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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续(系列)报道信息整合的思考

——兼评2001年度获奖节目 

作者： 吴 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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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结合对获奖作品的分析，论述了电视连续报道信息整合的新理念及其可行的运行方式。   

【关键词】系列报道；信息整合   

电视新闻以声画一体的传播方式，传递最快、最鲜活的信息。作为深度报道之一的连续(系列)报道，除了突出自己的个

性特色外，同样也肩负着传递最新、最活信息的重任。那么，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通过信息梳理、筛选、整

合、重组等诸多手段，将信息报道做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还能有亮度，既生动活泼又受观众欢迎，这确实是道难题。   

连续(系列)报道的信息整合，首先必须要有新的理念，即信息整合的新观念；然后才能找到信息整合的新思路、新手

段，才能有所作为地进行精品创作，观众才能在屏幕上领略到信息发送、信息传播、信息评价的精彩独到。只有这样，

才真正达到了信息整合的目的。   

一、信息整合新理念  

传递信息，是各种传媒的首要任务。按照《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的界定，信息就是“关于事物的运动状态以及对事

物运动状态的陈述，是表示事物状态和运动状态的一种普遍形式”，由此可见，“信息概念比新闻概念广泛得多，宇宙

万物运动的形态和特征及人们对它的描述都是信息”，而“新闻是经过筛选、优化、加工、提炼过的信息，是对人类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实际意义的信息”，所以，不论是以快速播送最新信息的消息类新闻，还是以传播理性思考为主的

评论节目，抑或是以人际传播为主体的谈话节目，都是把传递信息放在重要而显著的位置上，以深度报道见长的连续(系

列)报道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在传递信息中，整合、筛选、优化，提炼信息就是重中之重。整合信息首先要树立“以观众为本”，亦即“以受

众为中心”的现代传媒新理念。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各种信息多向、交叉地流动，形成相互撞击、相互补充的场性信息

流。连续(系列)报道不论是主题性的选材，还是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连续、追踪报道，都应充分发挥新闻多次集合体的报

道优势，形成信息传播的广博密集的特色，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观众提供最新、最丰富又最具观赏性的信息。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适应不同观众的多元收视需求。   

系列报道中的信息整合，特别要注意将现实生活中分散的、零碎的、司空见惯的信息进行梳理、归整、再创造，使之成

为整体的、集中的、连贯的、鲜活的信息链条。我们对捕捉到的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卓有成效的整合，选取

其最具代表性、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新闻事实，用今天的新视角开掘、整理、挖掘出新的信息价值。   

《丰碑》是中央电视台献给建党80周年的系列报道的精品之作。它激情澎湃地歌颂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在各个领域取得

的巨大成就和丰功伟绩。在主题开掘和内容挖掘上特别注意信息的选择与加工，真正做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历史视角

与平民视角的结合，既大气磅礴又精雕细刻，而且信息量非常饱满。   

全片采用大时空跨越的散点式结构，以充分调动各种信息的潜在能量。《丰碑》第1集《全国各族人民盛赞党的丰功伟

绩》，将一组看似分散而平凡的信息，重新组合与创新，使有效信息不断增容、扩散、聚拢，使这一集成为一个亮点。

该集从天安门升旗仪式切入，再转到不同阶层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采访：既有亲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世之作

诞生的当年的儿童团团员，又有北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藏族研究院院长；既有原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又有深圳市民、

凤阳农民、少数民族大学生和工人，采访点看似多而散，实则是形散而神不散，信息非常集中精炼。 

该片的信息选择围绕中心主题，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经历的人物传递的诸多信息，进行巧妙的串联、编排、重

组，形成有机的信息平台，充分展示出信息整合的魅力。   

在事件性新闻的连续报道中，一般记者容易在芜杂无序又繁复多变的信息流动中难以取舍与抉择，难以快速寻觅到最有

价值的信息核心。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新疆兄弟紧急求援上海各界伸出援手》(简称《新疆兄弟》)在信息的选择与重组

上有独到之处：它一刀切出瓜瓤，抓取到感人至深的细节，将连续报道的信息整合推到了极致。   

《新疆兄弟》以新疆库尔勒地区12位工人因误食带菌豆豉而中毒，病情危急，生命垂危为报道线索，求援电话打到上

海，东视立即向全社会求助，同时派出记者进行跟踪采访报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上海大夫袁慧英带着救命的抗毒

血清送医3000公里前往抢救。她历尽艰险，到达库尔勒，凭精湛医术和敬业精神实施抢救，终于使中毒的工人化险为

夷。   

该片在追踪报道中层层深入，步步追击，事件进程始终牵动着新沪两地观众，当新疆兄弟转危为安时，报道似乎可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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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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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圆满的句号。但事态突变，抢救中毒工人、送医千里的袁大夫出人意料地在新疆不幸遭遇车祸，以身殉职。这突如其

来的结局，令观众着实惊讶、惊叹，从而受到深刻的震撼和感染。   

全片围绕“生命高于一切”的主旨进行材料选择和组织，在整个报道中，事态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以及余波和回

响都环环相扣地作了深入报道，使众多信息在持续不断的报道中得以延伸和深化，使节目真正扩大了有效信息量，也使

“以观众为本”的理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信息整合的新思路  

新世纪我们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现代传媒的特点是：信息传播多元化、消息来源多渠道、报道手段多样化、观众需求

多层面，所以在连续(系列)报道中，信息整合必然也要有新思路、新手段才能出精品、上档次。   

1.信息组合   

连续(系列)报道信息整合的思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而最重要的是寻找到适合本报道的突破口。如系列报道多用于非

