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收藏

 传人社区

 投稿信箱

首页  关于我们  传播学分类  学者与传人推介  相关网站资料 

回传播学论坛首页 

论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特色——兼评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专题片获奖作品 

较长时间以来，一些电视制作者对纪录片与专题片的认识是模糊的。十年前，围绕专题节目的界定所带来的

专题片与纪录片的讨论，其结果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专题片和纪录片在分类、选题、评论等方面缺乏

科学依据和衡量标准。因此，在国家政府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奖中，把长纪录片与专题片统称为“长

片”，作为一种节目形态参加评奖。由于各自创作个性在认定标准有时很难达到统一。纪录片与专题片有没有区

别，区别在哪里，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分歧，而且涉及到两种节目形态的自身发展和提高。本文将结合专题片与纪

录片的区别，谈谈专题片的创作特色。 
 

专题片：一种应该澄清的理论 

 

2004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奖，把纪录片和专题片分别作为两种节目形态参评，

并明确界定：纪录片是指以声画合一的现场实景为主体拍摄的纪实风格的节目；专题片是指以声画对位的解说词

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议叙结合的节目。应该说，这一定义具有科学意义，它符合我国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创作个

性。国家政府奖中专题片和纪录片分别设奖，其导向意义有利于澄清理论上的事实，有利于两种节目形态的健康

发展。 
不同概念反映不同本质属性，表现出不同内涵和外延。电视专题片主要是针对屏幕上所存在“综合性”节目

相对应的。它是集中对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等，给予深入的专门报道。尽管同纪录片一样，

都是采用纪实手法，但专题片允许创作者在作品中直接阐述对人物、事件的理解、认识和主张。专题片中强调的

“纪录”，只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记录，它所强调的“表现”，则是指对客观事件的艺术表现。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专题片和纪录片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二者都是以历史

客观存在与现实客观存在为前提，强调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景，都是以真实性为生命。二者强调事件和人物的

真实性，排斥虚构。如果在报道事实上的失误，那就会失掉纪录片和专题片存在的价值。他们都是强调纪实性，

都运用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在创作素材的提炼中，都保留其自然形态，不作更多艺术加工。 
在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评奖中，同是抗非典题材，广东电视台的《中流砥柱》是专题片，而天津电

视台的《非常日记》是纪录片。他们都是运用纪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进行创作的，因此有许多相似之处。两部片子

都是以2003年抗非典为客观报道对象，真实地反映了在抗非典斗争中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尽管专题片《中流砥

柱》在表现手段和方法上进行了较多艺术处理，构成了审美性较强的电视艺术作品，但在抗非典的具体事件、人

物的揭示和展现上，他们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真实性为生命，用饱满的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非典

斗争中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 
专题片与纪录片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两种节目形态界定困难的重要原因。实

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记录人物和事件的方式不同。电视专题片在反映客观事实时，有较伺的主导意识，往往是通过解说词

直接表达创作者对所反映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主张。专题片《中流砥柱》全方位报道了广东抗非典的斗争，当报道

到他们创造了一手抓抗非典，一手促经济发展的成绩时，解说词说：“我们有一个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

起来的党，我们有一个执政为民、高度负责的党,……，这便是奥秘的所在。”所以，有学者认为电视专题片是一

种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电视节目形态。电视纪录片主要是再现人物、事件的具体情境，较多地运用同期声、长

镜头展现人物、事件的真实，是以具体事实说话，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不作直接表露。在纪录片《非常日记》里，

作者节选了王泽医生在“红区”工作、生活的难忘片断，原生态地记录了发生在“非典”一线的真实故事。专题

片和纪录片反映生活的不同方式构成了各自的鲜明特征。 
第二，报道人物、事件组合形式的不同。电视专题片，不注重展现生活的完整过程。在同一主题下，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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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采用横向结构形式，片断地截取同主题相关的生活画面，并对其进行一定的艺术处理。而纪录片所不同的

是，它注重展现生活的完整过程，强调其原生态性，多用纵向结构，在不加修饰地表现生活情状，在表现中强调

生活的真实性。以反映西藏现实生活的《西藏的诱惑》和《藏北人家》为例，前者作为一部专题片，以“西藏是

一种境界”为主题，通过各方面报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从“横”的方面共同营造出西藏独特美的境界；而纪

录片《藏北人家》真是完整地记录了一户藏民一天的具体生活情状，从“纵”的方面展现了藏北人家艰难的生存

环境和独有的文化心态。 
第三，反映人物、事件的手段不同。电视专题片，由于表达主体的需要，或者由于反映人物、事件的需要，

往往运用渲染、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以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有时根据专题片创作的需要，还使用情境再现、

