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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穿帮”是江浙一带的方言。

一般是指人们在日常行为中语

言、行为、逻辑的前后一致而造

成的“露馅”、“露底”、“露马

脚”。如今“穿帮”一词多被引

申到电影或电视剧中因拍摄制

作的“粗心”、“粗糙”无意间产

生的小错误。电视新闻是用最

直观、最真实的镜头语言反映、

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一

般以为短平快的电视新闻不会

出现类似于电影或电视剧中的

“穿帮”现象的，但实际工作

中，如果记者对人物、场景、时

空、细节等处理不当，也会出

现这样那样的“穿帮”。因此，

研究讨论电视新闻的“穿帮”现

象既不是吹毛求疵，洗垢求瘢；

也不是纸上谈兵，空穴来风；而

是提高媒介和记者素养的基本

修行。

电视新闻节目从策划、采拍

到后期剪辑、制作，实际上是一

个既灵活又严谨的系统工程。

说其灵活，它是一个开放、包

容、多元、变化的系统，上下左

右，推拉摇移，近远疏密，均可

应用；说其严谨，因为任何一个

失误和瑕疵都会影响作品的整

体呈现和传播效果。前不久，

有自媒体披露某地山区一老妇

32年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在床的

“植物人”女儿、终于让她逐渐

醒来的故事。随即，多家电视

媒体随着爱心人士一同前往农

妇家中拍摄，各自完成了“一句

‘妈妈’母亲等了 32年”的电视

新闻。新闻的主体十分感人，

但是作品中一些细节的“穿帮”

却影响了它的感染力。例如：

第一个画面上是病榻上女儿的

特写，伴随着女儿模糊不清的

喊“妈”的同期声，画面的“前

景”却是几个带有电视台台标

的话筒，十分抢眼。随即的解

说是：“在今年立夏后的一天，

母亲在做早饭时，突然听到有

人在喊‘妈妈’，一开始，她以为

是屋外别人家的孩子在喊……”

稍加分析问题就来了：第一，女

儿的第一声不是当天，也不是

现在，而是此前的某一天；是过

去式。第二，女儿喊妈，应该是

情感的自然流露。记者抓住这

一声“妈妈”的切入点，选择合

适的时机进行拍摄，并无过错，

但是，为了等待病人这一声喊，

记者像新闻发布会上一样举着

一把话筒早早布置在镜头前，

这样的架势戳穿了编导摆拍的

意图，十分突兀。一般情况下，

电视新闻表达记者与病榻上的

病人交流与对话的时候，记者

和话筒入画都不成问题，但是

新闻要表现这个特殊家庭中母

女间自然情感交流的原生态

时，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值得

商榷。因为，等待拍摄的记者

实际上是这对母女“私人”生活

中的不速之客。为了呈现原生

态的真实性，记者和话筒应当

规避到镜头之外。同样，作品

在叙述母亲给瘫痪的女儿做按

摩时，画面的一角露出的却是

优哉游哉来回踱步的志愿者

们。这样的“穿帮”大大冲淡了

作品本来竭力营造的情感张

力，“母亲 32年的艰辛”却因为

画面中志愿者的踱步而大打折

扣。因此，记者对“私”事的介

入，理应有一条看不见的“红

线”。闯入红线是记者对“私人

空间”的“搅和”；红线之外，是

媒介和记者对被采访对象的

尊重。

电视新闻通常都用分秒计

算，少则几十几百字，多则上千

字，虽然它在屏幕上的呈现是

平面的，但实际上它的内核始

终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逻辑思

维，最终它向观众呈现的是一

个“声、画、形、意”统一的立方

体。对新闻事实缺乏正确认

知，甚至违反了基本的逻辑思

维，“声、画、形、意”出现错乱，

就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穿

帮”现象。细究电视新闻的“穿

帮”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时空错位

违反正常的叙事规律，A时

的人物、景色在B时出现。例如

某作品讲述了一军人两次前往

非洲参加维和的故事。军人的

母亲怀抱熟睡的孙女接受记者

的采访，讲述了军人从参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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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到维和的成长经历。从单纯

