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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怎样做图片报道 

时间：2006-3-16 10:01:29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崔明军 阅读1629次

  

 图片的现场感、新闻性、事件性、真实性关乎报纸生存和读者认可度的高低。《中国青年

报》一贯追求人文关怀和平民视角,不仅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也渗透到了报纸的图片报道

中。本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求该报图片报道的特色和成功所在。 

  本文抽取中青报2005年6月份30天报纸为样本。因为选取的6月份没有突发性事件，比较容

易看到其常态下图片报道的特点。 

  以“报道新闻”为主，注重用图片报道新闻 

  中青报在该月中所用的650幅图片中，新闻配图占499幅；其次是图片新闻110幅，然后是

漫画配图41幅。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青报大量使用新闻图片。这也是从其特定受众――以青年为主的读

者需求出发的。调查表明20-49岁的青年读者约 占中青报读者的7３%，其中20-29岁的读者所

占比例达28.9%。这一年龄段的读者正处于事业发展的成长期到成熟期，他们较喜欢接受新鲜

的事物，并且由于他们一般都在求学和工作，时间较为紧张，更易于接受直观性的图片报道。 

  图片新闻的作用更加突出。相对于其他报纸来说（比如有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羊

城晚报》等），中青报充分发挥了图片单独报道新闻的作用。6月份图片新闻数量高达110幅，

其中头版的图片新闻就有15幅。 

  人文气息较浓，关注普通群众和边缘人群 

  中青报绝少刊登富于刺激性题材的照片，如凶杀、暴力或色情等。即使是恐怖性的事件，

也不选用赤裸裸的恐怖场面，而是选用以别种视角反映事件的新闻照片，构图优美。例如6月

22日国际版刊登图片新闻“巴基斯坦解救被拐儿童”，军人怀抱解救儿童，面带笑容，儿童手

中拿支玫瑰花，平静地望着花。同一天头版刊登17.4×11.3大图，“泰国海啸孤儿做客北

京”，图为孤儿们在炮兵医院，在众护士的簇拥中笑容灿烂。用人情的温暖反衬灾害之恐怖，

也反映了人们在灾害面前勇于面对。 

  就新闻图片的主体人物的社会身份来看(漫画图片和不以人为主体的照片除外)，中青报主

要关注学生、农民、农民工、工人和一般工作人员，占63%。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对边缘人

群，包括流浪儿童、卖淫女、犯人、智障人员等的关注，占6%。 

  （特别说明：2005年中青报推出“抗日英雄谱--永远的丰碑”和“侵华战争中的甲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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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专题，每期刊登历史人物照片1到2幅，所以数量相对较多，这也是本年度人物配图的特别

之处。） 

  照片多抓取典型性瞬间，反映动态，富有人情味 

  以体育版的图片选择为例，可以看出中青报特别喜爱表现赛场上典型瞬间的新闻照片。本

月体育版共刊登新闻照片42幅，其中反映动态的有30幅，静态的为12幅。 

  中青报的新闻照片富有感染力，即使在报道严肃的政治新闻时，也会选择一些富于人情味

的小镜头。它不只是文字新闻的图解，更是文字新闻的有益补充。6月30日国际版中刊登照片

“菲总统阿罗约的丈夫自我流放”，本来是一个政治新闻，但是图片处理得轻松活泼，富有意

味。图片为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宣誓就职后，在就职台和丈夫亲吻。这类照片，把社会高层和普

通人的距离拉近了，可以显示政治人物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 

  中青报所登图片能够对事物进行判断，捕捉最有表现力的一瞬间。比如，6月9日体育版刊

登四位NBA明星面部特写配图，表情各异，对比鲜明，从左到右表情依次是张口大叫、目瞪口

呆、专注仰望、镇定自若，形象地表现出队员各自的性格特征和对比赛的不同反应。 

  照片来源广泛，刊登不拘一格 

  研究数据表明，中青报刊登图片来源广泛，有本报、中青在线、新华社（新华\法新）、

私人以及IC。 

  可以看出，本报供图最多，占到一半以上，其次是新华社（含新华\法新），占到20%，再

次是中青在线，供图数量占18%，私人供图67幅，占10%，还有3幅IC供稿的。 

  图片来源的广泛，为刊登图片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本报图片占到52%，说明该报有一

支强大的摄影队伍，同时也表明，报社对新闻摄影的重视。私人供稿有时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

值，多为人物图片或家庭照片，但是这些照片有利于解读、补充文字新闻，并起到活跃版面的

作用。 

  力求版面均衡，照片编排灵活多样 

  中青报在处理照片时很注意版面的均衡。在版面安排上比较严肃，很少追求花哨与奇特的

形式。一般来说，他们把重大新闻的照片放在头版正中，而且尺寸较大，有时占到整个版面的

1/4，成为当天报纸视觉的中心。比如当头版有2幅图片时，大幅图片位于正中，或中上、中

下，小幅图片一般位于右上角或左下角，当有3幅或3幅以上图片时，小图位于大图上下或周

围，力求平衡。 

  照片多为横长方形或竖长方形，较符合视觉习惯。人物头像则以正方形多见，尤其历史人

物多为正方形。凡图片新闻周围常常圈上细黑线框，并且照片和文字说明有很小的空白。这样

可以使照片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显得比较突出、醒目。 

  另外，中青报也注重漫画和图表的运用。漫画数量41幅，占到了6%。除了新闻漫画配图

外，也有一些人物漫画。人物漫画从人物性格出发，显得棱角突出，弥补了新闻图片无法表现

的东西。比如，6月9日头版刊登的导读漫画《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中，一农民工垂着

头，眼睛中充满了无奈，胸前挂着“打折”字样的牌。形象地道出农民工讨薪的辛酸，揭示出

劳动似乎是打折的商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该报也不失时机地运用图表，比如土耳其地震

时，刊登该国地图，标明地震地点。新闻《城乡教育投入相差悬殊》配以图表说明，对比一目

了然，起到一图胜千言的作用。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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