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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贵在发现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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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中外优秀新闻摄影作品，令人对一幅幅感人的画面、精彩的瞬 

间赞叹，为反映的新闻内容所能选取的侧面、变化过程的准确、典型等 

而折服。这些成功之作的奥秘在哪里？许多实践者采拍了大量的新闻照 

片，有的甚至花费长久的时间辛勤耕耘，其收获、效果甚微；有的面对 

大、小新闻题材拍什么，不拍什么，如何观察、选择正面、侧面的变化 

过程，心中无数，时常感到茫然。究其原因，作品成功与否，在于新闻 

摄影的关键：贵在发现，贵在表现。反之，违背新闻摄影规律，当然所 

拍摄的照片就显得苍白无力。 

  新闻摄影是纪实的，再现新闻事实本质的纵横断面，它依靠发现的 

视点来组成拍摄内容，依靠表现手法达到视觉目的和效果。“发现与表 

现”在成功作品中二者缺一不可。获得“荷赛”大奖的《乌干达干旱的 

恶果》和《逃往泰国的柬埔寨难民》，是经典作品中“发现与表现”的 

代表力作。 

  反映乌干达旱情的题材、角度等是很多的，但要能达到有新意有冲 

击力的视觉效果，就得在司空见惯中观察，寻求最具摄影表现的视觉形 

象，再现事实和新闻本质。英国摄影记者迈克·威尔斯在乌干达深入体 

验中发现，选择了一只干瘪的小黑手放在一只白而肥硕的大手中这一镜 

头，以新闻摄影特写的手法表现，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揭示出乌干达 

干旱恶果的事实本质。正如作者所说：“世界对这里存在的饥荒尚不知 

晓，这张照片使人们关注到这里所发生的情景。”照片在欧美报刊登出 

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在第24届W PP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新 

闻照片奖。 

  《逃往泰国的柬博寨难民》照片，是美国摄影记者大卫·伯耐特在 

泰国境内的柬埔寨难民营发现拍摄的。他选取怀抱婴儿的母亲作为被拍 

对象，以低反差、柔和色调衬托母亲那种愁苦的面容和凄楚的心绪，镜 

头强烈表现母亲腋下夹着的两只小脚，表明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等待求 

救。照片概括力很强，寓意深刻。作者能在重大新闻现场发现这一局部 

的、普通的情景为拍摄视点，刊出后，在国际社会唤起广泛的关注和同 

情。照片在第23届W PP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和新闻摄影 

特写一等奖。 

  两幅照片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纷繁复杂的现象有独特发现的视角 

和表现能力。这也是成功作品原因之所在。 

  当我们采拍每一新闻题材，应把“发现与表现”贯穿于全部实践之 

中，在头脑中要形成这种理念，指导新闻摄影采访拍 

  摄的全部过程。在具体采拍中，既要注意在面上的发现，又要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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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及到各个侧面、各个过程的变化，选取具有新视点的东西，作为新 

闻摄影捕捉的对象。新视点的东西是呈现新闻内容本质的这种、那种现 

象、行为等，其根本在于反映作者的独具慧眼。 

  有了新视点的发现而进行拍摄，未必能产生形象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画面的简洁和形象的概括也未必能到位。这些涉及到摄影自身的表现 

方法、技巧和摄影艺术表现规律的运用。所以，表现是运用摄影手段和 

内容与形式规律的表现。缺乏摄影表现能力，再好的新闻题材及发现的 

视点，其照片只能是平庸之作，形象语言和形象价值暗淡，所反映的新 

闻主题和内容无力。 

  在新闻摄影中，要密切关注新闻事实的发展，从中发现有助于反映 

新闻主体内容的拍摄视点，还要注意其它方面、侧面、场合及时空间变 

化的各种现象，往往有惊奇的视点被发现，加之适当、有效的摄影表现 

，会获得满意的拍摄效果。 

  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实、变化过程及角度选择和瞬间捕捉等，无不 

包含着摄影者连续不断寻求最佳视点的发现过程。发现能力高低与深浅 

，是作者综合素质的反映。无论水平高低，应把发现作为选取视点拍摄 

的前提和条件。反映沈阳一家企业倒闭的新闻照片《倒闭后的滋味》， 

揭示漠河县县长因大火失职的新闻照片《渎职者的窘境》和希望工程的 

“大眼睛”照片《渴望上学》，不乏是“发现与表现”的典范。 

  许多新闻照片常因“发现与表现”能力匮乏，使照片赏之无味，弃 

之可惜。归结这些照片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几种情况：①新闻题材好， 

但缺少新视点的发现，或者选取的视点雷同化；②对新闻题材的处理， 

确有新视点的发现，但摄影的表现能力差，画面杂乱或单调，主体不突 

出，缺少形象冲击力和吸引力，表现不出现场感和现场气氛；③照片构 

图、瞬间捕捉，甚至光、影、色、线的运用和画面形象对比、变化等， 

运用拍摄得很好，但偏离新闻主题或主体，或者使新闻价值的分量不足 

；5“发现与表现”两方面都差，似乎在采拍中缺乏理念与思考，见啥 

拍啥，举手而成，使人看后不知所云。 

  新闻摄影是一门学科，包含着艺术成分，有丰富的内容、系统的知 

识和规律等。贵在发现，贵在表现，恰恰是新闻摄影的真谛所在，掌握 

“发现与表现”的实质，需要深入学习和大量实践，才能达到造化作品 

之境界。（作者系《陕西日报》摄影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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