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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 勇

用真情讲好用真情讲好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浙江新闻奖电视专题一等奖《拥抱》创作特色分析

创优实践

调整节奏。

插片中有一段是这么描述的，“给村民讲

解怎样用艺术设计改变村庄，丛志强事先花了

很多心思。可两次课讲下来，他发现这课是没

法继续了。课堂上接电话的、高声聊天的，吵

得跟菜场一样。更让他郁闷的是，精心准备的

课没人听，关于他的流言倒是在村里传开了。”

就是用了一段舒缓的音乐，在关键的时间点内

调动情绪，使受众与访谈对象所经历的事件产

生共鸣。

在另一段插片中，画面展示了村庄改建的

前后对比，节目选择了节奏快、表现力强的音

乐，匹配画面的快速切换，这样既能让受众快

速游览定汪村的变化，又能调整节奏，增强视

觉冲击力。插片中，还采用了少数民族布依族

的原声歌曲，来表现村民“人人动手建村庄，

更好生活在前方”的美好场景，使访谈达到了

一个小高潮，增强了电视访谈的感染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电视访谈节目在叙事时需要记

者抓住与时代共振的主题，提前收集素材，充

分利用电视镜头语言，逻辑明晰，过程环环相

扣，才能让受众与新闻事实和新闻人物更为贴

近，从而实现作品主旨的有效传播。利用多样

化的电视表现手段，使访谈节奏紧凑有序的同

时，让访谈内容自然而又充满感染力，使访谈

节目兼具厚度、深度和温度。

参考文献：

①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

日常生活中的叙事》，2002年2月，第11页。

②鲁健，《电视访谈节目主持艺术》，2013

年4月，第38页。

（作者单位：宁波广电集团）

摘要：2020 年度浙江新闻奖电视社教专题

一等奖作品 《拥抱》 以浙江省衢州市首批援鄂

医疗队一名护士赵凯旋为主要人物，通过重大

选题的普通人物表达，诠释了“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本文通过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和情感为

主线的叙事技巧评析其创作特色，为电视媒体

如何通过影像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重大选题 人物表达 真情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武汉、

湖北成为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广大医

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346 支国家医疗

队、4 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抗疫前线，用

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挽救了一

个又一个垂危生命，真实诠释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对于媒体工作者，这显然是

一个重大选题。而在 2020 年 2 月，一段“衢州

90 后援鄂护士与患者的温暖约定”视频在网络

热传，衢州广电传媒集团编导团队敏锐抓住了

这个切入点，以衢州市首批援鄂医疗队护士赵

凯旋为主要人物，通过重大选题的普通人物表

达，创作了时长 8′47 ″的电视社教专题 《拥

抱》，该片在 2020 年度浙江新闻奖评比中，荣

获一等奖。

全片紧扣一名90 后护士援鄂的历程，聚焦

人物情感细节，见微知著，以真实传递真情，

体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气质和国家担

当，让许多观众看后悲欣交集，久久回味。如

何以情引情，以人感人，用真情讲好自己的故

事，是本片成功的关键。

一、以情感为主线

节目片名为《拥抱》，乍一听略显平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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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看完故事，会发现非常契合。在片中，“拥抱”

不仅仅是一个动词，更代表着一份温暖、坚韧、

不离不弃的情感。这不仅是一名普通护士个人

的情感，也是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情感。从开篇

“影视明星彭于晏隔空拥抱 90 后援鄂护士”引

出片名，到“出征时感染科主任含泪拥抱”“瞒

着家里欠父亲一个拥抱”“隔着防护服与患者老

陈的拥抱”“困境时渴望父亲的拥抱”，直至

“胜利时对武汉的拥抱”“凯旋时和父亲的拥

抱”。七次有虚有实的“拥抱”，融合了友情、

亲情、战友情、医患情，直至升华为“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家国情怀，层层递进，形成

了全片的情感主线。同时，还通过下列手法的

运用来强化这条主线。

（一）展现真实情感

不刻意去脸谱化主人公，而是真实展现主

人公的心声，塑造一个有情有义的普通90后援

鄂护士形象，让屏幕前的观众自然地形成共鸣。

主人公自我介绍的第一段同期声：“刚才那

个爱笑的姑娘就是我，赵凯旋。浙江省首批援

鄂医疗队的一员，因为武汉战疫，我就被很多

人当成了英雄，其实我就是一名普通的90后护

士，爱美、追星，还渴望拥抱。”三言两语，即

可看出主人公热情爽朗的性格。而在后面的自

述中，主人公回忆起收到患者老陈病逝的消息，

忍不住泪流满面，言语中满是无助孩子般的愧

疚。这些言语的运用，使这个乐观、勇敢、有

担当的医护人员情感饱满起来。

（二）营造情感呼应

情感的体现有始有终，推动剧情才更有逻

辑。

如开篇的“影视明星彭于晏隔空拥抱90 后

援鄂护士”与结尾的“凯旋时刻父亲举牌‘先抱

我，再抱彭于晏’”做呼应，“瞒着家里欠父亲一

个拥抱”与“困境时渴望父亲的拥抱”做呼应，

这样的呼应能够营造剧情的悬念性和反转性。

（三）调度情感转换

要调动观众的情绪，情感的节奏控制很重

要。要做到有悲有喜。

我们以“衢州 90 后援鄂护士与患者的温暖

约定”这个核心情节作为情感的转换点。之前的

情绪是紧张而又压抑的，在主人公赵凯旋付出了

诸多努力，而患者老陈却不幸离世的时候，“悲”

