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摄影之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贵州摄影之旅》

13位ISBN编号：9787113144043

10位ISBN编号：7113144047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作者：《藏羚羊旅行手册》辑部

页数：2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贵州摄影之旅》

前言

致本书的读者    我第一次爱上贵州是在看一组照片的时候，清晰地记得那张肇兴侗寨的鼓楼照，鼓楼
底座宽大，成四方形；顶部锋锐，呈铁尖状；鼓楼内部木质结构，没有使用一钉一铆，整体古朴美观
，工艺精湛。贵州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大气磅礴，雄伟壮观，没想到这片土地上还存在着这般细腻。我
意识到对于贵州我了解的还是不够。作为摄影人员，这个地方还有太多的美丽等待着我去发现。对于
美景，我可不想和它失之交臂，于是我带上我的摄影装备，开始了这次贵州摄影之旅。    贵州是一片
风水宝地，这里的摄影题材极为丰富，堪称摄影者的乐园。摄影题材可划分为自然风光、民族风情、
民族建筑三类。贵州在这三方面都占有优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拥有一望无际的龙里草原
，拥有“飞流直下”的黄果树瀑布，拥有喀斯特地貌的茂兰国家景观。美丽的少数民族少女、淳朴的
老人，可爱的孩子、多彩的民族节日、古朴的民俗生活、灵动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的花桥、鼓楼，
全木制的建筑风格，巷道阡陌的天龙屯堡。总之，贵州的摄影之旅，是一条完美的人文地理拍摄路线
。    随着数字时代的大跨步，摄影已经变得大众化，不再易学难精，开始变得简单和快捷。现如今，
摄影早已没有了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尼康也好，佳能也罢，相信现在的你已经有一台相机了。无论何
时何地，只要轻轻按下快门，一张照片就诞生了。数字时代的拍摄已经允许摄影师利用电脑技术对照
片进行后期处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照片的二次创作。由于后期技术的大量运用，使得对于拍摄到的
图片进行二次创作成为了一件极其方便和富有乐趣的事情，同时也对于摄影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
但要有扎实的前期拍摄功底，更需要富有创意的后期再创造的能力。    一直和藏羚羊旅行指南合作，
在众多自助游图书系列中，藏羚羊的实用性和易用性是不容置疑的。本次出版的《摄影之旅》系列更
是重头戏。本书《贵州摄影之旅》不仅对贵州地区的景点进行了攻略性的介绍，同时还涉及许多摄影
知识和摄影技巧，使得那些爱好摄影，喜欢旅游的朋友能够“鱼和熊掌同时兼得”。    本书的内容    
贵州山多水多，有闻名全球的黄果树瀑布，有被编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最大、最高、楼层最多
的三宝鼓楼，有红色革命圣地遵义会议旧址。    山峦、河流、瀑布，“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交通不便，山里的人们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得这
里的少数名族文化丰富多彩。侗寨的鼓楼和风雨桥，更是贵州建筑的经典之作。    本书从自然风光、
民族风情、民族建筑、贵州摄影线路等方面出发，向读者推荐了经典的贵州摄影线路。每一处景点，
都有最新的完美攻略。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获得有益的帮助。本书大量的优美图片和文字解说，使读
者了解每一幅画面是通过什么摄影技术取得的效果。同时书中还包括拍摄计划、景点特色、拍摄季节
、时间预算、交通食宿等细节，甚至拍摄时机位和镜头的选择都有所提示。    最重点的部分就是为读
者量身打造的贵州经典摄影行程以及拍摄经验和拍摄技巧等细节。最新的旅游信息，实用的摄影技巧
，精美的景点照片，经典的摄影线路，一路有它，旅途将会变得充满美感而又无比轻松。    贵州摄影
注意事项    1.贵州的整个春天都是雨季，最佳旅游时节是夏秋两季。作为摄影者，雨天也是很好的创
造题材，所以三脚架和雨伞是摄影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2.外出摄影时，最好从家里带点小食品或纪
念品(主要是女人和孩子喜欢的)，这样会给你的摄影带来很多的方便。    3.普通的背包客，一个景点估
计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游览完，但是对于摄影者来说，为了拍摄出好片子，可能会耗时半天甚至是一天
，所以对于摄影者来说，时间的安排上一定要充裕。    4.三脚架毕竟是一个大设备，去哪都带着它，
会给你的行动带来不便。为了拍摄的灵活性，我们还可以这样选择：单腿跪地，寻找倚靠物、其他支
撑物，比如豆袋。    5.外出拍摄要多准备几块相机电池，贵州气温还是偏低的，一旦去深山或者溶洞
拍摄，寒冷的地方可能使电池的电量飞速下降，建议把电池放到温暖的衣兜内，以保存电力。    6.在
拍摄草原景致的时候，换镜头要尽量背风，降低灰尘进入的可能。    7.去森林中拍摄时要带上指南针
，以防万一。在景区内还需要塑料袋，垃圾一定要带出景点，防止对环境的破坏。    8.贵州的古老建
筑是非常值得拍摄的，建筑的局部特写更能体现它的神奇之处。为了表现建筑的局部，一款长焦镜头
是必不可少的。    具体的摄影技巧和注意事项，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提及，并且会结合图片进行解说
，帮助初学者更快地爱上摄影这个行业。敬请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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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摄影之旅》

