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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宋大陆行”报道看电视新闻细节的魅力 

作者： 张仕勇  

关键词： 电视新闻 细节 来稿选登┊阅读：183次┊ 

2005年4月26日到5月13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跨越海峡，率团访问大陆。面对这一重大新闻

事件，央视新闻频道、一套、国际频道、九套都及时跟踪，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这其中让观众记忆犹新

的还是这样一些镜头：连战在黄土高原面对59年不曾祭拜的祖母墓，情感也难以自抑。记得他轻抚墓碑、端详墓碑的眼

神；记得他轻擦眼角、紧抿嘴唇的“小动作”；更记得他在黄土地上一步三回头的不舍……这些深深打动观众的都是—

电视新闻细节。  

细节，是指在电视屏幕上能刻画人物性格，标志事件深度、环境与景观的特征等等最小单位的画面组成。电视新闻细节

包含在新闻的各要素中，它可以通过画面、解说、现场同期声、音响、字幕等诸多因素来表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

空》的《时空连线》栏目把“细节、现场、观点”作为宣传语。由此可见，细节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电视细节的魅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电视新闻细节使新闻“活”起来  

电视细节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有助于体现深化主题思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细节虽小，但往往能起到以小见

大，丰富表现力的作用，所以细节在电视报道中也就显示出它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细节的作用比单靠解说词

来介绍要可信得多，生动得多，使节目有血有肉，形成电视报道的兴奋点，提高了节目的可视性。5月12日，央视《东方

时空》播出的《两岸对话共创未来》，主持人白岩松和张泉灵有这么两段对话，特意强调了“胡连会”和“胡宋会”

中，给人深刻印象的细节：  

白岩松：其实在东方时空的主持人张泉灵从4月29号一直到5月12号一直在跟踪采访胡连会和胡宋会，接下来我们连线现

在在人民大会堂的主持人泉灵，泉灵你好。因为整个胡宋会当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细节非常多，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

会关注跟4月29号的胡连会比起来，一样的地毯，一样的闪光灯聚集，一样的历史时刻，你在现场会看到一样当中哪些不

同的地方呢？  

张泉灵：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在刚才发生历史时刻的场景里去重温一下那个镜头的话，恐怕我们的印象会更加

深刻，现在我的面前就是刚才他们走过的那段红地毯，在那个幕布的后面，其实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同样的路

程，同样30米的路程，你知道连战和宋楚瑜的走法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也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意思，我们知道之前秀芳

跟我们说过连战先生在岛内是谨言慎行的，但是他在大陆的时候是非常洒脱的，他走这段路的时候是急匆匆的，他的步

速肯定比平时来的快，宋楚瑜可能在岛内就是洒脱的人，他在这里特别谨慎，走的要比平时走得慢。宋楚瑜走这段路的

时候要比平时走得慢，你看同样的一段路，但是当时的心情不一样，特别是要表达的这种表现不一样，他们的走法就完

全不同。  

白岩松：在东大厅举行会见的时候，因为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分别讲话，在这个过程中仿佛很相同，但是有哪些不同的

细节？  

张泉灵：所有的讲话我们已经通过电视看到了，我们再分析一下身体语言，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连战讲话的

时候是面对所有的听众，既面对着胡锦涛总书记，面对着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也面对大陆方面的代表，面对全体来讲

话，我们分析这个身体语言，这是代表他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面向全体是表达一种态度，但是到宋楚瑜的时候，我

们注意到他整场讲话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是面朝胡锦涛总书记的，昨天我也采访过亲民党大陆访问团的成员，他们说连

战所有的大陆行他们都仔细研究过，希望在已经很好的基础上，再有所改善，他们想到的一个改善就是要加强沟通和交

流。我想面对着胡锦涛总书记来讲话，并且希望能达成这种眼神的交流，这是这种搭桥之旅、沟通之旅非常重要的一

点。  

主持人白岩松强调的细节，也正是我们广大观众收视的兴奋点，电视细节的心理学特征，具有暗示的感染力，从人类接

受信息的规律来看，人们往往总是相信自己亲眼所见，而电视画面的真实性让受众感到电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地

记录了生活中的原生态，并且客观地展示给观众，使观众在接受这一信息时下意识地认为这一细节代表着作品的某种观

点，并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品味，在主观上产生自己的联想和反映。从而获得新的观赏满足感。  

二、电视新闻细节使新闻“立”起来  

众所周知，细节的本质就是“放大”，通过细节的刻画，可以将人物和事件的特点加以突出，从而愈加显示出形象的生

动性和真实性，也放大画面的信息点，增强观众记忆深度的目的。一些同主题有关的重点细节，可能在整个画面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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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别抢眼，也不一定处于画面构图的中心，往往不被一般观众所留意。但它可能是一个相当重要信息点，这就需要借

