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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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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目前新闻摄影报道形势不错，问题也不少。如何进一步抓住机遇， 

使摄影记者认清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让热情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如何让 

摄影记者为报纸提供更多更好的新闻照片，如何提高摄影稿件在版面上的“落 

地率”……本文作者根据《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摄影报道的实践，以及在工 

作中发现、掌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关新闻摄影七个方面的关系问题，针对 

性强，耐人寻味。建议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行一读。 

  这几年摄影记者队伍急剧膨胀，新手不断加盟。他们有工作热情，但对新 

闻摄影的特征了解不多，工作中常走弯路。有鉴于此，我就有了要将这些“基 

本知识”再嗦一遍的冲动。 

  一、“摄影记者”与“记者”的关系 

  “摄影记者”是以摄影为报道手段的记者。也就是说，“摄影记者”的角 

色首先是记者，然后才是摄影。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都是记者，他们各有不同 

，前者以摄影为报道手段，后者以文字为报道手段。 

  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摄影记者对“摄影”角色的意识很强烈，而对“ 

记者”角色的意识比较薄弱。 

  “摄影记者的特点就在于摄影，立身之本也在于摄影，不强调摄影强调什 

么？”此话虽有道理，但只要将目前摄影记者队伍现状作一分析，就会发现， 

很多问题恰恰就出在我们摄影记者的“记者”意识过于薄弱上。 

  总体上说，摄影记者综合素质不如文字记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摄影记者 

在对政治的敏感度、对社会的了解、对新闻的理解、对新闻切入点的把握，以 

及文字功底、学识修养等方面都与文字记者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如果摄影记者 

的“记者”意识强烈的话，那么，这些作为记者所必备的素质就会自觉地、努 

力地补上。可惜的是，据我观察，目前仍有很多摄影记者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的存在，还谈不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结果是什么呢？摄影记者在报社内部往往成为“另类人物”，难以融入报 

社的“主流社会”。尽管工作很努力，照片（单就摄影技术技巧而言）拍得也 

不错，但由于缺乏“记者”素质的支撑，报社领导和文字记者就不会高看一眼。 

所以，我们每个摄影记者首先应当解决好“摄影记者”的定位问题，解决好摄 

影记者的“记者”素养不高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用记者的眼睛看世界，才 

会提高发现新闻的能力和捕捉瞬间新闻的功力，也只有这样，拿出手的新闻照 

片才会有力度、有深度、有冲击力，作品才会处处体现出新闻记者应有的职业 

素养。 

  二、“新闻照片”与文字说明的关系 

  从字面上分析，“新闻照片”应当解释为“用于报道新闻的照片”，或者 

解释为“含有新闻要素的照片”。如果艺术照片是艺术的一个样式，那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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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就是新闻的一种体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摄影记者误以为只要将照片拍好了，新闻照片就 

成功了。其实不尽然。只有含有一定的信息和新闻要素的照片，才是成功的、 

合格的新闻照片。问题还在于，再精彩的照片，它本身也不可能将新闻五要素 

完全交待清楚。要想拿出一幅（组）合格的新闻照片，就不得不借助于文字， 

用文字来帮助说清影像所无法说清的新闻要素。也就是说，文字说明在新闻照 

片中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我们有些摄影记者恰恰轻视了或者说是忽视了文字在形成“新闻照 

片”中的作用，他们不大会撰写简洁明了、准确生动的文字说明，不能将形象 

语言和文字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组合成一幅（组）能完整地、清楚地表达 

新闻内容的真正的新闻照片。往往不是语焉不详、该说的说不清楚，就是将画 

面已交待的要素再翻来覆去唠叨。说到底，就是摄影记者对新闻的理解不深， 

对新闻照片的特征、特性理解不深，不能熟练地运用图像语言来表达新闻内容 

。最终，好端端的照片只能作为文字报道的配图使用，摄影记者只能成为文字 

记者的下手。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一张好新闻照片，固然主要靠画面，靠画面的形象语言。形象语言不丰富， 

