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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词，顾名思义即口头说明解说的词。也可以说，解说词是“口头文学”。它依靠文字对

事物、事件或人物描述、叙说，词语的渲染来感染受众，使人们在对其所表述的内容有所认识

和了解的同时，起到更进一步加深认知和感受的作用。就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而言，它是对电

视画面内容的文字解释和说明。它虽然与电视画面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或事物都产生不了交流关

系，但它却又都与电视画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视画面与解说词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

间是互为作用、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如果在解说词中讲到乌云突变、大风骤起时，这边电视画

面就不可能出现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场景；而如果画面中是人潮涌动的铁路春运的场面，可

解说词却用上了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词句，这就使人很费解了。虽然观众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注意的是画面，但解说词的作用仍不可忽略。在某些情况下，解说词还占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画面与解说词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必然影响节目的整体表现效果，即使再优美

的画面也弥补不了“文不对画”的缺憾。当然，有些优秀的电视专题片即使没有多少解说词，

也没有影响观众对节目内容主题的理解，那是因为仅有的一点儿解说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产生的是指点迷津的效果，而再多用上些解说词倒显得画蛇添足了。 

   

  如果我们把电视画面比作红花，那么解说词就是绿叶了，多么好的画面就如同漂亮的花一

样，没有绿叶的陪衬也会失色不少。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的作用如此，怎样才能把解说词写

好，使其真正担当起“绿叶”的作用呢?我以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和努力。 

   

  一、对采访对象的详实了解、深入体验是写好解说词的前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就好比电视记者没有充足的第一手材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

解说词的。现在，有些电视记者采访，拎起摄像机就走，扛上摄像机就拍，只注意画面质量，

不去深入采访，解说词是在人家准备好的文字材料上圈圈点点了事。更有甚者，干脆将报刊上

发表过的文字拿来，“造就”了一篇解说词。这样的解说词毫无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没有任何

深度和广度，这样的电视节目又怎能赢得观众呢? 

   

  前期的深入采访对后期的解说词的写作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过程，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感

受，就不可能写出让观众信服、感人的解说词。这就像作家、画家为创作必须去体验生活一

样。没有他们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某种生活的经历，而只坐在家里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是不

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的。因此说，亲临新闻现场、深入采访，尽可能多地掌握素材和信息是

写作好解说词的第一步。 

   

  二、融入真挚情感、表达真诚的内心世界是写好解说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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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深入细致的第一线采访，这就为写好解说词奠定了基础。而在你真正动笔写解说词之

前，首先要充分思考，围绕专题片的主题进行构思，然后一气呵成。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把

你在采访中和采访后的感受、观点表达出来。必须把自己的感情世界融入其中，将内心的情感

用文字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可以相信，在这种境况下写出来的解说词也定会打动观众的心。相

反，同样是在作一个电视专题节目，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如果没有打动你的心或引起你的兴趣

的地方，你肯定不会写出打动观众心的解说词。只有你对采访对象、镜头中所表现的内容或你

想说明的事物感情真挚、兴趣十足、关心专注，这样你写出来的解说词才会感染观众。 

   

  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文学艺术修养是写好解说词的根本 

   

  有人说，前期采访我也很认真，坐下来开始写解说词我也很投入，可写出来的解说词就是

不能打动人。我想主要原因那就是文字功底欠缺了。头脑里没东西，肯定倒不出“货”来。如

果知识面广、文字能力强，那语言的组合就会很顺畅，文字的表述就如同源涌般溢出。因此，

要写好一篇解说词，必须有文学“细胞”，善于用文字语言表述、描绘所解说的事物和画面。

现在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很少讲究遣词造句、语法修辞，而更多的是些公式化、简单化、不生

动、干巴巴的文字罗列或一些数据排序充斥整篇文章。有的就是一篇工作报告或总结报表，就

连播音员配音时读起这样的解说词来都感受乏味得很。这样的专题节目若受看才怪呢? 

   

  一篇优秀的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不一定是运用了多少排比句、多少古文诗句、多少成语典

故，更不是华丽词藻的堆砌，但它首先应当是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很有味道，集语言的新

鲜性、评说的深刻性和文字的可读性于一体。通篇文章的语言美感与画面镜头的艺术美感结合

得完美和谐。 

   

  一部优秀的电视专题片，它应该是解说词与电视画面完美结合的统一体。而解说词有时甚

至是整部专题片的灵魂，即使不看电视片，它也应是一篇绝妙的文章，细读起来让人振奋、引

发思考、唤起遐想、回味无穷。 

   

  深入采访、融入真情、文字功夫是写好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重要三步。对电视记者而言，

不能只注重图像、画面，而忽略了在文字上的要求，写好解说词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必须

的。只有这样，你制作出的节目才能更受观众欢迎。优秀的选题、高质量的画面加之优美的解

说词，这样的电视节目就如同配上了绿叶的红花能不受人喜爱吗? 

   

  (作者单位为沈阳电视台)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谈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写作 会员评论[共 1 篇] ╠

解说词怎么写固然是个大问题，解说词出现的时机及量的大小也要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加以分析啊。 

[speechlesswood于2004-5-1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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