摆拍、追述等手段，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电视纪录片，其纪实手法较为单一，主要以镜头记录社

会生活，其艺术魅力主力重点体现在画面、音响、剪辑等运用上。这种特点在一些经典纪录片的创作中表现是十

分突出的。 
通过以上分析，再结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对这两种节目形态的认定，应该说，专题片和纪录片是容易区别

的。 
 

题材的广泛性与主题的专一性 

 

当我们将专题片同纪录片作比较研究以后，再回到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现实中来。从中国最早出现的电视片《收租

院》开始，几十年来，中国电视专题片伴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以其绚丽多彩的内容与形式，引起人们的瞩目，

只要我们打开电视机，都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电视专题片。其题材的选择已由刚开始时较为单纯的山水风光题材

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重当下现实生活，关照悠久的历史文化，这已成了当下中国电视专题片一大创作

特色。 
参加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专题片评奖的37个节目，其题材涉及各个方面。既有现实生活题材，也有

历史文化题材；既有报道典型人物，也有反映重大事件。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进入了我国

电视专题片创作视野。《敢问苍穹》以反映中国人实现航天梦的重大事件，以题材的典型，表现主题的深刻赢得

了观众，也赢得了评委的高度评价，获得了一等奖。这部专题片全程报道了神州五号的飞天征程，从国家主席胡

锦涛为中国航天员出征送行开始，一直到杨利伟安全出舱，举国欢庆。全片以纪实手法，表现中国人为实现航天

梦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克，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事件的重大典型性，界定了主题

表达的专一性。获一等奖的《中流砥柱》全方位展现广东省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题材典

型、事件感人、人物动人。全片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舍生忘死、无私奉献、

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获一等奖的人物专题片《琴键人生——钢琴家许忠》展现了钢琴家许忠锲而不舍、孜孜以

求的钢琴事业奋斗过程。作为一部文艺专题片，节目选材到位，细节选择精心富有感染力。作品主题表现深刻而

专一。 
被评为二等奖的专题片《打开中华汉字的大门》、《用生命挽救生命》、《“刘涌案”始末》、《科学调

查》、《探索银杏杀菌之谜》、《远去的溪滩》，都有其典型意义，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示现实，反映历史，表现

出题材的多样性。《打开中华汉字的大门》是一部历史文化题材的专题片。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至今仍有巨

大的现实意义，是考古学中对汉代以前的（金文，甲骨文）文字识读的最好工具，许慎对汉字的分类，仍是现在

汉字教育的重要方法。作为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题材，《打开中华汉字的大门》对许慎及其《说文

解字》最为系统全面的报道，阐释了《说文解字》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表现主题的专一性——

知识介绍的特色突出。辽宁刘涌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一直是媒体、法律和民众关心的焦点。创作者抓住了这

一题材，紧紧围绕中国加大“严打”力度，严惩黑恶势力，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这一主题，运用专题片形式，

真实地反映了事件的始末。 
题材选取的广泛性和主题表现的专一性是专题片创作的个性特征，从2003年国家政府奖专题片评奖中可以看

出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题材选取的广泛性是指这一电视艺术形式适宜于反映广阔社会生活，其报道内容从题材

上分可以分为人物类、事件类、社会类、历史类、文化类五类；从创作风格上可体现为写实性、写意性，综合性

三种；从文体构成上讲，可以分为新闻型、政论型、散文型三种。专题片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题材选取的

广泛性。专题片主题表现的专一性指专题片所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全片往往是围绕某一主题内容作全面深入、

详尽的反映，强调其主题力度和专向性。专题片表现主题要专一，这是专题片创作起码的常识。创作中，素材选

取也是为了表现某一主题而进行的。在获奖的专题片《“封疆大吏”破灭——李真贪污受贿案件警示录》中，创

作者经过近一年的准备，走访了唐山、秦皇岛、邯郸等地市以及北京、山西等地，通过对众多一线办案人员、李

真同案犯、以及专家群众的采访，全方位展示了一个领导干部在权利和金钱的诱惑下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的过程，



深刻反映在党内加大反腐力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李真案件给了我们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有力的警示作用，这是该

片深刻而专一主题的表现。围绕专一的主题进行选材这是专题片成功的基础。 

事件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 

 