内容概要

《贵州摄影之旅(九大摄影旅游专题)》描述了贵州旅游摄影的总体风貌，包括喀斯特地貌、瀑布、森
林、民族建筑、民俗风情等摄影题材，并为读者提供了到贵州旅行摄影的基本信息，包括摄影器材的
选择、出行时间的安排、不同自然环境下的摄影方案等。另外，还规划了8条经典摄影行程供读者参
考。
    最新的旅游信息，实用的摄影技巧，精美的景点照片，经典的摄影线路，一路有它，旅途将会变得
充满美感而又无比轻松。《贵州摄影之旅(九大摄影旅游专题)》适合作为摄影爱好者和旅游爱好者到
贵州旅游摄影的指南用书。本书由藏羚羊旅行手册编辑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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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族    水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都匀、独山以及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黎平、榕江、从江等县。    水族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九阡酒”
是水族传统佳酿。水族有自己的历法，水历与夏历基本一致，但以夏历八月为岁末，九月为岁首。水
族原有一种古老的文字，称为“水书”，造字方法有象形、会意、谐音和假借，通用单词100多个，大
部分水族人不认识，他们日常生活中通用汉文。    水族以大米为主食，喜爱糯食，此外，水族还种植
一些小麦、包谷、小米、红稗、红薯及饭豆等杂粮作辅助粮。    水族喜爱喝酒，家家都会烤制米酒。
逢年节、庆典或亲朋来访，都离不开以酒待客。水族好客有着悠久传统，轮流过端就是热情好客的文
化表露。    端节，又叫瓜节。端，是开始的意思，也是岁首。端节是贵州水族最重大的节日，与汉族
的春节相似。端节大约在每年农历八月的第一个亥日开始，由于不同的寨子选择的亥日不一样，过端
也有先有后。端节前一天会赶场，主要是要约朋友到自己家过节，这也是青年男女择偶的最佳时间。
活动有祭祖，祭保寨树，少不了的是敲打铜鼓和赛马，还有就是四方八寨赶来庆祝的歌舞表演，场面
非常热闹。    水族的剪纸非常出名，妇女们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剪纸，过端的时候还会比赛。剪纸
内容多与花草有关。    水族人民还擅长於刺绣，其中的“马尾绣”独具特色。先将白色马尾缠绕上白
丝线，中间用彩色线填充绣制，最后会构成一幅结构完整、形象生动、色彩艳丽的精美图案。用这种
方法绣成的“马尾绣背儿带”、“绣花鞋”、“绣花帽”都驰名中外。    禁忌    进入苗寨，遇到门上
悬挂草帽、树枝，代表有产妇生育、婚丧的情况，不要贸然进屋，否则会被认为不吉利。    农事方面
也有一些禁忌，苗族人每年第一次往田里送农家肥归来时忌见外人，遇到时忌打招呼。    在苗家用餐
，如果餐桌上有鸡，要注意鸡肝、鸡杂是孝敬老年女子的，鸡腿是留给小孩子的，客人不可以吃鸡头
。    饭后不要主动洗刷碗筷，如果要帮忙可看主人的意愿行事，因为有些地区的苗民认为，平常的时
候洗盛饭工具会洗去家财和粮食。    苗人爱狗，不杀狗，也不吃狗肉，这与贵州很多地方吃狗肉的习
俗相去甚远，在苗寨里打狗也是忌讳之一。    布依族习惯以酒敬客，客人或多或少都应喝一点。    部
分布依族分支族人不吃鱼肉，因为相传布依族最早的母亲是龙王的女儿——一条神鱼。    布依族村寨
的山神树和大罗汉树，禁止任何人触摸。    和水族人交往不能说“泥巴脑壳”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
水语的意思是“草包、脓包”，是侮辱性词汇。    在水族人家中不可以翘二郎腿。水族地区禁止触摸
、攀爬或砍伐他们所崇拜的巨石、大树。水族妇女生了小孩以后，在门上打草标，3天之内谢绝外人
进入。    在到木排上，瑶族人忌说“伞”字，要说“雨伞”时，就说“雨遮”，因“伞”与“散”谐
音，不吉利。    绝大部分瑶族禁食猫肉和蛇肉。瑶族祭神，忌用狗、蛇、猫、蛙肉。    贵州少数民族
众多，同一民族又有很多分支，所以去贵州旅游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下各个民族的禁忌，不要出现
