
的
色
彩
，
同
樣
類
型
單
色
釉

的
瓷
器
都
可
以
考
慮
這
種
打
光
方
法
，
不

過
琺
瑯
彩
就
不
適
合
這
樣
的
拍
法
，
因
為

瓷
器
表
面
有
很
多
的
繪
畫
主
題
或
是
題

字
，
光
點
很
難
躲
藏
，
這
時
就
比
較
建
議

用
柔
光
的
拍
法
並
且
盡
量
加
大
柔
光
的
面

積
，
使
柔
光
點
盡
量
放
大
到
與
器
物
本
體

一
樣
，
產
生
沒
有
光
點
的
錯
覺
，
再
後
置

拉
高
曲
線
對
比
來
補
救
失
去
的
顏
色
即

可
；
以
上
只
是
舉
了
兩
個
不
同
的
瓷
器
拍

攝
例
子
，
實
際
拍
攝
上
當
然
不
可
能
按
紙

上
談
兵
就
可
以
拍
攝
成
功
，
舉
這
樣
的
例

子
只
是
想
說
明
，
所
謂
的
光
點
並
非
文
物

攝
影
中
絕
對
之
惡
，
單
看
每
一
件
文
物
需

要
的
重
點
是
什
麼
，
光
點
運
用
得
好
一
樣

有
畫
龍
點
睛
之
妙
。

影
子

有
光
就
會
有
影
子
，
影
子
是
光
的

相
反
，
實
際
上
，
影
子
讓
影
像
產
生
了
空

間
，
它
讓
器
物
真
實
存
在
於
一
處
，
也
增

加
了
器
物
的
重
量
感
，
少
許
的
影
子
還
可

以
幫
助
刻
畫
文
物
上
面
的
線
條
，
如
商
晚

期
︿
銅
倗
祖
丁
鼎
﹀
︵
圖
十
三
︶
的
拍

攝
中
，
我
們
將
鼎
身
的
影
子
跑
出
畫
面
之

外
，
留
下
器
足
的
影
子
，
並
且
讓
影
子
和

背
景
灰
色
漸
層
融
為
一
體
，
不
但
不
會
因

為
影
子
的
形
狀
影
響
畫
面
的
乾
淨
，
反
而

讓
畫
面
有
光
的
感
覺
，
更
有
空
間
的
層
次

感
，
另
外
因
為
有
產
生
影
子
的
光
源
，
讓

圖十二　 清　雍正　爐鈞釉雙耳出戟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光點要隱藏在器物轉折處並縮小光點，就不會讓人感到干擾了。

圖十三　 商晚期　銅倗祖丁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少許的影子增加文物的重量感，也幫助刻畫紋飾的線條讓它更明顯。

銅
器
本
身
的
紋
飾
線
條
更
加
明
顯
，
不
過

攝
影
師
也
必
須
具
備
讓
影
子
淡
化
的
打
光

技
巧
才
行
，
太
過
生
硬
的
影
子
的
確
會
影

響
我
們
對
文
物
觀
看
時
的
心
情
，
就
和
作

畫
一
樣
，
影
子
幫
助
攝
影
師
處
理
畫
面
空

間
的
效
果
，
也
間
接
強
化
文
物
的
立
體
造

型
，
如
同
作
畫
時
要
細
心
刻
劃
細
節
，
同

時
要
顧
全
整
體
氣
氛
，
兩
者
一
樣
重
要
，

影
子
就
是
讓
照
片
有
細
節
又
有
氣
氛
的
元

素
，
我
們
能
夠
不
用
去
背
的
方
式
拍
攝
就

盡
量
不
要
，
去
背
就
等
同
把
所
有
空
間
都

去
除
掉
了
，
這
樣
的
照
片
似
乎
就
缺
少
生

命
了
。本

文
試
著
說
明
文
物
攝
影
的
影
像

語
彙
，
藉
由
﹁
構
圖
﹂
與
﹁
光
﹂
這
兩
大

觀
點
，
說
明
雖
然
只
是
一
張
文
物
紀
錄
照

片
，
但
是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用
心
與
時
間
都

是
希
望
可
以
將
文
物
最
理
想
的
一
面
呈
現

給
大
家
，
讓
不
能
親
臨
現
場
觀
看
原
件
的

人
，
可
以
透
過
網
路
或
是
印
刷
品
看
到
文

物
之
美
，
當
然
文
物
攝
影
的
技
巧
與
美
感

非
本
文
三
言
二
語
可
道
盡
，
只
希
望
本
篇

文
章
可
以
幫
助
大
家
對
文
物
攝
影
有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圖十一　 漢銅熊尊與清乾隆玉熊尊合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攝影師如沒有表現出質感的差異，就無法給同一個主題但不同材質的熊尊，產生差異性的趣味。

線
條
的
判
斷
，
特
別
是
博
物
館
的
文
物
拍

攝
中
，
必
須
要
中
性
地
拍
出
文
物
本
身
，

最
好
不
要
運
用
太
華
麗
的
商
業
攝
影
技
巧

來
拍
攝
，
商
攝
喜
好
運
用
反
光
來
營
造
商

品
的
價
值
感
，
但
是
博
物
館
文
物
本
身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