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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杰 孟 坚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在在““戏戏””里里 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在在““戏戏””外外
——浅议电视对农节目的镜头“饱和度”

对农实践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优秀

戏曲演员理想的舞台状态便是“既在戏中，又

在戏外”。也就是说演员的演出既要符合规定情

景中的“角色”特征，又要融入高超至臻的艺

术技能，从而驾轻就熟、功力独到，生动细腻、

神情饱满地完成属于“我的”“这一个” 特定

角色的艺术形象塑造，让人印象深刻，久久难

忘。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不同，行行相通，

戏曲舞台上的这一艺术规律对于电视对农节目

的创优创新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本文以几例

电视对农节目的创作案例为例，探讨电视镜头

如何提升饱和度的问题。

有时电视同行调侃自己：电视摄像是开关

师傅。但是“开关”之间，推拉摇移，俯仰旋

转，还是大有讲究的。因为电视镜头是构成电

视节目的最基本单元，也是电视节目写“意”

传“神”的主要手段。可以说，画面与声音

（解说） 是与生俱来的孪生兄弟，解说词借助电

视镜头而出彩，电视镜头通过解说而达意。如

果电视镜头光是简单直白地有一说一，见啥拍

啥，就会显得单调枯燥，或 “鸡皮”搭“鹅

皮”，声画两张皮；有的甚至画蛇添足、弄巧成

拙。如果声画协调，形意兼备，便相得益彰，

活色生香。所以，电视对农节目镜头的“饱和

度”不仅仅局限于光学意义上的进光量、色彩

还原程度和画面美感，同时还包括了记者走在

一线的胸襟、见识与心得。题内题材，深刻领

会；“戏”内“戏”外，融汇贯通。这样的电视

镜头才会鲜活生动、准确洗练、情感饱满、内

容充实，最大限度地传达电视对农节目的深层

思想内涵，成就电视对农节目自身独立的品格

与特征。

一、场景选择

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生活千姿百态，

农业生产千变万化，但是电视对农节目阵地在

农村，对象是“三农”；先进人物、经典案例、

成功经验，本质上都姓“农”。因此，无论是

“三农”信息、深度报道，还是人物专题，电视

对农节目的镜头拍摄要紧紧盯住“农”字这个

核心，所呈现的人物、场景都要尽量符合农村

特点、农业规律和农民特征，符合大众审美的

主流。记者对什么人物，在什么场合，说什么

话，唱什么歌，要心中有数。此时此地，此人

此事，中规中矩，合情合理，电视对农节目所

叙述的主题、塑造的人物才能真实可信、可爱、

可亲。如果电视镜头选取的场景背离了节目的

主体，或者主人公的衣着言语游离了劳动者的

角色定位，都会产生违和感。

现在许多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的办公场地

因会客社交、洽谈买卖的需要，大多都有气派

的装修，各路人马迎来送往，高谈阔论，海阔

天空，虽然这样的场景真实存在，但不是农业

生产、劳动、经营者生活的全部。犁田插秧时

的泥浆满身，双夏抢收时的汗流浃背，冬日捕

渔时的顶风冒雪，瓜熟蒂落时的紧张热烈等，

这些典型的生产场景和人物状态才是他们生产

生活最本真的内容。电视镜头的聚焦点要尽量

回归到生产劳动场景。即便是农业战线上的经

纪师、买卖人，也应尽量让他回归到“生意场”

上去。新闻专题 《“二师兄”保卫战》 中王友

杉是国家级畜禽保种场的负责人，会做生意，

能写论文，但是在畜禽“保种”的核心问题上，

他就是一个兽医出身的饲养员，他爱猪、养猪、

懂猪，他会待在猪圈边细心观察很长时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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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实践

