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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报道? ——从Flash幻灯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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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已经涉足多媒体立体式报道，人们不但可以读新闻，还可以看新

闻、听新闻，同时，网络媒体实现的同步多媒体直播所具备的强大的互动性也是电视媒体不可

比拟的。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多媒体报道，多媒体报道如何实现才更符合网络媒体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就此话题，从Flash幻灯在多媒体报道中的应用谈起，系统分

析了网络媒体该如何进行多媒体新闻报道。 

“多媒体”这个词，总是与网络的优点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环顾国内的新闻网站，却感觉真

正的多媒体报道时代并未来临。虽然有很多网站都提供了多媒体的栏目，但是，多媒体只是在

网站这个大平台上彼此离间地遥相呼应，而在一个新闻报道中，各种媒体手段相互融合、共同

作用的例子，几乎找不到。 

当宽带舞台已经开始搭建时，我们有必要呼唤真正的多媒体报道的登台。但是，什么是真正的

多媒体报道？ 

多媒体新闻报道，并不简单意味着将多媒体手段拼凑在一起。它应该是用全新的思维方式来进

行多媒体手段的整合。美国学者罗兰·德·沃尔克在《网络新闻学导论》一书中指出，多媒体

手段不应该是砖块，而应该是水泥。也就是说，多媒体手段应该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一起。 

多媒体新闻需要一种有效的手段的整合，或者说要一个包装盒。而Flash就是这样一种包装工

具。它可以根据已掌握的素材，将不同的信息集成在一起，进行连续的播放。从某种意义上，

它可以构成连续影像的效果。但由于它又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些元素，例如Flash技术制作的图

表、菜单等，因此，比单纯的视频影片的表现方式更为灵活，并且具有更多的交互性。 

因此，就在国内的一些新闻网站艰难地尝试着用Flash来做虚拟主持人，做漫画式新闻，做

“Falsh一日”或“Flash七日”时，在美国的一些网站，Flash已经开始承担起了整合多媒体

报道的重任。通常他们也将这种Flash称为幻灯。 

由于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这里，我将Flash幻灯定义为由Flash影片（用Flash技术制作的类

似于电影的短片）、互动式图形和图表以及菜单等组成的一个可以连续播放的网络信息单元。 

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MSNBC网站关于9·11事件的一个幻灯 。它的标题为：“最黑暗的一天”

（the Darkest Day）。这个幻灯片可以说是运用现有的多媒体技术和Flash技术进行新闻报道

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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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幻灯分成6个片断，就像文章的6个段落一样。分别是：“天空中的恐怖行动”、“第一波袭

击”、“震惊的各方”、“第二波袭击”、“损失情况”、“遇难者与英雄”。6个片断之间

的组织是利用菜单，各个片断可以独立点播，也可以连续播放。 

整个幻灯的突出优点在于： 

首先，充分地运用电影与电视化的思维与手段，来进行静态图像的处理。对于不同类别的图

片，制作者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以最好地揭示出图片本身的意义，以及图片组含后的潜力。 

第二个段落的开始片断表现的是袭击发生前华尔街的上班高峰气氛。第一组镜头运用的是同一

张图片，但以不同的方式用了三次。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华尔街游览的3个游客的镜头，他们左

顾右盼，表情轻松。第二次出现了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男子的特写，他神情紧张，似乎正在处理

重要公务。第三次则出现完整画面，前景中的男子与背景中的游客形成对比。同一照片的不同

方式的运用，充分地利用了现有的图片素材，同时，又可以更好地交代环境与气氛。 

下一个镜头是上班的人们，在写有“华尔街站”的地铁站牌后，是行色匆匆的人们。图片中行

人特别是腿部作了虚化处理，显出其匆匆脚步。几个简短的镜头便交代了袭击了发生前的情

景。 

接下来的镜头是世贸大厦遭袭击之前的图片，先是出现了世贸大厦的顶部特写，然后是一张全

景照片，但创作者运用了“摇”的手法，将画面从下往上摇，显示出建筑的雄伟。 

紧接着，一声刺耳的轰鸣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被飞机撞击后着火的大楼局部的照片化入，镜

头从下往上摇了几秒，直到显示出大楼顶部，很快化入一个妇女的脸部特写，她右手擦着眼

泪，左手拿着电话，似乎正在向人讲述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很快，化入的是大楼冒出巨大火球的局部镜头，采用将这一局部放大再现的手法，镜头好像被

拉近，人们可以感受到火球扑面而来的震撼，镜头迅速切换到另一个爆炸的画面，推成全景，

叠化为一个手持步话机惊恐万状的男子的特写，再化为人们四散而逃的画面。这一段落就此结

束。 

这一段落所采用的原始照片数量不过9张，但是创作者用不同的方式来充分利用同一张照片，

再加以“推”、“拉”、“摇”、“移”的处理手法，整个幻灯片节奏分明，情节交代简洁而

又清晰，并且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其次，该幻灯片充分地运用了声音的力量。除了加入解说外，还运用了大量的原始声响，例

如，刺耳的救火车声，电视记者的解说声，现场的混乱人声，目击者惊恐的诉说等。虽然整个

幻灯是静态画面的组合，但音响效果的配合，仍给了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些声音，

那么整个报道的力量会大打折扣。 

在利用Flash技术来整合声音素材方面，该幻灯也有独到之处。如第三个段落，以一组图片来

组织声音材料，点击到相应的人物图片时，便出现了他的声音。 

精细的图表制作与运作，也是其特色之一，在这组幻灯中，有三个片断采用的是用图表表现手

法。它们分别介绍了袭击世贸大厦的飞机的飞行路线、世贸大厦内的情况及坍塌过程以及第二

次袭击的情况。与国内网站类似的图表相比，这些图表制作更加精细。同时加入了解说。从色

彩运用上，多采用暗色调，与整体氛围非常吻合。 

最后，该幻灯片还充分运用了互动手段。例如，第五个片断中，运用了互动的手段来介绍损失

情况，读者可以点击相应的指示条，来查看在世贸大厦中公司的分布情况，五角大楼的损失状

态等。六个片断的组接，也是运用菜单的方式，读者可以连续收看所有片断，也可选择其中一



个片断，或反复收看其中一个片断。读者对新闻的过程的控制是非常灵活自如的。 

以上例子，使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眼光。其中一个启发就是，在网络新

闻中，图片不再是静态的。在传统的平面世界，图片只能静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何看图

