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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题材图片的使用特点与误区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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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分布居住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以上。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一直以来都是党报的新闻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少数民族新闻中，新闻图片因具有较强的直接性、感染力，历来是党报版面重点选取的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图片既有与其

它新闻题材一致的地方，更有其自身鲜明特点。具体到版面选取编辑工作中，在遵循新闻一般规律的同时，还要有更新更广的思路和眼

光。 

  真情实意，跳出“视觉疲劳” 

  一张好新闻照片的标准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真、活、情、意”要求至今仍是国内主流媒体较认可的标准。《华盛顿

邮报》评判新闻图片则分四个档次：信息含量、形象价值、情感因素、亲切感。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标准有许多交织之处。具体到个

性化较强的少数民族题材图片，我们认为：民族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党报的贴近性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因此，由真情

实意造就的视觉亲切感，当属党报标准之首。 

  长期以来，各地、各部门发到编辑部的许多民族题材图片，为了表现所谓“民族特色”，往往在题材、构图上都囿于陈规—白族就

是“三道茶”、蝴蝶泉边、织鱼网；傣族就是泼水节、河边洗浴、象脚鼓；彝族就是火把节、踏歌、阿细跳月……诚然，少数民族的习

俗风情、服饰衣着都具有一定特点，但这并不完全代表民族特色，在不断重复中更已失去深层次表现意义。很显然，这类创造“视觉疲

劳”的模式化图片，已很难唤起读者的亲切感。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都有其独特性，仅描摹外在现象只会使作品失去内在的真

实性和亲切感。这就要求图片编辑不能只凭新鲜感或简单印象用事，要踏踏实实地深入到生活中去，认真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性

格特征以及整体发展形势，力求把握住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并正确反映其发展趋势。否则，选取的东西很可能陷于表面化和一般化，

并可能把自己眼中的某种新鲜感强加给表现对象，影响新闻的真实性和表现力。 

  针对此，经过新世纪三次改版的《云南日报》，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力度和深度—相关摄影作品在展现民族特色

时，应摒弃那些浮于表面的现象表现。在图片的拍摄、选取、编辑中，力求特别突出与民族生活、生产、文化、政治相契合的主题，在

反映农业、旅游、文艺活动等常见题材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大具有现代意味的、具有一定“重量”的题材，如科技、医疗、生态和文化

保护、金融等方面的报道。 

  同时，要求特别注意在图片的主题特征、人物表情、整体构成及文字说明中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在之新，揭示其又好又快发展的

基本社会特征。由此，世居大山的佤族青年远赴国内外务工、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白族群众认真保护洱海环境……各少数民族不但能

歌善舞、勤于耕作，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高新领域等各行各业都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反映因符合社会实际、时代特

征，自然唤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 

  尊重事实，反映民族精神 

  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是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因而接触少数民族新闻题材时，党报工作者应充分认识民族



政策特点、民族文化特点以及特定历史背景，把尊重采访对象、尊重新闻事实作为基本出发点。在信息流奔涌的新形势下，传媒对新、

奇的需求明显放大，反映到民族题材新闻图片上，虚假、猎奇倾向不容忽视。 

  服饰上的虚假—采茶、纺织、畜牧的劳动人群竟身着银冠、项圈、珠挂等节日佩饰；以戏剧服装来代替真实服装；正装搭配不合民

族礼俗等。 

  情节上的虚假—编造“生活”，以真人演假事，或干脆以专业人员“代劳”。如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特定时间内青年男女在特定地点

互赠信物表达恋情的风俗，一些照片却常常搞点“规模效应”：在大白天的广阔场地里，一队姑娘一队小伙身着戏剧服装整齐划一同递

信物，摆拍之状一望而知。 

  内容上的虚假—以经过艺术编造和主观安排的活动当作真实的新闻事实，甚至为营造画面效果而张冠李戴，把不同民族的代表物胡

乱搭配安置等。 

  意识上的虚假—画面中既无历史背景，也无现实图像，更缺乏独特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把民族题材混同于一般题材；在形式上搞

模式化，不顾现实变化照搬照抄。 

  更严重的是，由于一些作者缺乏民族知识，片面强调特色，其摄影图片甚至出现了违背民族风俗、伤害民族感情、影响民族团结的

元素。因摄影图片有着文字不可取代的形象性，这类图片一旦公开亮相，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 

  编辑部来稿五湖四海，要防止问题出现，必须在改善源头的同时，牢牢把住出口。对图片编辑而言，既要有“尊重”的主观愿望，

更要具备“尊重”的能力素质— 

  首先，要深入了解、全面把握好党的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在日常相关工作中，编辑的头脑里必须时时都有民族政策意识，

并将其转变为自觉行动，以此为决定图片“生死”的基本标准，就可避免出现政策性、方向性的大错，同时也可较准确地把握住新闻事

实的核心。例如一些比较敏感的民族宗教活动，就应在新闻报道中把握好分寸，在对事实本身给予及时充分报道的同时，着重在图片中

突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重视，突出整个活动欢乐和谐的气氛。对一些过于突出特写、细节以及图文元素比较复杂的画

面，则要特别谨慎对待。 

  其次，要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包括一定的宗教习俗），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代代传承，不断丰富，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占有独特、神圣的地位。文化的组成具有多元性，服装、

生产生活用具、节俗、仪式这些日常景物既是表象，也构成内涵，在图片展示中都需要在准确的前提下予以尊重。更重要的是：文化组

成的一些方面会存在极牢固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内核”发挥着极强的凝聚力，支撑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天空，牵系着其最神

圣的情感。在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里，各民族文化之间在很多方面都可相互认同，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大的误会。但在某些涉及到核心

习俗、禁忌的特殊内容时，还需要特别的理解、尊重。在公众媒体上以图片反映此类题材时，形式上要正面，内容上要正确，画面上要

纯净，在主客观上都容不得亵渎元素。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也在不断地扬弃完善，这就要求媒体从业者能够敏

锐地观察到这种扬弃进程，在工作中跟上节奏，以“扬”为主及时予以正面体现。 

  另外，要了解并学会辩证分析各少数民族以及各民族间关系的历史背景。在茫茫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在各自的发展轨迹中构成了相

对独特的历史背景。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把现实生活中发展变化着的事物，放在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下认真考察，在寻找新闻亮点的同时

规避与大背景不符的特殊元素。 

  更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构成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之间仍然会存在一些不同的背景沿革，而在

地理环境上相距甚远的一些民族间却会存在紧密的心理及现实联系。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懂得在一省、一区、

一国之内研究受众构成，在处理国际新闻和外事新闻图片时，也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一些民族关联性，这对于居住在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

民族尤为重要。同时，还应认真鉴别分析画面的一些非主体细节元素，如背景文字、标语、海报、衣物、“画中画”、符号、旗帜、公

务服装、商标等，坚决避免出现与主旋律相悖的视觉内容。（杜少凌 作者为《云南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来源：《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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