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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湖北省新闻摄影学会提出了11个理论题目，请大家研究和探讨。同年10月的

全国报纸总编辑和摄影记者理论年会上，与会者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了理论探讨。综合这两次

会议讨论的问题，尽管涉及面很广，许多问题都很重要，但最集中、最突出，也最具新闻摄影

特点的问题是这样几个：  

1、如何构建“大图片”采编格局？  

所谓“大图片”采编格局，并非狭义地指新闻图片尺寸的大小，也并非仅指新闻图片在版

面上所占位置的多少，它强调的是图片在报纸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形成一种从总编辑到版面

编辑的各个环节上重视新闻图片的格局。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把这种格局归纳为“大图片”采编格局，即：总编辑：决胜

千里的策划第一人；摄影部主任：承上启下的中坚指挥力量；图片和版面编辑：在版面上谋篇

布局的行为工程师；摄影记者：不辱使命的突击队员。提出这一格局的前提和背景是，在新世

纪，新时代，摄影记者正在改变单兵作战形式，更多的是以单元的形式存在于大型采访活动

中。他们在什么时候拍？什么地方拍？拍什么？为什么拍？有不同层次的、更多的脑和手在参

与。一个个“瞬间”形象的完成，一次次成功的图片报道，已经不仅依赖摄影记者个人能力的

发挥，同时也仰仗、依赖后方的策划与编辑。一部行动的相机的背后，是一支队伍的协同作

战，是不同角色的明确分工。因此，我们说，构建“大图片”采编格局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媒

体自身发展，相互竞争的需要。不甘于平庸的报纸采编人员，要用前瞻的眼光，积极参与构建

“大图片”采编格局，作好整个报纸图片报道的策划、拍摄与编辑。  

这种“大图片”采编格局的办报思路为我省越来越多的报纸所接受和实践。如2001年，

《湖北日报》在总编辑的亲自策划下，摄影部与政宣部、出版部、特稿部配合，接连4天推出

的4个通版画刊《矗立在荆楚人民心中的丰碑———为革命献身的31位湖北省委书记》、《从

湖北走出的将军们———共和国首批授衔的湖北将军》、《没有走向授衔台的将军们》和《绘

荆楚宏图、为党旗增辉———建国以来我省党员劳模先进人物回放》，以独特的视角，恢宏的

气势，众多的照片，精美的设计，把纪念建党80周年的宣传推向高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被中宣部、省委宣传部两级阅评组称赞为“气吞山河”、“气势雄浑，感人肺腑”。这是

构建“大图片”格局的一次有益尝试。  

但是，这一格局的构建，在我省新闻摄影界并不平衡，有的认为这样做未免把新闻摄影强

调过头了，有的认为理论上正确，但实践起来困难，还有的根本就不接受这一观点，还是按老

套路办报。因此，我们认为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论灾难摄影中人的感染力  

·让观者睁大自己的眼睛  

·浅议新闻摄影的形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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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加强新闻摄影的策划？  

对“新闻策划”中文字报道策划，全国报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图片报道策划的认识，

并没有完全统一。有的同志认为，新闻摄影靠的是抓拍，时间要求是“瞬间”，这个几十分之

一秒的“瞬间”是无法策划的，要策划必然是“导演”、“摆布”。  

对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新疆理论年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南方日报》、《人民日报》

华东版的同志，以他们策划报道的成功经验，驳斥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策划，是有效组织

新闻生产力以获取最佳新闻的手段。新闻摄影策划的核心，是研究如何以图取胜。它要求在审

时度势的基础上，在充分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各方信息的基础上，提出选题，把握时机，组织

实施。它要求有准确的判断，果断的指挥，精心的组织。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在各个媒体共同关注的重大事件的图片报道中高出一筹，以快速反应取胜，以独家新闻取

胜，以独特视觉取胜。“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我们所说加

强新闻摄影策划和编辑，意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改进新闻摄影方法，提高新闻摄影水平，而不是

提倡“导演”、“摆布”，不是去组织、制造新闻。我们讲的新闻摄影策划是按照新闻的客观

规律，自觉、主动地追踪新闻，寻找在最佳点上采访拍摄的途径，把最佳照片用出最佳版面效

果。  

我们对新闻摄影策划认识如何，水平怎样？应该有成功的范例，但从整体上讲，恐怕还停

留在建设成就、灾害场面等大范围的摄影报道上，较少看到像广东一些报纸那样的“吸毒黑

幕”、“外来妹一条街”、“维护打工仔权益”，《人民日报》华东版那样的分析性、披露性

和人物典型的新闻图片。因此，我们要学习外地经验，提高认识，把新闻摄影策划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  

3、在新条件下如何坚持新闻摄影的真实性？  

现在我们各报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微机和数码相机，这些设备给新闻摄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为提高新闻摄影质量创造了条件。但是，数码相机和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给新闻摄影的

真实性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有人可以利用这两种设备制造空间、涂改画面、改变色调，提供所

谓的“理想”的新闻照片。在新疆理论年会上，不仅严肃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还作了现

场表演，以提醒大家的警惕。我省目前还没发现以现代技术制造假新闻的事例，但这个问题要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的态度是，不管条件如何变，设备如何更新，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

则不能变。同时，我们也希望我省新闻摄影界的同仁，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探

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把握坚持新闻摄影的真实性的问题，打好“预防针”，订下硬规

矩，坚决杜绝假新闻照片的出现。  

（作者为湖北省记协执行主席、省新闻摄影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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