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完周易的个人感悟 周易学习心
得(精选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读完周易的个人感悟篇一

《周易》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很多认为《周易》就是一本算命的书，其实不然，
它是一本启迪人类智慧的书，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
德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很多人都很喜爱读《周易》，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也把《周易》研习运
用到哲学思想中。

阅读《周易》，重在理解其最基本的概念，以及它对宇宙、
社会、人生的看法。纵观《周易》全篇，有三大理论、三大
法则和三大原则。三大理论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阴阳、
五行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既对立又统一蕴含着辩证唯物
主义哲学思想，是自然界的一切的规律。“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是要我们与自然和谐统一，顺应宇宙，自然。三大法则
指的就是理、象和数，探索宇宙、人生变化的原因;用卦象，
爻象来表示万物的特征与特性;用现象中数理研究变化过程，
预测万事万物的因果联系。有些人说这是占卜迷信，其实不
是。当你要去做某事时，让你考虑周详，谨慎做事，做到万
无一失。看完三大原则，能让你体会到它的博大精深。宇宙
自有的规律必须去遵循，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宇宙在不断
变化中，而我们人也在不断发展中，其中就包含了自我否定。

作为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论述辩证法的经典，《周易》历



经种种磨难，，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阅读《周易》
时，只有通晓以上这些道理，明白生活中所隐藏的哲理，才
能利用书中的思维辨析和判断我们自身所处的时势，做出明
智的选择。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与
源头，对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
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仍至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
精神。孔子年老时，工作很忙，但仍然坚持学习。一次，他
得到一本《周易》，为了弄懂它，反复读了好多遍，直到明
白书中的意思为止。孔子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

我要像孔子一样，在学习中遇到不懂的，要反复的读，反复
的学，直到弄明白为止。这学期，吕老师布置了第三阶段的
古诗背诵。这阶段的古诗比一、二阶段的古诗，每篇篇幅长
了很多，意思也更难懂了，而且非常绕嘴。但我并没有灰心
丧气，心想：我一定要把这几首古诗尽快背下来。我先请妈
妈帮我查找古诗的译文，把古诗的意思理解了，不会读的字
再标上拼音，便反复地读起来，一遍、两遍、三遍……。就
这样，我很快就背下来了一首古诗。到现在，我已经背下来
了三首古诗，就差两首没背，我争取这个星期把它们全部背
诵完毕。所以，读书学习必须要勤奋刻苦。正所谓，天才是
百分之一的天赋，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读完周易的个人感悟篇二

难得放一天假，照旧在书城中度过。

本来我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小说和散文，偶尔也涉足诗词歌
赋和杂文，最不愿意碰触到的是古文，感觉既深奥又乏味，
所以每每略过，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古文，大多是智者写下的奇书，在文字
堆砌之间，往往埋藏着某些博大精深的奥秘，或涉及人生哲
理，或涉及历史文化，或涉及宇宙万物等等。有意避之，只
能说明自己知识层面和文化底蕴太浅，领悟不了这些历经千
年考验又必将继续存在的智慧丛书。

譬如说，各种经卷和佛典，各个时期的史记，各方面的文学
艺术作品等等，难以概括，一辈子也研究不完。说句题外话，
曾经有过一段否定自己祖宗的历史和文化事件发生在华夏大
地，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晦涩难懂的古文，其实凝聚了各
个历史时期最具智慧又贤能的人的精神文明，堪称为各领域
的艺术瑰宝，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又都代表着不同类
型的最高成就——诚然，也会有某些方面的陈词滥调，但效
果也是因人而异，古板之人学后自然迂腐，精明之人学后自
然通达。假如硬是要一概而论，统统否定古人留下的智慧，
进而动摇民族文化的根基，只能彰显其不怀好意，历史也已
经印证了这一点，最终还是要拨乱反正。同样的道理，也不
能一概而论地以为能够留下来的都是好的东西，有的只是由
于人的劣根性所吸引的糟粕，需要各人去甄辨，自己去领悟，
当然，最好是遵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方可在知识的海洋里畅
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把时间用在哪方面，都将必有
所收获。

说了那么多的综合性论述之后，回到主题上来。在半天的时
间里，我本打算继续挑几本小说来读，并想在世界名著中选
择能够影响和开导自己的书，但走在古典类型的书柜前却突
然止步了，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一种缘，我看着那些
既有古言文体又有新人所注解的文本，慢慢消减了去翻阅小
说的欲望，先是挑了本《金刚经》，再是《道德经》，最后是
《易经》。就那样子站在书柜前，一站就是四个多小时，一
本书放下，另一本书又拿起，时间就在翻阅和思索间不经意
地过去了。