人物访谈的角度看，记者在这

样的祖孙两代温馨的氛围里完

成采访，被采访者也回答自如，

一切正常。但是，最后作品按照

时间“顺叙”维和军人的成长时，

母亲怀中的孙女却成为避不开

的“烫手山芋”。因为母亲讲述

的儿子未婚之前的经历，孙女还

没有出生。孙女在作品中“提

前”出现，是时空上的错位，是结

构上的一处败笔。这种蹩脚的

“穿帮”很难在后期的编辑、制作

中进行修改与弥补，最终也影响

到整个作品的质量。

同样，描写军人中秋望月思

亲的段落，不是用满月的画面

而是用了上弦月（或下弦月）镜

头替代，根本无法营造“天涯共

此时”的意境。此时“月相”的

时间错位，也是一种镜头语言

的“穿帮”。

在实际工作中，因时空错位

发生的“穿帮”现象比较常见。

同一记者、同一主题、同一场景

采访同一被采访对象，因为两

次或多次采访，服装、发型、天

气（室温）或者其他一些细节发

生变化，这样，前后存在某些差

异的镜头最终被剪辑在同一件

新闻作品同一个短小的段落

中，也会出现电视镜头的“穿

帮”现象。比如某重大案件的

新闻报道，文字叙述的是冬天

的案件，画面上却是夏天的着

装。显然，是后期的“补拍”让

新闻事实与人物发生了衣着

“穿帮”的现象。

二、场景错位

因为电视摄像在采访地点、

场景、景别、机位、角度的调度

处理不当，被采访对象接受采

访时话语氛围与现场环境不

符，也会出现各种“穿帮”镜头。

例如，有记者在采访军嫂时，既

没有安排在军嫂自家生活的庭

院，也没有安排在日常劳作的

田间地头，而是被安排在一个

与她家庭生活并没有直接关系

的公共场所——镇政府，而且军

人的公婆、妻子和两个孩子排

成了“全家福”。在一片被长枪

短炮围攻的嘈杂凌乱的氛围

中，“排排坐”的军嫂被问到自

己如何思念丈夫；独自带娃如

何艰辛。熟悉的观众一眼就能

看出其中的“穿帮”——这不是

他们的家。场景的错位，让主

人翁失去了自己“本土”的生活

空间，也让新闻作品失去了“本

真”的环境氛围。在这样“飞

地”的“摆拍”中，即便被采访者

的表达再自然、情绪再感人，新

闻作品中最终传达给观众的

“家国情怀”也会因为场景的作

假而失真。

三、逻辑错误

严格地说，所有的电视新闻

作品无论短长，实际上都潜在

着一种意识流、时间流、感情

流，所有的声音、画面、语言、文

字、图标、音效都是围绕着一个

主题而存在；它们不仅是连续

的、完整的、美的“个体”，而且

通过作品内在的思想逻辑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此传播

媒体（作者）的价值观。有时候

一件优秀的电视新闻作品甚至

达到了“多一分嫌长、少一帧嫌

短”的境地。但是有些电视新

闻作品思路不清，逻辑紊乱，采

制过程中缺乏应有的编辑意

识，没有从新闻事件、人物、环

境中寻找、捕捉真实、感人、唯

美的现场画面，而是做简单的

“开关师傅”，见啥拍啥，因此拍

出的电视镜头或机械、凌乱，或

贫乏、苍白，有的甚至画蛇添

足，令人恶心。例如有作品反

映一位过世七年的警察生前捐

资助学的事迹。在采访完了受

捐助人、警察生前的同事和他

的亲属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

然后找到这位警察的堂孙女，

让她在电视镜头前机械地“朗

诵”了一大段溢美之词：“他工

作很认真，有些事故发生在晚

上，有时甚至是半夜，事故发生

地很远，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等等。客观地说，用直

系或旁系亲属的后代来宣传前

辈的事迹，是一种不错的创意。

但是堂孙女“动情”赞美的事迹

并不是朗诵者的亲身感受，而是

从旁人那里“舶来”的“间接”体

会；朗诵者的言辞、语气、情绪甚

至或多或少地留下电视记者“编

导”的印记。舍弃对亲历者的追

寻与采访，改用这样略显生硬的

煽情演绎，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感

染作用，对新闻人物的形象塑造

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在日常工作中，非规定场景

的人物、器物被拍入镜头造成

电视新闻“穿帮”的现象时有发

生，在此不一一例举。不过，有

