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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论道

新闻如何寻找到纪录的方向，这是一门重

要的手艺活。说到底，这是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用什么方法去挖掘，用什么手段去表现，关键

在于记者通过观察、倾听、思考、分析来做出

科学、合理的判断。记者要有足够的能力通过

表象更深切地透视出本质，用事实和采访等具

体问题来支撑你的新闻观点，并用合理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那么，方向在哪儿？

一、记者要有新闻报道的屏幕意识

屏幕意识即对电视特色的感觉、认知和思

维的一种表现手法。它应该每时每刻体现在记

者采访的过程中，并调动视觉的力量，让观众

产生共鸣。以浙江卫视和衢州广电联合采制的

报道《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农民画遇上古瓷

片 柯城乡村文化作媒联动发展》为例，片中介

绍柯城区深入挖掘“一幅画”的文化基因，以

余东村为引领，联动周边5个村，联合打造乡

村未来社区。

这条新闻在画面语言和视觉效果的处理上，

记者用心用力花费了不少功夫。正如新闻开头

的场景：公鸡鸣叫，紧接着是一段强节奏的音

乐，再接一组农民画画和一段游客跳舞的同期

声：“现实生活当中，色彩斑斓，余东村特别

美、特别好”。短短一句话把余东村的特色和亮

点给点了出来，引人入胜，观众看了就上心。

与其说这是新闻片，还不如说更像是艺术片。

恰恰是这条不像新闻的新闻，高明之处就在于

记者用一种很具生活气息和诗意的场景把余东

村的活力、韵味慢慢地给带出来，引起观众的

共鸣，让观众产生兴趣。这样一来，记者在采

访中树立屏幕意识才能真正发挥新闻报道的感

染力。

二、新闻要有鲜活感

我们说，新闻要有鲜活感。有些新闻看了

之后，给人感觉是软绵绵的，没有精气神，从

某种程度来说这跟采访有关。说了和说生动

了、说鲜活了，这是两回事，采访也是这样。

《衢州新闻联播》 有些题材的确不错，但由于

采访准备不充分，观察不够深入，思维方式又

偏狭隘，使得本来能做得更好的新闻，失去了

发挥它应有价值的机会，这是蛮可惜的一

件事。

例如，《衢州：稳外贸成效显著 2020年出

口额达 253.6 亿元》 这条新闻题材不错，但采

访内容和纪录的方向上还没有挖掘出新闻的要

义。如采访一道新能源科技 （衢州） 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和衢州格劳威服饰有限公司生产厂

长，他们主要介绍公司的生产和出口情况，没

有挖掘出企业如何面对国际市场的变化，采取

哪些相应的对策措施、激活市场、走出困境等

具体事例。如果这条新闻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思考，让摄像师把镜头对准现场一线工人，采

访他们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加班加点克服困难等

情况，再拍摄几组忙碌的生产线和工人劳作场

景，让画面鲜活生动起来，这样的新闻就有了

一种提升。生产忙起来，工人干起来，领导动

起来，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录这条新闻，它的精

气神自然就出来了。

三、记者要寻找到新闻报道的切入点

切入点即新闻报道介入新闻事实的出发点。

好的切入点会使新闻报道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新闻切入点好，新闻报道往往就成功

了一半。以笔者的经验和体会，新闻切入点的

一般模式是“小场景+小人物+小故事”。

还是以这篇《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农民

画遇上古瓷片 柯城乡村文化作媒联动发展》的

报道为例，片中对场景的设置非常精到。每个

场景都符合人物性格在其中所表达的语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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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室采访农民画家，他们显得兴奋、自豪、

滔滔不绝，还骄傲地告诉记者：“这些画都是

长满老茧的手画出来的”。面对这些白天拿锄

头，晚上拿笔头的“乡村毕加索”，如何挖掘

农民画家背后的故事，记者也是煞费苦心。片

子从72岁余简德画画经历开始说起，通过简

单明了的语言，把余简德的个人经历同余东村

的发展过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农民画家

和这个村庄的时代背景与精神风貌。

四、新闻中对人物和故事的选择要有好的

看点

还是以《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农民画遇

上古瓷片 柯城乡村文化作媒联动发展》的报

道为例，片子选取碗窑村党支部副书记罗斌为

拍摄对象。这位年轻村干部做事果断，快人快

语，身上有一股“倔”劲。当他看到余东村的

发展势头，心里也很急，就带着村里的十几位

老乡恢复了村里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窑火。为

了推荐村里的陶瓷产品，他单打独斗推销文化

产品，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片中把这位年轻

人的闯劲、干劲、牛劲和他的无助、困惑、烦

恼，通过事件的发生，以跟拍、抓拍的方式形

象地展现出来。整个故事波澜曲折，人物表现

鲜明生动。

五、对新闻采访人物要有“陌生感”

依据笔者的体会，拍片子，最熟悉的人也

要从不为人们所知的那一面开始纪录，并延伸

出人物背后的“陌生感”。 陌生感是什么？是

他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非凡的人的陌生感是

他平凡的那一面。反过来也一样。像拍摄曾一

手打造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先锋人物谢高

华，一般的报道无非是大同小异，缺少新意。

笔者以为，要拍摄他这样的典型人物，一定要

敢于对人物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他是“非

凡”的，也是平凡的，只有在回归平凡中再见

到非凡，才能真正感染人。而拍摄我省首位荣

膺“时代楷模”的万少华和他的团队这部专题

片，我们本来也想抄点近路、走点捷径。因为

报道这个团队的文章资料很多，随便拼凑粘贴

一下就是一篇专题稿，省事又省力。但仔细想

想，我们还是放弃了这样的念头，而是从万少

华不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些小事开始纪录，思考

人物，思考拍摄对象，把纪录的方向“放回”

那个年代，反复琢磨，逐步深入。通过一点一

点的努力，我们采访拍摄到大量的一手珍贵资

料和素材，放弃那些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是老调

重弹的内容，以全新的视角去挖掘、纪录、采

访、拍摄，不断调整创作思路和节目构架，从

万少华团队服务的这些烂脚老人身上，看到他

们背后的经历、故事，以及所承受的苦难，折

射出一个民族的伤痛。片子取名《抚伤》寓意

就在这里，该节目获得第十四届全国党员教育

电视片三等奖。

六、对“突发”新闻要随时做好准备

做新闻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除了采访，拍摄也一样。像抗击疫情那些

震撼人心的画面，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形下

被一一记录下来的，这是画面语言的生命，真

实的力量和不可预测的精彩，让观众感动泪

流，这是“不知道”的魅力。当我们懂得这个

朴素道理的时候，其实是在净化或者丰富着自

己。记得有一次采访“最美衢州人”十大年度

人物颁奖典礼。这本是一次常规的报道，典礼

前有过彩排，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可在正

式典礼上，一位93岁志愿军老兵听到 《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突然趴倒在舞台上，现场

演示匍匐前进的动作，这应该是刻在老兵骨血

里的记忆。我们的记者抓住了这一瞬间，制作

了短视频分发全网。这段视频在《人民日报》

抖音号上点赞量471万次，“美丽浙江”抖音

号发布后，4小时点赞破百万，阅读量更是破

2000万。央视同行说过一句话：不要在生活

中寻找你要的，而是要感受到生活到底发生了

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拍片子做

节目要寻找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径，这是成功

的方向。

一部片子只有寻找到采访、拍摄、挖掘、

提升等各种电视艺术的纪录方向，我们的片子

才会更具特色和感染力。优秀的电视作品应该

是让观众沿着你给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以为

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作者单位：衢州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