粗略一看，不难发现，单就这三本书来说，都是通天彻地的



奇书，其内涵不是只言片语所能描述的，有多少感悟也只有
在心中才能明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三本书都达到了最高层
面的东西，可以归纳于艺术了，共同点也是修身养性，
即“心诚不起妄念”为第一要点。

佛与道的理念相通，我在发表东南早报《道可道，非常道》
的文章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多言，用余下的篇幅来谈谈
我所理解和领悟到的《易经》，需要强调的是，不可能全面，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和境界。

《易经》在开篇，就标注，学此书，需要心正不邪方可利用。
其中内含就包括此书破译了天地奥秘，是大智慧的书，不可
用在不义之事上面。粗略读之，也确实。仓颉造字，让人通
晓万物，其中的字固然各有其意，深藏天机，然而《易经》
用其字，更是系统性地破译了宇宙万物的奥秘，涉及了天地
人的繁衍生息和兴衰交替。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太极八卦，前世今生。可以推演，不能
改变，重在修行，应当：以善为根本，以道为理念，以德为
行动，以信为前提。

纵观世界各地，每当发生某种灾难性事件，都是缺失了其中
的某些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譬如，政府若无道，自然丧失了
善，也无从谈德，言而无信导致公信力极差;由此，民众自然
要遭殃。同样的理念，又譬如，民众若无道，便丧失了善，
也无从谈德，言而无信导致横行无忌的只有谎言;由此，整个
社会要遭殃。

再次回归到主题中。五行相生相克，代表世间万物，既能繁
衍，又有天敌，才能世代交替，周而复始，无穷无尽。虽说
此是天理循环，但是，人在触类旁通之时，学会避其害而用
其利，自然是对自己有益的。当然，对于此种前瞻性的预言，
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重在修行，有助于逢凶化吉，而若
真是天命，则不可违。



说完五行说阴阳。阴阳代表雌雄，无雌或无雄，则不生;因此，
两者需要平衡，延伸开来，天地万物，皆是这个道理。而所
谓物极必反，除了说明循环往复不可阻挡之外，再有就是强
调需要平衡。所以，举例而言，现在的华夏，男多女少，正
是当初的重男轻女和计划生育相叠加的必然结果。正所谓，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就是这样的意思。

最后才是神学，表明在解析和洞察其中奥秘之时，头上三尺
还有更高层次的神明在主导，不可为非作歹!

另外，我学了半天的占卜推算法，当然是不好在这里仔细说
明的，权当是一种参考性质的娱乐吧!

读完周易的个人感悟篇三

暑假带学生去羑里城研学后，对《周易》产生了兴趣，在图
书馆找到这本书认真读起来。

《六韬·三略》曰：“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
道敛，万物盈;万物寻。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
圣牧之。”

天时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四季更轮往复，
正如世间一治一乱;昼夜晨昏交替，又似政权一起一伏。人的
一生，像潮水般有起有落;人世的悲欢与离合，恰似月亮的阴
晴与圆缺，草枯草长，国合国分;一盈一虚，一阴一阳。人是
自然的一分子，人世就是自然的化身，这一思想在《周易》
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你读几页《周易》后，就会
被这其中阐述的道理深深吸引，为中国古人的智慧而发出由
衷的赞叹。

《周易》曰：“乾道变化，各在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向我们传递了凡事都要遵



循自然的规律，符合自然的，就是值得提倡的;违背自然的，
就是不可取的。而如今，人类却想方设法地要征服自然、改
造自然。人类自以为科技已经很先进了，似乎可以与大自然
一较高下。但人类不知道，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幼稚的
孩童，一旦大自然报复人类，那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读《周易》，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我们积极地
学习《周易》，推广《周易》的博大精神，不仅是为了向世
界展示中国古人的智慧，更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所
以，我认为，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研究《周易》，是十分
有意义的!

