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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摄影“二次革命”系列报道之七运作机制：由“人治”到“法治”的探索  

                                            大 木   

  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曾戏言，“图文并重，两翼齐飞” 在新闻摄影界喊了多年，也有一批有志之士“扑腾”了20多

年，却仍未能让新闻图片这一翼在报纸上真正“飞”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机制的保证。同样有不少专家认为，

多年来媒体运用新闻图片的好与坏，更多取决于从总编到普通编辑、记者对其重视的程度。一些曾引领新闻摄影界风

气之先的媒体这两年的相对沉寂也更多是人的因素造成的。 

  如果说1990年召开的在新闻摄影界具有重大影响的“银川会议”解决了摄影在报纸版面的地位问题，是从摄影记者

层面进行考虑的话，那么近来全国新闻摄影界的根本性变化，则是力图建立科学规范的图片运行机制，在新闻摄影的

“法治”层面寻找突破口。 

  从2003年11月在深圳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首次提出，短短一年多时间，“图片运作机制”

已成为新闻摄影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无论是从新闻摄影的发展规律来看，还是从新闻照片在报纸版面上的运用来

看，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人事变动等外因带来的新闻图片运用水平不稳定，有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模式

是关键。 

一个思想：图文并行 

  当用大图片、用好图片成为业界共识时，正确认识图片与文字在报纸版面构成上的关系自然成为当务之急。 

  在去年6月召开的华东华南地区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于宁提出，摄影的新技术革命

和传媒一体化，已迫使报纸必须正视图片应有的地位。从新闻理论角度讲，视觉形态的新闻与文字形态的新闻，分属

不同形式的新闻表现载体，在统一的报纸平台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图片与文字谁的价值大，报

纸就选用谁。  

  对于如何“正视”图片的地位，《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振平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新闻摄影界总是从图片角度探

讨问题，是片面的。应该在业界倡导求异思维，应该探讨图片的功能及其与文字的关系，如果业界仅局限于为图片争

地位是不科学的，摄影记者也要学会用文字说话，用文字来补充画面，因而在强调摄影、设计等视觉元素的同时不能

忽视文字。图文结合才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 

  同样，新闻摄影界对于图片的认识也不再局限于新闻照片，能够对图表、漫画、插图、制图等一视同仁，确立了大

图片、大视觉的概念，认识到只有多种视觉元素与文字形成的有机共同体，才能更好体现报社的整体风格。 

一个指标：工业化标准 

  在市场大潮中，媒体也必须以大工业化背景下的产品姿态面世。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文字的采编还是视觉元素的

处理，都需要以工业化的严格标准来加以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报纸自身较统一的水平和定位，才能追求更高层面

上的个性风格。 

  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摄影记者，还是版面编辑，多数是凭自己的喜好和经验选择、使用图片，见报的图片质量往

往参差不一，处理的随意性也很大。这正是缺少专业技术标准的结果。对此，《大众日报》提出要体现“常态视觉形

象”。该报图片总监孙京涛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报纸对图片的判断、选择与使用，应该坚持一个统一的、相对稳定

的专业标准，要有自己的《图片采编工作手册》；对图像工作流程的管理，不能凭个人好恶随意为之；对图片的使用

要有通盘考虑，逐渐形成风格与特色；图片在版面上使用的位置、大小、多少要依从科学规律，相对稳定。不少媒体

也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详细的图片运用标准和采编制度，对从头版巨幅照片到文章配图，从拍摄、编辑到制作、设

计、印刷等各个环节进行统一约束。 

  统一标准的严格执行必须从细节入手。《东方早报》视觉中心提出，要让见报照片具有真实感，避免数码化的夸

张，数码相机拍摄的见报照片色调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力争使之达到胶片还原的效果。为此，该报对所有处理视觉元素