真实性是专题片的生命，首先是指作品所报道的人物、事件等的真实可靠，强调其客观性。同时，由于电视

自身的声像优势，又赋予这种报道以更灵活更广阔的时空和更直观更强烈的表现力。时空的闪回穿插，艺术渲染

以及主题的升华，这都是电视专题片强烈张力的体现。但是专题片的真实性要求创作者不能任意拔高，不能胡编

乱造。在专题片创作中，那种流水帐式的叙述人物、事件或者按文学创作的手法，任意摆布报道对象等都是不可

取的。 
专题片的真实性倡导作品报道对象本源的存在。作品中所报道的事实和反映的观点都必须经过深入采访，认

真调查研究和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形成。专题片《生命》将一个悲壮事件从生命的角度去表现社会、人生的深刻涵

义。所记录的是信阳“11.3”火灾事件中，英勇献身的年轻消防官兵生前平凡的故事，作品开口小、角度新、立

意深。创作者通过采访，取得了大量真实可信的素材，通过追叙英烈生前爱情、友情、亲情等生活的细节，展现

了一个生龙活虎、饱含激情、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青年群体。观看此片，无不为之动容。这一艺术效果的产生，事

件、情节、细节的真实动人是前提条件。电视是迄今为止最接近生活真实的传播媒介，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电视

片中那种声画脱节、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的现象，会严重歪曲了生活的真实，损伤专题片的影响力。

获奖专题片《脊梁》，报道巴楚县库尔恰克乡吐格曼贝西村党支部书记达吾提·阿西木强忍在地震中失去五位亲

人的巨大悲痛，在危急中提起刚直的脊梁，迅速组织干部群众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感人之处来源于事实的真

实，当我们看到一个个真实动人的画面时，无不为创作者在地震灾区捕捉到的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叫好。正是这个

真实的人物形象，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在这次评奖中获奖的专题片《祖国万岁》、

《爱的谎言》、《如鼎人生》、《占里》、《追梦人》、《数字黄河》、《难忘守宋春丽——风雨丽人》等无不

是以人物、事件的真实性铸就了专题片的自身影响力。 
专题片是真实的，也是艺术的。其艺术性在于发现最典型、最有意义、最有趣、最鲜明的人物和事实，在于

创作者采访的艺术和编辑的艺术。专题片艺术也是纪录的艺术，只有将时间的真实性与表现的艺术性结合起来，

才能达到一部专题片应有的艺术境界，才能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 
其实，专题片同其他文学艺术创作一样，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既可说理，又可写意。无论属于哪种题材，

或何种风格，它都必须具有艺术魅力。要做到事件纪录要以趣味吸引人、抒情应以情动人、说理应以理服人，写

意应以美动人。要缩短专题片报道对象中的人物和事件同观众心理之间的距离。要引起观众的思考，使之受到感

染。专题片《话说运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特别是创作者把从山海关向西南延伸的万里长城看成是阳刚

雄健的一撇，而把从北京向东南流向大海的京杭大运河看成是深沉的一捺，这一撇一捺正好是“人”，这是作品

主题的深化，是创作者对客观事物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在这里，对比、联想等修辞手法得到较好地运用，把生活

表现得更真实更典型，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达到一种审美的最高境界。 
达到事件真实性和表现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必然调动电视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在《琴键人生——钢琴家许

忠》中，创作者在真实材料的选取上，做到音乐与故事的紧密穿插，寓情与音乐紧密结合，以音乐带动故事，制

作精良，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电视专题片本身存在明显的文化艺术特征，它不仅是一种纪实性作品，创作者

还可以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营造出诗意，使之蕴含着深沉的意念，思想和情感。《远去的溪滩》所报道的是一个

环境问题，创作者注重科学性，运用各种电视手段，突出了节目的美感，其中所表现出的写意美，使人进入一种

艺术升华的境地。有的创作者还根据所表现内容的思想情感，运用纪实和写意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使之情景相

融，使作品表现出一种崇高美，《敢问苍穹》、《生命》、《以生命挽救生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通观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专题片评奖，可以看出，我国专题片的发展取得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在反

映现实生活突出“三贴近”中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专题片缺乏时代感，对现实生活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缩手缩脚。一些编导在创作中还没有走出图解政治、脱离生活的模式。在一些解说词的写作中，

言过其实，拔高主题的现象也存在。这都同创作者不能很好地把握专题片创作艺术是分不开的。 
加强专题片的研究，认识其创作个性，这是搞好专题片创作的前提。我们有理由期待专题片创作取得更大的

突破。 
 

作者简介： 
欧阳宏生，list.asp?unid=1792； 
彭小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系2002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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