猪对话”是客观存在的场景。猪在饲养员面前

体现出来的乖巧是它的天性，而人在猪面前的

观察与思考则是他的使命。因此猪场、猪圈、

花猪才是这个兢兢业业保种几十年的农民 （或

农民企业家） 特定的工作场景。如果离开了腥

臭的猪场猪圈，换到了舒适的空调房里采访王

友杉，电视镜头语汇便会黯然失色。

从节目整体意义上讲，电视对农节目中的

人物 （记者和被报道对象的衣着、言语） 也是

场景典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画”中人物

的衣着 （款色、色彩、质地） 得体、言语 （内

容、声调、节拍） 精当，人景物统一协调，电

视节目的“声”“画”“情”就会互相交融，浑

然一体，独具魅力。例如，某位青年种粮大户

开着拖拉机迎娶新娘，新人新衣新机器，农村

婚庆的典型场景融入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创意，

热烈喜庆的气氛顿时扑面而来，镜头的感染力

充盈画内画外。但是，如果让一位农民穿上绫

罗绸缎，衣袂飘飘，仙风道骨般做出俯首“劳

作”状，这样的“典型场景”就很可能是把生

活中的真实与戏曲舞台上的表演混为一谈了。

二、细节捕捉

电视是视觉的学问。“视”首先要好看，想

看，耐看。当记者接到一个题材，走进一个规

定场景，摄像就要做有心人。怎样调度镜头？

如何捕捉细节？怎样表达主题？怎样让镜头语

言“活”起来等等，不同的记者会有不同的处

理。例如，某地组织大学生村官下田插秧，无

论题材还是场景都不大。如果要轻松一点，记

者站在田埂上，镜头推拉一下就能把这则普通

的新闻报道搞定。但是 《三农一线》 的摄像师

却与大学生一起脱掉鞋子，撸起裤脚，深一脚

浅一脚地下到水田中央进行拍摄，如此亲历亲

为，感同身受，不但大大丰富了镜头的表现力，

而且还抓住了一个细节：娇滴滴的大学生脱去

鞋袜，露出“美甲”，下得田来，学习插秧。这

一细节的捕获，增强了电视新闻 《大学生村官

比种田》 的思想内涵和特定意义，让人过目不

忘。有专家点评：整档对农节目之所以能够在

全省电视对农节目中获奖，就是这个镜头征服

了评委。

同样道理，记者在采访退花还粮的新闻时，

赶上了农民开着拖拉机对被种植花木之后田块

进行复耕的大场景，但是土地平整却难以平复

对耕地的实质性破坏。摄像师敏感地抓拍了一

个细节：记者与当地村干部一起抓起了两把不

同的泥土，用力一捏，一松一硬，花木种植对

高质量水稻土的破坏后熟土尽失、地力下降的

事实便一目了然。保住耕地，才能保住我们的

饭碗。“虽然经过翻耕，乍看起来同先前没有什

么两样，但翻耕后的田土，与残留在田埂下原

来的表土一比较，反差就立即显现出来。”如果

没有细节的抓取，节目的核心思想——“耕地

是不可再生宝贵资源”就很难生动地体现出来。

三、时空延伸

电视对农节目解说词的表达，既可以描写

当下的细节，也可以游离于现实之外，纵横千

里，上下千年。但是电视镜头对于“过去式”

之类的内容表现就受到了限制。如果在过去不

远的时间段里有影像视频或者照片的内容，引

入其中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没有，只能退

而求其次，用临近地区相同内容相似场景加以

替代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早于照片诞生之前

的相关内容的表达，电视只能借助史料或者动

画、动漫来加以弥补，这种方法对于重大题材

或鸿篇巨制的政论片纪录片来说，还是比较熨

贴的。但是对于短小精悍的电视对农节目和

“三农”人物报道，则稍稍有点“违和”，一是

在节目长度上难以包容，二是在表现方法上显

得生硬、死板，不伦不类。

例如系列报道 《“二分田”深耕记》 在描

述农民“稳粮”与“保耕”时，用“绍兴是中

华稻作文明的发祥地，自古有‘象耕鸟耘’的

传说。千百年来，绍兴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

耘，生生不息……”交代了绍兴与水稻文明的

特定渊源。这样的解说出处明确，有根有据，

如果随便填充几个水稻镜头，或者插入两页古

籍画面，都无可厚非。但是很难让源于绍兴的

“象耕鸟耘”的典故“活”起来。如果在农民种

粮解说段落中生硬地贴上“大象”和“鸟”的

资料镜头，会让节目的叙事脉络有“越轴”“出

界”的错觉。于是，摄像师舍弃了另一时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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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实践

