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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幸福叫全家福

上海人家几乎每个家里都会有一张温馨美满、其乐融融的全家福照片。有的被放大裱

框，高高地悬于客厅的墙壁上；有的被小心保存，默默地藏在老旧的相册里……

而彭小溪的电脑里却存着上百张形形色色的全家福，这些都是她的，却又不是她的。因为

她是一个全家福摄影师，这些都是她为不同家庭捕捉下的幸福画面。

彭小溪原本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到一家销售孕妇产品的公司做后期。但那时，公司

缺少摄影师，还没来得做上程序员的正经工作，彭小溪就临时被拉去当了救兵。虽然，彭小溪当

时并没有任何摄影经验，公司也义无反顾地丢给她几本摄影书让她自学。彭小溪至今还对那本

被业内人士称之为“纽摄”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印象深刻，它曾是很多摄影师的入

门教材，也成了彭小溪的启蒙老师。

公司安排了一间很小的房间给彭小溪用作所谓的摄影棚，设备也极其普通，照相机连单反

都不是，“我那时用的是佳能PRO 1，虽然镜头是红圈的，但镜头是不能拆换的。当时用的也不

是闪光灯，而是常亮灯。”匆匆上手后，彭小溪就开始给孕妇拍照，起初自然是不专业的，但因为

公司刚起步，对照片的要求也不高，她就这样一直自己琢磨着拍了两三年。

因为公司提供摄影条件非常有限，彭小溪觉得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于是就辞了职准备单

干。彭小溪报名参加了摄影职业培训班，一路从初级读到了高级摄影技师，这六七年的时间

里，她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专注于人像摄影。

以前老上海电影里，照相馆门口的招牌式全家福，总是要在照相馆的通用背景前，人人笔直站

好，目不斜视地看着镜头。以彭小溪拍摄全家福的经验来看，现在的拍摄手法已经变得越来越

多样化了，它不再局限于这样的棚拍，摄影师往往是被上海家庭请上门来，因此，在地点的选择

上，只要自己喜欢，到处都可以拍。风格上则是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居家。

让彭小溪拍照，不需要死板地摆拍，“摆也要摆，但是要摆中带抓，不然你就让他们一直干

笑，拍出来很容易就是笑僵了的表情，效果自然不会好。”彭小溪曾经拍过一组大人和宝宝都不

穿衣服相拥在一起的照片，非常有新生的感觉，“这种自然和简单比给孩子换上各式服装其实

要好得多。”但上海的新爸爸特别是新妈妈，给小孩子拍照特别喜欢让他们换衣服，“经常碰到

孩子都不笑了，甚至哭了，家长还一个劲地要给孩子换衣服。”

彭小溪拍的全家福很是接地气，这就要说到彭小溪的老师——曾任王开照相馆总监的王

伯杰。王开照相馆是中国照相业老字号，也是上海滩的第一家照相馆，王伯杰老师傅从17岁开始

投身摄影，四五十年的从业经历让这位人像摄影的“老法师”备受称道。

彭小溪在机缘巧合下结识王师傅后就一直非常投缘，“师傅比我大三十岁，生日差一天，这

就是一种缘分。”王伯杰的摄影作品比较讲究光影的处理，虽然师傅的手法偏于“老派”，但彭

小溪认为，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她跟着王师傅学摄影，学到了很多门道。比如，很多人拍照都很

容易紧张，动作僵硬，表情也不自然，但王师傅都能很好地化解这份尴尬。师傅会很自然地跟

被拍摄者开些小玩笑，先把他们逗乐就能自然地放松下来。期间也会拉些家常，使得相互很快

就熟络起来。

上海海纳百川，为了让来自各地的顾客都能亲切交流，王师傅学说很多种方言，这也是帮

助他来消除陌生感的一大利器。放松的状态让双方都能更快地进入角色，彭小溪学到了师傅的

这一招后，也做了些更适用的改良，“为了让被拍者笑起来自然，我采取的方式是，一开始不让他

们笑，在我要拍的时候逗他们笑，这时候再按下快门。”

全家福照片虽然在地域上的区别并不大，但在拍摄过程中，彭小溪往往能感觉到上海和北

方家庭的差异。“上海人要求细致一点，而北方人则会着急一些。比方说，如果拍照时碰上家里

的小孩子在哭闹，北方的爸爸会很生气，佯装甩手走人来吓唬孩子。而上海的妈妈则是对自己

的形象格外在意。”

