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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华商报》的新闻图片板快的操作 （作者：巩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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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都市报的版面要求图文并重，这已然成为报业同行的共识。但由于报纸定位的不同，各地不同的报

纸在操作图片新闻这个板快时，却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由于我们的报纸比较年轻，加之我们改版的时间只有短短

的4年时间，所以我们《华商报》在图片新闻的操作上只采取了比较简单有效的几种做法： 

     一，坚持以大图作为报纸的卖点。 

     《华商报》一直坚持在头版安排一张大图，并以此为自己最为个性鲜明的形象标识。头版的图片一般不小于4栏

（注：3.7厘米为1栏）；好图片不少于5栏；冲击性强的点睛图片占据7栏的位置，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设立视觉中

心，避免版式的沉闷。像2000年12月的洛阳大火的报道，《华商报》一版上没有一条纯文字的消息，整版都是图片，

当日的发行量就比往日的多出5千份。还有2001年6月的发生西安长安县城的解救人质，我们就在一版用4张图集中反映

这个热点新闻，市场的效果十分好，当天不到12点，所有报纸售磬。我们对一版大图的要求是必须做到'5步3秒'，就

是说在5步之外3秒之内，读者通过图片能够明白它所表现的内容而决定买报。所以，在每天最新最大老百姓最想知道

又最适应于用图片表现的"四最"原则指导下，为每天的一版推荐大图，就成为图片总监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每个值

班老总都有这个口头禅："每天把大图定下了，这版就不难场"了。 

     二，坚持都市报的专题新闻图片也要两条腿走路的思路 

     在版面中充分发挥摄影专题报道的功用也是近年来报业同行的共识，许多同行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是在操作新闻

图片时，大家几乎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重视突发新闻而忽视经过挖掘的庸常新闻的倾向。我们以为，重大的

突发事件固然是新闻，需要重点采访，精心编排，精彩展示，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每天的重大突发新闻应该说是

资源非常有限的，也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而都市报，尤其是日报对图片的需求?quot;气势汹汹"，甚至可以说是"来

着不拒，多多愈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呢？也就是说，将突发新闻和经过挖掘的庸常新闻

作为专题图片新闻的两只脚，让它们有机地交替运动起来。 

     下面我想谈谈我们《华商报》在这方面的做法。 

     我们《华商报》坚持每周出2--3期的摄影报道，每次最少是半个版，常常是一个整版。这么大的需求量，有那么

多的突发新闻让你做吗？显然不是。再说，真有像洛阳大火这样的新闻，我们还是要在一版做的。所以，在摄影报道

版坚持做适应于图像表现的，经过挖掘的庸常新闻又是我们的一种新思维。我们的摄影记者胡国庆的荣获中国新闻奖

的摄影专题《24岁的小学生》是这样，6月初被《人民摄影》转载的胡国庆的《陕西有个"寡妇村"》是这样，曾经引起

巨大轰动的本报暗访小组的《河南暗访系列》是这样，连载了9期的谢海涛的《记者体验系列》更是这样。 

     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考虑三点： 

     1，尽量使这样的报道系列化。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手榴弹的能量往往是有限的，而将许许多多能量有限的手

榴弹捆在一起，它的能量往往是惊人的。对于庸常新闻来说更是这样。正是因为它是庸常新闻，所以它常常不引人注

意，而一切新闻操作的最终目的都是引人关注。所以。我们在对庸常新闻的操作，往往总是加以精心的策划包装，并

施之以整体的图文版式风格的统一定位，使之具有鲜明的系列化特征。 

     2，尽量使这样的报道精品化。 由于 这样的报道是独家的，往往 又没有很强的时效性，所以，做这样的报道，



我们往往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文火细炖""慢功出细活"。我们的摄影记者浩淼为了做的摄影报道《西安有9个患者要安

乐死》，竟然对9个当事人用了近20天的时间，反复与这些处于生死边沿的患者交朋友，动员，说服，倾听，最终采

访，最多的当事人竟采访达7次之多，做了近2万字的采访笔记。我们先后以两个半版的版面重点推出。在社会上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全国有40余家媒体纷纷转载，央视竟先后来了3个栏目跟踪报道。 

     3，尽量发挥图文的功效，并使之互补，以增强摄影报道的可读性和可传播性。由于报纸与杂志的区别，我们在

编辑摄影报道时，常常在三个方面很下功夫。首先是非常在意提炼出一张"抓人"的大图。因为这是一个专题报道版"能

不能立住"的关键。其次是，非常在意锤炼标题与大图之间的关联，以及主题与引题之间的关联，甚至包括非常在意导

题图与主题之间的关联。因为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强化整个版面的整体感和内在的耐读性。再次，充分发挥文字的

互补功用。我们对正文的要求是简短，耐读，耐人寻味。我们对图片说明的要求?quot;两要两不"，即"要将图片背后

的故事，要增加信息量增加细节，不允许描述和解释图像，不允许重复和临摹正文。之所以如此机械和较真，就是因

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即便是在强调图文传播的今天，依

然是"图像有所短，文章有其长"，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 

     三，坚持每天为受众提供最鲜活营养最丰富的的图片新闻快餐。 

     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似乎并没有传统的读图习惯。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国人基本上看不了图。但是，

摄影图片是永恒的世界语。图片的传播是受文化宗教经济背景等诸因素影响最大的传播元素。而且它也是最易于传播

易于解读的传播元素。加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受众对吸纳信息量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对原始的事实真相的

知情权的要求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日俱增。所以，我们"从善如流"。坚持以《图片新闻》的形式介绍每天发生在

世界各地的大事新事离奇事，只要它适合图片表现，我们不惜版面。我们的图片新闻天天出,也几乎天天都是整版.这

在全国恐怕都是独一无二的. 

     《图片新闻》全面关注了每天全球发生的突发事件，从连绵不断的巴以冲突到国际的几次大空难海难，从普京上

台美国大选，到斐济菲律宾罢免总统，从东京巴黎的内衣展到全球此起彼伏的绿色环保----使我们的读者每天不仅能

看到世界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会看到不同于电视连续画面的强烈视觉冲击，和固定场景氛围以及细节。为了帮助读

者解读图片，我们在研究国内大众传媒的基础上，还在版面上每期配发随笔专栏《小巩乱弹》，以轻松俏皮的文字，

从容随和的心态将图片穿起来乱弹调侃，以增加可读性。由于不懈的努力，《图片新闻》版已成为本报读者调查中颇

受关注的版面，《小巩乱弹》也成为人气很旺的专栏。 

     我们编辑《图片新闻》的最大体会是，要时时刻刻留神都市报读者的阅读趣味，在图片的可读性，情趣性，和视

觉刺激上很下功夫，大图尽可能充分地大，附助图片尽可能地小，这样就在充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的同时，又保证了

有密集的信息量。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制作标题上很下功夫，不仅注意标题的通俗化，生活化，口语化，简化，而且

力求幽默诙谐，有主观色彩。为了提高图文的传播效率，我们还总结出"虚图用实题，实图用虚题"标题原则，即一看

就明白的图片，就起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而半天都看不懂的图片，就要一语道破天机，让人立马知道，这是啥。 

     21世纪是个人人都讲究实现个人价值的世纪,也是个强调"对越来越少的专业知识掌握地越来越多"的人才经济的

世纪。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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