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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本文以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新闻访

谈类节目一等奖作品宁波电视台的 《丛志强：

划火柴的人》 节目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在电

视新闻访谈节目中，记者需提前收集素材，做

到心中有数，才能在访谈时逻辑明晰，使访谈

过程环环相扣；灵活运用插片，更好地把控访

谈节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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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电视新闻 访谈节目 叙事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领衔

的“融合设计·艺术振兴乡村”课题，通过在

我国东部省份浙江、西部省份贵州的不同地区

乡村探索实践，用“艺术赋能村民，村民振兴

乡村”的方式，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与乡村建

设创造力，让广大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

角。丛志强的课题充分实践了习总书记关于乡

村振兴的指示要求。记者正是基于此，选择了

丛志强作为访谈的主角，考虑到了选题的时代

性和新闻性。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丛志强：划火柴的人》

（以下简称《丛志强》） 围绕丛志强开展艺术振

兴乡村课题的初心和缘起、实践探索过程中的

失落和困惑、如何取得突破并加以推广等内容，

细腻地展现了丛志强在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2020年底，丛志强的“融合设计·艺术振兴乡

村”课题实践已经推广到全国 500 多个村庄，

近50万村民正成为各地乡村不会离开的乡村建

设艺术家。笔者认为，一个电视新闻访谈节目

好看与否，在抓住好的选题之外，需要记者充

分利用电视镜头语言，访谈逻辑明晰，发挥叙

事话语的魅力。

一、提前收集素材 做到心中有数

在访谈前，记者充分挖掘访谈对象的相关

信息，找到符合主题的素材，从而在访谈过程

中，打开访谈对象的心扉，建立起轻松愉快的

聊天氛围。

前期准备越多，访谈越容易成功。这就要

求记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谈话方式、谈

话环境以及话题的大致方向等方方面面进行事

先的框选。不同于其他节目的是，访谈过程随

意性比较大，会出现一些临时的变动，只有做

到心中有数，才能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记者

在现场也不至于过于凌乱。对于记者而言，要

根据事先已有的信息，掌握相关涉及的内容，

有逻辑、分层次地提问，更好地调动访谈对象

的谈话兴致，将话题引向下一个“关节点”，进

入真实的访谈场景。

从 2019 年 4 月，丛志强在宁波葛家村课题

实践开始，记者就一直关注这一选题,在近两年

的时间里，持续跟踪拍摄，积累了海量素材。

这样使访谈节目在准备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定

的积累厚度。在正式访谈前，记者就了解到丛志

强在课题实践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村

民的阻拦，有困惑、有烦恼、有突破。所以访

谈时记者才会问：“那怎么过心里这道坎。”

二、访谈逻辑明晰 过程环环相扣

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为有现实

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

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

‘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

界。”①电视新闻访谈节目正是通过叙事“讲述”

世界，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以面对面人际

传播的方式开展平等的交流，记者与访谈对象

在时空环境中进行问答对话，展现新闻事实和

揭示内心世界的过程，用电视语言符号丰富内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叙事模式探析
——宁波电视台《丛志强：划火柴的人》创作实践

何星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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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容，让受众与新闻事实和新闻人物更为贴近，

