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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人物报道 难 做 , 难 就 难 在

怕做不出鲜活生动的人物来 , 尤 其

是电视人物报道 , 虽然 通过电视镜

头报道的是不同环境、不同地域 、

不 同 职 业 、不 同 年 龄 、不 同 面 孔 的

人物 , 但往 往做出的人物报道千人

一 面 、标 签 化 , 这 样 的 人 物 没 有 亲

和力 , 不吸引人 , 不感染人 , 当然 更

不会感动人。

电 视 人 物 报 道 如 何 使 人 物 典

型化呢? 当然也有章法可循 , 就 是

选取典型场景中的典型 事件 , 通过

结 构 和 叙 述 典 型 事 件 来 描 写 和 刻

画人物的典型特征 , 塑造出栩栩 如

生的典型人物来。

首先是选取典型场景

选取典型场景 , 简 单 来 说 , 就

是 对 所 报 道 的 人 物 的 周 遭 环 境 的

取舍 , 就是要舍弃对人物 来说无关

紧要的方面 , 把人物置于典型的 场

景中 ,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 使人物

在典型场景中典型化。

电 视 人 物 报 道 所 选 取 的 典 型

场 景 包 括 人 物 当 时 当 刻 所 处 的 宽

阔的时代背景 , 广泛的 社会背景 ,

鲜明的地域背景 , 生动的工作或 生

活背景。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在电

视 人 物 报 道 中 往 往 淡 化 在 镜 头 以

外 , 鲜 有 直 接 标 示 出 来 , 但 是 电 视

人 物 报 道 通 过 调 动 镜 头 画 面 声 音

等元素 , 使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 和

社会背景让观众可感可知 , 因此 在

典 型 场 景 的 选 取 中 不 要 忽 视 了 反

映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场景。

通 过 镜 头 可 以 反 映 时 代 背 景

和社会背景 , 通过声音同样可以 交

代 人 物 所 处 的 时 代 背 景 和 社 会 背

景。比如背景声音中某一时代的流

行 歌 曲 若 隐 若 现 , 时 代 背 景 、社 会

背景自然会浮现在观众眼前。时代

背 景 和 社 会 背 景 在 电 视 人 物 报 道

中 是 大 致 的 轮 廓 ; 人 物 的 地 域 背

景 、工 作 背 景 、生 活 背 景 则 是 具 体

的 , 体现在人物报道中就是人物 工

作和生活的场所 , 是人物最集中 的

活动 半径 , 也是观众在电视报道中

所看到的电视镜头的前景、后景 等

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电视人物

报道中的场景选取不是可有可无 ,

而是关键之一。人物报道中典型场

景 的 选 取 不 但 事 关 人 物 报 道 呈 现

给观众信息量的多少 , 也关系到 人

物报道是否鲜活生动、真实感人。

在 中 宣 部 推 出 的 重 大 典 型 人

物“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任长霞 局

长先进事迹”的报道任 务中 , “法治

在线”栏目被中宣部作为指定宣 传

栏目。栏目组的记者、编导深入 河

南登封市 , 选取任长霞曾经工作 和

生活过的许多典型 场景 , 拍摄制作

播出了人物专题报道《霞映长空 》、

《再见长霞》、《永恒的彩霞》、《离开

以后》, 在全国 掀起了宣传 和 学 习

任长霞先进事迹的高潮。这些报道

以 典 型 场 景 中 对 典 型 人 的 刻 画 形

成了鲜明特色 , 不仅受到中央领 导

的肯定 , 在老百姓中也深入人心。

其次是表现典型事件

表 现 典 型 事 件 是 要 集 中 镜 头

叙 述 和 表 现 典 型 场 景 中 的 典 型 事

件 , 通过典型事件带出 活生生的人

物来。这时的典型事件就好比是一

个优质的载体 , 人物厚重的一切 都

负载于其上 , 那么典型事件中所 表

现出来的人物才 能是厚重的、立体

的、多侧面的 , 才不会是轻飘飘的。

让电视报道的 人 物 典 型 化 , 一

定 要 选 取 人 物 亲 历 或 亲 为 的 典 型

事 件 , 让 典 型 事 件 中 的 矛 盾 、冲 突

集中展现出来 , 把人物在事件中 所