《周易》被古人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理由在于，
《周易》最鲜明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点。近人徐复
观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周易》之为大道之源的理由。
他认为，文王为忧患意识所诱发而作《易》，而此忧患意识
之所以发生，是殷周之际整个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活动的结果，
创制《周易》的周初正处于中华文明从原始宗教向人文精神
发展的转换期，而忧患意识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心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

每当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冲击或陷于自身困境的时候，
《周易》经传总能发挥大道之源的功用。魏晋玄学之兴起，
《周易》经传的作用显而易见。佛家文化从印度传入之后，
宋明理学也利用《周易》经传打开与之对话的局面，如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程氏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
义》都体现了这一点。西学东渐以来，《周易》经传再次发
挥作用。新儒家借助《易传》建立新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体系，
证成超越与内在的贯通及天人合德的意义。

《易传》在现代仍应得到重视，这是因为与西方哲学相比，
其核心的形而上学思维格外引人注目。已有学者从《易传》
着手建立属于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如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
体系。



《易传》确有类似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所谓“形而上
学”，其本义是“在物理学之后”，表达了希望探求现象背
后真理的愿望，而《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正表达了在器物之上还有更重要的“道”。《易
传》成就了两个理论系统，其阴阳观念把神或神明客观化为
阴阳二气，用以说明宇宙创生的过程，成就了宇宙论的系统;
其性命观念打通了天人之间的联系，成就了道德形上学系统。

如《说卦传》中所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
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
人之道，曰仁与义。”即明确地表达了上述两层意思。

《周易》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很多认为《周易》就是一本算命的书，其实不然，
它是一本启迪人类智慧的书，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
德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很多人都很喜爱读《周易》，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也把《周易》研习运
用到哲学思想中。

阅读《周易》，重在理解其最基本的概念，以及它对宇宙、
社会、人生的看法。纵观《周易》全篇，有三大理论、三大
法则和三大原则。三大理论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阴阳、
五行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既对立又统一蕴含着辩证唯物
主义哲学思想，是自然界的一切的规律。“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是要我们与自然和谐统一，顺应宇宙，自然。三大法则
指的就是理、象和数，探索宇宙、人生变化的原因;用卦象，
爻象来表示万物的特征与特性;用现象中数理研究变化过程，
预测万事万物的因果联系。有些人说这是占卜迷信，其实不
是。当你要去做某事时，让你考虑周详，谨慎做事，做到万
无一失。看完三大原则，能让你体会到它的博大精深。宇宙
自有的规律必须去遵循，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宇宙在不断
变化中，而我们人也在不断发展中，其中就包含了自我否定。

作为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论述辩证法的经典，《周易》历



经种种磨难，，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阅读《周易》
时，只有通晓以上这些道理，明白生活中所隐藏的哲理，才
能利用书中的思维辨析和判断我们自身所处的时势，做出明
智的选择。

以前只是听说过《周易》，有人说它是用来算命的，也有的
说计算机的发明缘于《周易》的思想，反正在我心目中《周
易》是深奥的.，是很玄的学问。最近聆听了《周易》的精彩
讲解，感触颇深，也对《周易》有了初步的了解。

《周易》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易道广大，无所不
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
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中哲学思想也尤能给人以
启迪，“满招损，谦受益”、“祸福相因”、“过刚则折、
以柔济刚”等哲学思想，读后深有感触，尤其是其中“祸福
相因”辩证思维对我有很大启发。

想起我一朋友发生的事情，觉得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应
常常思考这一道理，居安思危，困难的时候也要充满希望。
我有一友，住在一县城，家庭条件很好，家有别墅、轿车，
拥有娇妻和可爱的儿子，工作条件很好，收入不错。我友也
好交往，有很多朋友，经常相聚，生活很有滋味。但我这个
朋友也有弱点，就是平时经常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常常喝醉，
酒后还喜欢开车。我也常常告诫，但收效不大。

去年年底，我友酒后驾车出事，致人死亡，被刑事拘留，后
赔偿20余万元才免去牢狱之灾。事故后，我友常常自责，闭
门不出。但经多位朋友劝导，人生之路很长，遇到挫折后还
应振作，不能就此沉沦，我友才逐步走出这段灰暗日子，但
此事带来的影响可能一生中也很难忘怀。

正如《周易》中体现的“祸福相因”思想，人在顺境时要考
虑今后还会面临的困难，否则，“乐不思蜀”，真的遇到困
境时可能就难以承受了。我友在平时就犯了这个错误，人活



太好了，太顺了，未能居安思危，结果呢，就出了这样的事
故，于已于人都是极大的创伤。我友在困境时，开始也灰心
丧气，此时也应理解《周易》的“祸福相因”的哲学思想，
应对未来存有希望，切不可就此不振。“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如果我友在今后人生之路上能谨记教训，也许会有更
好的生活。

《周易》的确是一本天书，深奥难懂，但领会其中做人做事
的思想，会终生受益。用心学习，用心领会，从《周易》中
寻找人生的道理，用《周易》的哲学思维指导生活和工作，
人生之路也许会平坦许多。我在以后也将更多的学习《周
易》，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周易》。