从而实现面向大众的有效传播。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能够丰富访谈对象的

人生阅历。电视访谈节目一般时间较长，受众

很容易疲惫。通过讲好故事打开访谈对象的话

匣子，在聊天过程中碰撞出火花，能吸引受众

持续的关注度。在叙事上，需要记者去营造一条

逻辑线索，以这条线索更好地引领受众。表述上

要抓住访谈对象的“人生转折点”。《丛志强》共

由4个故事组成，从初心到困惑，再到突破，以

及辐射，最后丛志强受到启发。每个故事环环相

扣，把典型的经历、冲突高潮展现出来，使访

谈问答自然又精彩。

（一）先设悬念 引人入胜

为什么要去做乡村振兴的故事？基于什么样

的巧合？这是访谈一开始记者提出的问题。契机

来源于实践。一方面，丛志强在做一个“融合设

计·艺术振兴乡村”课题；另一方面，当时宁海

县委副书记李贵军也在寻找乡村振兴的方法，他

发现政府拿出很大的精力和关注度来做乡村，但

是老百姓的参与度太少。两人对这一课题实践一

拍即合，这才有了丛志强的故事。访谈中，记者

问到进宁海县葛家村后课题开展得怎么样？丛志

强的回复就非常有趣：“进村之后开展得很不顺

啊”，“第一个叫骗子，而且是描述得很具体啊，

用艺术搞传销的骗子；第二个说是贼，说我们是

贼，我们进村要调研，调研就是谁家开着门，然

后我们就进去了。”访谈先设置悬念，进门就遇

到了困难，进一步勾起了受众观看的兴趣。丛志

强的实践能不能继续开展下去？又是以什么样的

方式打开了村民的心扉呢？

在村子里做实践，最主要的是回应村民的

现实关切。记者连续两次提问丛志强，“想了什

么办法呢？”“咱们用了什么方法，后来让他们

相信你们了呢”，别看是两次相似的提问，却勾

起了丛志强回答的兴趣，他回忆起村民们经常

问的两个问题：1、做艺术有用吗？2、做艺术

赚钱吗？这两个问题反过来也带动了受众的思

考。但在丛志强心里，一下子让村民赚钱这有

点困难，但是做有用的东西是他的专长。为了

解答好村民的问题，丛志强团队在公共区域做

了几把有用的竹椅，能做也能躺，赢得了村民

的信任。访谈通过“悬念”的设置，展现了村

民与丛志强的冲突。通过破解难题，让村民和

受众同时感受到了丛志强的真诚。

（二）访谈层层递进 紧扣事件本质

电视访谈节目要吸引受众继续往下看，记

者就得不断地挖掘访谈对象的故事，捕捉访谈

者的心路历程，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期更

好地紧扣事件本质。每个新闻当事人背后都有

和新闻事件同步发生的鲜为人知而深具传播价

值的故事，而故事永远是吸引观众的利器。②这

就要使访谈内容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步步推

动，让受众感受到访谈对象背后的立体“事

件”，使访谈内容有底蕴，有温度。

《丛志强》访谈节目中，讲到了村民袁小仙

的故事，一个农村妇女在陌生人面前会害羞，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做，随后在丛志强的引导

下，“帮助”丛志强做了一个面食作品，到后来

袁小仙主动说“要不我跟着你们去试试”，让受

众感受到了丛志强在教学过程中的“小心思”，

以及村民的变化。这进一步说明，以前村庄的

改建是被动的，但是慢慢地村民的能力被激活

后，愿意主动去尝试改变，主题得到了升华。

正如丛志强在访谈中说的，“从质疑到尝试的变

化，从尝试到主导的变化。就是主动力、创造

力、审美力、乡土文化自信力和服务力，就是

他 （村民） 这五个方面的变化都很明显”。

此外，浙江宁海与贵州晴隆是东西部扶贫

协作结对县。2020 年 7 月，宁海葛家村与晴隆

定汪村签订帮扶协议，用师徒结对的方式，把

葛家村艺术振兴乡村经验传授给定汪村。在这

个事件中，记者通过“激化”观点冲突的方式，

引起访谈对象回答的兴趣。记者特意设了个

“陷阱”，提问丛志强：“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

把我们葛家村的模式完全复制到定汪村了呢？”

如果丛志强这时候回答，是的，那么就又走回

到千篇一律乡村振兴的模式中。事实上，丛志

强的答复非常的巧妙，而且引人深思，“其实我

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复制这个词，其实我更愿意

是一种启发呀，或者说推广啊，是这样的，因

为实际就是内在的方法、逻辑、模式、机制，

这个肯定是复制。”观点的冲突激活访谈对象切

入话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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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让定汪村的村民接受葛家村正在实践的方

法，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不过，这一次丛志强

更多是以指导员的身份，因为做定汪村村民思

想工作的最佳人选是葛家村里的能工巧匠，他

们的现身说法能让事情的推进事半功倍。因此，

记者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连问了两个问题：“这

次我们在村庄里会发现都是葛家村的村民在带

着定汪的人在做，就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吗？”“所以这一次你也是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