面临的困惑、抉择同人物的感受 、

典型场景·典型事件·典型细节
———电视人物报道人物典型化的表现手法

□任志明 黄淑敏

人物报道要着眼共性 , 立足个性 , 选准角度 , 拍活“这一个”, 切忌脸谱化、

概念化、千人一面。让观众所观看和认识的人物是丰富的而非单薄的 ; 是立体

的而非平面的 ; 是灵动的而非刻板的 ; 是人性的而非物化的。观众仿佛与屏幕

中的人物在面对面地交流 , 在真情互动 , 人物报道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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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一同呈现给观众。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2004 年 11 月播出的四

集系列报道 《党的好干 部 人 民 的

贴心人 ———牛 玉 儒 》, 选 取 了 牛 玉

儒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 报道了牛 玉

儒的感人事迹 , 一时在观众中产 生

了很大的反响。电视人物报道往往

涉及的不是突发事件 , 电视人物 报

道 的 表 现 张 力 和 弹 性 不 如 纪 录 片

那么游刃有余 , 很 容易显得平淡 ,

不具备很强的悬念感。采访牛玉儒

先进事迹的记者们 , 为了让过去 的

人与事鲜活起来 , 大量进行了现 场

采访 , 让有关的当 事人在相关的现

场 “说 事 ”, 尽 可 能 地 “真 实 再 现 ”,

而 不 是 随 意 让 被 采 访 者 在 某 一 棵

树 下 或 某 一 丛 花 簇 面 前 静 态 地 回

答问题。

人物报道在选 取 典 型 事 件 后 ,

也 会 采 用 大 量 的 同 期 声 来 展 现 事

件 , 相当一部分是采用 人物自己的

同期声。这些同期声看似在描述 、

叙述事件 , 实则在无形中不断地 刻

画事件变化发展中的人物。此一手

法 在 人 物 报 道 中 表 面 上 看 是 将 繁

就繁 , 从收视角度 ( 观众的角度 ) 来

看却有去繁就简之效。

第三是捕捉典型细节

捕 捉 和 抓 取 典 型 事 件 中 的 典

型 人 物 的 一 些 典 型 细 节 特 征 是 做

好电视人物报道很重 要的方面 , 这

体现在人物报道是否具有真实性 、

准确性、生动性和表现力上。典 型

的 细 节 特 征 在 电 视 人 物 报 道 中 更

为 丰 富 多 彩 , 包 括 人 物 的 典 型 外

貌 、典 型 话 语 、典 型 动 作 和 以 上 种

种 典 型 细 节 特 征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人

物的典型性格特征。

有人说“细节 决 定 成 败 ”, 典 型

细 节 特 征 的 捕 捉 和 抓 取 同 样 关 乎

电视人物报道的成败。细 节 , 常被

称 作 “新 闻 的 细 胞 ”、“通 讯 的 血

肉”。要想形象、真实、可信地表 现

人物 , 就让细节说话。好 的人物报

道正是对人物的一言一行、矛盾 发

展的具体环节进行细致的描摹 , 注

重细节的刻画和渲染 , 才生动地 刻

画出了人物的个 性特点 , 传达了人

物的神韵 , 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 。

细节 , 尽管看来似乎是细枝末节 ,

却小中见大 , 正是人物生活中最 真

实、最具特色的精华部分 , 是人物报

道的活力所在。典型人物报道, 要有

几个富有个性的细节作支撑 , 才会

使整篇报道活跃。电视因其声画兼

备、视听共享 , 极富 有表现力 , 当然

这种表现力除了体现在电视画面 、

声音和运动元素所呈现的丰富的信

息量以外 , 重要的是在典型的细节

特征的刻画上可以去繁就简 , 寥寥

几个镜头 , 一切便跃于屏幕。

在电视人物报 道 中 , 首 先 应 该

重 视 人 物 典 型 外 貌 特 征 的 拍 摄 与

刻画 , 人物的外貌特征 ( 包括发型、

装 饰 、衣 着 打 扮 ) 要 符 合 典 型 场 景

典型事件中的人物本身。适当的化

装和修饰是必要的 , 但是过分的 打

扮与着装难免有矫揉造作之嫌。电

视 人 物 报 道 中 同 期 声 的 运 用 也 是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同期声运用 得

