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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2022年9月，由温州广电传媒集团新闻综合

频道摄制的短视频专题《铭刻百年》在“我们的

新征程”浙江省电视专题片创作推选展播活动中

脱颖而出，获得“十佳”优秀作品奖。这是继

2021 年凭借短视频专题 《世界就是我的了》 获

得“百年风华筑伟业”浙江电视专题片“十佳”

优秀作品奖、2021 中国外文局主办“讲好中国

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一等奖之后，又一次获得省

级“十佳”荣誉。作为这两个作品的导演与撰

稿，回顾这几年短视频专题的创作历程，笔者认

为能得到受众和评委认可的，除了作品的精良制

作外，内容的共情是必不可少的。

一、抓住在某一瞬间闪光的内容创作

首先，短视频专题作品所面对的题材，在不

同的时间点上其观照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摄

影师想完成一张好的摄影作品，往往会考虑时间

点，因为某个时刻太阳的光线最有利于完成人物

或物体的生动造型。比如在浙南雁荡有一座奇

峰，平日里好似一双合着的手掌，但当夜空洒下

月光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对相互依偎的夫妻，人

们眼中的形象不同，兼因时间使然。

其次，不同的时代精神、时代内涵也会赋予

故事新的意义和价值，让人物和事件在浩瀚的历

史长河中脱颖而出，某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

东西，或能迸发耀眼夺目的光芒，引发观众强烈

的共情。由此可见，对于短视频专题的题材，从

什么时间轴上去把握，考验着一个视频的基本功

力。

以《世界就是我的了》为例，该片通过8年

的跟拍，记录了从2012年至今，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眼视光医院的“川藏青健康光明行”团队奔

赴川藏青高原，为身患眼疾的贫困群众送去光明

的感人故事。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这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题材在大爱背后更为深远的意

义。扶贫，不仅仅是实现百姓不愁吃、不愁穿，

还要实现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方

便看病”。扶贫，是用最坚强的意志、最无私的

奉献为急需帮助的人群送去社会的温暖。从这个

意义上，该视频不仅较好地展现了“川藏青健康

光明行”团队，这支医疗界的乌兰牧骑的大义与

担当，也深刻地回应了当下时代的关切。正如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评价：“这个

作品是决战脱贫攻坚的悦耳诗篇，温暖人心，震

撼心灵。”

而在 《铭刻百年》 一片中，摄制组通过跟

拍，记录了黄杨木雕艺人虞金顺自发投入六七百

天活动特别有意义，就像总书记希望的那样，我

们要把学习成长同党和国家的事业紧紧联系起

来、同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用青春

铺路，让理想延伸。”3 段同期声层层递进，表

达了同一个主题，也体现了记者为表现作品主

题，对纷繁复杂同期声的抓取能力。

六、结语

事件发生地距离电视台的路程有 93 公里，

回程时间长达近1个半小时，所以留给后期制作

的时间非常有限。为此，在拍摄时，记者就要提

前一步去想结构。在成稿后，快速选出精准的画

面，最后成功做到按时播出。

总而言之，电视新闻消息要想出彩，离不开

巧妙的结构设计。比如开场和结尾做到吸引受

众，又起到点题的作用。还要学会回应开场，让

记者适时出境，更好地运用背景资料等，让作品

焕发出新的生机，进而更好地吸引受众。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短视频专题结构性共情方式初探短视频专题结构性共情方式初探
陈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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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经费，用十年的专心筹备、十年的精雕细刻，

拿出了100件作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的创作历程。该视频推出的时间点正值建党百年

华诞，特殊的时间节点，赋予这个题材以特殊的

意义：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是什么改

变了中国？虞金顺的作品恰如一部立体的英雄史

诗，掷地有声地回答了这一历史叩问。百件作品

不仅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迈向复兴的铿锵脚步，

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民间手艺人对党和国家

的满腔深情。十年雕琢，一朝绽放，《铭刻百年》

一片在观众心中真挚的家国情怀中找到了共鸣，

令人动容。

二、共情是短视频专题的内在动力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情感传播已成为互

联网传播最重要的手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张志安曾提到：“再好的内容，如果无法激发起