角色”。丛志强的回答：“要主动地把更多的权

力也好，机会也好，更多地交给老百姓自己

……他 （村民） 占 80%，咱占 20%，这样他的

独立性会越来越强，因为他一定要成为独立的、

乡村振兴的这种力量”“通俗地讲，他产生了一

种攀比，你葛家村的村民能干好，我定汪的村

民，我一样能干好，我甚至干得更好，这是他

们的原话，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方法”。《丛志

强》 访谈节目展示了访谈对象的关键决策，进

一步探寻了课题实践能在东西部成功的原因。

的确，在宁海葛家村村民的助力下，定汪村村

民动手打造了美丽庭院、发展乡村旅游、寻找

特色产业，对脱贫后的新生活充满了信心。

层进式的话题布局，段落之间的前后顺序，

让电视访谈节目层次分明，内容紧密联系，有

效地促进了受众对丛志强的关注，并了解到原

来通过激发村民内生动力的方式，对做好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丛志强团队也受到了一

定的启发，互相学习，互为师生，艺术源于生

活，村民的社会实践也给他带来了灵感的激发。

因此，记者提问丛志强：“老百姓发生了变化，

他们收获了很多，那你呢？你收获了什么？”丛

志强的答复也十分接地气：“实际老百姓就是农

村的这种工匠的文化，反过来对我们的设计是

很有帮助的……一定要带着他们 （学生） 去把

自己的成长、把教学和真正的社会服务、解决

社会的问题，去密切地结合起来，一定要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

近两年时间，丛志强和他的团队用实用的

设计赢得村民的信任，通过相互交流学习，让

村民成为改变村庄面貌的主力军，较好地激发

了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破解

了乡村发展中“干部干，群众看”“热闹一阵

子，回到老样子”的尴尬局面，拓宽了广大基

层干部的思路，提振了各地乡村振兴的信心。

三、灵活运用插片 控制访谈节奏

《丛志强》 访谈节目采取录制播出的方式，

后期制作在保持访谈内容完整性、连贯性的同

时，通过形式多样的电视表现手法，比如灵活

利用插片的形式，使访谈内容更加立体和生动。

（一） 寻找最佳剪辑点排列组合 精准传达

访谈信息

插片是将访谈对象及与他有关的事件，以画

面+采访+解说词的形式，呈现在受众眼前，增

强受众对访谈对象的进一步了解。《丛志强》节

目中，共有7个插片，节目开头和结尾，就各有

一个短片，开头介绍丛志强是谁？他在做什么

事？有什么样的影响力？结尾则是将访谈对象的

采访与音乐结合，“把村民的这种巨大的能量给

点起来，然后这种能量放出去之后，影响更多的

人”。以点带面，深化主题，起到点题的作用。

另外 5 个插片分布在访谈的其他环节，栩

栩如生的画面表现出来的效果要比单纯呈现全

访谈强很多。一方面让访谈的内容得到延伸，

受众进一步了解主人公；另一方面起到转承起

合的作用。挑选有意义的段落，将相关的镜头

进行组合，完成构思的意图。比如，短短三个

月的时间，定汪村村民释放出令人惊讶的建设

热情，他们先后完成了“葛汪之家”“未来书

院”和“阳谷早”等 19 个项目的打造。镜头

中，多组改造前后的对比画面进行排列组合，

加深了受众对村庄的印象，精准传达访谈信息。

再加上选取了村民罗光怀的采访：“把这个家乡

建设好了以后，客人一来了，那就赚得多起来

了”。村民罗井书：“大脑想事有十倍的进步

了”。这些话语进一步说明“艺术振兴乡村”不

仅村庄面貌有了变化，而且激发了村民的内生

动力。记者充分利用电视语言，发挥声画优势，

兼具时效性、思想性和可视性。

（二）音乐把控节奏 避免观看时的乏味

好的音乐用来烘托访谈气氛，推进情节发

展，抒发感情，将情绪有机结合。遇到困难时，

舒缓的音乐将故事娓娓道来；快节奏的音乐一

方面表达了事件进展的顺利，另一方面也为了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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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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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鲁健，《电视访谈节目主持艺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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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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