帮人拍了无数的全家福，彭小溪自己却没有张“像样”的全家福，因为家里人都天南地北

的，很难相聚，所以很难约时间好好拍照，她们家的全家福只是在酒店里让服务员帮忙用手机

拍的。“虽然是手机拍的，但我外婆还特意做个框挂在墙上。”因为在外婆眼里，全家福未必需

要拍得多漂亮，全家都聚在一起了就是福。

My Shanghai
我的上海 如果没有被指派去学摄影，彭小

溪可能还是一名安静的“女程序
员”。但是现在作为一名出色的人
像摄影师，10年里，她已经为上海
100多个家庭拍摄了全家福，她变
身很多家庭钦点的“御用摄影”。

文 l 蔡娴    图 l 受访者提供

问答 Q&A

Q=生活周刊   A=彭小溪

Q:上海人是不是都喜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拍全家福？

A:很多人的确会因为节日和纪念日等原因来拍全家福，但

有的则把拍全家福当作了一种习惯。我有很多熟客都有每年拍

一张全家福的习惯。有的从孕妇开始就找我拍，等孩子出生了也

继续每年来拍一张全家福，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我觉得，能这

样将每年的变化拍摄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录，尤其对小孩子

来说。

Q:碰上十几二十人那些一大家子的全家福，怎么去掌控

让每个人拍出来的表情都是好的？

A:主要靠找准时机来抓拍。人多的话就多拍几张，从中

挑选一张效果好的，如果实在不行，总是存在有人眨眼的情

况，就会考虑用后期修图将另一张好的表情抠出来替换上。

Q:全家福的后期修图需要做些什么处理？

A:虽然现在PS技术非常发达，但我不太喜欢让PS等后期

技术过度介入。除了对人像皮肤的基本处理之外，我不会把图

修得太过分，那样会显得很不自然。修图方法主要是用画笔将

图像上一些光影明暗过渡得自然一些，所以，后期制作其实是

修光影，不是修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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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雾里
文 l 黄燕伟     图 l 於光华

只要相机在於光华的手里，他就没有停止过找寻这种美

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三清山总是朦胧、飘渺的人间仙

境。他镜头下的三清山是云雾缭绕下的清虚之境，宛如一幅泼墨

画卷向我们徐徐展开。

於光华
职业摄影师

摄影教师Q&A

Q:您摄影最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为什么？

A:我其实拍得很杂，这与我早期学美术与平面设计有关。但

归结一下，还是以城市与人文为多。尤金·阿杰、玛格丽特·怀

特、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布列松、日本的箱山淳一等都是影

响我风格的人物。但这些都是属于摄影者的“大众情人”，从现实

意义上来说，还要看如何消化与如何能把这些风格保存于下意

识与潜意识之中。

Q:去日本留学期间也一直坚持摄影吗？受何种日本风格

影响？

A:1988年赴日留学，学的是与平面设计有关的课程。写论文时

需要有图片搜集使我拿起了相机，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就职时

找了三菱造纸现像所，超大量实践磨练，使短时间内对成像原理

得到了高度的理解并烂熟于心。另外，师从名家林宏树先生学习广

告摄影，2000年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自己的studio并以此为生。1995年

元旦我在上海美术馆办了第一个摄影个展。之后的展览作品，从

风格上受到影响很大的还数细江英公先生的后期作品。

Q:拍风光片有什么自己的风格？

A:摄影的力量，应该是借助形式而超越事物的表象，显示

事物所折射出来的某种精神特质。此外，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注

解。风光片亦如此，如果不注重单纯之物、物物之间、乃至构想之

物像的形式感、注入无以言表的想象，是难以得到照片的内涵与

值得咀嚼的味觉。结合上述的下意识与潜意识的协调，便会在临

场找到理想拍摄风格。

Q:我看过 您 最近拍的一组《云里雾里三清山》的照

片，细雨中的三清山给你怎样的印象？为何选择这样的图片

处理方式？

A:雾遮住了一切又显现了一切。现实变成一个显影的过

程，时时都在变换中，每一个瞬间，明与暗，清与浊都彼此纠缠形

影不离，相互分离又相互融合，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

世界。希望这组三清山摄影成为与迷雾共存的黑白水彩吧。

全家福站位有讲究

全家福拍摄一般都是让人物站成一排或者几排，这种位置

的安排通常用于拍摄人员比较多或者几代同堂的家族合影。这

时候可以让长辈先坐下，再将中年或者年轻的夫妻安排在长辈

后面站立，孩子们则依偎在老人们的脚下或者左右，一般都是年

纪越小的，越排在前面。这种安排主次分明而且形式集中，又能

表现出家庭的温馨。

知道多一点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