用户的某种情感，无法以鲜活的形式激发用户的

兴趣，是很难有效传播和精准到达的。”短视频

专题除了要大视野小切口，注意具像表达外，还

要注重情感温度。共情往往是观众与作品最深刻

的联系之一。一个优秀的短视频专题应该将一帧

帧画面，一句句语言不动声色地渗进观众的心

里，以真挚的情感冲击波使观众产生震撼。

（一）善于把握生活中的动情点

在《铭刻百年》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全身心

投入雕刻，个人生活极为简朴的黄杨木雕艺人虞

金顺。较之对他本人的采访，他妻子既心疼、又

无奈的语言更能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人物

形象：“反正他天天都在做这个事 （雕刻百件作

品献礼建党百年），天天在做这个，没有休息，

什么旅游啊，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他就是这一件

做好了，下一件，下一件做好了再下一件，就这

样。”简单的画面加上寥寥数语，将这位73岁老

艺术家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舍不得吃穿，却

自发拿出70万积蓄投入作品创作；舍不得玩乐，

却不惜耗费10年光阴只为准备一份献给党的厚

礼。

值得一提的是，虞金顺的家乡是“中国电器

之都”，不少人因为出色的经济头脑，紧紧把握

市场脉搏，在商海如鱼得水，虞金顺的选择在那

样的环境中显得很另类。彼时举国上下庆祝建党

百年的各种活动非常多，但《铭刻百年》所聚焦

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描述了一个人的百年情

怀、一个人的10年追求，一个人矢志不渝的赤

诚之心，具有典型意义，所以打动人心。

（二）细节，情感线上闪耀的珍珠

情感是短视频专题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连

线，细节则是情感线上闪耀的珍珠。在短视频专

题创作中，细节对于人物个性的刻画、情感与主

题的升华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短视频专题以具体

的画面示人，用真实的细节塑造人物，才能体现

人物的生动性、性格的鲜明性，进而有效地触发

观众的感动情绪。

在《世界就是我的了》一片中，我们通过一

系列采访还原了“川藏青健康光明行”团队奔赴

川藏青高原遇到的艰难险阻。电视片中如“像头

上箍着一个紧箍咒一样，很多同事都偷偷吃药，

我就看到有人躲在角落里一把药塞进去。”“一边

是悬崖，另一边是非常湍急的河流。”“我们的车

就开出去了，5分钟以后，后面那辆车翻了，而

且翻下去以后，那辆车就变形就报废了。”这些

来自第一线的、细节性的描述，以及珍贵的现场

影像，帮助观众瞬间建立起了具象的情境空间，

自然引发了观众对于义诊不易的感叹。在片尾，

镜头对准了当地一位即将被医治的病人，画面中

他的左眼球清晰可见因先天性白内障导致的白色

病变，但他遥望远方，带着无比灿烂的笑容说

道：“过了几天以后，世界就是我的了！全世界

都看见了！高兴哦！”“世界就是我的了！”这句

发自肺腑的独白，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光明行”

团队的到来为当地病患带来的改写人生般的命运

转折，乍看用词略显夸张，实则质朴无华，饱含

了病患对于“光明行”团队的感激之情，直击人

心、令人动容。

可见，短视频专题中的感动元素不一定是大

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感官刺激，也不仅仅是悲欢

离合式的故事骨架，却往往是波澜不惊却生动真

实的细节捕捉。创作者必须大处着眼，小处入

手，以平常心回归到人之初的情感还原点。惟其

如此，作品才能增加情感的浓度和感动的密度，

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用艺术手法生动营造共情氛围

短视频专题归根结底是屏幕上的艺术作品，

其审美特征具有综合性，应采用多种艺术表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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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完成创作者在作品中的思想与情感的表达，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短视频专题内容与