《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全世界都在研究与讨论。这本
书包罗万象，天文，历史，军事，哲学等等都有涉及，就象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研究《红楼梦》一样，世界观不同，
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同。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谈不上研究，
但是书中的文字与哲理，我认为是很值得我们一看和把玩的。

古人云：不看《周易》，不能为将相，这话自有一定的道理
和依据。纵观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几个谋略家，象姜子牙、张
良、诸葛亮，包括近代伟人，这些人对《周易》都有很深的
研究和造诣。

我看《周易》，虽然没有看懂什么，也感悟到了其中有些为
人的道理。象书中第一卦，“乾”卦，乾为天，说的是君子
要效仿天的美德以“自强不息”，这是告戒我们做任何事，
都要自始至终，不要半途而废;还说‘潜龙勿用’是说万事不
要强出头，能办的就办，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千万不要去
做，通俗的解释就是说，枪大出头鸟。包括古时候说皇上
是“九五之尊”，这是对乾卦第五爻(发音：遥)的总结和概
括，爻辞“飞龙在天”，所以用这个来形容皇上。

“坤”卦，坤为地，是要我们效仿大地的美德“厚德载物”。



这是教我们做人要有博大和宽广的胸怀，做人不要斤斤计
较;“恒”卦，孔子在《周易》的系辞中说“夫妻之道，不可
以不久也，故授之以恒”，这是教我们知道，怎样做一对好
夫妻，夫妻的形成，就要持之以“恒”;“姤”卦，一阴五阳，
有一女侍五夫之象，也有老男娶少女之说，这不是正配。卦
中一说女人的不安分，二让我们“勿娶此女”;还有“否极泰
来”这个成语，也是来自源于《周易》;《周易》里有“否
卦”和“泰”卦。是说世间的事物“不能终否”，到了一定
的程度，必然要往好的方面转化。“阴极必反，阳极必至”
的道理，是告诉我们，任何事只要持之以恒，就有成功的希
望。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事物的量变，必然要达
到质的变化。对于做人或做事而言，都要掌握“度”的含义，
万事都不要过“度”，过“度”后，一定要引起反方向的变
化。

读完周易的个人感悟篇四

曾经作为一名摄影小白，刚拿起相机时也是充满了对摄影世
界的好奇，拍照有些时日，但自知仍在摄影世界的门外徘徊，
下面为大家分享了摄影入门的知识总结，一起来看看吧！

一、正确持机方法

在拍摄的基本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拿稳相机。无论其它
的摄影要素和技术掌握得有多好，只要拍摄的一瞬间有震动，
照片的质量一定会因影像模糊而大大降低。

虽然可以用三脚架来减低震动的可能性，但更多的时候是以
手持相机拍摄为主，而且在“决定性的瞬间”内，往往不允
许摄影者再花时间去放置三脚架并固定照相机。

数码照相机相对于传统照相机而言，它对拍摄稳定性的要求
更高。这是因为，电子元件存储信息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



通常称为“时滞”。

1、持机的正确姿势

无论是站立、坐下还是跪下，持机的正确姿势都应该是：

（1）、右手紧握相机一侧的握手位，食指轻触快门键，以备
随时拍摄。

（2）、以左手手掌托住机身底部，用拇指和食指握住相机来
稳定镜头。

（3）、两手上臂紧贴身体，尽量保持自然下垂的状态并向身
体靠拢。千万不要耸起双肩。因为长时间用耸起双肩的姿势
拍摄，双肩关节会出现疲劳感，更难稳定相机。

（4）垂直握持相机拍摄时，一般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也要
注意左臂紧贴身体。

2、站立或坐下摄影时的注意事项

（1）、站立摄影时，双脚宜微张，或以前后步方式站立，以
便将整个身体的重量平放到双脚上。如果能借助一些固定的
物体作为依靠，例如背靠树干或墙壁等，则效果更佳。

（2）、坐下摄影稳定性已经很高，但仍可借外物进一步稳定
身体。以椅子的靠背或桌子作依靠是不错的选择。

3、跪下摄影时的注意事项

跪下摄影时左脚应该弓起，右脚跪地，托起机身底部的左手
则支撑在弓起的左脚上。一般情况下，跪姿拍摄较难稳定身
体，最好也能借助固定物体作依靠，如树、墙等。

4、相机带的重要作用



将相机带套在手腕上，握在虎口中绕两圈再拉紧，以拇指穿
过带圈后再握紧相机，使相机和右手合二为一，不但可以减
轻手的颤动，而且可以在不小心松手时将相机拉住，不至于
掉到地上而损坏。

