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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
现因素——解说词，它不仅解释、说明
画面，对观众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地
方给予介绍，而且作为有声语言，能够
反映新闻事实、表明报道意图、阐明记
者思想，使寻常的画面富有内涵、使新
闻的主题得以升华。优秀的电视新闻
解说词能将表面现象所反映的内在东
西解释出来，或画龙点睛，或生动感人，
或是美感的熏陶，或是理性的启迪。它
的创作是一个整体考虑、部分打磨、综
合运用的过程，关键不外乎正确处理好
三组关系：即解说词与影视画面、故事
情节和文学艺术的关系。

解说词与影视画面：相映生辉

电视新闻是以视觉画面为主要表
现手段的艺术。电视画面的一个重要
特性就是适于表现事物的外在形象，事
实的具体实在、表露的特征。比如有关
清明节期间一场扑救山林大火的报道，
观众通过画面可以直接观察到火情、火
势、烧毁的林木、救火的人物等。当然，
拍摄者还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向重
新组织镜头前的形象，使之合乎他们的
思想情感的表达，还能从观众的视觉和
心理上掌握形象元素组合所产生的冲
击力、思辨力，使画面产生各种鲜明的
涵义。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画
面内部的组合更加自由灵活，变换的手
法更加简便，样式更加丰富，使电视画
面拥有巨大的表现潜能。鉴于新闻现
场易于消逝，编辑还可以充分利用观众
的手机、DV摄制的画面，网络下载的视
频，甚至一些影视作品的片段，电脑制
作的图形与合成产品，来丰富电视新闻
节目画面。

但电视画面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性，
因为它不适于表现事物内在的规律和
事实的抽象、理性、内涵的特征。仍以
扑救 山火为例，从画面中难以了解大
火的起因、时间、地点、组织抢救的背
景，以及火灾损失。这时只能借助于解
说词。从创作的角度看，配上内容深
刻、形式活泼的解说，可以使节目精彩
纷呈；从欣赏的角度看，配以内容空泛、
形式平庸的解说，会使观众面对美的画
面失去兴趣。因此，解说词深不深、美
不美、贴切生动与否，直接关系到电视
新闻节目的传播效果。

如何做到解说词与画面相映生辉
呢？著名词作家洪源说过，“画面有的，

用不着我说；画面没有的，我说了是多余
的；画面有，但达不到的，我说了”，［1］很
好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有”与“无”。所谓“画面有的，用
不着我说”，就是指那些一看就懂的画
面，就不必要写解说词，让观众集中精
力去看。比如在一个向渡江烈士纪念
碑敬献花篮的镜头外，配了这样一段
画外音：“少先队员们唱响队歌，高举
右手、齐致队礼。在《献花曲》中，两个
人一组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
花篮摆放到纪念碑前。”这就显得多
余，完全可以通过播放一段实况来表
达缅怀之情。所谓“画面没有的，我说
了是多余的”，就是指电视镜头没有拍
到的内容，或者根本不需要拍摄的内
容，解说词就不需要写，词要与画面相
辅相成、相互映衬。对那些游离于主
题之外的解说词，与画面既无形象也
无本质联系的，就不需要写进去。所
谓 “画面有，但达不到的，我说了”，
就是指无法拍摄到画面或者无法表达
的内容，不足以反映事物本质的方面，
解说词则大有用武之地。比如《吴勇祥
——用生命诠释忠诚》节目中一段防汛
抢险的画面，配了这样一段话：“此
时，身为村书记的吴勇祥临危不惧，
一边大着嗓门喊：‘快，拿捆稻草’；
一边光着膀子快速逼近漩涡。接着，
又让人们将一捆捆扎好的稻草传到他
的手上……然而，由于水流太急，沉下
的十几捆稻草转瞬便被洪水冲出涵闸
数十米之外。”在画面无法表达的情况
下，通过采写到的真实语言，瞬间就树
立起了抗洪村支书的高大形象。

“离”与“合”。央视有位资深编辑
把视听合一的艺术特点归纳为画面与
解说若即若离、既不贴合也不离弃的和
谐关系。［2］“若即若离”，应该是词与画
面好像无关实则相关，站在画面上、唱
出画外音。“时离时合”，关键是一个

“合”字，不能离题跑题，词语表达可以
超出画面表现出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
的内涵，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着
一件事、一个主题，使人感到虽然词与
画面并无多大关系，但确实又配合得到
位。“离合同一”，关键是解说词与画面

“神合”得好，解说与画面可以互为桥梁、
互作引线、互相衬托，有时以画面为主，
解说为其展示抽象的内涵；有时以解说
为主，画面为其作形象的展示；有时解说
为即将出现的画面作必要的铺垫，或为
已经出现的画面作补充。有的解说可以

