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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叙事学的提法似乎几年前就有了，但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仍在历经一个理论的不

断滋养和实践的反复检验的过程。本文聚焦于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的叙事构成，也许这一提法

更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臆造或者不科学性，难以解释所有的例外和个例，但落脚于电视语言的基本

构成——声音+画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求证过程的合乎规则性与相对完整性。 

一、作为故事的新闻 

从国外新闻发展的现状来看，一向讲究客观公正的新闻（专题）节目已经实现了向故事的转

变，新闻报道重视新闻事件的故事性，突出事件的冲突和矛盾。近几年，国内电视新闻界也吹来了

一股“新闻故事化”的清新之风，在内容上贴近百姓现实生活，在形式上采用讲新闻故事的手段。

美国叙事学家西摩尔?查特曼较早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

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后者是“如何”。 

作为对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叙述与建构的产物，新闻无疑是一个真实的“故

事”。它包括事件、行为者和场景三个基本元素。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这三个元素以声、

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故事的描述呈现为画面与画面的组合，画面与声音的组合，新闻事实在

不改变要素（5W）真实的前提下成为经记者重新加工后的产物，因而又涉及到故事的顺序安排、叙

事的节奏、故事的叙事频率、内容的建构和评论等多种因素。 

例如在电视法制专题节目中，比较常见的叙述方法是倒叙，即把事件结果放到最前面，在追溯

原始真相的过程中又不断设置悬念，在紧张的节奏中一步步揭开事实的真相，从而很好地吸引了受

众。这一叙事结构显然与事件的发生过程是完全颠倒的，但通过情景再现和利用蒙太奇控制节奏等

手法营造了一种现场、真实、紧迫感，反而让人觉得这种顺序安排更为合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闻文本中的叙事主要是一次性叙述，是一种低频的叙事频率。为了实

现低频的效果，也通常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叙述高事件频率的故事。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原



指艺术使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件重新获得新鲜感，从而更新人们对生活的经验和感觉的一种方

法。这提醒我们面对大量日常而又熟悉的新闻素材，要突破惯用的模式化手法，不断地进行探索和

创新，制作出更有亲近性、贴近性和感染力的作品。比如刚刚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报道降息调税，

可能受众已经熟悉了这类事情，这时如采用陌生化的叙述可以给观众造成一种重新推理和重新认知

的过程。 

如今一些调查性新闻栏目为了讲好一个故事，除了构建好故事本身的内容外，还注意回顾和借

用相关素材的链接，比如添加新闻背景资料、历史图片或历史素材等，然后像搭积木一样对这些素

材进行整合，从整体上设计故事的内容建构，使故事讲得精彩，吸引观众。而评论性栏目除了讲好

主体故事外，还围绕故事的核心进行评论，或借助新闻中的人物及相关人物针对事件发表看法和意

见，甚至必要的时候电视记者直接对新闻事件发表看法和意见，更加强化故事的内蕴与涵义。 

总之，电视新闻或专题栏目里的“故事”，就是充分运用事件、行为者、场景等基本成分，确

立合适的顺序，把握叙事的节奏和频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重组、编排的结果。这种故事化

在新闻观念上由传者本位转向受者本位，用老百姓的语言传达群众的真情实感，新闻通过故事走进

了观众的内心世界，让广大观众的心理结构产生谐振与共鸣，最终达到无障碍传播的理想境界。 

二、作为话语的新闻 

如果故事是“说什么”，那么话语则是“怎么说”。在新闻的话语层面，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

包括了以下元素：叙述者、时间、视角和结构。 

⒈叙述者。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记者与新闻事实经常处于“异时异地”状态，对新闻

事实的采访大多为“事后采访”，需要借助与新闻事实相关的人完成叙事。其次，我们最终看到的

新闻成片是编辑对记者采摄的新闻进行选择及改动的结果。因此，电视新闻的叙述者应包含记者、

采访对象和编辑。 

根据记者在电视新闻中的介入程度，记者作为叙述者的表现方式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幕后叙述

者，或者只用镜头“说话”，反映在成品中是经蒙太奇组接后的画面与声音；或者新闻事实完全由

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这是新闻报道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叙

述方式，大量的消息类新闻报道多属于此。另一种是幕前叙述者，它又可以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

与的叙述者。旁观叙述者是指记者常常以第一人称“我”、“记者”等来叙述新闻事实，以“旁观

者”的身份讲述他人、他物的故事；参与的叙述者则是记者成为新闻事件中的人物，在事态进程中

发挥作用，这在“个人亲历性报道”中十分常见。 

“采访对象”是新闻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置疑的是，新闻文本中的采访对象承担了部分

甚至是完全的叙述人角色，这在专访等新闻类型中尤为明显。编辑是否担当叙述者角色，需要根据

其修改新闻的程度而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事实上，记者、采访对象、编辑这三类叙述者

或独立或组合，实现着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⒉视角，即新闻叙述角度。如今非常流行一个词叫解读。有学者撰文电视媒体已进入新闻的解



读时代，各媒体非常注重自身不同的视点，如凤凰卫视“说什么”和自己“怎么说”的定位。新闻

叙事角度决定了什么被看，也决定了什么不被看。所以，法国叙述学家托多洛夫认为“视角具有第

一位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视角的选择决定了新闻故事的成败。 

视角可分为三类：全知视角、有限视角和客观视角。全知视角，指有权从任意角度叙述，以对

报道的事件做全方位、全景式的叙述，具有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权威感。另外，叙述者可以打乱客