二、光线的运用

照片是光与影的艺术产品，将光线称为摄影的灵魂一点也不
为过。要拍摄好照片，就不能不掌握光线这个关键的元素。

1、光线的性质

（1）直射光

在晴朗的天气里，阳光没有经过任何遮挡直接射到被摄者身
上，受光的一面就会产生明亮的影调，不直接受光的一面则
会形成明显的阴影，这种光线称为“直射光”。在“直射
光”下，受光面及不受光面会有非常明显的反差，因此容易
产生立体感。

当太阳被薄云遮挡，阳光仍会穿透白云扩散，这时所产生的
照明反差将会降低，非常适宜于人像摄影。

（2）散射光

在阴天，阳光被云层所遮挡，不能直接射向被摄对象，只能
透过中间介质或经反射照射到被摄对象上，光会产生散射作
用，这类光线称为“散射光”。由于散射光所形成的受光面
及阴影面不明显，明暗反差也较弱，光影的变化也较柔顺，
因此产生的效果比较平淡柔和。

“直射光”会产生反差较强的光线，致使阴影较浓厚，调子
变化较少，所拍出的影像线条及影调较硬。而“散射光”会
产生反差较弱的光线，故阴影较淡，调子变化较丰富，会得



出较软的柔和的影像线条及影调。所以摄影者应根据不同的
情况选择适合的光线。

2、光线投射的不同方向

拍摄同一个景物，运用不同方向投射来的光线会产生不同的
效果。

（1）顺光

从照相机背后而来，正面投向被摄对象的光线叫做“顺光”。
“顺光”照明的特点是：被摄对象绝大部分都直接受光，阴
影面积不大，对象的影调比较明朗。这种光线形成的明暗反
差较弱，对象的立体感主要不能靠照明光线反映出来，而是
由本身的起伏表现出来。因此立体感较弱。

（2）前侧光

从照相机左后方或右后方投向被摄对象的光线叫做“前侧
光”。受光的对象大部分都会受光，产生的亮面大，所以影
调也较明亮，对象不受光而产生阴影的面积也不会太大，但
已可以表现出对象的明暗分布和立体形态。这类光线既可保
留比较明快的影调，又可以展现被摄对象的立体形态。

（3）侧光

来自照相机左侧或右侧的光线叫做“侧光”。它会使被摄对
象的一半受光，而另一半则处于阴影中，有利于表现对象的
起伏状态。

由于“侧光”照明使对象的阴影面积增大，因此画面的影调
不亮不暗，明暗参半，不及由“顺光”和“前侧光”产生的
那样明快，但亦不会太阴沉。立体形态表现会较好。



（4）侧逆光

来自照相机的左前方或右前方的光线叫做“侧逆光”。它令
对象产生小部分受光面和大部分的阴影面，所以影调会较阴
沉。这种照明方法在对象上产生的立体感会比“顺光”的好
一些，但仍然偏弱。

（5）逆光

“逆光”是由被摄对象背后射来，正面射向照相机的光线。
被摄对象绝大部分处在阴影之中。因光线的对比较弱，所以
立体感也较弱，影调比较阴沉。可是，“逆光”可以用来勾
画物体的侧影和轮廓，还可以突现物体的质感和形状，清楚
地展示对象的线条。在明朗的天气下使用“逆光”更会创造
出一种强烈的反差。

（6）顶光

光线由被摄对象上方而来的谓之“顶光”。日正当中的太阳
光便是一个好例子。“顶光”常会在被摄对象上造成强大的.
阴影，若用于人像摄影，则人脸部的鼻下、眼眶、颚下等处
会形成浓黑的阴影。

（7）底光

“底光”的光源位于被摄物的下方。这种光线在日常生活经
验中较少见，故有怪异和戏剧性的效果，在一般摄影场合应
用较少。

3、光线的反差

“反差”指的是被摄对象上“最亮”与“最暗”的色调关系。
所谓“反差强”，是指光线在主体身上呈现的最亮部位与最
暗部位的差别大，而且由最亮到最暗的转换过程中变化非常



剧烈，对比度非常强烈。相对的，“反差弱”，表示最亮部
位与最暗部位的差别不太大，由最亮到最暗的转换过程中变
化非常柔顺，令色调很丰富。

三、摄影的构图

构图是在照片有限的空间内处理人、景、物的关系，并将三
者安排在画面中最佳的位置以形成画面特定结构的过程。

构图最主要的目的是如何强调及突出主题景物，同时把繁琐
的、次要的东西恰当地安排为陪衬。好的构图令照片看起来
均匀、稳定、舒服、有规律，而且可以引导视线到主题点。
构图不当，会出现杂乱、左右不平衡、头重脚轻及因主题过
多反而变成没有视觉焦点等问题。