脱离画面的具体形象，阐述一个事件、一
种现象，有时可以脱离画面单独表现一
个情节，而后回归到本位，使观众有一种
耳目一新 的感觉。这类“貌离神合”的
优秀电视新闻作品，对于深刻揭示主题、
深化思想内涵、发掘人物内心世界、反映
事物本质，都发挥了极好的作用，具有极
强感染力和艺术魄力。［3］

解说词与故事情节：细致入微

新闻故事化是电视新闻发展的一
种表现形式，是把新闻用故事的形式表
现出来，“采用对话、描写和场景设置
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
节，凸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
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4］

对电视新闻节目来说，解说词中不能
缺少细节描写。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加
之画面的辅助，就能展示人物独特的个性
和心理、叙述故事情节的关键部分、阐明
深刻的生活和哲学道理。

标题要形象。标题是新闻节目的
眼睛，好的标题可以使人产生好奇、共
鸣。电视新闻标题要力求准确、生动，
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贴近群众；其次要
抓住新闻“眼 ”，做到标新立异不怪
异、形象生动不浮夸，达到言有尽而意
无穷的作用。第20届世界杯足球赛时，
无数球迷看好西班牙队的卫冕前景。
然而小组赛第一场西班牙队就以1：5惨
败给荷兰，第二场以0：2不敌智利。最
终，博斯克的球队就像2002年齐达内领
军的卫冕冠军法国队那样，在踉踉跄跄
中遭遇小组淘汰的境地。虽然描述的
是同一件事实，但新闻标题却大不一
样。与《西班牙队连败，卫冕冠军出局》
《卫冕“魔咒”再现，西班牙队出局》相
比，《闹事！出局！这是西班牙队？》《西
班牙队提前出局，590万人打工梦碎》则
更具新意。同样一则新闻，有的标题做
得平庸乏味，仅仅是一般性地报道 比
赛结果，有的标题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
标题，出彩的标题是吸引读者关注的重
要元素，一眼就能紧紧抓住观众。

内容要真实。中央电视台《话说长
江》第一回《一撇一捺》中有这么一段精
彩的话。“从地图上粗略地看，长城跟运
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
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既简单又重
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
人。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而运河不
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一撇一捺间，

两个笔画组成的“人”，把运河和长城相
提并论，可谓独具匠心。这段解说词，
对长城和运河两个事物的细节描写，把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沿革、重要作用都做
了高度 概括。［5］因此，于微小处着
眼，从细节处着手，就能把事情说清说
透。但是，细节唯有真实才可信，唯有
可信才传神。

表达要细腻。首先在选材上要像
厨师烹饪佳肴那样，在大量的材料中选
取与主题最相关、与价值最贴近、群众
最关心的信息，然后再进行精心加工、
细心取舍。比如获得安徽新闻奖二等
奖的《“最美快递哥”生命的托举》中这
样描述 到，“杨文求原想跑上楼将
孩子抱下来，可还没等他迈开第二
步，孩子的两只拖鞋就相继掉了下
来，几秒钟后，孩子突然像断线的风
筝一般高速地从窗台上往下坠落。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几双大手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结成
了一张生命之网，将孩子成功托住。”
这段解说词就弥补了实况画面缺乏
的不足。其次，解说词立意要高远，
在文字中表达出现象之外的本质。
立意的高远需要记者选择好报道角
度、抓住细微贴切的故事情节，做到
主题鲜明、立意求真，同时要杜绝虚
构和编造。第三，架构要合理、有层
次感、通俗易懂。一个好的架构，能
让观众一步步了解事实，激起欣赏的
兴趣。比如《唱到太阳开了花》，其表
现手段就独具匠心，开头展示盲人歌
队唱信天游的画面，接着深情地解说了
数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文化，使观众
看过之后深受感染。［6］

解说词与文学艺术：自然融合

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副会长
黄式宪这样说：“在全球化的大趋势里，
中国文化显然并不处于优势，特别是在
中国的广播电视传媒界，文化正处于劣
势地位，弥漫着一股浮躁、媚俗、困乏的
可悲气息。”［7］在自媒体时代的广播电
视新闻界，文学素养的缺乏是一个很现
实的问题，对电视新闻的发展产生了消
极影响。

电视新闻是一个认识、审美、感悟
的情感过程，通过艺术描写，表达出普
通事件的特殊背景或人物的真实情感，
表现出作品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
并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观赏感受，这都

需要在解说词上下功夫，需要编辑记者
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不
少媒体提倡新闻散文化，特别是对于非
事件性新闻，以清新明快的表达方式写
作，避免简单地报道事实。

