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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不惊人誓不休——电视摄像记者素质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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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电视是一门声画有机结合的综合性视听艺术，画面信息量的大小构图是否完

美、准确，直接影响到电视节目的质量。一个优秀的电视记者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按动摄像机开

关，记录下眼前景象的“记录员”，更不是一个“按图索骥，被动听命于编导摆布的“操作

员”。笔者认为，一个合格的电视摄像记者在娴熟地掌握电视摄像设备技术性操作基本技能的

前提下，还应努力培养具备强烈的“‘画’不惊人誓不休”的创作理念和追求。而这些有赖于

如下意识的培养和积淀。 

  一、吃苦意识 

  电视摄录设备自身的构造决定了电视记者就“劳动强度”而言，先天就要付出比“文字记

者”多得多的艰辛与劳顿。酷暑炎夏，摄像机会因过度的高温而“自我保护”停止运转，摄像

记者却不能因贪图安逸，退而“室内作业”；纵然滴水成冰，你也得有“往冻僵的手上哈口热

气重新按下摄像机开关”的耐受力，否则你不是失去抓取“活鱼”的良机，就是拍回来一堆毫

无价值的“万能”画面。难怪观众指责不少电视节目换掉解说内容(用同样的画面)照样能行。

以散见于电视媒体的会议报道为例，“人头接人头”，三五组镜头堆砌了事，这几乎成了某些

电视会议新闻的固定模式，哪怕融入一两组与会议内容相吻合的现实场景或资料也不至于使这

类节目让人如此生厌。１９９３年冬天，为了抓拍到追捕特大拐卖麻醉儿童案的主犯，解救出

众多被拐卖的儿童，我肩扛三十多斤重的摄像机与干警一起连续守候了三个冬夜，终于拍到了

第一手珍贵的现场资料。该资料不仅中央台等多家媒体使用，该节目还获得了国家级二等奖。 

  二、抢位意识 

  能否抢占最有利的位置，选取最佳拍摄角度是衡量一个电视记者新闻敏感性和电视镜头意

识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众多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同一新闻事件现场的拍摄是反映一

个电视记者独特观察视力(视点)的重要标准。业内人士戏言：在采访现场衡量一个记者称职与

否，关键在于看你是否能准确出色地抓取自己所需要的素材，而不是看你是否讲求“礼仪”，

懂得“礼让”。此言虽不足全取，但对那些缺乏创作主动性，不肯为拍好一组镜头动一丝脑筋

的创作者却有值得思考之处。国外曾有一名电视记者在拍摄一次飞行表演时，突然一架飞机失

事，他下意识趴下之后，强烈的新闻敏感使他不顾安危立即站了起来，手中的摄像机一直处于

运行状态，摄录下了这难以预料的灾难全过程，他也因此获得了国际大奖。由此你也可以想

象，也只有那些“跑前追后”，“上蹿下跳”，甚至不顾“体面”为拍好一个镜头而跪在或趴

在地上的记者们才与鲜花和奖杯有缘。当你在静心欣赏意境悠远、酣畅无穷地反映客家人历史

与现状的《寻找逝去的家园》时，你会顿生对“中国航拍第一人”赵群力的深深的敬仰与缅怀

之情，中国电视人该为他献身电视事业的壮举而自豪。 

·传媒人才的复合型历练  

·新闻毕业生的素质缺口  

·名记者眼中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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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编辑意识 

  也许有人会说，电视摄影记者只要考虑好光线，把握好画面构图，拍出好画面就可以了。

其实不然，无论电视新闻，还是电视专题，都是剪辑艺术，画面是电视节目的基本元素，合理

组接才能构成有机的画面“语言”。创作实践中常出现这样的现象：电视记者拍下了一大堆画

面素材，到了编辑手中却筛选不出“有效”的画面，难以结构成片，这是因为摄影记者在拍摄

时忽略了剪辑原则的要求。简单地讲，比如同一场景、同一景别的一组画面是根本无法剪辑在

一起的；又如“跳楼”的镜头因为容易引起运动感的错乱也不可直接剪接，这就是说如果电视

记者在拍摄时不考虑(甚至根本就不懂)基本的编辑原则要求，那么他所拍摄的画面只能是一堆

多而无用的“废品”。一个好的电视摄影记者所拍摄的东西，应该是对编辑创作构想的拓展和

丰富。可以想象，有了摄像师顾长卫独具韵味的画面提供，也就有了著名导演张艺谋的作品誉

满海内外的广泛影响。 

  四、审美意识 

  电视作品只有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才能起到寓教于乐的宣传效果。好的电视记者有责任把具

有审美价值的电视画面奉献给电视观众。这种审美价值除了体现画面的稳定性，光与影的合理

配置外，还应该充分考虑画面应具有的信息量、情感色彩的准确把握等方面。 

  画面信息量是指每幅画面所包含的有效信息含量。比如常规采访中被采访者的背景是否整

洁有效，是否考虑最大限度地使用有动感因素的画面，是否给观众提供了有活力的画面和有寓

意的画面等。创作实践中往往由于摄像的疏忽，在采访画面中出现了不合时宜和有悖社会风尚

的不健康内容，甚至出现有严重政治倾向错误的内容。首开中国电视创作“纪实片”先河的

《望长城》，广为电视同行及观众所称赞，然而随之而来不计其数的效仿者，由于缺乏对纪实

作品拍摄原则审美意识的深入研究与准确把握，也曾一度使纪实作品的创作陷入误区。 

  总之，电视记者不能仅仅把摄像工作当做纯技术性的简单操作，任何认识的偏差与疏忽都

会直接影响对舆论导向的把握，进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社会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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