好 , 会 给 人 物 报 道 增 色 不 少 , 但 是

如果运用不恰当 , 就势必会影响 报

道的传达效果。人物报道中的同期

声 应 该 选 取 符 合 人 物 本 身 典 型 话

语 , 这些话语必然打上了时代、社

会、地域、工作、生活乃 至典型事件

的烙印。选取人物的典型话语不是

让人物直接在镜头前说话 , 也不 是

让人物直接对着电视镜头说话 , 而

是让人物在事件 中说话 , 在典型场

景 、典 型 事 件 中 说 话 , 因 此 这 些 话

语才是鲜活的、才是有感染力和 生

命力的。

当然 , 抓取和 展 现 人 物 的 典 型

动 作 是 刻 画 人 物 典 型 特 征 的 又 一

个重要方面。电视与平面媒体和广

播媒体比较而言 , 正是因为可以 客

观真实地表现丰富多样的运动 , 因

而天然地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但是

如果运用不当 , 势必会使报道中 的

人物呆板而没有生气。人物在电视

画 面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运 动 具 有 形

式意义 , 人的脸是一本内容异 常 丰

富的书 , 人脸表情 的变化可以体 现

出 任 何 语 言 文 字 不 能 比 拟 的 丰 富

性。同样人的手势和姿态等其他肢

体 动 作 也 具 有 相 当 的 表 现 力 和 传

情达意的作用 , 比如手势常常 是 心

灵活动最敏感的外化形式。通过动

作 、表 情 、手 势 可 以 直 抵 人 物 的 内

心 世 界 , 而 人 物 的 内 心 世 界 、思 想

情 感 往 往 是 通 过 他 们 言 行 的 一 些

细节捕捉和刻画来表现的。在典型

人物的报道中 , 一个真实的细 节 总

是 让 人 感 动 , 让 人 过 目 不 忘 , 通 过

细致入微的鲜明的 细节刻画 , 表 现

出人物内心世界最为丰富、最 为 复

杂的内容来。

无论是典型 外 貌 的 呈 现 , 典 型

话 语 的 抓 取 、 还 是 典 型 动 作 的 捕

捉 , 都 是 为 了 刻 画 人 物 的 典 型 性

格 , 表现人物的典型特征。“世界上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世 界

上 甚 至 没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两 粒 沙

子”, 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 人物的

个性是典型人物的生命 , 只有 个 性

的东西 , 才能在人脑中注入鲜 艳 的

色彩 , 留下深刻的 印象。人物报 道

要着眼共性 , 立足个性 , 选准角度 ,

拍 活 “这 一 个 ”, 切 忌 脸 谱 化 、概 念

化、千人一面。通过典型外貌、典型

话语、典型动作 , 使典型场景、典型

事件中一个独特的、有别于任 何 其

他 人 的 人 物 就 呈 现 在 电 视 屏 幕 上

了 , 让观众所观看和认识的人 物 是

丰富的而非单薄的 ; 是立体的 而 非

平 面的 ; 是灵动的而非刻板的 ; 是

人性的而非物化的。此时 , 典 型 化

的 人 物 克 服 了 脸 谱 化 的 展 示 与 呈

现 , 虽 然 观 众 未 见 真 人 , 但 是 观 众

仿 佛 与 屏 幕 中 的 人 物 在 面 对 面 地

交 流 , 在 真 情 互 动 , 人 物 报 道 也 就

水到渠成了。

(任 志 明 :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广 播

电 视 系 主 任 , 副 教 授 ; 黄 淑 敏 :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广 播 电 视 系 硕 士 研

究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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