1、构图注意事项

要获得好的摄影构图，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照片不应太过单调，否则照片会显得呆板。但也不应太
复杂，否则会令人觉得混乱。

（2）要选择适合的背景。好的背景不但有助于衬托主题及突
出主角，亦会丰富照片的内容，增添画面的色彩。

（3）要了解人、景、物三者在照片中的关系，并适当地安排
它们，以有效地表达主题，避免喧宾夺主的情况。

（4）要考虑各个景物色彩上的对比。鲜明的对比有助于突出
主题，但若颜色混乱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5）要掌握光线的照射角度以及所产生的明暗阴影，它们都
会影响照片的色彩和效果。

（6）要多利用照明、透视、重叠和影纹的层次变化，这将有



助于在平面的照片内增加立体感。

2、以不同的拍摄角度造出不同的构图

大多数拍摄对象都是立体的，它们呈现出许多面。有正面、
侧面、背面、顶面及底面。同一个对象，拍摄的方位角度不
同亦会令画面展现出多种多样的构图效果。所以在拍摄之前
应选取不同的方位、角度对物体作观察及比较，从中找出一
个最佳、最可表达主题、最生动的视点，以找到最合适的构
图。

（1）正面拍摄。

正面拍摄是一种最常用的摄影角度。正面拍摄可以产生庄严、
平稳的构图效果。但平稳的线条、对称的结构也会因缺乏透
视感而显得呆板。而且很多时候会因为对象的受光情况相似
而不能突显对象应有的立体感。

（2）侧面拍摄。

用斜侧的摄影角度，画面上原来的并行线条变成了斜线，具
有纵深感，能将人的视线引向深处，增强立体感。而视线跟
随斜线延伸，也会使画面变得生动。随斜侧方位的角度变化，
其透视效果也会出现有趣的改变。

（3）仰视拍摄。

仰视拍摄指的是向斜上方的角度进行摄影，多用于拍摄高大
的景物。这种拍摄角度既可以拍到高大景物的全景，又可以
形成垂直地面的线条向上汇聚的透视感觉。还可以突出对象
的高耸特性，增加压逼感。

（4）俯视拍摄。



俯视拍摄就是从上向下进行拍摄。在高处作俯视的拍摄可以
将大范围的景物都拍下来，所以在广角的风景摄影中会经常
应用到。在人像摄影中使用俯视拍摄方法，可以为主角带来
一种纤秀的效果。

3、构图的“三分法”

“三分法”是由希腊的数学家提出来的。摄影者将其运用在
照片的构图上，往往可以拍出很多和谐悦目的照片。具体做
法是：用两条直线和两条横线将画面平均分为9个同样大小的
方格。拍摄时将主题放在直线和横线的交叉点上。

“三分法”可以应用在任何人物和景物的摄影上。

4、背景与前景的选择

背景或前景与主题在色彩、形状、线条、质感、明暗上的不
同会造成反差，形成对比，有突出主题之用。

（1）简单柔和的背景。

简单的背景不会抢去主题的地位，有利于突出主题。但过于
简单及单调的背景却会使照片过于呆板。

（2）避免杂乱的背景。

杂乱的背景会使照片看起来非常混乱，更甚者会令人辨别不
出主题是什么。

（3）避免前景有太多的人和物。

如果前景有太多的人和物，将难以突出主体，会严重破坏照
片的整体效果。

5、摄影构图的基本模式



（1）构图均衡平稳

均衡，就是平衡。它区别于对称。用这种形式进行构图的画
面不是左右两边的景物形状、数量、大小、排列的一一对应，
而是相等或相近形状、数量、大小的不同排列，给人以视觉
上的稳定，是一种异形、异量的呼应均衡，是利用近重远轻、
近大远小、深重浅轻等透视规律和视觉习惯的艺术均衡。当
然均衡中也包括对称式的均衡。

均衡式构图，给人以宁静和平稳感，但又没有绝对对称的那
种呆板无生气，所以是摄影家们在构图中常用的形式，均衡
也成了摄影构图的基本要求之一。

要形成均衡式构图，关键是要选好均衡点（均衡物）。什么
是均衡点呢？这要从艺术效果上去找，只要位置恰当，小的
物体可以去与大的物体相均衡，远的物体也可与近的物体求
均衡，动的物体也可以去均衡静的物体，低的景物同样可均
衡高的景物。要多加实践和学习，用好这种艺术技巧。

