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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体育纪实节目《体育人间》的视觉美学
何 丹

摘 要院 以 2002要2012 年间的叶体育人间曳节目为研究对象袁研究中国体育纪实节目的视觉

美学遥 通过分析和研究袁对叶体育人间曳节目形成的视觉美学风格提出一些见解袁也对节目的

发展进行思考袁并对中国体育纪实节目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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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program "Sports World" in 2002-2012 as the subject, the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visu-

al aesthetics of the Chinese sports documentary programs. Through analysis and study, it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visual aesthetic styles of the program "Sports World" and elaborates on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of the Chinese sports documentary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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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美学传承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又有着新兴影视的

特征袁更与现代的新闻学尧心理学等学科有联系遥影视美学

的界定分为两个方面院一袁它隶属于美学的范畴袁具有美学

的共性袁体现在影视作品中反映出对哲理的思考袁即栏目

背后蕴含一定的哲理遥 二袁作为影视袁它具有影视的个性袁
即利用画面尧声音尧长镜头尧蒙太奇等影视技术手段对现实

对象进行审美加工后进行传播遥

通过资料查阅和文献检索袁 发现对于 野电视纪实节

目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概念袁但各个定义之间的本质都是

相同的遥
第一袁电视纪实节目是以客观的角度袁进行真实地记

录袁往往会运用一定的影视技术手段袁阐述某一件事或某

一个人袁纪录的背后包含着一些哲理的思考遥
第二袁电视纪实节目包括电视纪录片袁纪录片从属于

纪实节目遥
笔者将电视纪实节目界定为院以客观视角袁借助同期

声尧长镜头等影视技术手法袁借鉴纪录片尧新闻等其他栏目

的制作理念袁 客观记录某一事件或人物的电视节目类型遥
在电视纪实节目研究方面袁关于电视纪实节目研究的数量

众多袁角度各异袁但涉及电视体育纪实节目的相关研究甚

少遥学者们认为电视纪实节目借用各种影视技术手段还原

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袁但电视纪实节目更应该作为一种社会

文化力量而存在遥电视纪实节目在中国的发展历经几次变

化袁才形成最终的节目形式遥笔者认为袁中国纪实节目的发

展经历了 4 次转变院 从最初的纪录电影到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电视纪录片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纪录片栏

目袁最后演变成为纪实节目遥

叶体育人间曳于 2002 年 1 月 14 日正式在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 CCTV5 开播袁 开播前两周是每周一至周三的

22院05 播出袁每周播出 3 期袁每期时长 30 min遥 后因观众需

要袁从第三周起袁调整为每周播出 5 期节目袁每周一至周五

22院05 首播袁次日 13院20 重播遥2007 年袁叶体育人间曳改名为

叶奥运岁月曳袁 每周三晚上 18院35 首播袁 周四上午 9院55 重

播袁 时长调整为 50 min遥 后调整为每周一 18院35 播出袁无
重播袁每期时长 30 min遥

叶体育人间曳在 2002 年创办之初到北京奥运会改版之

前袁一直坚持纪录片栏目的形式遥在这一时期袁纪实风格是

节目的核心袁整个节目结构非常单一袁明明白白只叙述一

件事或只介绍一个人物袁即使是系列片也只是围绕一个主

题来分集讲述遥 2007 年袁恰逢北京奥运会袁改名之后的叶体
育人间曳在形式上发生了第一次变化袁由单一的纪录片形

式变成了 3 个板块构成尧彼此间不联系的形式遥 这个变化

一直延续到奥运会结束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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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节目的定位袁2002 年叶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曳中这

样描述院野栏目宗旨是以纪录片的形式袁展现竞技体育尧大
众体育尧民族体育的故事与事件袁揭示现代体育与各种不

同文化尧不同民族尧不同职业人们的体育观念与活动袁挖
掘体育在人们生活与社会活动之间的深层内涵袁 探索现

代体育的发展和传统体育的衍生过程遥 冶 [1]这是一个不同

于体育新闻和其他体育专题的节目袁 打破了宏大叙事及

唯金牌论的风格袁 将节目定位在以人性化视角来讲述体

育历史袁展现体育中的人和事袁制片人张虹也说道院野一个

节目的长久不是靠报道一两个明星就能立足的袁即使我们

拍的是体育明星袁我们也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袁体现

他们平常的喜怒哀乐袁而不是光鲜的一面遥 冶节目中既有明

星们鲜为人知的平凡生活袁又有平凡人因为体育所表现出

的光辉形象袁这样的定位给当时的体育节目吹进了一股人

文的新风遥
叶体育人间曳以人为本的定位袁从节目的片头上窥见一

斑袁片头可谓一个节目的野门脸冶袁观众第一眼看见的不是

节目本身内容袁而是节目的片头遥因此袁片头时常会体现节

目的特点遥 以叶体育人间曳中曾用过的 3 个片头为例.

