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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凡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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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你好！徐勇，再

见！》H5 的成功，我归纳为：灵

感+情感+网感。具体操作从

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定位：明确方向 事半

功倍

开工前，新蓝网总编辑沈

芸召集主创人员开了个简短的

策划会，确定了H5的方向和基

调：缅怀徐勇，主要着眼于一

位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敬业精

神，哀而不伤。

这个定位让我们方向明

确：不再用常规报道的篇幅来

重复人们已知的事实，我们的

任务是致敬、抒情。

二、内容：熟悉所有素材

挖掘亮点

好的产品要传播的不仅是

内容，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

制作前，我读完能搜到的

所有新华社记者写的缅怀徐勇

的文章，首先在素材准备上做

足功课。这些文章里触动到我

的内容很多，比如他的为人、

他的职业态度、他对同事的贴

心爱护，以及大家情真意切的

不舍和悲伤。我作为一个素昧

平生的旁观者，从大家对他的

想念和记忆里逐渐认识他，但

遗憾的是，这是为了告别的认

识。因为切切实实被感动了，

随着那些缅怀文章里的情绪，

在短时间里，对于他的离开，

感同身受地觉得遗憾和惋惜。

在新闻素材的选择上，有

一条接近性原则，“接近性”既

包括地理上的接近，也包括心

理上的接近。可能因为是同

行，当我看那些文章的时候，

觉得他就是我身边的同事。作

为一个同行，一个晚辈，我想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致敬和

缅怀他，从我的视角出发，做

一次第一人称的“对话”，同时

带着我的情绪情感，把我听到

的故事，再讲给更多的人听。

我整理出那些文章里最能

触动到我的描写和细节，我相

信这是一种情感共鸣，能感动

我的，也一定能感动网友。

接下来，就是找到合适的

方式、叙述角度来进行加工、

呈现、传播。我整理出叙述的

思路：从为人、为师、为友三个

维度，来展现他的人格魅力、

职业精神、在业内对同行的影

响，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身上

最温暖的烟火味。

在这个框架内，把故事填

进去，拣最重要的说，用精炼

的语句说，尽量用细节说，白

描、引用原话、抒情穿插使用，

让内容真实、鲜活、生动，同时

适时加入抒情旁白升华感情和

主题。

三、形式：设计为内容服

务 配合内容

设计和内容形成一个整

体，烘托主题。

如果说这个 H5 有什么可

以再完善的地方，我觉得是设

计。由于我们在内容上耽误的

时间太久，没有给设计师留出

足够的时间来发挥创作。

按照最初的设想，我希望

这个产品是风格硬朗的素描画

风。一方面，素描简洁中带有

凌厉的精准，和徐勇的为人高

度相符；另一方面，素描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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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的思路构想——让网友跟

着我的思路，一点点描摹刻画

出他的形象，从点到面，从细

节到全貌，在讲述中让徐勇的

形象逐渐立体丰满起来。同

时，引用缅怀文章里的金句：

“不要色彩，形容词是色彩，唯

有轮廓，刻骨铭心。”“种下一

团火，散作满天星。”“像炭火般

燃烧自己，却暖着别人。”既可以

作为内容线索引导，又可以作为

设计线索。三个内容板块以颜

色作线索，分别是为人：清冷的

黑白调；为师：炽热的红色调；为

友：温暖的彩色调。用颜色变化

完成场景和内容转变。配图上，

加入gif动效，作出绘画效果。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

感。设计师只能在 3 小时之

内，完成设计和程序制作所有

工作。所以设计上我们只能走

低配版路线，尽量作出素描效

果，但也尽量做减法。

作为产品主创，在构思这

个产品时，不仅要考虑内容行

文，也要想到产品的画风、配

图、图文搭配效果、出现动态

等整个流程所有环节。换句话

说，一开始脑子里就要有数，

这个H5最终出来是什么样的。

我们能找到的徐勇生前的

照片并不多，如何用好这些照

片，用最贴切的图配每一段文

字，搭建起一个个图文高度契

合的场景，用有限的图片来烘

托气氛？我尝试在网上找相似

的素材代替。

徐勇的同事描写到，他身

形消瘦，总是弓着背写稿，我

在网上海量图片素材中，找到

了和这段描写相符的背影，放

在 H5 里，竟能以假乱真。此

外，我还找了握笔写字的手部

特写照片等素材，最大程度丰

富视觉效果。

最后，我选出一组徐勇最

放松、最亲切的笑脸，放在结

尾处，让网友在告别中，再一

次感受他的音容笑貌。

四、音乐：火光电石的灵感

大部分H5制作，我们都会

配上背景音乐，带动节奏、烘

托氛围、调动情绪。好的背景

音乐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好的背景音乐可遇不可

求，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日常积

累加上用时百分之一的灵感。

我有一个自己的“BGM 音

乐库”，平日里不管是看电影

还是在微博、B 站看视频，遇到

喜欢的背景音乐，都会去找了

存下来，没事就不停地循环播

放听，留着它们也为自己日后

做视频、做H5时能用。

我们这次的 H5 作品用的

音乐《Starry Starry Night》出自

电影《挚爱梵高》，是一首我非

常喜爱的歌。无论是曲调还是

歌词，与我要表达的主题和情

感都高度契合。配在徐勇的这

个 H5 里，音乐配合文字，既显

温柔，又直击人心。

五、结语

H5 分为展示型和互动型。

徐勇这个属于展示型，优点是可

视化，是包容性强，可以整合文

字、图片、GIF 动效、音频、视频

等所有元素，带给网友沉浸式体

验。想要做好展示型 H5，就得

有网感，顺应H5的传播规律，发

挥好每个元素的功能，把每个环

节做到极致，缺一不可。

（作者为新蓝网-中国蓝新

闻客户端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