为弥补画面不足而写。解说词的
写作弥补了电视新闻画面不足的缺
陷。首先要写出画面之外的东西，所
选用的信息在与画面相辅相成的同
时，通过运用一些口语化的日常用
语，方言土语拉近电视新闻与观众的
距离，产生亲和力。比如获得中国新
闻奖二等奖的作品 《双肩背出鱼水
情》，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背
篼，是贵州山区老百姓家里的寻常物
件，因为交通不便，山里人家常常要
用它来搬运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背
篼也成了贵州大山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2012年的春天，在贵州长顺县的
麻山深处，一群身着制服、背着背篼
行走在山间的人，引来了全省乃至全
国的关注，他们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
称为‘背篼干部’。”［8］ 就是没见
过、不知道什么是“背篼”的观众，
这么一听也就明白了。解说词的写
作，就是要使用朴实自然的文字，通
过选词炼句，达到朗朗上口、悦耳动
听、一听就懂的效果。能够掌握丰富
的词语和语句，熟练地运用富于变化
的文字修辞和结构方式，懂得运用口
语 的声律和节奏，就能使本来或许
枯燥的电视新闻因吸收了群众鲜活的
语言而生动起来。

为增强亲和力而写。好的作品，不
但要真实反映新闻事实，正确表达思想
观点，具有较高新闻价值，同时也要有
出彩的切入点、引人入胜的叙事结构
和较强感染力的视觉、听觉美感，这一
定程度上需要记者具有良好的文学艺
术功底和遣词造句的水平。灵活运用
语气词可以使观众听起来更亲切。如
新闻《谁拉高了安庆菜价？》中是这样
写的：“这些天，不管是在安庆的平价
超市，还是在几大蔬菜批发市场，记者
发现，很多蔬菜一天一个价，有的甚至
比前段时间翻了好几倍。比如茄子从
一块卖到了三块五，你会信吗？不
信！那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语气词
的使用让观众自然而然愿意继续“看”
下去。同时，电视新闻中短句的使用使
观众听起来易懂。比如“掀起热潮”就
不如“刮起一阵风”明了，“多措并举”就
不如“许多办法”易懂。句子长也容易

让播音员上气难接下气，造成观众对语
义的误解，而多用短句，也容易让观众
听起来舒畅。

电视新闻解说词的写作也要讲求
艺术，不拘一格，让观众能听懂、愿听下
去。“删繁就简三秋树”，有时，电视新闻
写作只把新闻事件的过程用最少的语
句表达出来就行了，不需要用修饰
语，或者比喻等修辞手法。有的甚
至可以完全不需要解说词。比如获
得 中 国 新 闻 奖 二 等 奖 的 电 视 消 息
《记者目击：兰州桃树坪隧道五名被
困工人获救瞬间》，正文全部采用同
期声。“领异标新二月花”，撰写解说
词要不断创新，根据新闻内容形成不
同的格调，与观众达到互动、交流与
共享的效果。新闻报道中，要让解说
词贴近观众，以交谈式的真诚、描述
式的生动，使观众爱看爱听；进一步
对事件进行提炼和浓缩，选择观众
最关心的“点”，选择合适的表现手
法来吸引观众；报道过程中，要考
虑观众的需求，兼顾观众的情绪，
通过简练的语言加以叙述，使报道
说到观众的心坎上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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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新闻解说的几组关系
柯思德

太阳山在家乡东北方向，从家的方位看，
太阳每天从这里升起，年少时常听奶奶说；太
阳山就是太阳公公住的地方。

太阳山又名值雪山，出自民间传说：盛唐
诗人李白游学至此，适值大雪。诗人于乡间人
家盘梗数日，在雪地上对着阳光读书、写诗。
后人因仰慕李白，为此山取名“值雪山”。读书
的地方筑“读书台”，传说终归传说，是真是假
君当戏言，我曾在此山西南麓李家小屋，看过
一块太白草堂的石碑，不知还在不在那里。

时值秋末冬初，我从山的南麓进山，放眼
望去，山峰逶迤，九峰相连，甚是磅礴，巍峨。

沿着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走进龙圆，两边
山坡上种满了果树，有梨、桃，还有几种叫不上
名。树梢上几片青黄的叶子在风中瑟瑟发
抖。与春夏的灿烂和绿润相比，总让人无端生
出一丝惆怅，世间事莫不如这山中花草树木。
从生到盛，从盛而哀，谁也逃不过时间的编排！

山行不过百米，迎面而来一片苍翠的绿，
一园翠竹映入眼帘，几级石阶栏杆小径通向一
座古朴的禅院一一罗庵寺。

罗庵寺修建于明1368年，为纪念忠君爱
民的觉慧大德禅师。觉慧游历山水，见太阳山
南麓罗庵凸，风景秀美，松竹茂盛，半山腰有口
泉水，春夏秋冬四季，泉水丰盈、清澈，信为“天
池”。遂结庐而居，潜心修炼。其间，乡梓大