第一个是节目开播至 2007 年改版前的片头袁 整个片

头用时约 35 s袁片头以水墨线条勾勒出的人物运动或肖像

为背景袁以动态的运动画面为前景袁经过多幅画面后袁繁体

的野体育冶二字先出现袁其后红色的野人间冶再出袁最后形成

完整的名称出现遥
第二个片头是 2008 年恢复原名后采用的片头袁 这个

片头有不同的版本袁不同之处在于其中出现的人物或是一

群中小学生袁或者是在锻炼的人们袁或者是在练习的运动

员袁但是不变的是最后袁他们都将不同字体书写的野人冶字
模型捧了出来袁先拼出一个野人冶字袁再拼出一个野间冶字袁
画面最后出其他几个字袁拼凑成节目的名称叶体育人间曳遥

第三个片头是 2012 年前后使用的片头袁 这个片头是

利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叶体育人间曳节目字样袁整个片头不超

过 10 s袁相比较之前的片头袁没有突出野人冶字袁但是片头的

节奏加快袁视觉的冲击力更强遥
虽然整个片子的时长被调整袁 片头的时间也在压缩袁

但是野人冶字在片头的制作中尽量先行袁因为野人冶是这个

节目的核心袁正如制片人张虹所说院野我们一共用过 3 个片

头袁但每一个片头我们都突出一个核心袁那就是人遥 冶这就

是叶体育人间曳的特别之处袁处处体现着人文的思想遥

如果说每一期节目都是一个故事的话袁那么叶体育人

间曳在这 11 年当中袁故事从来不缺袁但是讲故事的人是怎

么来讲故事的袁自有一套模式遥 节目利用视觉语言袁即镜

头尧声音和剪辑等技巧创造一个视听环境遥 叶体育人间曳视
觉语言的运用和节目的播出时间尧 播出背景紧密相连袁每
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烙印袁这些烙印也就形成了叶体育人

间曳在不同阶段视觉美学的个性遥
北京体育大学的贺幸辉认为袁从美学角度出发袁叶体育

人间曳应该划分为 3 个阶段袁即第一阶段 2002要2006 年的

长镜头纪实美学尧 第二阶段 2007要2008 年的新闻纪实美

学和第三阶段 2009 年至今转向娱乐文化和消费美学 [2]遥
叶体育人间曳制片人张虹认为袁从节目的制作角度考虑袁上
述的划分是合理的遥 同时袁笔者通过对 2002要2012 年叶中
国广播电视报曳刊载的叶体育人间曳渊2007要2008 年为叶奥
运岁月曳冤播出时间和内容进行整理时袁发现在节目播出时