些“穿帮”通过后期的修饰是可

以避开的，有些“穿帮”却只能舍

弃不用。因此，电视新闻节目要

避免“穿帮”，还是要从采制的源

头上做足功课，巧妙规避：

规避规避““自我自我””。电视新闻对

于记者出镜、入画似乎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记者入画

代表“我在现场”，这是电视新

闻的长项。大多数情况下，记

者通过现场报道或者与当事人

交谈、交锋等进入电视画面，更

能增强电视新闻的现场感和亲

切感。因此有的记者特别喜欢

出镜、抢镜，希望强调“自我”的

存在而提升知名度，增强影响

力。不过，不是所有的电视新

闻都适合记者入画的。有一些

故事性、情感性极强的电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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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是具有“排他性”的，有时记

者出镜、入画反而破坏了既有

的人物关系和环境氛围的完整

性，使新闻报道显得冗长、拖

沓。相反，确立“过程‘有我’而

画中‘无我’”的拍摄方法，避免

“不速之客”“穿帮”画面，或许

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因为，

这样反而更有利于开掘主题，

凸显主体，强化作品的思想性

和感染力。

规避规避““飞地飞地””。任何一个被

采访对象都是存在于特定的人

文群落和社会（自然）环境当

中。电视记者所要表现的就是

特定环境中的“这一个”。因

此，对新闻人物的采访应该安

排在符合被采访对象职业特征

的“原生态”环境中，要尽量避

免为采访而采访，把被采访者

带离 Ta 本来的生活工作环境，

到另外一个与Ta生活工作毫不

相关、甚至大相径庭的环境中。

否则，东拼西凑、南辕北辙，极

易造成镜头上的“穿帮”现象。

规避规避““矫情矫情””。在日常工作

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记者，为

了采制符合自己既定目标的报

道，往往会要求被采访者舍弃

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语言特点，

“要这么讲，而不要那么讲。”有

的记者为引导被采访者在较短

时间里进入“角色”，自己先行

在每个采访段落前做出了大段

的煽情铺垫，结果作品出来采

访者是“情深深”，被采访者和

观众则是“雾蒙蒙”。

电视新闻因为有细节、有温

度、有情感才有感染力。但是

通常情况下，电视新闻节目体

量短小，结构单一，它不可能像

电影、电视剧那样有双重或者

多重的叙事结构来铺展、渲染

人物的情感，而是需要单刀直

入、简洁明了的结构脉络来写

人说事、明理传情。新闻作品

的情绪、情感渲染，不是通过

“导”和“演”能够实现的，而是

要通过对真实的细节（情节）、

言语、动作、表情的捕捉、呈现，

以人系事，以人系情，自然流

露，水到渠成，方见真情。因

此，电视新闻的采访绝不允许

毫无原则地处处留情，事事矫

情；而是要在诸多的情感关系

中梳理出一条最主要的脉络，

细细发掘，去伪存真，去粗存

精，最终，把真善美呈现于荧

屏，传播给观众。如果生拉硬

扯，把无关主题的人和事一股

脑儿装进篮子，矫情甚至滥情，

只会让作品首尾不顾，言不由

衷，弄巧成拙。

综上所述，电视新闻镜头的

“穿帮”现象是记者在日常工作

中比较容易出现、且不易引起

重视的“瑕疵”，但是它的存在，

足以影响到作品的成败和媒介

的声誉。只有对职业心怀敬

畏，努力锤炼职业素养，自觉遵

循职业操守，我们的电视新闻

镜头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杜

绝“穿帮”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绍兴广播电视

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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