新闻事件的主题性、成就性报道，在紧紧抓住最新信息的同时，充分运用背景材料自然是必不可少。吉林电视台、中央

电视台的《好干部——汪洋湖》就成功地运用了当年水利厅厅长汪洋湖视察水利工程发现施工问题立即整改的资料：

1998年科学预测嫩江洪峰流量，为确保大堤安然无恙作出的贡献；嫩江上游决江而百姓房子泡水难以过冬时，他果断决

定炸堤排水。这些背景资料的运用与现在时的同期声互相辉映、融为一体，使旧闻与新闻形成互补、互动状态，使新旧

信息交替出现，增加了信息容量，产生了全新的感觉。   

系列报道为了向纵深发展和开掘，把新闻事件的幕后信息、侧面信息、衍生信息挖掘出来，进行深化与细化，从中提炼

出崭新的信息价值。而连续报道在信息处理上也有规律可寻。它主要是在追踪报道时，以时间为序，环环相扣，节节相

连，使信息链接顺畅而有序，既有层次感，又有递进感，形成最佳的黄金信息组合而独显自己的优势。   

2.策划·创意   

连续(系列)报道的信息整合水平的高低，策划、创意是关键。它必须在客观、真实、准确的基础上，主动地、有效地重

组信息，才能真正挖掘出信息的深层价值。 北京电视台的《工作是美丽的》是颇有新意的成功之作。首先，它把工

作、劳动看成是美丽的、美好的。普通劳动者平日里做着极为平凡与普通的工作，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他们应

该得到鲜花与掌声，尊敬与热爱。基于此，北京电视台开展了“鲜花送给普通劳动者”的大型公益活动：任何公民只要

写出一个理由都可以免费领取到一束鲜花送给他尊敬的劳动者。系列报道用生动感人的视听语言传递出平凡工作中的意

蕴：即工作是美丽的，劳动是光荣的，生活是美好的。对传统观念中工作是不计报酬的，是劳苦、是付出、是奉献，作

出了颇具新意的全新诠释。   

其次，连续(系列)报道要吸引观众，令人信服，立意必须高远。《工作是美丽的》在节目创意中，编导带着对生活的新

理解，以平民视角关注生活，强调以人为本，以平凡为美的理念，所以在信息取舍上，天平自然倾向平民百姓和普通劳

动者。   

该片在跟踪采访中，记者追寻了最普通的人、最平淡的事，却透视出最真挚的情和最深刻的意蕴。如盲人教育家徐白伦

先生接到鲜花时，用手触摸与用鼻嗅闻鲜花的细节，饱含着多少独特信息。这些精彩片段真正达到了与观众的沟通与交

流，引发观众积极主动接受信息和享受信息。   

3.时空跨越   

连续(系列)报道历来以时空跨度大、角度变化多、包容量大、传递信息密集而著称。系列报道在信息处理时不论是筛

选、抉择还是集纳、重组都是以表达与主题相关的内部逻辑与规律为准绳进行信息新整合。《丰碑》之《网里神州——

腾飞的中国电信业》，围绕歌颂中国电信业迅猛发展的主题，屏幕上出现了解放前的电话机、80年代的大哥大、90年代

轻巧玲珑的新型手机，公用电话、寻呼台工作场景、“网络”字版、电脑特写，再加上卫星通信、光纤通信、数字微

波，可谓上天入地，跨越四方，吞吐上下，形成圆球状、立体化的信息网络，由此可见，通过时空大跨度的信息整合，

观众接受到的视听信息既丰满厚实又鲜活感人。   

连续报道中现场信息的梳理与辨析水平直接影响到节目的成效。立足现场、亲历现场，感受真实就更具感染力和说服

力。现场追踪不仅是声画艺术表现的最佳场地，也是记者、主持人用人际传播方式现场亮相、出镜采访、引领观众的最

佳选择。   

在现场，记者特别要注意在观察、采访中抓取典型细节和独具个性特色的声画语言，尽量用现场画面来传递独特而准确

的信息。报道中让受众最大限度地接近信息源，让受众自己选择和判断有用信息，那么就要千方百计减少现场信息损

耗，就必须摒弃无效画面、永恒画面、无信息量画面、程式化画面。记者要刻苦努力开拓画面的信息资源，让画面鲜活

起来，好看起来，这就能真正激活声画语言在传递信息时的创造力与表现力。   

4.人际传播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记者、主持人充分发挥信息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他们以自己独特的信息传播渠道和个性化、人

性化的传播方式，缩短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再现出人际传播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信息组合在人际传播中得到更完美的体现。记者、主持人充分调动话语信息和非语言信息，使信息传播更充实、更广

泛、更全面，因而更具“以人为本”的传播个性。通过信息与感情的双向传播，使声画承载更多的信息，达到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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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怀。《新疆兄弟》对新疆12位中毒工人兄弟的紧急救援；《卖红薯的娃儿想回家》千方百计解救8个非法雇佣的卖红

薯小孩，都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记者在传递信息时表现出的对人的关注，真正体会到节目的人文关怀与人文内涵。   

信息整合形式千变万化，但终极目的是让观众在有限的时空内获取最为丰富多彩的视听信息，最大程度上满足观众的收

视需求。我们应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进行全方位信息整合，使信息增容、扩量、滚动、再生、提升，形

成信息的再创造、再利用，从而提高连续(系列)报道的可视性、可听性、可信度和收视率，奉献给观众更多精品节目，

这就是我们电视人的追求。   

(作者单位：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邮编：100866)   

【责任编辑：李立】〗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4501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