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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探析

还要懂得适应新媒体传播的剪辑方式，这样一

方面可以努力学习新媒体短视频剪辑软件，另

一方面要在剪辑中感受作品的优缺点，不断提

升自我的鉴赏能力，力求每一个作品都成为

精品。

主持风格的突破，各方面能力的加强，更

贴切地说，是主持人身份向“网红”身份的转

变，切实带来了流量，集聚了粉丝，实现了传

统媒体以往难以达到的传播效果。传统媒体的

主持人要敢于创新，打破原有模式，作进一步

的探索和提升。笔者认为，县级媒体主持人的

“网红”之路不但可以走，而且还能越走越远。

针对融媒体时代下跨屏传播的新形势，我们必

须深入、系统地学习融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

方式和特点，持续提升自身播音主持专业技能，

不断掌握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并

与已知相碰撞，迸发出创新的火花，更好地探

索形成最适合自己的风格，并一以贯之，才能

更久地留住受众目光，更好地传播优秀作品。

（作者单位：兰溪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人物专题片是各级电视台自办节目中

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节目之一，主题鲜明，

真实感强。一般来讲，以典型人物作为代表，

通过短片折射人物的内心世界，借由主流媒体

的平台引导大众思想。浙江卫视自 2018 年开

始，每周六晚间六点档推出人物专题节目 《周

末面孔》。本文以该节目为例，通过探讨人物短

片中摄影、音乐、剪辑等各方面的视听要素，

为日后同一类型节目或短片的创作和研究提供

借鉴。

“为平凡人写诗，为新时代画像”是《周末

面孔》 的目标，也是责任。2018 年 1 月，《周

末面孔》 首次与观众见面，到目前为止，近三

年时间，总共记录了 500 多张真心的面孔。卖

西瓜挣学费的“西瓜男孩”李恩惠，为宁波捐

献公共钢琴的“钢琴奶奶”，放下锄头就在田间

跳舞的“小英夫妻”，为彝族娃办摄影展的宁波

摄影师崔李华。这些平凡者感动了很多人。要

通过电视进行“写诗”“画像”，就一定少不了

视听语言的运用。

一、不落俗套的摄影风格

《周末面孔》的摄影风格其实介于电视新闻

片和电视人物纪录片的范畴。根据选题的侧重

点，两种风格的比重几乎是50：50。真实性是

新闻的生命，而人物纪录片则主要以故事为载

体，以视频记录的形式为观众展现人物性格与

价值。在实际拍摄中，摄影师应该怎么掌握好

50：50左右的比例呢？

（一）尊重客观存在，保持真实

无论是新闻还是纪录片，在拍摄时，客观、

真实是两者的共性诉求。《周末面孔》作为新闻

节目，绝对不能忘记真实是节目的根基。因此

摄制组在进行拍摄的时候，会尽量避免“摆拍”

“重拍”“设计”等与真实性背道而驰的摄影风

格。“摆拍”可能会有更高的效率，更理想化的

结果，却会严重影响到节目的真实性、客观性。

首先，摄制组在拍摄时，摄影师经常在开

机录制后，很久都不会停下。因为你无法预判

到采访对象下一秒口中会说出些什么，这一切

都是真实发生的，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

顾俊捷

浅析电视人物浅析电视人物
短片创作中的视听语言短片创作中的视听语言

——电视节目《周末面孔》创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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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拍摄 《周末面孔》 时，你仍然可以看

到拍摄新闻时的严谨、全面。大全景永远不会

缺失，这是交代环境的必备画面。远、全、中、

近、特的成组拍摄逻辑，让观众收看节目时不

至于一头雾水。这也是作为电视新闻专题节目

的必备气质，先通过镜头展现最基础的画面内

容，然后才能对画面进行技术改造、创造。

（二）遵循摄影审美，不落俗套

事实上，《周末面孔》对摄影的美感要求是

超越了一般新闻节目的诉求的。每期节目一般

由 4 张面孔+中插+结尾 MV 组成。25 分钟左右

的版面，其中的中插不容小觑。每条中插大概

在 45 秒左右，它起到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过

渡、衔接作用，也是观众收看节目时进行放松、

缓冲的机会。重插节目的摄影美感，往往是最

高的。如 2019 年“亚洲美食节”期间，《周末

面孔》 推出了一期“寻味亚洲”的策划，整期

节目选取了几张与美食相关联的人物，本身画

面质量就处于较高水准。三段中插则是完完全

全的美食大片，三段主题分别是“日本菜”“东

南亚菜”“印度菜”，摄影师依旧是节目组的常

规摄影师，风格却明显偏向于广告，色彩、构

图、角度配上音乐和剪辑，冲击力是很直观的。

并且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晚间的18点，播出效果

也很好。在拍摄人物时，节目组尊重客观，追

求真实，不“摆拍”。但是在类似中插这样需要

设计、策划的环节，在需要制造画面冲击力，

和吊起观众口味的时候，节目依旧可以根据每

期主题，进行高水平的创作，不落俗套。

二、严谨又活泼的剪辑风格

与所有电视节目一样，在 《周末面孔》 的

制作流程中，剪辑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甚至也

是最重要的一环。节目编导经过一周的采访拍

摄，后期对画面和声音进行剪辑，可以对原有

素材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呈现很多不同的可能

性。周末面孔的剪辑风格，整体可以用“严谨”

“活泼”来形容。

（一）基于电视平台的“严谨”