间上袁叶体育人间曳经历过从季播到日播再到周播的 3 次变

化袁 其明显的分界点为 2002 年的季播袁2002 年虽然每天

都有播出袁 但首播节目的时间是有季度性的袁5 月份至 11

月份节目因为赛事停播或假期重播栏目袁12 月恢复首播

节目袁 因此只能看做是季播节目遥 2003要2006 年日播袁
2007要2008 年北京奥运期间改为周播袁 其后周播的习惯

一直延续至今遥
上述的 3 个阶段也恰逢中国纪实节目风格不断变化

的时期袁在纪实类作品大环境的影响下袁体育纪实节目的

创作风格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袁因此得出叶体育人间曳在这

3 个阶段的视觉美学上体现出了不同的个性这一结论遥

2002要2006 年是叶体育人间曳刚刚开播的时期袁节目

的制作不管是播出上还是制作上都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

响遥 在播出上袁2002 年虽然是季播袁但仍首播了 200 期节

目袁2003要2004 年主要播出的是奥运人物袁2006 年受到

都灵冬奥会尧 德国世界杯尧 多哈亚运会等众多赛事的影

响袁节目的播出时间变得零碎遥虽然节目播出受到各种影

响袁但张虹表示袁2002要2006 年其实是叶体育人间曳壮大

的时期遥
在风格上袁受到先前叶世界体育报道曳的影响袁纪实成为

这一时期的关键词袁纪实美学的风格在此时受到推崇遥王廷

强认为袁野以直观景物为细节袁 长镜头和特写镜头以及同期

声是最有效的营造手段袁 解说词和音乐是间或用之的重要

辅助手段遥 冶[3]这是纪实节目借客观之景物传主观之情理袁
以营造意境袁区别于其它艺术的地方袁是它独特的优势遥

长镜头在纪实类节目中被大量地运用袁叶体育人间曳也
不例外袁长镜头是指一种不中断或长时间利用镜头的拍摄

手法袁在拍摄时不做任何的镜头切换袁从而达到叙事目的袁
在美学效果上相对于蒙太奇拍摄方法显得更为连贯遥长镜

头的运用能够给纪实类节目带来各种真实感袁在影片中将

这样的真实感一一呈现遥
首先袁长镜头可以完整叙述一个故事袁原本地记录事

件发展过程遥 在系列片叶我走我留曳的第一集中袁记者用一

个长达 3 min 6 s 的镜头跟拍主人公廖佳袁 镜头中完整地

再现了廖佳作为第一位自驾车出游欧亚大陆的中国人袁在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第一次走出国门时遇到麻烦袁最终找边

检官解决问题的场景遥
其次袁 长镜头可以带来空间和人物关系的真实感袁能

够使人们对内容更加关注袁而不受剪辑形式的干扰袁完整

而流畅地交代空间环境袁有利地揭示人与空间的关系遥 在

2002 年的叶胡司令外传曳中袁利用一个长镜头来描述特级

象棋大师胡荣华带关门徒弟谢靖去广场聊天的情景遥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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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见院广场上袁胡荣华指给徒弟看他小时候学棋的

地方袁并给徒弟讲了自己小时候学棋的故事遥 这样一个长

镜头既交代了当时人物所处的空间袁也还原了人与空间之

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意义遥
上述都是长镜头的好处袁在纪实作品中袁它是重要的

表现手段袁 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袁 更不是纪实节目的 野法
宝冶袁过多地使用长镜头袁就让人非常的反感遥 一是因为长

镜头的存在会让节目的画面显得单调袁 让人感觉节奏冗

长遥 二是有的长镜头明显声画不对位袁让人感觉到词不达

意遥 在叶体育人间曳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长镜头遥 在叶我走我

留曳第三集中就有这样一个典型的镜头袁是介绍廖佳驾车

到挪威时居住汽车旅馆袁画面中可以看到摄像师是从汽车

旅馆的全景开始拍摄袁一直推到汽车旅馆的屋顶袁中间再

配上了大段的解说词袁除了开头袁其他部分与画面毫不相

关袁整个时长约 20 s袁使得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冗长遥这样

的长镜头句式繁冗拖沓袁没有节奏上的变化袁加上大段的

解说词袁让人产生疲劳遥

除了视觉以外袁听觉也是非常重要的纪实手段遥野影视

中所有的声音袁都可以无一例外地分属于人声尧音响和音

乐三大类别遥它们虽然形态各异袁各司其职袁但同时也相互

联系尧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袁只有三者相互融合尧相辅相成袁
才能构筑起真正完整的声音空间袁以听觉造型的方式与视

觉造型共同完成影视的美学形态遥 冶[4]在纪实节目中袁声音

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主要的审美体验手段和能力袁成为节

目有机的组成部分遥 这一阶段袁叶体育人间曳对于声音的表

现基本上是两种方式院人声和音乐遥
创作者利用人声作为推动节目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人声在这一阶段的叶体育人间曳中主要分为解说词和借用