的电脑色调进行统一设定，甚至还与印刷单位共同商定双方都能接受、追求最佳效果的统一参数，把印刷的标准问题



解决在内部。 

  许多媒体的视觉标准工业化是从一点一滴的规范开始的。《大众日报》去年初改版时要求每个版版心位置都必须有

一张大照片，就是为标准建设所做的努力。至于规范分栏、规范版面用图大小等统一标准的基础工作，已在各媒体普

遍展开。 

  为了保证工业化标准的贯彻执行，《东方早报》等还提出“视觉改造”的概念，通过培训，让员工树立新的视觉标

准。这种改造虽然痛苦，但在保证报纸的视觉元素水平和风格的统一方面却大有益处。  

一个“主心骨”：主管副总或编委 

  要保证统一的视觉标准，要对所有视觉部门统一领导，在媒体高层管理人员中设立专门主管视觉的岗位，从领导和

组织体制上保证科学高效的图片报道机制，无疑是上佳选择。 

  一些在图片运用方面卓有成效的媒体也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实行的：《深圳商报》的编委陈伟身兼视觉总监、版式

总监、摄影部主任等数职，所有该报视觉元素的处理都在他掌控之下；《东方早报》副总编辑常河专门负责视觉中

心；《新快报》摄影部主任李洁军已任该报编委多年，对新闻图片的运用负全责…… 

  于宁认为，设立专职负责图片的副总编辑或业务总监，不单单是索要权力的问题，而是媒体的竞争与发展需要一位

对图片运用负全责的人。主管领导的整体策划和靠前指挥，能从组织上保证图片报道在最高层面上与文字报道实现本

质统一。在2004年10月召开的华东新闻摄影研讨会上，于宁又进一步提出摄影记者、图片编辑与主管副总编辑间的换

位思考和理解与支持问题。 

据《新快报》编委李洁军介绍，该报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岗位描述、任务定额、职权范围和分配制度。具体到图片说

明的规范写作、采访条线的分割、重大报道的调配等，都有详细的规划。这一切应该说都是编委会赋予权力，设立主

管摄影的编委的收效。 

一个团队：集体实践 

  从大的方面看，每个报社都是一个大的媒体团队，视觉或者说影像只是报社写作、设计、编辑三个环节中的很小一

部分。但就对视觉元素的处理来看，同样需要一个结构合理、人员整齐的团队。 

  无论是有成功经验的《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媒体也好，还是一些正在努力建立规范的图片运行机制的报

社也好，都把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设计等人员的整合当成重中之重。至于设立什么样的部门结构，如何划分彼

此间的职能，倒是各具特色。这些与视觉元素有关的部门都围绕着版面上的“视觉中心”来工作，对实现统一标准和

统一效果大有裨益。 

  随着视觉部门的整合，《华商报》等媒体当初提出的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5∶1的比例不再是梦想，在《东方早

报》、《重庆时报》等新创办的媒体中，视觉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占到甚至超过这一比例。 

  为了更明确地实现团队运作，国外新闻界近年来流行的WED概念也被国内媒体所重视和借鉴。据《大众日报》副总编

辑吕德一在《关于建立新型报纸图片编辑机制的思考》（文见本报1504期3版）一文中介绍，WED是由写作

（Writing）、编辑（Editing）与设计（Design）三个单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缩写而成，倡导由文字作者、编辑、摄

影师、美术师、设计师组成团队进行集体实践。譬如，如果照片可以使一则新闻更具有说服力，摄影师就会在消息写

出来之前，与文字作者一起讨论最具吸引力的图像和可能的最佳表现形式；如果需要用图表来表现，平面设计师就会

在一开始加入报道团队中，详尽地商议，必须有哪些信息才能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如果仅用印刷上的处理就可以成为

新闻信息的最好方式，那么设计师就要在初期介入工作中，商讨报道的内容、标题的设计等所有问题，然后与图片编

辑、文字编辑共同探讨版面空间和总体包装。 

一条龙：流水线生产 

  确定了统一的标准，配备了相应的人才，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规范了运作的程序，实现媒体图片的“一条龙”式运

作也会水到渠成。 

  以见报图片的定稿为例，《大众日报》就分四步进行：一是图片总监统一调度图片资源，筛选编辑；二是每天下午3

点总编会，演示照片并提出处理意见；三是各部门主任和总编对照片发表意见；四是图片总监参与夜班编前会，提出

新稿处理意见，一起落实，最终使见报照片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就进入正常轨道。其他媒体也多

开发或购置了相关的图片采编系统，以保证发稿流程和见报图片的质量。 

  虽然各媒体都有固定的采编流程，但如何使图片采编的运作机制实现科学高效，仍需业界研究探索。这是刚刚开始

的一项大工程，如果能把建章立制的问题解决好，新闻摄影的“二次革命”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说几句 &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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