不同于当下流行的短视频，电视台制作的

电视节目有其统一、专业的审片要求和底线。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对于片中的唱词、

字幕、正文内容，一般都是经过反复考量的，

必须符合现实社会的语境、政治导向、舆论导

向等等。这些都是排在艺术创作层面之前的

“红线”。

其次，从剪辑风格层面来说，《周末面孔》

除了做一条完整的人物短片外，经常会邀请大

咖或者业内领袖来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剪辑访

谈时，一般就需要这种“严谨”的精神。《周末

面孔》 采访过 G20 杭州峰会徽标设计者袁由敏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茅以升之女茅

玉鳞，以及支援武汉归来的医护团队等等，虽

说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故事，但

是在剪辑时就要使用最常用的全景以及切嘉宾

和主持人之间的正反打来保持访谈的对话感，

同时也能营造出一种剪辑的节奏感。

（二）回归电视特色的“活泼”

生动的声画表现是电视的最大特色之一。

《周末面孔》则是把这一点展现得比较优秀的电

视节目之一。与一般的新闻节目不同，《周末面

孔》 整期节目是有其独特的排版的。“先导片+

正片+中插+MV”的组合本身就让整期节目在

形式上很有看点，不同于一般的新闻节目。同

时，节目中选择的大部分人物，都有一条较为

清晰的故事线，且故事的起伏也比较明显。编

导在剪辑过程中可以根据情绪、故事的发展来

调整剪辑的节奏，基本不会出现“声画两张皮

的现象”。

三、“为平凡人写诗”的声音风格

电视节目中的声音主要分为解说词、同期

声、环境声、音乐、音效五个方面。《周末面

孔》 在这五个方面都是尽力去向“为平凡人写

诗”的要求靠拢。

（一）解说词和同期声

这可能是电视节目与电影在声音上最大的

区别，解说词的使用在电视新闻中是很常见的，

《周末面孔》也不例外。但是《周末面孔》与日

播的新闻节目相比又做了微调，解说词一般都

由参与拍摄的编导来进行配音，而非新闻主播

来执行这个任务。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编导

在采访、拍摄过程中已经对人物有了比较深入

的了解，可以带着自己的情绪，以平时的状态

进行配音。

《周末面孔》的同期声，往往也会被直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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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视节目拍摄中试论电视节目拍摄中
广角和长焦镜头的作用广角和长焦镜头的作用

摄像探析

成配音使用，做成一篇人物自述短片。就像在

讲述一个故事，念一首“平凡人的诗”。

（二）环境声、音乐和音效

环境声、音乐、音效这三要素更加偏向技

术层面。

在 《周末面孔》 中，音乐讲究点到为止，

渲染气氛时选择合适的音乐，可以对人物性格

的塑造有更好的效果。音效和环境声往往容易

被大家忽视，但是 《周末面孔》 很注重这两者

的使用，且二者往往是互相交融的一个概念。

既然是“为平凡人写诗”，我们希望最后的作品

是脚踏实地的，是有烟火气，有泥土的味道的。

环境声中，如锤炼钢铁的声音、电焊声、船笛

声、火车轨道声、砍柴声、翻书声、炒菜声、

机场塔台交流声、蝉鸣声、鸟鸣声甚至是气象

中的风声、雨声、打雷声、潮汐声等等，这些

声音素材都能在 《周末面孔》 的作品中得到一

一发现，而这当中的大部分声音，都是由摄制

组在拍摄中真实采集的。虽然需要耐心，需要

时间，但是获得的素材是真实的、天然的，是

采访对象的工作、生活场景中真实存在的声音，

这是最宝贵的。在剪辑中，有意地放大这些音

效、环境声的存在，可以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

觉到片中人物的情绪与处境，更容易产生共鸣。

而且通过剪辑，这些声音也更容易给观众留下

记忆点。

从第一期 《周末面孔》 开始，笔者有幸加

入这个团队。三年来，笔者看到节目有了从量

变到质变的提升。作为一名摄影摄像师，视听

语言就像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了解节目的

视听语言，研究它，创造它的不同可能。这也

是提升我们自身业务水平，让节目能够获得同

行、社会认可的重要基石。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广角镜头通常是电视拍摄中所用的大全景

镜头和超广角画面，而长焦距镜头则是在电视

片拍摄中常用的特写或大特写镜头。在电视节

目拍摄中无论画面构图还是艺术体现，它们都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们称之为“两极镜

头”。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摄像机往往都是由一个

专门的变焦距镜头来 实现广角 （全景） 到长焦

（特写） 的变化。它方便了使用者在实际拍摄中

对二者的不同需求，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预先

设想或意想不到的效果。笔者试着对两极镜头

的光学和技术特性，以及在实际拍摄中的运用

几方面加以重点梳理和阐述。

一、两极镜头的光学和技术特性

光学镜头是摄影摄像机的门户，也是机器

视觉系统中的必备组件。它最基本的作用是把

被摄物体成像于胶片或摄像机的显像管上。对

电视摄像来说，镜头焦距的长短、景别的大小

和景深对画面拍摄都会起到很大影响，不同的

技术性能和组合搭配直接决定摄像能否完成技

术准备，从而完成预期的艺术目的。

笔者最初对两极镜头的认识来源于三峡工

程的电视片。大坝开工建设时，要炸开很多地

方，近距离拍摄有危险，所以机位通常是架在

离工地有一定距离的小山坡上。除了个别直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