电影手法的内心独白遥
由于此时叶体育人间曳还没有节目主持人袁因此袁除了

人物交流袁其余的叙事都依靠解说词来表现遥 解说词时常

成为节目的主角袁甚至有些喧宾夺主遥例如袁在 10 集的叶我
走我留曳中袁除了主人公廖佳与人交流外袁其他时间只要是

叙事袁基本上从头到尾野灌满冶主持人的解说词袁完全淹没

了电视的特性袁 没有留足够的空间给观众去思考和回味遥
解说词并不是剧本袁它是纪实作品中的一部分袁但它不是

野万金油冶袁也要讲究写作中野凤头猪肚豹尾冶的风格遥 它有

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袁在利用解说词时要留有空间袁形成叙

事节奏遥
除了解说词外袁在展现人物交流时袁在人与人之间的对

白之外袁 节目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人物内心独白来塑造人物

形象袁表达出人物的性格和创作者的意图遥在叶我走我留曳中
第六集中袁廖佳就有一段内心独白袁这段内心独白就勾勒出

了廖佳人物的性格和在这些旅行当中所触发的感受遥
虽然这一阶段的叶体育人间曳在人声的使用上还有不

足袁但在节目相关音乐的选择上是十分出色的遥 在系列片

叶我走我留曳中袁结尾曲采用的是主人公廖佳喜爱的爱尔兰

女歌手 Maura O. Connell 的叶Western Highway曳袁整首歌的

歌词就是讲述沿西部高速公路旅行的故事遥系列片的名称

叶我走我留曳也是来自于其中的歌词野Saying I will be free冶

的中文翻译袁歌曲在片尾巧妙地搭配着廖佳在自驾游沿途

遇见的风土人情袁声音和画面交融袁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袁
利用音乐充分展现自驾游的乐趣和艰辛袁在结尾将整个节

目自驾游的主题再次升华遥

这一时期袁节目每期时长基本都保持在 30 min 左右遥
在节目内容的呈现上袁以连续的系列片最多袁其中有 2002

年的 叶何振梁与奥林匹克曳叶胡司令外传曳叶我走我留曳叶今
风尧细语尧江湖曳袁2003 年的叶雒文友的老爷车之行曳尧2004
年的叶中国奥运冠军特辑曳等片袁这些系列片中体现出来的

拍摄效果和制作水平更接近于传统的纪录片遥系列片每集

时长相同袁但是内容不同袁在节目中形成单一与系列的有

机结合遥 局部故事与整体结构相呼应袁既有系统性又独立

成片袁这样可以在视觉美学上做到连贯遥

此时的叶体育人间曳像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袁还处于对

外面的世界模仿和探索的阶段遥在这一阶段节目的关键词

体现在野纪实冶二字袁但作为一种栏目化了的纪实类作品袁
这一时期的叶体育人间曳在创作时照搬了太多的纪录片手

法袁并将它揉进了电视节目袁虽汲取了两者的优点袁却也放

大了各自的缺点遥 栏目化对纪实节目来说是双重效应院虽
然袁栏目化让节目有了固定的播出时间和收视群体袁但栏

目化也对纪实节目的视觉美学有所影响袁在栏目化这样类

似于节目流水线里制作出来的节目袁在制作时必然会按照

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来考虑袁很多纪录片固有的视觉美学

会有所损失袁也显得会格格不入遥

2007要2008 年袁 恰逢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筹备

和举办期间袁这一期间叶体育人间曳在整个体育频道节目大

变革的背景下也发生了变化袁首当其冲的就是播出时间从

原来的日播节目改为周播节目袁节目名称也变为叶奥运岁

月曳袁2008 年 11 月恢复原名叶体育人间曳遥
这期间袁变革的还有叶体育人间曳的结构袁不同于前期

每集只讲述一个故事袁整个节目被分割成了三大板块院野梦
想奥运冶尧野亲历奥运冶和野创意奥运冶遥 板块间的内容彼此

不相联系袁故事的主角也不同袁颠覆了传统的一集只讲一

个人或一个故事的节目形式遥除名称和节目结构变化之外

还有第三个变化袁就是主持人的出现遥 节目中不单是只靠

解说词和音乐来补充故事袁而是有主持人在开头结尾处进

行串联遥

节目结构发生了变化袁节目的拍摄和制作手法也和之

前有所不同袁 节目的拍摄题材也开始趋向于新闻人物袁节
目视角虽然依旧沿袭着人文视点袁但新闻热点人物还是会

经常光顾遥最大的变化袁就是新闻访谈手法的出现遥在前期

的节目中袁访谈人物一般都是当事人直接跟记者对话或者

只有一个人接受采访遥 而在叶奥运岁月曳里袁基本每集都有

几位相关人物的近景采访袁这种采访手法源自于新闻调查

栏目遥 例如在 2007 年袁亲历奥运板块叶乒乓之间要要要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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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曳中袁除了刘国梁本人袁还采访了刘国梁当时的队友孔令