结构的形象载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专题

片除了要有鲜明的主题外，还应该有唯美的艺术

形态，这样才能吸引观众。而用艺术手段来反映

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思想感情，还能够增强作品

的感染力”。①

（一）以独到的画面塑造共情特征

画面是一个导演创作的底气，一个短视频专

题能到达的层面，从某种意义上，手上的画面素

材巳经为你作出了决定。譬如在专题片《士兵的

奥林匹克》中，摄影师深入到与外界隔绝的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排练场现场，寒来暑往，艰苦卓

越，其画面足以让人震撼、动容。又譬如在专题

片 《西藏的诱惑》 中，独有的雪域风情横空出

世，让人耳目一新并心生向往。《世界就是我的

了》因为经历了长达8年的跟拍，也积累了大量

的画面素材。为体现义诊旅途之艰辛，我们选取

义诊车辆深陷泥藻无法动弹，脱险后冒雨在漆黑

的山路上颠簸的画面；为体现义诊条件之艰苦，

我们选取团队成员在空无一物的寺庙中连夜搬运

设备、搭建帐篷的画面；为展现当地群众对于义

诊队伍到来的期盼，我们选取候诊队伍蜿蜒数百

米，寺庙铁门外，待诊病人扒着铁栅栏向诊室急

切眺望的画面；为展现“光明行”团队细致入微

的服务，我们选取团队志愿者搀扶年迈老人，并

将老人背上手术车的画面等等，这些独到的画

面，多角度、全方位且真实地再现了“光明行”

团队8年间的付出与收获，为观者建立了共情的

基础，塑造出共情的特征。

（二）以精致的拍摄提升共情品味

《铭刻百年》一片运用细腻、多样的拍摄手

法，记录了黄杨木雕艺人虞金顺百件作品的创作

历程。该片充分展现光影魅力，例如运用侧逆光

勾勒人物轮廓，运用光线角度和强弱变化表现月

升日落、斗转星移，展现虞金顺10年木锤起落、

10 年刻刀纵横的岁月变迁，提升共情的质感与

品味。同时，通过影像记录乐清黄杨木雕——这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创作过程，不仅

增加了该项艺术的表现力，配合了主题的表达，

也增进了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以独特的音乐增强共情效果

音乐是主观性很强的听觉传播符号，它具有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反映特定的时空环境，引

发观众的情境联想。在短视频专题《世界就是我

的了》中，因为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川藏青高原，

我们为作品配上了数首藏区民乐。“在音乐的审

美中，主题的知觉被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力所支

配，使其注意积极指向特定的材料，心理随势而

动”。②在片中，当融合了扬琴、牛角胡、柄鼓等

乐器的乐声伴随画面悠扬响起，观众仿佛瞬间置

身苍茫的雪域高原，正跟随川藏青光明行团队的

医疗车颠簸在崎岖山路，路的尽头便是藏民期盼

的眼神，脚下虽有悬崖凶险，心中却是热血满

腔。独特的音乐可以对影视情境进行营造和渲

染，进而调动观者的情绪，起到增强共情效果的

作用。

可见，短视频专题是画面、音乐、文字综合

呈现的艺术作品，只有将不同的艺术手段揉和在

一起，相得益彰，才能赋予作品强大的感染力和

冲击力，达到与观众共情的目的。

四、结语

在媒体融合的时代，作为独立艺术品种的短

视频专题如何更好地弘扬主流价值、为当下的时

代赋能，是当前电视媒体人面临的新挑战。短视

频专题的主题是创作者对于生活本身的一种感

悟，一方面需要紧扣时代脉搏、呼应时代召唤，

用正能量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另一方面要

力求通过结构性的共情方式，用真实的力量打动

人、感染人，并在此前提下对可视性和艺术性进

行提升。只有这样，电视艺术工作者才能承担起

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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