的“象耕群雕”画面的插入，用此时此刻拖拉

机翻耕时惊起的一群漫天飞舞白鹭来表达解说

词的涵义，人、事、景、史，在形式与内涵上

就达到了高度的融合，话在戏中，意在戏外，

画面流畅，意境深远，电视对农节目的思想性

和可看性都得到了提升。

电视对农节目在开拓主题、深化内涵时，

对于不同阶段“三农”工作背景的回顾、思辨、

对照，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要想让死资料、

空镜头活起来，化腐朽为神奇，必须用心用脑，

既要实干、苦干，又要有韧劲、巧劲。新闻专

题 《“二师兄”保卫战》 对嵊县花猪的辉煌历

史有一段描述：“嵊县花猪是 1960 年浙江省猪

种调查时被统一命名的地方品种；曾在嵊州、

上虞、余姚、奉化一带被广泛饲养，为“供港

猪”的当家品种。1985 年最高峰时养殖数量

达 8 万头。”但是除了 《绍兴市志》 上有一张

模糊的黑白照片外，绍兴市县两级相关畜牧管

理部门提供不了一张对应的历史照片。如果马

虎一下，这段十几秒长度的叙述，随意拖几个

花开花落、云舒云卷的“空镜头”，也能对付

过去，“空镜头”的表达确实能够助力文艺类

的节目抒情写意，但是对于紧凑严肃的新闻类

节目则往往意味着空缺与空白。为了填补这一

空白，《“二师兄”保卫战》 的摄像师从节目

的深层语境出发，寻找到一个与解说指向特定

时间段相符合的乡村场景，老旧的建筑上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标语依稀可见。于是，节目中

呈现的是：记者从现实生活中走过这个特定空

间去寻找“二师兄”，紧接着在具有时代感的

建筑画面上“划入”一张历史时期“养猪积

肥”的招贴画。这样用记者“代入”空间来

“穿越”时间，既紧扣节目的叙事主线，又符

合特定的时空氛围，用心雕琢，不留斧痕；简

洁流畅，合情合理，历史的沧桑感由此变得鲜

活生动起来。

又如解说词“嵊县花猪的遭遇是中国许多

土著猪种命运的一个缩影”的画面处理，本可

以用本地养猪场的画面一笔带过，但是摄像师

却引入了先前自己拍摄的新疆阿克苏养猪场的

生产场景，这样的空间跳跃，跳出花猪看养猪，

走出绍兴看绍兴，可以让作品的视野更加广阔，

作品的思想更加内敛沉稳。

四、内涵拓展

随着记者对“三农”政策了解的深入，电

视对农节目的解说词中包容了比一般生产经营

活动更丰富的“潜台词”，有时受体裁、内容、

篇幅等因素的限制，无法一一展开。但是“潜

台词”是电视对农节目的思想根基，画面在情

理之中，意境却在节目之外。电视镜头的“准

确”呈现、延展解说词中的未尽之言、已达之

意，使人意会，产生联想，引发共鸣。这样一

来，电视对农节目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内在

结 构 更 加 稳 固 ， 节 目 形 态 更 加 丰 满 。 例 如

《“二师兄”保卫战》 节目的“前景”是记者

对于嵊县花猪生存状态的调查，节目的“背景”

是历年国家对农政策的更迭与变化。两条脉络

一明一暗，一主一辅，相伴而行。从“像抓粮

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到“打好种业翻身

仗”，从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到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虽然文字相近，

内容相似，但是政策出台的背景、时序、层级、

种数、内涵、外延都有很大变化，仅列入保护

的猪的地方品种就从起初的 34 种扩展到 83 种，

新增培育品种 25 种。如果了解不深，“拿来”

即用，极易混淆，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因此，对于作品的核心思想，把这些政策要义

在电视镜头上“准确”地呈现出来，一字一句

都要细细领会；来龙去脉必须把握得当，引而

有信，用之有据。虽然这一个或一组镜头在整

档节目中一闪而过，但意义非同寻常。因为用

严肃认真的态度用足用好每一幅每一帧的电视

镜头，并尽量延展其深刻含义，不但可以提升

作品镜头语汇的丰富性和宽厚度，而且还可以

进一步夯实作品的思想根基。

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了源头活水的滋润，

电视镜头才会鲜活、醇厚、丰满，电视对农节

目的长青之树上才会开出更加鲜活美丽的花朵，

结出更加甜美的硕果。

（作者单位：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