辉尧王涛以及刘国梁的妻子王瑾遥 3 个人的叙述和刘国梁

本人的叙述相呼应袁完整地描绘了刘国梁从运动员到教练

员的转变遥
用新闻访谈手法采访人物成为这一阶段的一大变化袁

这些叙事者的谈话内容构成了整个片子的内涵袁叙事者的

话语有力地为野画面冶做了诠释袁而这些采访者自身情感的

散发让荧屏外的观众感同身受遥谈话者的人格魅力和语言

表达也成为这一阶段叶体育人间曳的看点遥
新闻访谈手法的出现袁不仅让叶体育人间曳栏目多了一

份新闻美学袁也让整个栏目的叙事手法发生了变化袁由主

人公一人叙事变为多人叙事遥 以在 2007 年 8 月播出的节

目叶亲历奥运要要要刘翔的 12 秒 91曳为例袁当年的热点人物

刘翔成了该期的嘉宾袁在上尧中尧下 3 集故事中袁当事人刘

翔和师傅孙海平在节目中回忆了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夺冠

前后的经历遥 除了当事人自己的回忆袁记者还采访了当时

刘翔夺冠的亲历者院体育记者冬日娜和冯威袁现场解说员

杨健袁体育官员罗轶群尧冯树勇以及当时的上海市体育局

局长金国祥共 6 个人袁 在节目中他们既是被采访的嘉宾袁
也是故事的见证人遥

除了新闻叙事手法的出现袁节目中前期使用的长镜头

减少了袁改用多个短小的镜头来进行叙事袁闪回和夹叙夹

议的剪辑手法得到了推崇遥夹叙夹议的剪辑手法是继长镜

头之后袁在叶体育人间曳中使用得最多的剪辑手法袁这一剪

辑手法也是新闻访谈节目常用的手法遥 这 3 集节目中袁我
们可以看见黑白色的回忆画面和刘翔日常训练的场面以

及雅典夺冠场面的重现袁这些过去时空的画面和现在时空

的采访交替出现遥

野所谓典型人物袁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人物

中最突出或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遥典型人物能够充分反映

出同类人物中所具有的特点和光彩美袁因而最具有审美价

值遥 冶 [5]报道典型人物不是简单地复制真实人物袁也不是自

然地描绘人物袁而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袁抓住最能反映时代

主题和群众精神的人物来描写袁写出真事尧真情尧真意遥 主

题美一词借鉴自新闻美学袁从新闻美学的角度来讲袁是否

能够体现时代的精神袁 是典型人物报道主题美的重要一

点袁在北京奥运时期袁最能体现当时时代精神的袁当属从事

竞技运动的人物了袁尤其是著名的运动员遥
身处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叶体育人间曳袁所描述的人物都

