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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钢  

     笔者曾于去年请朋友从英国带回当地一天的各种报纸，发现上面的照片与国内报纸上的照片在运用上有些不同：

一、报纸上的照片基本上以单幅为主，很少有所谓的组照或拼图照片，但单幅照片的使用给出了足够大的尺寸和位

置。二、单幅图片有足够的信息量和丰富的表达语言。三、平时我们称为“配图”的照片也都拍得相当精彩，绝没有

和事件性新闻照片老大老二般的对比。 

     新闻摄影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工作，摄影记者长年累月训练的是用图片语言来表现新闻事件。再大的新闻，摄影记

者用一幅生动的现场照片，把所有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感受全都说完，正是“一图胜千言”的魅力所在。若是一堆

“有照为证”式的现场记录照片，我想手拿数码相机的文字记者更能胜任，正所谓让文字记者实现“图文并茂、两翼

齐飞”，那还要专业摄影记者干嘛？ 

     本文抛开摄影记者个人的素质、水平不说，从新闻摄影的外部环境试析如下： 

 一、专业图片编辑的缺位，长年制约新闻摄影事业发展 

     不是说各报社没有图片编辑，而是缺少专业性的图片编辑。这份工作在许多报社是被版面编辑或值班老总代劳

的。老总们说起对摄影工作重视时总会如数家珍，给摄影记者添置多少万元的设备，给摄影部增加了多少个图片专

版，但往往最简单的选定照片却全凭老总个人喜好，而不能长期坚持听听专家(专业图片编辑，图片总监)的意见。老

总们用照片时知道图片要做大、做美，却往往忽略图片的新闻性、视觉性。每逢节假日，稿源不足之时，老总们总会

用照片来凑，搞个欢乐祥和的图片版，而没有认真研究把握每一幅照片的新闻性。他们抓摄影工作的手法还是粗放型

的，而不是专业型。 

     有的报社虽设了专职图片编辑，但编辑本身却缺少专业性，这一岗位往往成为文字记者或年龄大的摄影记者退休

前的“待遇”。每天的工作也只是收收照片，递递稿子而已，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中青报是一个特

例。记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中青报派出了两名摄影记者去现场采访，回来用稿时，一版刊用的却是花大价钱从

法新社购来的精彩的单幅照片。他们没有像一些报社那样用自家记者几张庸片去拼凑。能用这样专业的水准去选用别

人的精品，其实这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也是对报社发行工作最有力的支持。这和中青报多年坚持图片编辑制度，老

总们尊重专家意见是分不开的。 

     一个专业的图片编辑，可以说是摄影记者的“严父慈母”。一方面对记者的稿子严格把关，长期坚持客观公正的

用稿标准，这样才有利于摄影记者业务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图片编辑还要像慈母一样关心、培养摄影记者，帮助

他们收集新闻线索，做策划选题，培养他们快速反应的新闻敏感和一流的技术水平。发稿会上他们会为摄影记者争上

稿率、争位置、争话语权。 

 二、以量为主的考核体系造成摄影记者只求量不求质 

     把见报的照片按不同等级打分是目前多数报社对摄影记者采取的考核办法，应该说做到了按质论价，是一种较为

合理的方法。但考核中各档次分值拉不开距离，这就让许多记者采取以数量胜质量的手段。采访拍摄不深入，不仔细

分析现场环境，不选择最佳位置，一上午可以赶两三个场子，即使每幅的分值低了，却能以量取胜。何况多跑几个地

方或许还能得几个场子费和车马钱，也能实现堤内损失堤外补，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我们能把A稿和C稿的分值拉开5—10倍，让那些在现场认真拍摄，平时认真钻研业务的记者得到事半功倍的

回报，那些赶场子的记者时间一长肯定会没了市场。长期坚持，定会形成良好的职业氛围，让好的新闻照片越来越值

钱，记者也就愿意多花时间出精品。 

 三、使用数码相机无成本的概念让记者把照相机当摄像机来用 

     数码相机目前在摄影记者中已基本普及，这种现代化的设备给记者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负面作用。



由于数码相机储存卡可以反复使用，于是记者们便不再像用胶片般地考虑成本。为了不漏掉任何细节，他们便不停地

拍，重视了“拍”，忽视了“抓”，不再像使用胶卷那样考虑角度，抓典型瞬间，抓人物精彩表情。许多记者的储存

卡从最早的128兆，发展到512兆，甚至用上1G的小硬盘还嫌存储不够。晚上回报社选片子就成了大海捞针，大量重复

照片把自己的眼睛越搞越疲劳，精彩照片根本就难以发现，于是成堆成组的“庸片”在报纸上发表，精品也许却被从

卡中删除了。 

     抓拍，是新闻摄影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它强调拍摄者心到、位到、手到的配合，强调“临门一脚”的感受，

是一种长期训练才会养成的职业素质，这也正是专职摄影记者的看家本领。在使用数码相机的今天，我们更应强调摄

影记者的抓拍素养。 

 四、新兴的图片网站只求量的积累，造就大批网上“英雄” 

     由于国内的图片网站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做“量”是他们现阶段的主要手段。而对于投稿者来说，只有把个人

的量做到最大化，被反复使用，这样卖钱的机会才能更多。于是非常迅速地，全国涌现出一批网络图片操手，他们只

讲一样东西，就是数量。每天大量供图，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优劣。构图、色彩、现场感、形象表情等词汇在刚刚入行

的年轻操手脑中已成了陌生语。 

     随着网站的不断发展，有些初具规模的网站已经开始施行严格的图片筛选制度，好的图片定会有不俗的回报。每

日的新闻事件中，突发类事件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毕竟还是少数，各地相同的“六一儿童节”，“3.15”打假，旅游黄

金周等活动，需要摄影记者有超凡脱俗的新闻发现能力，较好的点线面的构图能力，讲究构图，画面生动的图片在千

人一面的烂图中定会脱颖而出，具有较好的点击率。 

 作为媒体记者，追求稿费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我想不一定非要靠单纯做“量”来达到目的。有时一张精品图片会给你

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笔者2003年拍摄的一幅反映淮河抗洪的图片，除了在本报发稿外，笔者将其传往3家报纸1家网

站，其结果是：《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刊用，得稿费100元；另评上当月好稿奖励100元；《扬子晚报》刊用，得稿费

80元；另获该报新闻摄影金牌，得奖金5000元；《中国青年报》刊用得稿费60元；在一网站上被《人民画报》刊用整

版大照片，得稿费一份，其他陆续下载，共合计收入7000余元，应该说是一张精品让我“名利双收”。如果当时只放

在一家网站，可能不会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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