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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思维与电视节目

 

电视作为一个最普及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生活最快捷、最精炼和高度概括的传播，

直观而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中最新鲜、最有价值的事件和信息。它是电视画面、现场氛围和

解说词三者有机结合的视听艺术，它的基本特点是选择:题材内容的选择、生活片断的选择、

画面的剪辑以及表现形式的选择。为什么电视受众能够接受这种选择，能够接受电视对生活

时空的浓缩、选取和改变呢?我们从人的视觉思维说起。 

    一、人的视觉思维具有将两个或多个以上事物联系起来思考的倾向，并按照事物、事件

内在的联系和固有的逻辑关联猜想、推测判断，评价，而赋予某种意义。视觉是人类固有的

一种生理、心理本能，是人感知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主要感觉功能，人与生俱来就用眼睛观

看周围事物，并有分辨大小、色彩、形状，界定事物的能力。虽然动物也有视觉，也有对所

看到的事物进行简单判断的思维能力，但它停留在一般的认识过程中，而人的视觉行为已经

升华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复杂的高级的思维形式上了。具体到电视节目而言，观众也

是在联系思考的基础上，将两个或多个相邻事物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也

就是说观众通过对连结起来的多个电视镜头、电视画面，领会、意会、想像其中的联系和意

义，确定一组镜头陈述表达的内容。这种联系既有外部特征上的明显相关之处，又有内部逻

辑上的相通之处，这也是奠定电视镜头组接和表达思想内容的基础。正是由于人们有将相邻

两个事物或多个事物联系起来思考的倾向，才使电视节目的组接编辑成为可能。基于此，人

们就会强化这种思维定势，在此种关联或暗示情况下，把单个的电视镜头组接起来就很容易

在观众头脑中建立起它们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也是电影蒙太奇方式的基础，它使分镜头拍摄

成为可能，一个人的镜头后面接一个枪口的镜头，会使人联想到这是个恐怖分子或歹徒，而

一个枪口后面接一个人的镜头则会使人联想到一个人受武力胁迫。它们之间按先后顺序组

接，顺序先后不一样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使观众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内部逻辑关系产生思

考，将它们联系起来看待。两个镜头组接起来并不保证在观众头脑中产生联系。产生联想的

条件是上下镜头之间必须有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镜头之间能否产生联系，要有现

实的基础，胡乱组接镜头，只能使观众感到不知所云。 

    二、人类形象思维中的一个盆要特点是常常有忽略次要情节的倾向。在视觉上，观众对

置于电视画面上的物像也有忽视次要的、不清晰的场景人物的倾向，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对

周围的东西事事关心、事事细心观察。他们美心的是主要事实和情节，关心的是自己感兴趣

的东西。一个个镜头对于-个事物起的作用不同，有的交代背景，有的介绍主要事件或人物，

有的烘托气氛，所以无用的镜头必须舍弃，尽量少拍或者不拍。观众对于同一画面构架中的

物像也有视觉兴趣，注意力依照在画面中的大小、主次、是否醒目而在心理上引起的兴奋程

度不同。电视节目编辑过程中必须舍弃次要的、无用的情节，包括观众不看就能意料到的带

有必然性的情节，不影响叙事的无关紧要的情节。否则，镜头之间，就会杂乱无章，观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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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法从镜头语言中了解事实。 

    三、人们观察事物是有序的，观众衡镜头的时空顺序一般是先整体后局部，由远及近或

者由局部推及整体。无法想象人的视觉始终停留在某一事物的局部，或者散视于整体上。这

种视觉习惯和思维方式是电视递式、推理式和循环式组接电视镜头的基础和依据。电视画面

这三种组接方式的共同要求就是:景别的变化和叙事方式要循序渐进，不可无交代地进行镜头

跳跃，也不可变化太大。要符合视觉思维的节奏和规律。这里涉及到蒙太奇这个概念。俄国

电影理论家普希金说，以若干镜头构成一个场面，以若干场面构成一个段落，以若干段落构

成一个故事情节，这就叫蒙太奇。从表面来讲，蒙太奇是镜头之间的联结，但更重要的是镜

头之间的关联与镜头组接的技巧和方式。蒙太奇产生的依据也是基于人们的视觉习惯。 

    四、视觉的一些形式美法则。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形状、形式的事物有一种直觉的

敏感，易于引起关注和兴趣。比如呈圆形、椭圆型、抛物线型的物体，在电视画面平面构架

中，视觉作为异常活跃的感官对物体方向、排列、色彩具有习惯形成的感奋，对某些容易引

起视觉兴趣的突出点和重点范围予以特别的关注，而印象深刻鲜明，如对处于平面中心位置

的物体容易引起注意并发生兴趣，构成视觉的突出点和重要区域。在摄影和摄像过程中，人

们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黄金分割原理。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黄金

分割”法，后来在人体绘画、美术、雕塑等方面，在构图上都以“黄金分割”比例为标准，

使作品效果最佳。在摄影、摄像中就是运用这一比值来对人、物体进行分布排列，以求达到

最好的视觉效果。 

    了解观众的视觉思维，正确使用镜头语言，需要电视工作者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认真

学习揣摩，熟能生巧。在电视画面各个景别的使用上，不能拘泥于形式，要本着更好地表现

主题内容的原则变通、出新，在此荃础上，必须讲究电视画面内各种因素搭配协调，充分利

用、调动灯光、线条、色彩等因素，讲究画面造型的对称、匀衡美感，除此之外，还有运动

镜头和长镜头的使用。动感往往能够强化心理刺激和印象，产生视觉冲击力，使用得当，能

强化视觉效果，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在纪实中，也不可回避地会运用到长镜头，它往往使

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感觉到真实可信。 

    (作者： 边境  辽宁电视台 本文发表于《广播与电视》 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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