旱，在山顶设坛祈雨，久之不得，唯舍身成仁，
自焚于大火之中，一片诚心，感天动地，天地为
之动容。遍洒甘霖，大雨倾盆，禾苗有救，黎民
百姓少挨饥饿。皇帝赐碑文，配享庙祭，位列
仙班。祐一方子民安康！

沿山腰林间小道，一直走向山的深处。山
道崎岖，布满了有叶的或无叶的藤蔓。风从东
南来，漫山松涛奏出沙沙的旋律，舞动起婆娑
的身姿。双脚轻轻踩在落满松针和阔叶的地
上，不想惊扰山中的生灵。但野兔还是从身边
灌木里、野草丛中惊慌地窜出，远处一群山鸡
在悠闲地寻食草籽和秋风吹落的小果实。

再向前行，植被越来越密。是一片未开发
的林带；其间古木参天，树林荫翳。各种灌木
疯狂扩展，挤满了树与树之间的空隙。

这里才是山中大小生灵的家园，至清晨、
傍晚时分，各种鸟鸣的声音：清亮的、婉转的，

如一场盛大的舞会，呼朋引伴，尽情鸣唱，悦耳
的歌声一阵高过一阵。

你方唱罢我登场，夜幕下，狼、野猪等生
灵，小心、谨慎地出动了。它们生存不易，必须
防备一种高级生灵的围捕。

山路到了禁区，再难涉足。乡贤陈树屏就
长眠在此。也许老人家厌倦了红尘，不愿为军
阀、大盗所左右。寄身于这明月松涛的林间，听
百鸟的歌唱，闻春天的花香，看暗夜里的精灵，
采四季山珍，邀天上地下的神君。就一轮明月，
品一口山珍，饮一壶松泉酒，谈一谈人间旧事一
一“罗裙记”。

长庚爷爷说得对，有山才能孕育大气、有
才能的人。太阳山北麓有余诚格，南麓有陈树
屏。余老先生毁誉相交，才学出众，背负污名，
自有后人评说。

陈树屏，字介庵，乡人都称陈之白。太阳

山孕育的骄子。进士出身，忠孝两全，为官清
廉，勤政爱民。审理冤案，兴办学堂，硕果累
累。晚节高尚，不为袁氏高官厚禄所诱。他深
爱家乡，情系太阳山，生前为母筑室太阳山顶，
行守孝道。死后长眠太阳山。有罗田人怀念
他创作《罗裙记》，至今传唱不衰。有碑碟留
世：“勤俭黄金本，诗书丹桂根”。

浩日当空，照着苍茫的太阳山，倾尽最后
一滴浊酒。一丝愁绪漫上心头；故人已去是何
年，今日是何日。

“山花落尽山还在，山水自流山自闲”。
在这山花落尽的太阳山上，忆起北国的千
山。白雪铺满山间，温暖的经房，“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今天得益于这大山的点化，终有
一点点开悟：人生有冷暖，山水有四季，当顺
时序，春山花木萌动、夏日渐丰、灿烂多姿，秋
之收敛，冬之藏势。

秋遇太阳山
陈少白

立冬的雨很小
小得足矣只能安抚人心
落在君皇山迂回的小路上
又生怕打湿几片浅红的叶子
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径
人也渐渐走进深秋的公园

孩子们的笑声仿佛还在昨天
银铃般的童音回荡在山谷
这里曾经是荒山野岭
我曾扑捉过年少的影子
也拿过几本解剖或内科学
在茫茫的山谷低声诵读

年少不知愁滋味
一个人置身于君皇山深处
山中的灌木已入秋色
落叶静静铺满了来时的路
草色青青紧贴着地面的泥土
雨越来越大，好像要洗净未了的秋色
到处都湿漉漉的
一条石径斜斜的横在我的脚下…

你我的此生

于昨日的天空而言，我是走过此处空旷的人
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就像异己的事物总是彼此相克
又相互牵牵绊绊
所以云朵从头顶飘过的时候，我也不会回头望
我知道从夜晚到黎明有咫尺天涯的相隔
从星星到太阳有恍如隔世的遥远

曾看过人间袅袅升起的炊烟
还有空抱枝头，不闻花香的雨露
众生在岁月里打坐念经
又在争名夺利的尘世间演绎爱恨情仇
枉费了四书五经的厚重
虚度了性本善的光阴
岁月告诉我，江湖仍然风不平浪不静
你还需苦渡，还需在佛前苦苦求它一百年

时间与往事，成败与得失
在白昼里遗落，偶尔在夜间寻回
又在某处轻轻放下
理想来与不来都要起身相迎
时间之上是过眼云烟
时间之下是万籁俱寂
你，我原是如此地颠覆了此生
往事随风，怎堪相识不相逢？
顺时针走的依然是流年过往

君皇山的深秋
（外一首）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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