（2）打破均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新潮的摄影家认为均衡刺激性
不强，反映不出新时代的生活节奏和特点，他们主张打破均
衡，而且也在实践他们的观点，拍出了一些不均衡的作品。
我们把这些作品的构图形式，称为非均衡式构图。生活是多
种多样的，现实生活中既有均衡也有不均衡。只要是内容的
需要和创作意图的需求，形式可以任意选择。

非均衡式构图具有不稳定，不和谐，紧张刺激、动荡不安等
特点。从景物形象上来表现动势较为理想；从心理反映上用
来表达烦燥不安的情绪、不协调的动作或不一致的注意力和
不同的表情等，具有优势；如展示战争的残酷、革命风暴、
狼藉现场等场面，亦可取得好的视觉效果。



（3）框架式构图

框架式构图是用一些前景将主题框住。常用的有树枝、拱门、
装饰漂亮的栏杆和厅门等。这种构图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
到主题上，有助于突出主题。另一方面，焦点清晰的边框虽
然有吸引力，但它们可能会与主体相对抗。因此用框架式构
图多会配合光圈和景深的调节，使主体周围的景物清晰或虚
化，使人们自然地将视线放在主题上。

（4）直角三角形式构图

直角三角形式构图一般是以画面的一个竖边为三角形的一个
直角边，底边为三角形的另一个直角边。这种构图大都注意
被摄物的方向性。景物的运动方向或面向应该对着三角形的
斜边，使运动物体的前面或景物的面向前留有空间，给以出
路。

直角三角形式构图，在横幅或竖幅画面中均可选用，其特点
是竖边直线可显示景物之高耸，底边横线又具有稳实、安定
感，并且富有运动感，具有正三角形式和倒三角形式构图的
双重优势，同时左右直角边灵活多变，很受摄影家们的喜爱，
所以使用较多。

直角三角形式构图的灵便性还表现在底边长竖边短或底边短
竖边长均可选用，只要三个角中有一个角可形成直角，便可
用这种形式构图。

（5）圆形构图

圆形构图是把景物安排在画面的中央，圆心正是视觉中心。
圆形构图看起来就象一个团结的团字，用示意图表示，就是
在画面的正中央形成一个圆圈。

圆形构图，除了圆形物体以这种图式表示其圆外，实际上有



许多场景可用圆形构图表示其团结一致，既包括形式上的，
也包括意愿上的。如许多人围着一个英雄模范在签名，不少
少年儿童正聚精会神地听老人讲故事，小朋友们围着圆圈做
游戏等，均可选用圆形构图。

圆形构图给人以团结一致的感觉，没有松散感，但这种构图
模式，活力不足，缺乏冲击力，缺少生气。

（6）s形构图

s形实际上是条曲线，只是这种曲线条是有规律的定型曲线。s
形具有曲线的优点，优美而富有活力和韵味。同时，读者的
视线随着s形向纵深移动，可有力地表现其场景的空间感和深
度感。

s形构图分竖式和横式两种，竖式可表现场景的深远，横式可
表现场景的宽广。s形构图着重在线条与色调紧密结合的整体
形象，而不是景物间的内在联系或彼此间的呼应。

s形构图最适于表现自身富有曲线美的景物。在自然风光摄影
中，可选择弯曲的河流、庭院中的曲径、矿山中的羊肠小道
等等，在大场面摄影中，可选择排队购物、游行表演等场景；
在夜间拍摄时可选择蜿蜒的路灯、车灯行驶的轨迹等等。

（7）十字形构图

十字形是一条竖线与一条水平横线的垂直交叉。它给人以平
稳、庄重、严肃感，表现成熟而神秘，健康而向上。因为十
字最能使人联想到教会的十字架，医疗部门的红十字等，从
而产生神秘感。

十字形构图不宜使横竖线等长，一般竖长横短为好；两线交
叉点也不宜把两条线等分，特别是竖线，一般是上半截短些
下半截略长为好。因为两线长短一样，而且以交点等分，给



人以对称感，缺少了省略和动势，会减弱其表现力。

十字形构图的场景，并不都是简单的两条横竖线的交叉，而
是相仿于十字形的场景均可选用十字形构图。如正面人像，
头与上身可视为垂直竖线，左右肩膀连起来可视为横线；建
筑物的高与横的结构等。也可以这样讲，凡是在视觉上能组
成十字形形象的，均可选用十字形构图。

四、光圈、快门、对焦、景深

曝光的控制主要取决于光圈的大小和快门的速度。要学会手
动拍摄就必须学会光圈与快门的设定配合。

1、曝光量与光圈的关系

光圈是照相机镜头中可以改变大小的孔洞。它控制进入镜头
的光线量。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光圈开得越大，通过
镜头进入的光量就越多。这就好比房间里的窗子，它开得越
大，进来的光线越多。

