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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电视节目形态探索

时间:2013-05-20 09:15:00  作者:乔新玉 王甫  来源:青年记者

  ● 乔新玉 王 甫 

  2012年1月1日，我国首个3D电视频道开播。3D技术作为对传统电视收视体验产生重大

革新的新锐利器，会对传统电视节目形态产生深刻影响。电视人不能仅仅满足于3D技术所

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力，还应当抓住技术机遇，探寻契合3D技术视觉特征的新节目形态。 

   

  电视节目形态与类型的差异 

  电视节目形态指的是电视节目所具有的程式化或稳定化的形式特征。张小琴等在《电

视节目新形态》中认为：“所谓电视节目形态是指电视节目相对稳定的内部和外部特征，

是电视节目制作者为了不同目的，适应不同对象，根据不同内容而采取的对电视符号的加

工和处理方式中相对固化的部分，它指向相对稳定的节目特征。”①这一视域中的电视节

目形态具有“类型化”痕迹的特征。如果从类型化的角度解读电视节目形态的范畴，很容

易将电视节目形态和电视节目类型混为一谈。 

  电视节目类型是对电视节目的分门别类，作为节目策划、制作、播出、研究的参考，

具有重要意义。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电视节目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从目标

受众定位出发，电视节目可以分为对象类节目和大众类节目两种。 

  与电视节目类型不同的是，电视节目形态指向的是电视节目内容的表现形式。《现代

汉语词典》第5版对“形态”的解释是：“事物的形状或表现；生物体外部的形状；词的

内部变化形式，包括构词形式和词形变化的形式。”②我们可以看到，形态一词指的是事

物的内在反映在外部时空上的形状和形式。申启武认为：“节目形态是节目的形式、结构

和样态，它是节目的存在方式，是节目内容的基本载体，是对各类节目要素的综合加工之

后呈现于受众之前的物化产品样式。”③这个概念也强调了节目形态的“样式”本质。 

  电视节目类型与电视节目形态的不同可以归纳为：电视节目类型区隔的是节目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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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同趋势，常常反映节目内容在不同切入点上的差异和趋同性；电视节目形态区隔的是

节目内容在表现形式上的异同趋势。 

   

  3D电视频道的节目形态 

  电视节目形态指向的是反映内容的符号形式系统规程，所以对于电视节目形态的考察

研究势必要回到电视节目内容上来。根据电视节目内容对形式的干预程度和相互间的区隔

程度，我们可以将电视频道的节目形态构成划分为七个部分：广告、新闻、电视剧、动

画、纪录片、歌舞类节目、语言类节目。这七种节目形态立足于不同的节目内容或不同的

符号形式系统。广告、新闻、纪录片立足于不同的节目内容，它们所立足的节目内容对承

载其节目形式形成了较大的规则要求。电视剧、动画、歌舞类节目和语言类节目立足于不

同的符号形式系统。 

  对于3D电视频道来说，三维立体技术对节目内容的拓展并没有与传统电视产生质的差

异，所以广告、新闻、纪录片这样的内容决定型的节目形式仍然会在3D电视频道上大展身

手。 

  动画的符号系统以明显变形的拟态化为核心特征，并且它的符号系统与所有其他的节

目形态都不同，3D技术的引进将使其符号系统中的核心特征得到强化，是助其更上一层楼

的利器，这一点在3D电影中得到了确认。 

  相较于传统电视的媒体平台，3D技术对某一种节目形态将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那就

是歌舞类节目。歌舞类节目的现场欣赏体验与电视使用感受向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一

方面与电视机音响效果和现场效果的巨大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与电视所能够表达的动感程

度和明暗对比程度有关。做3D版的“春节联欢晚会”，其歌舞类的节目将会获得相较于传

统电视更好的一个平台。 

  3D电视作为大众媒体的新平台，在抒情表达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而在叙事功能方面

延续了传统电视一贯的优势。从3D电视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看，这是重要的优势构成。但是

从当前传统电视和3D电视并存，3D制作技术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而3D电视仍需要借助眼

镜辅助的情况来看，3D电视剧和3D语言类节目都显得有些奢侈。 

  总的来说，3D电视在目前仍然处于成长、发展期。在这一阶段内，广告、新闻和纪录

片的频道节目构成情况仍然会延续传统电视的风格；动画和歌舞类节目在形态上更能契合

立体技术所能带来的创新空间；而电视剧和语言类节目在当前3D电视仍然处于成长、发展

期的阶段，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3D电视节目的形态探索 

  3D电视节目层面的形态指的是立体影像技术引入电视后，其在节目个体形态上的符号

系统运行规律或机制。这一部分的分析主要围绕3D电视与传统电视的差异展开。电视的立

体化影像功能对节目层面的形态变化的影响，可能会首先集中反映于镜头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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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别。3D电视节目在景别上将会形成与传统电视有较大差异的使用策略。远景、大全

景、全景的优秀表达能力将能够促使3D电视在广告传达、新闻现场再现和直播、自然类纪

录片和歌舞场景描述等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在大远景方面，电影的大屏幕优势仍然会继续

保有，这是屏幕面积本身上的考量，3D电视难以取得颠覆性胜利是题中之义。在特写等小

景别上，3D电影仍然拥有优于传统电视的强烈视觉冲击力，具备震撼人心的收视效果。 

  运动。电视机的黑色框架为3D电视圈定了一个视觉体验远远超出现实生活接触感受的

奇异世界。在3D电视的立体技术所提供的奇异世界中，摄像机运动和被摄主体的运动，无

论是较之传统电视还是现实世界，都更加畅快淋漓。3D电视的立体技术对透视关系的变化

起到了强化的作用，被摄主体在镜头轴向上的平行或斜线交叉式的纵向运动能够获得很好

的效果，让观众产生被摄主体破电视而出的强烈视觉效果。3D电视节目应该适当加强对运

动的表达，并对纵向运动的小技巧加以探索和利用。 

  构图。对于人眼而言，构图的层次变化和虚实结合是获得影像美感的重要渠道。前3D

时代的中国影像制作者中不乏对其孜孜以求者，包括费穆在内的老一辈电影制作者，在将

中国传统美感和西方视听语言结合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和巨大贡献。费穆在《小城之春》

中的构图设计，可称为传统中国美和西方视听语言美的结合典范。相对于电影而言，电视

的小屏幕在构图方面更加朴素、粗糙一些，但是3D技术的引进将客厅里原本小屏幕的电视

变成了一个能够敏锐地反映动态变化的视觉盛宴，这就要求3D电视构图走向电影式的精致

化。 

  色彩。3D电视相对于传统电视具有更加敏感的动态表达能力、景别表现能力和构图精

致化优势，因此其在色彩呈现方面应走向鲜艳、大胆的道路。3D电视呈现影像的清晰和立

体化，是远超于受众在现实世界体验的一种感受，它不是在继续实践传统电视影像“反映

现实”、“再现世界”的老路子，而是呈现超现实的清晰、透视的视觉盛宴。为了配合3D

电视在镜头层面的其他变化，3D电视需要在色彩方面做出回应和配合，以协同作战、共同

打造全新视觉感受。在目前阶段，3D电视节目信号可能还面临着信号衰减、亮度降低的问

题，鲜艳、大胆甚至夸张的色彩或许能够成为一种弥补方案。 

  注释： 

  ①张小琴 王彩平：《电视节目新形态》[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商务印书

馆，2005年版，第1526页 

  ③申启武：《改革开放30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J]，《现代传播》，

2008年第2期 

   

  （乔新玉：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博士生；王甫：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副馆

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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