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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思维是艺术领域如绘画、雕刻、电影、诗歌等艺术形式普遍遵循的创作规律，所以它主要被认为是与抽象思维相对

的一种艺术思维。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一文中提出“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

形象的思维”，指明了艺术的特性就在于形象思维。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亦从本质

上揭示了“美”的感性特征。我们知道，在艺术的长河中，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宛若蒙娜.

丽莎永恒的微笑，魅力无穷、永不磨灭。  

那么，形象思维作为一种艺术原理对于今天的电视宣传艺术或传播艺术有无借鉴意义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电视与

电影一样是一种视觉艺术，以活生生的形象见长，不仅电视文艺要遵循形象思维规律，而且电视新闻也应当充分发挥自

己的媒介优势，用形象的事实来传播信息、表达思想。  

艺术领域的形象思维常常运用个性化和典型化的手法使之具体化，而这种个性化和典型化的手法可以借助虚构和想象，

甚至夸张。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心灵图景和现实环境相互叠加的结果，有着鲜明的主观色彩。但是新闻的第一原则是真

实性原则，必须用客观事实说话，绝不容许虚构和想象，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就不能讲究个性化和典型化呢？我们认为，

新闻报道在维护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选取那些具有个性化和典型化的事实及其情节、细节予以凸现，可以收到以一当

十的效果。特别是电视新闻，最大的长处是以视觉形象传达信息和观念，要在短时间内给观众以深刻印象和心灵震撼，

必须借助个性化和典型化手法（排除虚构和想象）。因此，新闻报道与艺术创作是有严格区别也有共同规律的。电视新

闻体现个性化、典型化的具体途径，在电视屏幕上已有充分的展示，并逐步成为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实践与追求。要

言之，可以概括如下：  

运用新闻故事引人入胜 新闻故事可长可短，有情节、细节，包容性强，信息量大，耐人寻味。尤其是在主题性报道

或深度报道中，它在“用事实说话”方面可以大显身手。电视新闻能将故事的现场、环境、人物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观众

面前，最大限度地拉近媒介与观众的距离，增强新闻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比如说，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明城市的

报道，如果只是泛泛地介绍某个地方、某个单位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而没有生动感人的事实，则难以说明其成效如

何。而《绵阳：文明言行与文明服务》（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1997年8月29日播出）这一新闻节目中就通过穿插

车辆检验所门前的烟摊从生意兴隆到无影无踪的故事，来说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过去司机们来车检

所办事，常常买香烟给车检所的人送礼，因此车检所门前摆起了一溜烟摊，烟贩们在这里找到了“市场”；然而，绵阳

市进行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以后，对窗口行业的文明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车检所这个有一定权力的单位增强了办事

的透明度，风气大变，不再搞“黑箱操作”了，司机们也就不必“烧香拜佛”了。香烟摊贩们见没生意可做，只好撤

走。这一生动的故事，比起平淡的叙说要有意义得多。窥一斑以见全豹，此之谓也。再比如1998年5月2日《新闻联

播》头条播出的《湖北宜昌：端掉税官金饭碗》这一节目，开头便讲述了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因工作不努力而下岗转为

“学岗”的故事，很快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说明宜昌国税局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1997年获得全国电视新闻系列

（连续）报道二等奖的节目《投资不增 、成本不升，效益提高缘何而来--辽河油田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启示》，成功地

将新闻故事运用到经济报道中，使一般观众觉得深奥的经济道理变得明白易懂。节目中讲到企业占有资产的多少和取得

效益的多少要挂钩，使得原来争相购买豪华小轿车的企业转而主动将占用成本的小汽车退出，这一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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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

镜子。这是对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

评价，也表明了文学的价值之所在。那

么，新闻报道对于社会生活就不仅仅是

镜子式的“反映”，而是真实的“记

录”。从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经过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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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九十年代诗歌处于沉寂状态的时候，

闻一多先生写于二十年代的诗作《七子

之歌》却异乎寻常地热遍了神州大地，

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首诗《澳门》经过电

视渲染以后，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

度。那深情的诗韵和带有潮汕民歌……

 

 



辽河油田改革措施落到了实处。  

通过纪实性的现场采访强化新闻事实 电视新闻声画合一的特点使其报道手段远比广播、报纸先进，妙就妙在它能原

汁原味地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盘端出，使观众自己去品尝。1998年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播出

的新闻节目《不该终止的山林承包合同》，有一段记者与“村支书”的现场交锋，将村支书阳奉阴违的形象暴露无遗。

在村头，记者正巧碰见了那位违背了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村支书，于是立即开始了戏剧性的对话。记者问党的十五

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村支书满脸堆笑，对答如流，但记者一问到终止山林承包合同的事情时，对方立即变了脸，态度也

变得蛮横了。这样一副前后判若两人的真实面孔，活脱脱地表现了农村个别基层干部虚伪和恶劣的言行。这种采访比起

那些“导演”出来的访谈更具新闻性和真实感，几乎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天籁”，任何文字上的“神来之笔”都难

以替代。《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罚”要依法》，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位在公路上乱罚款的警察，他开口罚

款就要20元，并不说明理由，只说：“来来来，下来我告诉你。”当隐性采访的记者再询问时，警察恶狠狠地将罚款

瞬间变为了“40！”并手拿罚款单朝驾驶室扑打。这么一副嘴脸，恐怕是电视剧也表演得没这么逼真。这就叫触目惊

心，乱罚款的严重程度比记者说一千道一万还要明白。  

捕捉典型的动态画面，寓情理于形象之中 电视画面比静态的摄影照片更富视觉冲击力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展示动感

强烈的画面语言。所谓精彩的经典镜头，往往都具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1998年"抗洪"电视报道中，由湖北

电视台记者拍摄的人民警察勇救小江珊这一场景，打动了海内外无数观众的心，丝毫不亚于美国大片的魅力。为什么

呢？这就是它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表演性！在肆虐的洪水中，弱小的6岁女孩江珊紧紧抱着赖以生存的小树，而乘着冲

锋舟的人民警察在接近小树的刹那间一把抱住了小江珊，倘若稍一失手，后果就不堪设想。摄像机将这一瞬间记录下

来，经过电视画面的广泛传播，使人们久久不忘。那些宏大的抗洪场面固然惊天地、泣鬼神，但激流中的小江珊的形象

和她被救的过程，也同样令人荡气回肠。  

再比如1998年3月13日《东方时空》播出的新闻节目《面对机构改革》，结尾时那源源不断驶出机关大院的下班车

辆，极富象征意味，惹人遐想。如此之多的车辆，如此之多的机关干部，说明了什么呢？让观众自己去判断吧。用不着

画蛇添足的解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电视新闻用形象的事实说话，殊途同归，目的就是为了在好看的同时使观众认同、接受新闻信息。艺术作品讲究赏心悦

目、寓教于乐，新闻报道也要避免枯燥乏味，而力求生动活泼。当然，电视新闻决非不要理性思维，选题阶段和采访编

辑的全过程都需要理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必须同形象思维结合起来，电视新闻才会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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