助解说的强调，将其放大、展开、凸现出来。引导观众的视觉关注，使他们由无意注意转向有意注意。如从2005年4月26

日到5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每晚50分钟的“跨越海峡的握手——连战、宋楚瑜大陆行”特别报道不仅回顾当日的重要新

闻、新闻发布会、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而且对相关新闻事件的细节报道尤为突出，比如宋楚瑜到湖南湘潭寻根祭祖，电

视新闻记者就敏锐地发现当地的接待人员特意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深蓝色，一套是橘色，而且车队也是橘色的车队，

因为橘色象征了亲民党的颜色，可见湖南对宋楚瑜的到访是特别重视的。 这个画面新闻细节，大大深化了画面的内在意

蕴。  

TVBS电视台则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当北大校方将连战母亲赵兰坤女士当年的学籍档案和照片复印件，赠送连战先生转交

他母亲时，连战眼角泛出泪滴，连称这是送给九十六岁母亲的最好礼物。台湾东森台报道连战北大演讲“秀幽默各式语

言穿插获满堂彩”，电视屏幕不时辅以“我回母校，母亲的学校”、“战哥也讲四川话学邓小平动摇不得”等醒目提示

字幕，图文并茂，令人印象深刻。东森电视台、中天新闻台不约而同以连战演讲受到台下北大学生十多次的热烈鼓掌、

演讲结束后学生站立鼓掌超过三十秒等画面，充分展现连战受到北大学生热烈欢迎的程度。这个画面新闻细节，大大放

大画面的信息点，增强观众记忆深度。  

三、电视新闻细节使新闻“深”起来  

就电视新闻而言，由于记者精心选取角度，在细节中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事物的独特理解，细节就被赋予了一种记

者独特的心理感受和意象空间，使得画面不但蕴含了丰富的外观形式，而且为观众提供了抽象思维层面的意象。思维的

广阔性要求电视记者在认识和了解报道新闻事件时，既要抓住问题的范围，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同时，又要抓住个别

的、具体的细节，因为这些个别的、具体的细节往往是新闻事件的本质和规律的鲜明体现，也是事物的特点所在。如从

2005年4月26日到5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每晚50分钟的“跨越海峡的握手—连战、宋楚瑜大陆行”特别报道抓取的连战

手握母亲赵兰坤的学籍忍不住激动落泪，和宋楚瑜主席一家湘潭祭祖取黄土留念的片段，更是由此及彼，让人联想到两

岸人民同根同源的骨肉情意。这些都体现了重大新闻事件中细节的作用—把人的观念、人的情感以及事件对人的影响等

等一切关于“人”的因素通过细节表现成重点。再如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连战一

行，长达一分钟的握手后，胡锦涛发表了欢迎致辞，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他着重提

到了孙中山，强调他“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并说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者、合作者、继承者”。说这话时，连战在一旁轻轻点了点头，这一细节被电视直播记录下来后，立即被媒体注意并加

以解读，认为“孙中山成为两人会面的最大共同点”。可见，电视细节充分传递了深度信息，增强了电视新闻传播的时

代感和真实性 。  

四、电视新闻细节使新闻“靓”起来  

中央电视台在许多电视栏目中明确提出 ：要做到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在叙述过程中重

点渲染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在细节中刻画人物性格,从而以有机整体的故事情节去吸引受众,以活生生的人物个性去感动受

众。2005年5月3日，连战在上海接受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主席、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的专访中杨澜特意提到这个细

节，在北京大学结束精彩的演讲后，夫人连方瑀送上的深情一吻，连战微笑着说：“过去也常有，夫人总是很鼓励我

的。” 这处细节，连战夫妻情深跃于屏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只有形象地展示主体信

息的情节和细节的新闻才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好的细节是使新闻人物“靓”起来的重要因素。一个感人的细节能够调动人们大脑中原有储存的记忆和感受，令人浮想

联翩，难以忘怀。一些生动的、有冲击力的细节画面，如人的面部表情，如大笑、大怒、流泪，会议的气氛，如鼓掌、

标语、鲜花，主持人的特征，如手势、声调等。这些画面对信息都有增值作用，有时这些非新闻主体的非语言符号比新

闻主体的语言符号传播的信息还要多。它能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心理参与感，使记者的所见、所知、所感，通过观

众的共鸣作用，变成观众的共见、共知、共感。有这么一些细节画面，电视新闻也就活起来了。  

任何新闻事实都会有情节和细节的，如果把新闻事实比做一条项链的话，那么情节和细节就是项链上的一颗颗珍珠。新

闻报道事实，就是要形象地展示主体信息的情节和细节，做到传真、传神、传情，电视的多符号传播为电视新闻细节表

现手法的创新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任何一个新闻现场，常常都带有极富特征的细节。所以，电视新闻记者一定要细

心捕捉，精心选择，紧紧抓住能够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展现个性的画面细节和声音细节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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