画面不生动的照片决不可能成为好的新闻照片。如何提高画面的形象表现力， 

如何努力抓取能准确表达新闻内容的生动瞬间，是摄影记者一辈子追求的境界 

。但是，作为摄影记者，我们必须正视文字说明在新闻照片中的地位和作用， 

努力纠正在采访拍摄中“重图轻文”的偏向，为报纸提供合格的新闻照片。 

  三、单幅和组照的关系 

  眼下组照成风，已成泛滥之势。因而在2002年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复评中 

，严格规定了组照只能占1/3的硬性指标。 

  其实，单幅照片和组照、专题，只是新闻摄影报道在版面上的不同表现而 

已。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短处，所以无所谓单幅好还是组照好或是专题好。但 

问题在于，我们有的摄影记者在不清楚单幅、组照、专题等各自对题材的适应 

性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去大拍特拍组照，暴露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在业务上的 

不成熟。 

  应当说，给某一个题材以一个恰当的形式（单幅、组照或专题）去表现， 

就像裁缝会根据顾客的身材缝制一件合适的衣服一样，是摄影记者的基本功之 

一。但现在我们许多摄影记者把握不准什么样的题材该用单幅，什么样的题材 

该用组照，什么样的题材该用专题。往往一个很好的适合用专题来反映的题材， 

送到编辑手里的却是一个单张；明明是一个应当用单幅来报道的题材，他却东 

拉西扯硬拼成一个专题。 

  “我多拍一些让编辑挑，如编辑认为用单幅，从中选一幅不就行了吗？” 

