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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新闻摄影界力行“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时候，近年又有了“读图时代”的说法。

什么是读图时代？现有的资料还没有对它作出严格的定义。根据笔者的理解：读图时代一词，

是从受众的角度来描述的，它没有揭示出传者、受众、社会的互动，也没有体现读图时代背后

深刻的社会意义、文化背景等等。读图时代一词只是表明这样的现状：人们接受图片的载体大

大增加，除了大众媒介外，移动电话、服装、汽车等众多产品都可能成为图片的载体；人们接

触的图片种类不断增多，三维动画、视频录像、图片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图片的数量大大增

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图像以前所未有的蔓延之势，占据了人们接受信息总量中很大比例。在

这图片的海洋中，新闻摄影有被“淹没”的趋势。 

  那么在读图时代，新闻摄影如何调整自身的理念，在图片的海洋中突出它的个性呢？ 

  突出新闻摄影的本质特征 

  新闻摄影首先是新闻，它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品种。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一样，经过对客观

事实的选择、判断，然后进行报道，通过媒介将新闻事实传递给受众。新闻摄影具备新闻所共

有的基本素质，比如：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真实性、客观性等等。 

  然而新闻摄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报道手段，说明它还有独具的特征。这种特征包含

多个方面，比如现场性、瞬间性、直观性、时效性等等。与文字报道相比较而言，这些特性显

然是新闻摄影的优越之处，但是与网络视频、电视新闻报道相比，除瞬间性外，新闻摄影的直

观性、时效性、现场性却远远不及动态画面的效果。因此，以静态、瞬间的画面反映新闻事实

才是新闻摄影独具的本质特征。 

  新闻摄影的瞬间性与摄影本身的特征有关系，因为摄影是时刻的凝固。新闻摄影是新闻事

实中某一时刻的凝固，而网络视频、电视新闻报道却是一个时间流的呈现。新闻照片不仅仅是

从时间中抽取了某一时刻，将这一时刻从其依附的时间流中分离出来，使照片成为新闻事件某

一时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新闻摄影还具有从它记录的时刻向前向后延伸的能力，这正是布勒

松“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基础。 

  在第45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的《中国体操夺冠赛》（见《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

封三）是体育类单幅照片，画面表现了体操运动员空中动作的一个精彩瞬间，贾国荣在拍摄时

将角度、时机、焦点、构图等诸多因素把握得恰到好处，运动员入梦一般的表情与和谐的背景

构成一幅瞬间佳作。这种静止的瞬间形象既凝聚着动作、事件的过去，又预示着事物的将来，

虽然是刹那之间的情境或动作，但是表现了新闻事实的整体和精华。所以优秀的新闻摄影记者

总是善于捕捉新闻事实内部矛盾中最尖锐、最饱和的瞬间状态，鲜明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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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同时使画面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在新闻传播中具有极大的优势。 

  如果认为新闻照片仅仅是在新闻传播上体现出了新闻价值，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够的。作为

瞬间造型与空间造型一体的新闻摄影，同样具有二维图像（包括绘画）方式的诸多审美形式元

素，不同的拍摄者能动地把握这些形式元素就会在新闻照片中不断推陈出新，这也正是新闻摄

影的魅力所在。 

  因此，新闻摄影提供的凝固的瞬间形象远比一闪即逝的动态图像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虽

然电视新闻给新闻摄影带来了冲击，但是新闻摄影没有被电视新闻取代，仍然顽强地占据着新

闻传播领域的一席之地并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从新闻摄影的这种历程中可以看出，只有突出新

闻摄影的本质特征，新闻图片才会从读图时代的“图”中凸现出来。 

  发挥新闻摄影的跨媒介性 

  在一个多种媒体竞相发展的时代，新闻摄影自身作为一种报道手段就必须考虑到跨媒介性

传播。 

  然而新闻摄影从诞生起就与报纸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西方报纸上的新闻照

片非常少，仅仅作为版面的点缀或者是插图。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摄影、印刷技术的限制，另

一方面人们对新闻摄影的认识还不够深入。1904年，率先以新闻照片报道为主要内容的英国

《每日镜报》获得巨大成功，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报道出现，新闻

摄影地位进一步提高。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化报纸兴起，以新闻图片报道为主的《生活》

等杂志创刊，以及一大批著名的新闻摄影家如罗伯特·卡帕等的出现，使新闻摄影进入全盛时

代。可以说，新闻摄影的命运与报纸媒体密切相连。 

  在我国，新闻摄影与报纸媒体的紧密关系更为明显。各报社的摄影记者、通讯员和摄影爱

好者组成了新闻摄影队伍，报社摄影记者队伍是新闻摄影的主力军；从新闻摄影的发布媒介上

看，目前报纸是新闻图片的最大用户；在新闻图片的运转体制上，我国几乎还没有独立于报社

与通讯社之外的新闻摄影图片社；在新闻摄影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图文并重，两翼齐飞”指导

