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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4月22日，《中国摄影报》刊载了《数字合成照片断送"名记"前程》（作者：任悦）一文，对美国《洛杉

矶时报》摄影记者布莱恩斯基因"合成照片"而身败名裂一事进行了报道。 

     身为《洛杉矶时报》派驻伊拉克前线的摄影记者，布莱恩斯基于2003年3月30日传给报社一幅"合成照片"。这是

一幅呈对角线构图的画面，画面右侧，一位美军正面对一群伊拉克民众发号施令，他右手持枪，枪口对着人群，左手

伸向枪口方向，口型夸张，似正在高声呐喊；与其形成对峙的是一位怀抱儿童的伊拉克人，他正欲站起，神色惊恐，

似在辩解，身后是更多的伊拉克民众，姿态各异，神色复杂。 

     一眼看上去，画面很完美："瞬间"抓取得十分恰当--构图均衡，动感强烈，现场气氛浓厚，人物情感真实生动。 

     《洛杉矶时报》将其发表在头版，论坛报系的另外两家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和《哈特福德报》也采用了这幅照

片。 

     然而，哈特福德报的一位雇员，在将照片放大到六倍时，发现了隐藏在照片背后的秘密--这是一张由两幅画面合

成的照片！ 

     布莱恩斯基写了致歉书，承认了错误：他为了改进构图，合成了照片。 

     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洛杉矶时报解聘了布莱恩斯基，他在那些为了获得真实的影像而出生入死，甚至付出

血的和生命的代价的同行面前丢人现眼。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自觉无颜?quot;江东父老"，布莱恩斯基希望没人能找

到他；他失去了汽车、相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如今已"一无所有"。 

     可是，这件事情给新闻摄影界带来的震动和引起的反思还不会因此完结。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干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人一无所有，更可能会毁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人们对于新闻摄影手

段的信任--滥用的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将使得许多图像是真是假难以辨别，人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对新闻摄影那么信

赖和抱有信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人们对许多人和事物的信任就是在一些看起来?quot;不小心"犯的"小错"发生之后

失去的，而且，一旦失去这种信任，再想找回来，会很难很难，或者就永远也找不回来！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几乎所有通讯社、新闻摄影图片社和媒体都一致强调：不得对数字化的新闻摄影影像做

任何修改，哪怕是调整明暗也不应该，只能在不影响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为了主题更鲜明、构图更完美而做适当的

剪裁！而且，如果这种剪裁能在拍摄时完成，就不要留在后期去做！ 

     如果说布莱恩斯基是个不了解新闻摄影特性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犯了类似的错误还情有可原，那末，作为一

个"名记"--一个已有数年新闻摄影工作经验的职业新闻摄影工作者，他是明知故犯，拿新闻摄影的生命--真实性来开

玩笑，的确是不可原谅的！ 

     在报道美伊战争过程中，有十几位记者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其中不少是摄影记者。撇开他们各自的立场不

论，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深入一线，获得真实，将真情实景传给受众，让更多的人通过他们镜头背后诚实

的眼睛看到真实的战场。 



     可是，那些已经牺牲的人哪里知道，他们的同行拿他们为 咨淼奈按笫乱悼 艘桓鎏齑蟮耐嫘Γ?/p>  

     一、 谨慎自律，做好道德文章 

     （一） 道德自律--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放在首位 

     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规约之《记者行为原则宣言》中规定?quot;尊重真理及尊重公众获得真实的权利，是新闻记

者首要责任。"（转引自周鸿书著：《新闻伦理学论纲》，第2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布莱恩斯基在《致歉书》中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道德的约束一直是首要的，我至今也不能给自己的这次行

为一个解释。也许是连续几个昼夜的工作让我昏了头。" 

     同在伊拉克的布莱恩斯基的同事巴特里提说："他制作了那些照片，他告诉我不会把它们发出去，可是又乱了，

他还是那样做了。他应该知道后果的，面对现在的一切，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想他是失控了。" 

     "记者对读者、听众、观众和同行负有责任。"（罗恩o史密斯著：《新闻道德评价》，第39页，北京，新华出版

社，2001年9月第一版）"你应当思考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的角色。新闻事业的意义远不止于为我们提供

机会，满足写作、出镜和留名青史的欲望。"（同上，第1页） 

     作为以摄影图片为"文章"，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职业人员，新闻摄影工作者应当首先做好"道德文章"，坚持

新闻真实性原则、真理性原则和客观公正的原则。追求真实，慎独自律是新闻摄影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

容。 

     （二）诚实守信--切忌心存侥幸 

     总是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以为自己干的错事、坏事不会槐鹑朔⑾帧？墒钦 缛嗣撬 档哪茄 阂 肴瞬恢