这是很多摄影记者大拍特拍组照的普遍心理。是拍单幅还是组照，最好在开拍 

之前就想好。拍单幅，需要想方设法将最能准确表达新闻内容的最具典型意义 

的那个瞬间抓住。该用单幅的题材，拍摄的时候如不集中注意力去抓取事件中 

的精彩瞬间，而是分散精力，东抓一把米、西抓一把糠的话，最具表现力的瞬 

间从何而来？这个单幅照片还能精彩吗？ 

  一般说来，内容丰厚立体、故事性强、情节起伏跌宕的题材，如用组照或 

专题去表现的话，效果会好一些；而那些信息含金量虽高，但故事性弱，事件 

性虽强但并不十分复杂的题材，则以单幅为宜。 

  四、题材与新闻价值的关系 

  一般来说，题材重大其新闻价值相对就高，题材小新闻价值相对就低。比 

如，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回归祖国，事情大，题材大，新闻价值高。所以 

那幅表现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那一刻的照片，被全国诸多媒体做成通栏 

照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事情大不等于题材大，更不等于新闻价值 

高；事情小不等于题材小，也不等于新闻价值低。但我们不少摄影记者脑海里 

存在着“事情大＝题材大＝新闻价值高，事情小＝题材小＝新闻价值低”这么 



一个误区。 

  因为有这种认识做基础，我们摄影记者就形成一种工作思路：哪儿热闹往 

哪儿跑，哪里有兴师动众的事就往哪里赶，哪个时候有领导的活动就在哪个时 

候到场。这种思维方式下的拍摄，出手的东西往往是热闹有余而深度不足，画 

面虽靓却缺乏感染力。 

  所以，我认为我们摄影记者要养成善于从新闻学的角度，善于从新闻摄影 

规律中去挖掘题材，要养成“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 

从小事情中抓取大题材的职业习惯，使照片体现出以小见大的独特魅力。 

  2002年9月14日，上海有这样两件事，一是上海团市委举办“青年骨髓捐献 

志愿者行动”，有几百人参加；二是上海市政府举办的上海旅游节开幕式，有 

十多万人参与。当时有实习生问我该去哪。她的倾向是旅游节，因为旅游节开 

幕事大，热闹。但我劝阻了她，我认为旅游节开幕式规模虽大，但意义只限于 

上海；而青年志愿者骨髓捐献活动规模虽小，但活动体现了当代青年的一种社 

会责任感。另外一个背景是目前祖国大陆的骨髓库还不如台湾的多。新闻媒体 

应当提倡上海青年这种献身“生命希望工程”的精神境界，其意义就远不止在 

上海这群青年人身上了。这就是以小见大的题材。 

  五、新闻价值与形象价值的关系 

  “形象价值”指的是照片画面所蕴含的形象语言，在报道这则新闻中所起 

的作用。简言之，照片的画面越生动，形象语言越丰富，报道新闻时对文字语 

言的依赖性越小，它的形象价值就越高。 

  评判一则文字新闻优劣的标准，首先是看它的新闻价值，再看它的文字表 

达。新闻价值不高，笔下生的花再美也无济于事；新闻价值高，文字表达不好 

同样让人遗憾；只有新闻价值高，文笔又好的报道才完美。 

  评判一则摄影新闻优劣的标准，同样首先是看它的新闻价值，再看它的形 

象价值。新闻价值不高的照片，画面再好，也于事无补；但新闻价值高的题材， 

照片没拍好，就糟踏了这则新闻。 

  文字记者的文章如没有表达好，他本人和编辑都可以进行修改，见报时总 

能基本“达标”。而新闻照片的基本特性是瞬间性，如果没有将最能表达新闻 

内容的典型瞬间定格，那么只能接受失败。因为新闻事件过去了就不会重演， 

摄影记者及编辑事后是无法弥补的，这是新闻摄影与文字报道的最大区别。由 

此可见，对于新闻照片而言，形象价值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些摄影记者眼下还认识不清新闻照片的新闻价值 

与形象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对新闻照片的形象价值的理解陷入了两个误 

区：一是认为只要题材好就好，画面好不好无所谓。在这种错误观念指导下的 

拍摄，往往是匆匆赶到现场，也不通过观察、思考，走上去就是“咔嚓”一声 

，就算“大功告成”了。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新闻照片会精彩吗？读者对这 

种新闻照片的观感能好吗？二是将形象价值误认为艺术价值，单纯追求画面的 

美感。他们只注意在用光、构图、影调这些艺术摄影的表现手法上下功夫，而 

不关注如何抓取对交待新闻内容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个精彩瞬间。 

  我认为，上述两个误区是造成目前新闻照片难以更上一层楼的原因之一。 

  六、正确的工作方法与工作质量的关系 

  前面所说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较多属于理念、认知层面的问题。而目前我 

们摄影记者队伍中还存在着较多的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正视下列 

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且能加以克服的话，那么，我想在短时间内，我们摄 

影记者的业务水准就可以有明显的提高。 

  1.数量减一半，质量增一倍。就是说，请大家把目前的见报数压缩一半。 

比如你目前每月见报30幅的话，那么你以后每月见报15幅就差不多了。腾出的 

时间用于思考，用于学习，用于对题材的精心选择上，当你整天疲于奔命，用 

手用脚而不是用脑去拍照片，你说能拍出好照片来吗？ 

 