方针也仅局限于报纸媒体。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各种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各显神通，发挥新闻摄

影的跨媒介传播已是新闻摄影在读图时代的必然选择。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中，网

络媒体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新浪网推出的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的图片，点击率以百

万次计；电视媒体关于反恐战争的报道受到技术和其它因素的限制而经常使用摄影记者拍摄的

现场照片；许多提供深度报道的周刊开始大量采用新闻图片；一些以新闻摄影图片为主要内容

的书籍也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些都为新闻摄影的跨媒介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 

  因为新闻摄影只是一种报道手段，在早期媒介单一时期它必须通过报纸媒介将报道内容加

以传播。然而网络媒体的出现，摄影技术特别是数码技术的不断完善，使得新闻摄影跨媒介传

播成为可能，新闻摄影作品可以通过电视机、电脑、移动电话等实现同步传播。就像文字报道

也可以通过网络传播并形成新的网络语言一样，新闻摄影只从属于报纸媒介的观点会逐步改

变，新闻摄影报道适用于所有的视觉传播媒介。 

  体现新闻摄影的人文关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新闻摄影作为一种重要

媒介报道手段，体现新闻摄影的人文关怀应该是新闻摄影在读图时代理念转变的关键之一。 

  在新闻摄影报道视角上，需要记者更多地平视被摄者和他们的生活，与被摄者之间用心灵

去交流。目前，许多摄影记者习惯用“广角镜头”或者“长焦镜头”的眼光看待新闻事实，前

 



者对社会生活是一种整体的、宏观的把握，站在高处俯视事件，后者只是关注特殊人物或特殊

事件。各种视角都是人们观察事物的一种方式，本无可厚非，但从人文的视野来看，有的摄影

记者缺乏一种用“标准镜头”式的眼光来平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对它给予高解像力的关注。

徐永辉拍摄的《一户农家50年》之所以产生较大反响，是因为它通过一户普通农家50年的沧桑

巨变，折射了新中国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农民半个世纪历史的缩影。无独有偶，王瑶获世界新

闻摄影比赛艺术类组照金奖的作品《60岁的舞蹈家重返舞台》并没有关注当红明星，讲述的是

舞蹈家陈爱莲60岁重返舞台这件并不重大的事情，但拍摄者通过融入陈爱莲的生活及内心世

界，挖掘出人物性格和命运这样大的主题。 

  除报道视角的影响外，在新闻摄影报道中，摄影记者的技术、器材、理论知识或对拍摄对

象理解的偏差都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今年“5·7”空难第一个黑匣子打捞出水的新闻照片

很有现场感，画面中持续工作多日的工作人员看到黑匣子好不容易被打捞出来，都情不自禁地

鼓起掌来。这是现场实情，但是许多读者批评媒体和记者缺少人文精神，认为这个画面对死难

者亲人是一个刺激，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媒体和记者也应该充分考虑和顾及相关人士的

感情。在有关灾难、疾病的报道中，有的摄影记者以超广角镜头拍摄因血吸虫病畸变的大肚

子，使画面极度夸张；还有的记者在报道灾难中的伤员情况时，照片中的惨状令人不忍卒读。

摄影记者在拍摄这些照片时不仅拍摄技巧不当，而且对拍摄对象的诠释出现偏差，同时照片也

会对读者形成心理影响以至伤害。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拍摄者以平等的心态来关注受众和研究受众的需求，也是新闻摄影人

文关怀理念的体现。比如在新闻摄影报道上一直存在抓拍和摆拍的争论，事实上从受众的角度

来看这一问题很容易得到答案，受众需要的新闻摄影就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历史活动忠实的报

道或者说是图像化的再现，拍摄者没有理由不把真实的图像呈现给受众。 

  当然，摄影记者的人文关怀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视角上，在报道的策划、题材的选择、画面

的处理、编排过程等等每一个细节上，都会体现出对受众的理解和对人本身的尊重。在读图时

代，新闻摄影记者人文关怀理念的转变，就会为营造一个平衡、健康的媒介环境产生积极的影

响。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新闻摄影

· 组图:2005国内新闻摄影佳作欣赏 (2006-7-17) 

· 新闻眼在新闻摄影中的作用 (2006-3-16) 

· 让观者睁大自己的眼睛 (2004-12-9) 

· 新闻传播业务课程辅导——新闻摄影的地位与功能复习纲要 (2002-9-21) 

· 新闻传播业务课程辅导——新闻摄影的定义与特性复习纲要 (2003-9-21) 

>>更多 

 
╣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的应对与发展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