观事实的时空顺序，根据自己的意图重新排列组合，从而更有效地传递客观事实的信息以及记者隐

藏在事实之后的意见。有限视角，只允许从某个特定角度叙述。或者以作品当中的人物作为叙述

者，或者是调查者自身，并且，叙述者只限于叙述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但不能叙述别人看

到或听到的而他自己没有看到或听到的事情，更不能像全知叙事那样介入他人内心世界。这种叙事

能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如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的暗访揭露性报道等，容易引发读者的兴趣，并往往

能够将新闻事实的信息与记者的意见隐蔽地结合起来，较好地表现叙述者的主观意图。客观视角是

指叙述者像一台摄像机那样客观记录事情的表象，它适合记者写出有现场感的“视觉新闻”。但运

用这种视角时，记者的眼睛就好比是摄像头，受众看到的事物完全靠记者视域的制约，因而这种所

谓的“客观”实际上也是被记者涵化了的，只不过叙述者的主观态度和意见更为隐蔽而已。在一则

新闻或专题栏目中，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取决于从业人员预设的故事信息含量和长度。 

⒊结构。在好莱坞的经典叙事模式中，往往以远景作为影片的开始，交代地理环境，以全景作

为场面的开始；交代人物关系，通过正反打镜头来交代矛盾冲突和感情冲突的双方；而当冲突对抗

激烈的时候则采用近景乃至特写。这些镜头的结构与功能其实涵盖了电视新闻的所有要素：who（何

人），where （何地），what（何事），when（何时）甚至how（怎样）。因此，在电视新闻（专

题）节目中，首先要注重话语形式层面的结构，也就是镜头的内部结构，通过运用丰富的画面语

言，增强表现力。《铁面局长》是“新闻调查”栏目播出过的一期节目，表现的是段荣才来到河北

蠡县担任公安局长之后，通过狠抓实干，终于扭转蠡县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被动局面。节目在描

述段荣才上任之初该县治安时，综合运用了多种镜头，通过快速地推、拉、摇和数次甩镜头，制造

了一种动荡的效果，形象地表现了当时蠡县不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些画面及音效的搭配组合，极大

地增强了节目的可视性、表现力和解读力。 

其次，电视新闻或专题节目的外在结构，也就是节目的宏观设计很重要。比如画面新闻、口播

新闻、字幕新闻的混合穿插，故事的包装与悬念设置等。电视新闻在编排上一定要把最具吸引力最

有价值的新闻放在最前面，随着节目的推进，新鲜感和吸引力逐渐下降，又处在低谷状态，再设法

通过同类组合、对比组合、相关组合形成转折，使节目再上峰巅，这就是新闻编排的峰谷技巧。而

专题节目的故事结构也要层次分明、突出重点，通过不断设置悬念或转折点形成一定的节奏感，让

受众始终保持对节目的注意力。 

⒋时间。电视主要是采用空间形式的时间艺术，它始终以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记录着现在，也以

现在时态，让我们回忆历史。时间在电视叙述中具有二元性：一个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发展

实际消耗的时间，另一个是文本时间，即电视展现该故事所用的时间。两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

不同，这种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比如通过反复出现某一事件或同一镜头，暗示某

种意义，表达某种思想，就相当于文学叙事中的强调。或者通过镜头把某一短时的事件夸张地拉



长，形成时长变形。这种手法在一些民生类新闻节目中最为常见，充分体现出一个“策划”的思

想，主观镜头增多，这种叙事方式值得引起业界的深层关注与思考。 

以上四个部分阐述了该“如何讲一个故事”。电视画面都是以空间形式“线性”地展现在观众

面前的，语言使得那些原本无序的、处于某一时间片断的画面有了一个逻辑因素，把它们联系在一

起，变成一个叙事表意的整体。“新闻故事”因事件内在的逻辑和张力或长或短，在时光静静的流

淌中，记录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媒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实际操作中，电视记者往往受习惯思维的束缚，忽视了形式的创新与突破，在新闻报道中形

成了一种惰性。由于缺乏对新闻事实的深入挖掘，大道理、空道理多，现场拍摄的图像少，新闻信

息量贫乏。例如丰收报道，解说词在说了“某某地区喜获丰收”之后，是一连串的数字、百分比和

丰收的原因，配上沉甸甸的谷穗、收割机的转动、交粮的车队等等随便哪一年到处都可以拍到的镜

头，这样的新闻其实就是广播新闻。 

也有的电视新闻动辄“时空连线”，画面中只有一个电话机，让观众凭声想象，这种无影新闻

其实动摇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接近新闻真相，首先就是要到现场，并且呵护好你的现场，这是

一种电视文明。 

今天的大众媒体已经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中一个十分关键的社会公共部门，它要为整个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不断提供一系列具有导向意义的社会公共价值观念，而不仅仅是充当一个机械的传话

筒。电视媒体要加强自己的主体视点，也就是电视节目创作者、制作者对于传播内容鲜明、独特的

主体观点、视角、立场等的渗透和体现。它代表了媒体的话语和声音但不代表媒体的“审判权”。

主体视点从信息的独特和新鲜性（基本层面）、信息的理解深度（较高层面）和信息的感染力（最

高层面）三个方面来树立和加强，相对于“说什么”来说，更加注重“怎么说”，也就是要在故事

的述本——话语层面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对于电视新闻（专题）节目的模式化叙事和形式主义障碍

问题，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突围和对形式缺陷的平衡。当今社会，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更为谨

慎的思考和更为理性的判断。媒体的声音一旦具有了公信力，在引导舆论，平衡社会舆论生态平衡

方面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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