  2.坚持二次判断。所谓二次判断，就是当我们获得新闻素材后，除了像文 

字记者那样，要对素材的新闻价值作一次判断外，还要根据摄影规律作第二次 

判断。可以自我设问一下，这题材适合用照片去表现吗？能出精彩画面吗？答 

案是肯定的就去，否定的就放弃。只有尽力选择适合用照片表现的题材去拍摄， 

新闻照片才会生动，才会像“新闻照片”。 

  3.多花半小时写说明，写好后多看几遍。现在照片说明词的问题十分严重， 

除了交待不清新闻五要素外，还有技术性差错，错别字和病句连篇，逻辑不通， 

前后矛盾，提法错误等等，不一而足。看了这样的文字说明，谁还会对这则摄 

影报道有好感？谁还敢放心刊用这种照片？如果我们每次多花半小时写说明， 

写好后多看几遍的话，这个问题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也会大有改观。 

  4.站高一层看题材。一般来说，不同级报纸的记者站在不同级报纸所处的 

层面上来看待新闻题材，这是没错的。“站高一层看题材”，当然不是说要改 

变这个题材，而是在同一题材面前，我们对新闻的看法，对问题的提法，抓取 

新闻瞬间的切入点，均要比别人高出一筹。这样，我们的新闻摄影作品就会比 

别人的作品更具力度，更具典型性，就会被你所在报纸的老总刮目相看，就会 

被更多的媒体所看好。 

  5.是记者跟着新闻走，还是“新闻”跟着记者走。这句话不是绕口令，而 

是现实问题。许多摄影记者平日不注意收集信息，对自己生活圈内的新闻线索 

掌握不多，往往不能有的放矢地赶在新闻的节骨眼上去采访拍摄，而是今天有 

空了，或是对方邀请了，才去转一圈。也怪，似乎记者一到该地方，那儿的新 

闻就从地下冒出来了，居然也能一拍一大摞。像这种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拍到 

什么就发什么，不讲究发稿的最佳时机，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新闻作由头的“新 

闻照片”会有读者市场吗？我希望摄影记者要养成跟着新闻走的工作习惯，哪 

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摄影记者的身影，千万不要让“新闻”跟着记者走，形成 

记者一到“新闻即来”的随意现象。 

  6.多向你认为摄影搞得好的报纸投稿。许多摄影记者，尤其是地市报的摄 

影记者都有一个缺少交流、学习机会的问题，但他们都很有事业心，都想在新 

闻摄影上有所建树。然而，他们只能单枪匹马、闷着头苦苦摸索。应当说，这 

个时候向外投稿，尤其是向我们认为摄影 

  报道搞得好的报纸投稿，与这些报纸的资深图片编辑保持联系，本身就是 

一种十分有效的学习、提高的手段。 

  一般来说，摄影搞得好的报社的图片编辑，业务上具有权威性，且愿意与 

大家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经常打电话问问自己稿子的成败得失，多听听他们 

对自己稿子的意见，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即使不通电话，看看所 

投稿子用与不用，用大还是用小，是被突出处理还是被淡化处理，对自己就是 

一个学习的机会。 

  时代不同了，向外投稿的目的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50年代至70年 

代，那时候向上级党报投稿是一种任务；改革开放实行稿酬制后，投稿也是有 

一定经济利益的；而今天，环境宽松了，岗位薪水又比较高了，在这种情况下 

向外投稿，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就成为主要的了。 

  七、学习与提高的关系 

  说一千，道一万，要改变眼下新闻摄影队伍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要提高 

摄影记者的整体素质，惟一捷径就是学习。 

  2002年5月底，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组织了一次主题为“经济（工业）题材摄 

影报道如何实现新突破”的华东地区摄影记者易地交流采访活动。在活动中， 

华东分社总编辑曹焕荣谈到了摄影记者业务提高与学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目前之所以在经济（工业）题材摄影报道方面难以突破，主要原因是一些摄影 

记者的视野不宽、目光迟滞。尽管摄影难以表现理念，但摄影记者要善于关注 

理念。这些看似抽象的东西，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发现和理解那些形象的东西。 

他列举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经济现象（与会者议论说这些都是值得用照片去表现 



的题材），但为什么都不为摄影记者所重视呢？关键在于学习不够，注意力、 

兴奋点游移，这就会白白让许多鲜活的题材从眼前溜走，而抓在手里的就只能 

是一些陈旧的题材。 

  虽然他当时是针对经济题材谈的，但我认为他这番话，切中了我们目前新 

闻摄影止步不前的问题所在，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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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摄影“关系”论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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