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遥 除了上文提到的刘翔袁中国乒

乓球男队的教练刘国梁尧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尧乒乓球运动

员王楠以及美国 NBA 球员科比窑布莱恩特等都曾是故事

的主角遥除了著名运动员袁一些知名的社会人士袁比如演员

朱时茂尧六小龄童袁舞蹈家杨丽萍也曾做客节目遥

因为受当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整体节目风格为奥

运服务的影响袁这阶段的叶体育人间曳的关键词是野奥运冶遥
此时改名为叶奥运岁月曳的叶体育人间曳已经有点偏离了原

先的定位了遥 虽然节目宣传说院野叶奥运岁月曳 还是一样的

风格袁一样的细致袁一样的在淡淡的讲述中透出精彩和对

人生的感悟遥冶还是原班人马制作袁但节目已经悄然发生了

变化遥节目在这一时期袁播出的内容更加倾向于热点人物袁
在节目的制作上也体现出新闻的风格遥

在节目的构架上袁叶体育人间曳更像是电视体育杂志栏

目遥所谓电视体育杂志栏目是指综合运用各种电视表现手

段和播出方式袁借鉴定期出版的文字刊物袁将不同内容和

形式的体育杂而有序地编排在一起袁集新闻性尧趣味性尧服
务性等于一身袁内容丰富多彩袁结构灵活自由袁形式多样活

泼的一种栏目形态 [6]遥 相比较野电视体育杂志栏目冶袁叶体育

人间曳又缺少了有效而又独到的评论部分袁但这个构架也

对此后的叶体育人间曳产生了影响遥

2008 年 11 月袁走过了北京奥运会后的叶体育人间曳虽
然恢复了原名袁却保留了一些奥运时期的节目风格袁并且

进一步改进了节目的构架袁使之更像野电视体育杂志栏目冶
了遥 这一时期袁长镜头尧解说词等初期的纪实手法越来越

少袁而与之相对应的蒙太奇手法越来越多袁节目固定主持

人的出现也给节目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袁这些变化所带来

的视觉美学也随之凸显出来遥

节目时长由原来 50 min 讲两三个故事袁缩短到了 30 min

讲两至三个故事袁平均每个故事的时间也只有 10~15 min袁
这中间还要除去主持人串场的时间遥 这样一来袁真正留给

节目讲故事的时间少之又少遥 所以在 2009 年之后的节目

中袁耗时长的长镜头袁在节目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袁取而

代之的是越来越多被剪辑过的短镜头和蒙太奇剪辑手法遥
蒙太奇剪辑手法的运用袁使节目的节奏加快袁原先利用长

镜头表现的故事的完整性也被大大压缩了遥

在这一阶段袁节目的声音不单单是依靠早期的解说词

和音乐袁奥运节目之后袁主持人在叶体育人间曳中得到保

留袁主持人承担起了一部分声音的表现遥 主持人固定为节

目制片人张虹袁 相比较之前体育频道专业的主持人沙桐袁
主创人员参与主持使节目的真实性更强袁这也是纪实节目

主持人与普通节目主持人的不同之处遥
张虹在节目中袁不是像原先的主持人那样只在开头结

尾处播报今天的节目内容袁 而是在每一期节目的开头尧中
间和结尾进行串联遥这些语言在节目中不仅仅是为了串联

节目袁也常常会利用这些串词起到点明主旨的作用袁通过

主持人的语言来传达出事件背后的深意遥
如 2009 年 5 月 18 日的节目讲述的是奥运会射箭项

目冠军张娟娟和练习巴西柔术的普通女孩许艾晖的故事院
主人公张娟娟是奥运会冠军袁所以主持人在开头大段的叙

事袁讲述背景故事引出本期的主人公袁用野2008 年袁张娟娟

在奥运会夺冠的那天天气也是有些特别袁那天也是雷雨交

加袁这是人间故事发生的绝佳场景遥冶这样一句话既摆出悬

念袁引起观众的注意袁又点明雷雨交加的天气对射箭的影

响遥 在中间段落又总结叙述了张娟娟的变化袁然后用一句

央视体育纪实节目叶体育人间曳的视觉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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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引出另一位主人公许艾晖遥 2011 年 2 月 16 日的节目

则讲述了马来西亚偏远小镇丹南有名的太极拳大师黄性

贤和蒙古族散打王宝力高遥主持人在节目的开场白中讲述

了当天的主题要要要武术袁通过野蒲公英的种子冶野天涯海角冶
这样的词语来暗示那些散落在异国他乡的武术人遥在中间

的段落又利用了黄性贤大师在野东南亚成名冶简单地点明

了我们现在在武术人才培养上的问题袁 然后话锋一转袁带
出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宝力高遥 在节目结束时袁主持人将

两者放在一起比较袁总结出共同的特点野传冶遥
这两期节目相比之前的节目袁 主持人语言越来越简

洁袁用来叙述背景故事的话语越来越少袁语言集中在对事

件的评论上袁语言上简洁不代表语言简陋袁言简意赅给人

以启示袁也散发出了语言本身的美遥

电视纪实作品可以为观众打开一个未知的或知之甚

少的世界袁以扩展观众的知识视野遥 只有野陌生世界冶袁才
能造成观众视觉上的野陌生感冶袁也只有野陌生冶的东西袁才
能满足观众的野窥视欲冶袁从而产生观众的野审美愉悦冶袁或
称野审美快感冶 [7]遥 陌生感和好奇心是人类的本性袁好奇是