光圈的数值通常用f-stop值来表示，要注意的是：f-stop值越大，
光圈开得反而越小。例如：f16的光圈就比f8的光圈小。

在快门速度不变时，光圈的大小决定了相片的明暗。光圈太
大，曝光会过度，照片就会白茫茫一片。光圈太小，曝光会
不足，照片就会是黑漆漆的。

2、曝光量与快门的关系

快门是控制光线进入的闸门。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快
门速度越高，通过镜头进入的光量就越少。反之亦然。它相
当于开窗子时间的长短。

光圈与快门都可以控制曝光量，它们的组合是控制曝光量的



主要因素，并互相影响着。如果将光圈收小一级（例如由f/4
收小至f/5.6），将快门速度调慢一倍（例如由1/60减至1/30），
它们的曝光量是一样的。

3、对焦的重要性

对焦是指将镜头对准被拍摄对象后，调整镜头的焦距，使图
像变得最清晰的过程。只有对焦正确图像才可能清晰，否则
图像就是模糊的。

4、景深与光圈、距离、焦距的关系

景深的“景”是指我们要拍摄的景物，“深”就是清晰度的
纵深范围。当镜头对焦于拍摄目标时，这一点对应在ccd感光
元件上能清晰成像。它前后一定范围内的景物也能被记录得
较为清晰，这个范围就是景深。

景深越大，纵深景物的清晰范围也就越大。景深越小，纵深
景物的清晰范围也就越小。

影响景深的三大要素是：

（1）光圈：在镜头焦距及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光圈越小，景
深越大，反之亦然。

（2）距离：在镜头焦距及光圈不变的情况下，越接近拍摄的
目标，景深越小，越远离拍摄的目标，景深越大。

（3）焦距：在距离及光圈不变的情况下，镜头焦距越短，景
深越大。即短焦镜头的景深大，长焦镜头的景深小。

读完周易的个人感悟篇五

相传古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



易》，前二者皆已失传，现仅存《周易》。《周易》是我国
最早的文化典籍之一，分为《易经》和《易传》。《易经》
成书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是古人创造的符号体系和占
卜之辞的汇编，包括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

就《易经》本身而言，的确有占卜及预测未来的成分，但是
实际上这是一部揭示事物变化根源，引导人们理性生活的书
籍。而《易传》则是现存最早的解读《易经》的著作，成书
于春秋战国之际，《易传》不是简单的谈生活法则，而是谈
生命法则，并对君子提出了诸多要求，希望人人做君子，做
一个顶天立地有智慧的人。

那《周易》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一部写神写鬼的封建迷信之作
吗?仅仅是我们现在用来推算运势的工具吗?不，《周易》应
该是我国唯物主义的起源，它揭示了最简单的道理和事物变
化的基本规律。《周易》认为，万事万物是呈现周期变化的，
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变化的本身是变化的，而且永远
都在变，但是这条规律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它提倡我们人
类每个人都要去适应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要掌握基本的大
法则，才能预知、把握万事万物的变化。

我最先读《周易》其实只是感慨于其中的推理演算之术，因
为我曾经看过一部盗墓小说，其中正是以一部《连山易》为
开端，引出一段段云波诡谲的故事来。但是当我开始读之后
才发现，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心灵鸡汤”了。《易经》里
强调是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是一种闻过应改的生
活习惯。

《易经》六十四卦里有吉有凶，但以吉卦为主，鲜有大凶，
这间接说明了，我们的祖宗可能是个天生的乐观派，但这并
不是说他们没有忧患意识。如果占到吉卦，就预示行事顺利，
可以放手去做;如果遇到凶险的卦象，可能预示着曲折和困难，
所谓大道五十，天衍四九，这可能是一次考验你的机会，看
你是否能抓住一线生机，趋吉避凶。但是，如果你欲望太多，



总是不知足，就是过分，不管是“大过”还是“小过”，都
是不利，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持常态。

这使我想到《论语》中说到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和佛教里说到的“求人不如求己，求佛不如求我”，我们求
神拜佛正是由于我们有太多欲望，要健康，要工作，要事业，
要爱情，什么都要，却不愿意自己努力，正如谚语里说到的
那样：“君欲予之，必先取之”，你想得到什么，就要先问
问自己付出了些什么，付出的够不够，如果你有付出，有努
力，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报，你也要相信，万事万物都是周
期变化的，总有一天你的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只是回报的
时间或是方式不一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