什么差错，以防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旅行者也不必太过谨慎，处处留心就行。    饮食    贵州菜以烹制
山珍野味及鸡、鸭、猪、牛、蔬菜、豆腐出名，黔味火锅制作方法多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火锅
烧开后，香味扑鼻，令人垂涎。典型的有花江狗火锅、凯里酸汤鱼火锅、贵阳青椒童子鸡火锅、鼎罐
鸡火锅等。    贵州特有风味为辣香味浓，尤其是成和辣，许多特色菜肴都与辣椒有着密切关系。    黔
味莱肴还特别突出酸味，当地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趔趄)”的民谣，在贵州，几乎每家都腌
制酸菜、制作酸汤。    除了突出酸味以外，黔味菜肴还讲究蘸水，蘸水调料主要是辣椒、蒜泥、姜末
等，辣椒的制作方法不同，蘸水调料的口感也不尽相同，这里面很有讲究。    贵州最为著名的风味菜
点有：蝴蝶竹荪、竹筒烤鱼、八宝娃娃鱼、天麻鸳鸯鸽、金钩挂玉牌、酸菜小豆汤、肠旺面、一品大
包、刷把头、卢糕粑、爱情豆腐果、苦养粑、破酥大包、毕节臭豆腐干。    贵阳肠旺面    肠旺面是贵
阳极负盛名的一种风味小吃，它是由猪大肠、鸡蛋面条、绿豆芽和油炸猪肉丁调配而成，汤色鲜红、
血旺嫩滑，鸡汤油亮而不腻、辣而不猛、回味悠长。在贵阳市内各粉面店都有，较有名气的是龙井路
程家“程肠旺”。不过先友情提醒—下，他家肠子味道重，对内脏有不适反应者慎用。    贵阳豆腐果  
 贵阳的豆腐果是小吃中久负盛名的一种。豆腐先经碱水洗泡发酵，然后切成长方形，用无味的柏木锯
末作燃料，烤至两面发黄，食用时用薄竹片将豆腐当腰剖开，添进由胡辣椒、生姜米、点葱、蒜泥、
酱油、醋、味精等调制而成的佐料，趁热吃下，成辣爽滑、满口喷香。现在经营豆腐果的摊子遍布贵
阳大街小巷，随处可尝到。    铜仁社饭    据《铜仁府志》记载，社饭源于社日祭祀，主要流传于铜仁
市。当地风俗，长辈逝世后头3年在清明前要到坟上去祭祀，称之为“挂社”。铜仁人一般利用星期
天，邀集亲朋好友到坟上去祭祀，然后吃社饭。后来由于社饭好吃，就不管有无“挂社”都做社饭吃
。社饭的主要原料是青蒿、糯米、大米、野葱和腊肉。    特产    最具代表性的是享誉海内外、具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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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摄影之旅》

州名片功能的特产：玉屏箫笛、独山盐酸、威宁火腿、安顺蜡染、镇宁波波糖、大方漆器、贵州芦笙
，以及都匀毛尖茶。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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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丰富实用的旅行摄影指南！专业摄影师独家秘技倾囊相授！    喀斯特地貌、瀑布风光、民族建筑、贵
州地貌⋯⋯    大美贵州，行摄于斯！《贵州摄影之旅(九大摄影旅游专题)》从自然风光、民族风情、
民族建筑、贵州摄影线路等方面出发，向读者推荐了经典的贵州摄影线路。每一处景点，都有最新的
完美攻略。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获得有益的帮助。本书大量的优美图片和文字解说，使读者了解每一
幅画面是通过什么摄影技术取得的效果。同时书中还包括拍摄计划、景点特色、拍摄季节、时间预算
、交通食宿等细节，甚至拍摄时机位和镜头的选择都有所提示。本书由藏羚羊旅行手册编辑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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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内容充实，对于去贵州旅游、摄影的朋友来说非常适用。赞！
2、放假觉得没打飞机你的房间内官方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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