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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楊正裕

在很多年前，當我剛開始接

觸天文時，閱讀許多日本

的業餘天文刊物，常常被日本的天文

同好拍攝的天文攝影作品感動，尤其

是以魚眼鏡頭拍攝全天域的星空，可

以一次展現整個蒼穹，把天空化成一

個平面圓形，容納在的一張相片之

中，這樣的作品在我心中留下極深的

印象，於是便想要起爾效法，希望有

朝一日存夠錢，也要買一套專業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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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儀器來拍自己想拍的星空。

後來在天文社玩了好幾年，對天文和攝影

有比較深入的認識，發現業餘的天文同好往往

是從市面上販賣的一般攝影器材中，挑選合適

的器材來拍攝星星，要說真的攝影器材行不賣

的天文攝影器材，也只有赤道儀而已。於是我

得知，１３５單眼相機的眾多可交換鏡頭中，

有拍攝範圍達到一百八十度以上的「魚眼鏡

頭」，也就是說，用那種鏡頭拍東西，可以同

時涵蓋鏡頭由左至右所有的景物，似乎能夠達

成我想要的目標。不過魚眼鏡頭又有分二種，

一種是「圓形魚眼」另一種是「對角線魚眼」，

顧名思義，圓形魚眼鏡頭是在一張１３５底片

上成一個圓形的影像（其他的地方是黑的），

容納鏡頭四周由正左邊到正右邊、正上方到正

下方的所有景物，如果用來拍攝星空，一定可

以拍到全天域的景物。另一種對角線魚眼鏡

頭，用它來拍東西，只有照片上的對角線才有

涵蓋一百八十度，也就是說，拿它裝在１３５

相機上，不能拍出全天域的效果。

我覺得找到人生的方向，存錢買一支圓形

魚眼鏡頭，創作我的天文照片！就在此時，我

再次研究日本同好的作品，從他們的拍攝資料

發現他們不是用圓形魚眼鏡頭去拍，而是用對

角線魚眼鏡頭，更好玩的是，他們是用１２０

底片去拍，真是太驚人了！１３５相機鏡頭可

以搭配１２０相機，原來這其中還有這種「密

技」，幸好我沒有一時衝動，於是我決定好好

研究再行動。請教許多前輩之後，終於搞清楚

我所嚮往的全天域星空要用甚麼器材拍攝了，

就是要自製一台可以安裝１３５相機鏡頭的１

２０相機。

自製相機之前，首先要知道照相機的工作

原理，現代照相機具備幾個主要的部份，鏡

頭、光圈、快門和底片。鏡頭負責收集被攝物

的光線，在焦平面上匯聚成一個實像；光圈負

責控制底片曝光時，通過鏡頭光線的量；而快

門則負責控制底片曝光時，底片受到光線照耀

的時間長短；而底片位在焦平面上，當它曝光

時，將鏡頭匯聚的實像，以化學變化的方式記

錄下來。因此我們知道一台相機，至少要具備

鏡頭、光圈、快門和底片這四個部份。

此外，就光學鏡頭來說，鏡頭中的鏡片都

是圓形，如果鏡頭中光線的路徑上，沒有非圓

形的光欄，基本上，鏡頭收集被攝物的光線，

在焦平面上匯聚成的實像，會構成一個圓形影

對角線魚眼鏡頭影像圈與135 底片(黑框範圍)之比較 未裝上魚眼鏡頭的全天域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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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圈，影像圈大小取決於鏡頭的設計，一般鏡

頭的影像圈會完全涵蓋一格底片，如果是影像

圈比較小，底片上就會有曝不到光的暗角。所

以我們知道為甚麼會有圓形魚眼鏡和對角線魚

眼鏡之分，因為圓形魚眼鏡的可拍攝的範圍是

一百八十度，而影像圈小，可以完全投射在底

片上，所以拍攝出來的照片就是一個圓形。對

角線魚眼鏡的可拍攝的範圍也是一百八十度，

而影像圈的直徑與單格底片對角線相當，影像

圈投射在底片上僅能涵蓋影像圈的中央區，於

是由它拍攝的照片就只有對角線是一百八十

度。明瞭上面的道理以後，便可以知道如何將

１３５相機鏡頭搭配１２０相機。

１３５底片長邊３６ｍｍ短邊２４ｍｍ，

對角線約長４３ｍｍ，１３５相機用的對角線

魚眼鏡影像圈大概就是４３ｍｍ；１２０底片

寬５６ｍｍ，１３５相機用的對角線魚眼鏡影

像圈完全可以容納進去。所以說１３５相機用

的對角線魚眼鏡對於１２０底片來說是圓形魚

眼鏡。

弄清楚要怎樣拍出像日本同好的作品之

後，便要開始規劃如何自製這台相機，自製的

相機也是要具備鏡頭、光圈、快門和底片這四

個部份，１３５相機鏡頭中都有光圈，市面上

也可以找到１２０相機的交換式底片盒，最後

只缺快門這一項，如果自製的相機只想用來拍

星星，可以利用底片盒前方的遮光片作快門，

這個遮光片本來是相機在交換底片盒時，避免

底片感光之用，拍照時要拿掉，如果長時間曝

光拍攝星星，就可以於曝光時移除遮光片，曝

光完成時再裝回去，這樣就有如同快門的效

果。假設這部自製相機除了長時間曝光拍星星

以外還有其他用處，那就要找一個「鏡間快

門」來用。

鏡頭、快門和底片盒三者來自不同的相機

系統，沒辦法直接湊在一起使用，現在要把它

們結合，必須仰賴機械加工製作一些連接零

件，作為鏡頭、快門和底片盒這三樣東西間的

連接介面，這是最花心思的工作。不過有志者

事竟成，終於完成了這個多年的夢想。

現在我這部自製的全天域相機，不僅是我

的天文攝影利器，也有同好會來借用，飄洋過

海去觀測，我或許沒有機會看遍全世界的星

空，但許多同好可以利用這部相機紀錄各地的

星空，然後再讓大家觀賞，這也是一大樂事。

作者：資深天文攝影工作者

鏡間快門 改裝望遠鏡頭,也可以拍星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