的情绪到达了极点。如何转“悲”为“喜”？我

们通过一段成功的同期声采访进行转换——

“后来我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我说：‘爸

爸，抱我一下。’他和我说，‘凯旋，爸爸抱着

你，但你是一名护士，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去帮

助，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在想，如果连我这

么一个大大咧咧的姑娘，我都是这种情绪的话，

那我身边可能很多人都会更压抑，武汉需要我调

整好状态，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感染别人。”

这段同期声也成为了全片的高潮，引导了

观众的情感爆发，为最后的凯旋打下了伏笔。

二、讲述主人公自己的故事

传统电视专题往往通篇采用全知视角进行

叙事，这种叙事视角一般需要保持客观中性，

不带情绪。而作为一部以情感为主线的作品

《拥抱》则让主人公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一）第一视角

主人公自述挑起了解说的重担。比起客观

中性的解说词，人物自述更加质朴自然，口语

化的表达甚至带着乡音，强烈的主观情绪既增

强了真实感又富有人情味。

如片中主人公收到患者老陈病逝消息的那

一段自述：“早上八点多的时候，我们那个群里

就传来一条消息：8 点 33 分，33 床，抢救无

效，死亡。整个人其实都炸了，呆坐在床上我

那会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明明前一天答应得

我好好的，也明明有这种希望了，为什么还会

是这种结果？！”

这样的自述加上不经意间呈现的动作、表

情，更容易打动受众，引起情感共鸣。

（二） Vlog自拍

节目片的前期摄制实际上有一个非常不利

的因素，由于是浙江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当时

武汉的情况不允许记者一同前往。所以全片有

将近 50% 的画面都是由主人公及同事用手机拍

摄的Vlog。

出人意料让人惊喜的是，不同于专业摄像

的客观冷静，镜头摇摇晃晃却有血有肉的生活

片段反而创造了强烈的代入感。主人公及同事

用带着自己情感的镜头让观众瞬间进入了战

“疫”的语境，更能打动人心，让片子拥有别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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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荣

聚焦聚焦““网红网红++直播直播++电商电商””
变题材富矿为精品摇篮变题材富矿为精品摇篮

创优实践

的力量。这也是融媒体时代一次非常有意义的

尝试。

三、注重烘托意境

一部以真实、真情为内核的电视专题片，

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艺术化的烘托，关键在于

“度”的把控，自然而不煽情。《拥抱》 就处理

得比较恰当。

（一）用好金句

节目开场就使用了一句较“文艺范”的金

句来点题：“拥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心明明贴

得很近，你却看不见对方的脸。”这是编导团队

根据整个事迹内核来引用的。因为在武汉，白

衣战士们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被救治的患者

看不见她们的脸，心却是贴得最近的。恰当的

意境烘托无疑能提升全片的艺术高度。

（二）选好音乐

音乐与故事化叙事配合，可以增强作品的

情感，将叙事的情绪节奏推向更高境界。

在开篇使用低沉的的鼓点，加上嘀嗒的钟

声，渲染出紧张的氛围；当医疗队投入战斗，

快节奏的电子乐响起，则带来了希望；而当主

人公因为患者去世落泪时，铺垫已久的弦乐响

起，将画面中积攒的情感激发出来直击观众心

灵，整个叙事情感被推向高潮。

融媒体时代，转变常规电视专题叙事策略，

《拥抱》 用真情讲好自己的故事。“Vlog+第一

视角+情感主线”是坚持尝试“求变”“求新”

的真实写照，最终目的是要把真正有价值、有

共鸣的优质内容呈现给观众。

（作者单位：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创新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能力，这一过

程考验着从业者的发现力、判断力和责任感。

对媒体而言，创新意味着要打造精品，这需要

组织者要有强烈的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意识

和行动。2019 年，由笔者主创的 《6000 网红

主播赋能直播村 撬动义乌电商直播带货千亿

元》获得2019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在采

访和制作方面，笔者试作梳理分析。

一、关注行业风口，挖掘重大主题

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庞大

的商品量让“电商直播”“短视频”行业如同雨后

春笋一般欣欣向荣。义乌福田街道江北下朱村，

离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2公里，被业界

誉为“中国微商第一村”“网红直播电商村”。

笔者多次前往该村采访时观察发现，就在

狭窄街道旁一间间其貌不扬甚至稍显简陋的店

面里，涌动着的是瞬息万变的巨大商机，每天

上演着的是日进斗金的财富故事。2019 年，随

着社交电商的全面规范化，义乌网红直播电商

如星火般涌现。北下朱村也紧抓风口，从微商

村向“网红直播村”转变，村内一大批从事移

动电商的企业主开始转型升级。在“双 11”零

点，笔者再次守候在这个网红集聚地，真实记

录义乌企业和商家。面对新机遇，深挖“短视

频+直播”新业态，打造日用小商品新销售模

式，引领电商新零售浪潮。义乌小商品市场的

变化成为中国电商变迁的一个缩影。笔者也深

切感受到草根网红主播面对新机遇，深挖“短

视频+直播”新业态，打造日用小商品新销售

模式，以及逆袭背后创业的艰辛、为美好生活

而打拼的坚守和执着。

据北下朱村党支部书记黄正兴介绍，村内

99 栋商住楼、1200 间营业房，分布着 1000 多

个微商品牌，最高峰时从业人员超过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