不分年纪和身份的袁只是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同遥叶体育人

间曳喜欢挖掘各种新奇的运动和人物袁而这些运动给人带

来的不仅是美的享受袁 也通过这些运动诠释着节目的宗

旨院不唯金牌是图遥
叶体育人间曳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袁开始关注一

些新奇的流行文化袁比如肚皮舞尧四肢奔跑和转笔等遥 2009

年 4 月 20 日的节目中袁就讲述了肚皮舞男教师的节目遥 肚

皮舞这个看似女人跳的舞蹈却由一个男老师教袁 让人产生

好奇遥 除了肚皮舞袁 转笔是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项目遥 在

2012 年 4 月袁叶挑战野转笔世界杯冶的年轻人曳的就讲述了一

群大学生练习转笔袁最后组队参加转笔世界杯的新奇经历遥

野2009 年以后恢复了原称的叶体育人间曳在美学风格上

呈现出消费化的趋势更接近于消费形态的快餐视觉遥冶[8]节

目也许是受野快餐化冶的影响袁2012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国

际田联钻石赛后做了关于刘翔的内容袁3 个月之后的 6 月

25 日袁节目再次播出了刘翔袁这次的节目内容是关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的花絮袁而当时离刘翔参加伦敦奥

运会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袁人们都在关注这位体坛风云人

物能否重回巅峰遥像这样追逐一个热点人物袁在以前的叶体
育人间曳中没出现过袁节目似乎有些野慌不择食冶了遥

就整体节目而言袁早期确立的纪实美学风格在这一时

期已经渐渐的被削弱袁奥运时期的新闻视觉风格也渐渐退

散袁节目的视觉风格游移不定袁叶体育人间曳在这一时期的

关键词就是野转型冶遥 但转型期的叶体育人间曳有点野四不

像冶遥 首先袁每期节目中好几个故事袁长镜头减少了袁蒙太

奇用上了袁叙事节奏加快了遥 其次袁除了叙事节奏袁在节目

题材的选择范围上也更加宽泛了袁不断对陌生题材进行开

拓袁 尤其是对新奇项目的关注遥 在这一时期袁叶体育人间曳
所出的代表作却大不如前袁像之前叶德建曳叶跳水男孩叫志

恒曳等被广为人知的节目甚少出现遥

叶体育人间曳在 2002 至 2012 年间对影视语言尧主题等

外在个性做过不同的调整袁但节目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没

有变袁坚持着视角平常尧叙事平和尧素材平实和人物平凡的

节目宗旨遥 在这样的坚持下袁节目中最明显的视觉美学就

有以下几点共性遥

野毫无疑问袁高扬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袁真实地展示人

的情感的复杂性袁艺术地发现人类普遍的价值准则和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袁永远是包括影视在内的一切文艺作品所要

关注的美学内涵袁即使是生活化尧娱乐化了的电影尧电视

剧袁以至各类电视栏目也仍需提升人的精神品位袁反映人

们对理性与感性矛盾统一的认识袁对知识尧科学和新生活

的美好追求遥 冶 [9]叶体育人间曳在日常节目中带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视觉上的美袁更是精神上的美遥
在叶体育人间曳中袁普通人的故事是常出现的题材遥 在

故事背后往往还藏着各种人生的感悟和哲理遥编导人员常

常在片中以当事人之口说出一些简单却意义深刻的道理遥
比如叶跳水男孩叫志恒曳是说家长为了孩子坚持梦想袁叶今
风尧细语尧江湖之恒力曳讲了美国人恒力在中国追寻武术梦

的故事遥 除了简述人的故事袁节目中也常出现人和动物之

间的故事遥 从 2009 年的叶三个男人和一条狗曳和 2012 年 4

月的叶与爱犬在一起 与金毛一起冲浪曳来看袁故事内容都

表现了人和狗之间的情感袁 狗主人对待狗的真情实感袁让
日益冷漠的社会感到一丝温暖袁也感到一丝的悲凉遥 编导

通过这样的题材引人思考遥

所谓有中国特色袁当然首先是指要有中国文化尧中华

民族的特色和独特的中国风格遥它既包括中华民族传统的

艺术积累尧美学特性袁也应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尧社会生

活尧乃至文化转型息息相关遥 中国的影视作品终究是给中

国公众欣赏的袁因此袁必须贴近当代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

活袁表现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关注的热点 [9]遥 节目无论在哪

个时期袁 都会有意或者无意识地保留着中国传统体育题

材袁比如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要要要武术遥虽然电影尧电视都是

舶来品袁但是武术是中华文化袁观众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

响的袁所以袁在武术题材的选择上就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民

族审美遥
笔者根据叶中国广播电视报曳刊载的节目表和中国网

络电视台渊CNTV冤播出的内容统计发现袁每年都有武术题

材袁 除了 2004 年和 2008 年奥运会期间节目方针的调整袁
武术题材比重较小之外袁2009 和 2010 年大有回归之势遥
虽然武术节目表现的内容多有不同袁但是节目的主要素材