羌耗 缓 曜苡新冻鑫舶偷哪且惶臁Ｊ酝计燮 鹑说娜耍 战 θ撕 海 徽 钡娜嗣撬 倨 ?br>  

     （三）理智清醒--慎重对待新技术 

     技术的进步是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可是，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之剑，如果用得失当，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性后果。新的技术总会出现，除了今天的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一定还会有其它新的技术诞生，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们能够适时做出审慎而理智的判断和选择，把技术用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服务。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在面

临新的技术选择时，才能扬其长避其短，发挥优势，用好新技术。不加分析选择地滥用新技术，只能被技术控制，成

为技术的奴隶，人类的罪人！ 

     二、 新闻摄影的技术极限 

     我们强调摄影记者应当熟练掌握现代化摄影技术，充分发挥摄影技术的潜能，为报道新闻服务，但同时必须明

确：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对摄影技术的运用也必须加以限制。可以用于艺术摄影创作的"摄影特技"很多，但其中适

合于新闻摄影的却不多。 

     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范》中明确规定："千万不要歪曲新闻照片或录像的内容。允许运用技术加强

影像的清晰度。对剪接过的影像和照片需加以说明。"（罗恩o史密斯著：《新闻道德评价》，第37页，北京，新华出

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一）摄影特技的种类 

     人们常说的摄影特技可分为如下种类： 



     1、拍摄阶段--被摄对象的表演、对被摄对象的干预与曝光时的特殊技术、技法 

     （1）主动的"特技表演"；  

     （2）导演摆布； 

     （3）人为布景； 

     （4）多次曝光； 

     （5）叠印拍摄； 

     （6）利用效果镜拍摄； 

     （7）利用特殊工具、器具、材料、附件拍摄等等（广告摄影、静物摄影等常用）； 

     等等。 

     2、从传统摄影暗室加工技术来看，主要有： 

     （1）修描底片； 

     （2）放大曝光环节控制处理（含曝光遮挡；中途曝光；多次曝光；影调、色调分离等）；  

     （3）合成（又称集锦，含剪接；单底重放；多底拼放；多底套放；多底叠放；反复印制正负底片等）； 

     （4）着色、染色； 

     （5）旋转放大； 

     （6）加滤镜、反光镜、网纹等； 

     （7）变焦放大； 

     等等。 

     3、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以Photoshop为例） 

     （1）图像编辑功能：剪裁工具；移动工具；剪切、复制和粘贴工具、图像变形。 

     （2）图像调整功能：色阶调整；色彩调整；曲线调节；色彩平衡；亮度、对比度调节；色相、饱和度调节；去

色；替换颜色；可选颜色；通道混合器；渐变；反相；色调均化；阈值；色调分离；变化等。 

     （3）图像描绘、图形和文字工具：前景色和背景色设定及吸管类工具；图像描绘工具组；图形与文字输入工具

等 

     （4）路径、图层、通道和蒙板； 

     （5）滤镜； 

     等等。 

     上述技法多数不能用于新闻摄影，可用于新闻摄影的技法只有以下几种： 

     --不干涉对象的拍摄方法； 

     --冲洗胶片和暗室制作时，主要目的在于突出主体的方法：强化显影；底片的加厚或减薄；剪裁；以调整反差、

突出主体为目的的遮挡和局部增感等； 

     --允许采用的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有：剪裁；亮度、对比度调节；锐度调节；色彩平衡；色相、饱和度调节等。 

     综上所述，新闻摄影可采用的摄影技术技法是有极限的，必须?quot;摄影特技"说NO！新闻摄影工作者应确立以

下原则： 

     一、 务求真实，坚决打假--在新闻摄影界高举"打假"的大旗，人人树立起打假意识，严格控制摄影技术技法的

运用；强调新闻摄影工作的主要环节在于拍摄，不在于制作和后期处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指

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不得捕风捉影，不得弄

虚作假，不得想象虚构，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歪曲事实。" （转引自周鸿书著：《新闻伦理学论纲》，第253页，北

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二、 立足拍摄，坚守原创--摄影记者应立足于在拍摄时解决曝光、构图、影调、色彩等影像素质、质量问题，

不要寄希望于后期处理，不把问题带入后期。 



     三、 道德高尚，负责敬业--摄影记者应以极强的责任心和极高的职业道德水准来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珍视、热

爱新闻摄影并付出不懈努力，不要心存侥幸，试图用"技术技法"来取代诚实劳动；更不可弄虚作假，愚弄受众，拿新

闻摄影的生命开玩笑； 

     四、技术控制，严格把关--加强图片编辑的把关力度，对新闻事实应严加核实，对图片的技术加工--尤其是数字

化图像处理技术要仔细辨别，严加控制，杜绝有悖于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报道新闻的摄影图片在媒体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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