片，完成由个人来决定。而在网络中，图片可以一次性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可以用动态的方

式来加以表现。例如，运用Flash技术等，可以在推介图片时产生“推”、“拉”、“摇”、

“移”的镜头效果。这些处理手段，决定了人们观看图片的角度与顺序，也就对人们解读图片

的含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运用Flash等手段，还可以将一些静态画面组合起来，使之具有类似

视频的效果。合理地运用这些手段，可以使图片的力量得到加强。 

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了Flash幻灯式新闻的五个主要制作要素，那就是画面、声音、文字、图

表与动画以及互动手段。 

Flash幻灯中，画面的主要素材是静止图像。与视频相比，它在采集上更方便，而且一些具有

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更善于传达瞬间的效果，在目前的带宽下，也更易于传输。 

但是，Flash幻灯中，静止图像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刻板的组接关系，而是要利用电影化的思

维，即考虑每一个画面的长度、画面转换与展示的方式，将本来独立的图片按照一定的意图连

接起来，形成“蒙太奇”效果，这可大大提高图片的表现力与说服力，使图片之间的联系得到

深入的挖掘，也能更好地发挥静态画面所具有潜能。因此，Flash幻灯同样需要考虑以下问

题： 

画面的景别：与电视电影镜头一样，静态画面也具有景别区分。包括：特写、近景、中景、全

景、远景。在制作幻灯时，应该利用不同景别的图片，使之组合。这可以活跃视觉效果，也可

以带来更多的观察角度，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 

画面的长度：在电视电影镜头中，一般给不同景别的镜头不同的显示时间，例如，特写2秒，

近景2至3秒，中景3至4秒，全景5至8秒，远景8至12秒。这种处理是为了让观众能顺利地接收

不同景别的信息。但幻灯中所使用的画面长度，除了借鉴上述规律以外，还应该灵活处理。根

据主体内容的需要来决定每一个画面的时间，使之最好地满足信息传达、情绪渲染等目的。另

外，每一个画面的长度最终决定了幻灯片的整体节奏。 

镜头间的切换方式：常见的画面切换方式包括淡入淡出、化入化出、叠化、划、分割屏幕、定

格等。目前一些网站的“Flash一日”或“Flash七日”等，也有镜头切换的意识，但多数镜头

切换方式生硬、机械。这表明制作人员大多还缺少电影化思维的训练。 

在Flash新闻中，声音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一般可以使用3种声音，即原始音响、解说和音

乐。 

原始音响是那些在现场采集的声音信息，例如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现场的目击者惊恐讲述事情

经过的声音，尖利的救火车的声音。原始声音往往最具表现力，最能渲染气氛。但是目前很多

网站还不具备到现场去进行采访的条件，这时可以与传统媒体合作，利用它们所拥有的资源。

拥有电视台、电台背景的网站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加以利用。 

解说是用声音的方式来解释、说明新闻的主要内容。它类似于文字稿件。但是，作为解说，要

注重传达信息的准确性，特别是避免有歧义的用词。 

音乐，主要用于烘托气氛。在一些非事件性的新闻报道中，加入音乐可以避免由于缺少原始音

响而带来的音响效果的不足。但是，音乐也会冲淡一则报道的新闻性，使人游离出报道，这也

是目前国内网站的Flash新闻中音乐运用的通病。 

 



文字在Flash幻灯中的主要作用是提示关键性信息，因此，文字的运用应是很有节制的。这既

是因为文字不适合于在有限的屏幕空间中表现，也是由于过长的文字会改变整个幻灯的节奏，

使原来一气呵成的报道变得拖沓。因此，除非是特别需要，一般应尽量少用文字。如果需要，

也可以用链接的方式打开独立的文字页面。 

在Flash新闻中，还应该充分发挥动画示意、地图、图表等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补充原有素

材上可能存在的不足，更好地描述说明相关的新闻事实，还可以很好地控制整个幻灯的节奏。

在制作这些手段时，需要注意使它们与整体气氛和谐一致，例如在色彩上，声音的运用上。此

外，准确性也是这一类元素在制作时需要注意的。 

互动元素的设计，一是使读者在新闻浏览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则是使读者可以

更好地参与到新闻报道者，获得更多的直接体验。常见的生成互动行为的方式是菜单。菜单的

设计原则是人性化，即方便读者的使用。 

Flash幻灯只是网络多媒体报道的一种样式。但它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网络多媒体报道的未

来，那就是在策划阶段的多媒体化思维，在采访阶段多种媒体手段的全面出击，以及在制作阶

段多媒体方式的有机融合，浑然天成。 

真正的多媒体报道，还预示了未来媒介之间彼此融合互通的全新关系，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

也许会在某一天证明我们以非此及彼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未来新闻业的格局，是多么的短视。 

真正的多媒体报道最大的挑战是人才。而这又涉及到业务机制、媒体间的合作等问题，最重要

的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体制的冲击，很难想象，在条块分割严重的传统新闻学课程体系下，能

够培养出适应网络时代多媒体报道的人才。因此，适应未来的多媒体新闻报道，最关键的一点

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彭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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