还是放在武术的观赏性上袁制片人张虹说院野选择武术作为

题材袁是因为他的观赏性强袁好看遥 冶

体育美是指美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袁以人体运动为主

要表现手段袁反映人与社会之间的审美关系遥 从人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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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上来说袁它体现在利用身体所展现的形体美尧运动美

和技术美等各种美遥 而从人的社会属性上来说袁它又包含

着人在从事这些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尧意志和品

格上的美遥 人是从事体育的主体袁人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

各种身体美尧动作美尧精神美袁电视媒体不仅能将体育的美

感传递给观众袁也能让观众在享受体育的同时带来美的享

受遥所以袁体育与电视结合在一起既能体现运动美袁也能体

现视觉艺术的美遥
作为一档体育节目袁叶体育人间曳在节目中有着得天独

厚的条件袁能展现体育所带来的美感遥从最基本的层面说袁
人类在运动中所展现的身体美袁运动员在运动中所呈现的

姿势美袁都能给观众带来美的感触遥 观看叶体育人间曳节目

的观众肯定不是为了健身袁 而是享受体育所带来的美袁观
众把节目中所展现的健康的形体美尧动感的运动美以及娴

熟的技术美等体育美袁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遥其次袁从运

动精神的层面上来说袁 运动员在运动中充分调动身体袁显
现出坚持不懈的意志尧训练有素的团队精神等袁这一精神

风貌美通过电视信号袁 传达出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袁
对真正体育的诉求遥

叶体育人间曳通过对体育美的传播袁让观众感受到运动

的愉悦遥 节目利用电视屏幕将这些鲜明具体尧生动感人的

形象传播出去袁再利用野移情冶的手法袁将镜头中人物所表

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传达给观众袁从而使观众受

到深深的感染遥

叶体育人间曳作为体育节目袁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大小

赛事袁在这些赛事当中袁最重要的就当属 4 年 1 届的夏季

奥运会了遥叶体育人间曳开播 11 年袁共遇到过 3 届夏季奥运

会袁 分别是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尧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及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遥
野文章合为时而著袁诗歌合为事而做冶袁面对奥运会这

样的重大赛事袁叶体育人间曳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院2004 年

奥运会期间袁叶体育人间曳从 2004 年 2 月 2 日开始袁连续播

出了特别制作的叶中国奥运冠军特辑曳袁讲述了从许海峰开

始的 187 位中国奥运冠军的生动故事遥 2008 年袁北京奥运

会期间叶体育人间曳节目不仅整体改版为叶奥运岁月曳袁还
拍摄了 15 集奥运纪录片叶奥运档案曳袁讲述了北京奥运会

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遥 针对 2012 年伦敦奥运会袁叶体育人

间曳在栏目中开设了叶伦敦行动曳板块袁简述伦敦奥运会的

故事袁探访伦敦的大街小巷袁挖掘伦敦奥运会的点点滴滴遥

3 届奥运会举办期间袁叶体育人间曳都推出过制作精良

的节目遥尤其是叶奥运档案曳更是完全按照参赛纪录片水准

来拍摄制作的遥这些契合奥运会的片子不仅仅是为了体现

当时节目的制作水平袁也是为了体现当时的时代美袁不同

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要求遥节目只有在选

择素材时把握住时代精神袁通过片子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来

揭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风貌袁 反映出大众的审美袁深
化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美袁这样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遥

叶体育人间曳开创了中国体育纪实节目的先河袁从它诞

生至今袁节目的人文风格没有变袁作为体育纪实节目的领

头羊袁虽然节目的形式几经变化袁但是它的节目风格和节

目定位都依然保持着野以人为本冶的理念袁并一直在这条人

文风格的路上践行着遥 叶体育人间曳在视觉美学上袁可以借

鉴多种影视风格袁完成多元化的影视美学风格曰在节目的

播出上袁可以借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平台袁推出自己

曾经的优秀节目袁也可以播出优秀的节目曰在节目的整体

风格上袁完善自己的整体包装风格袁形成鲜明的认知袁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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