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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切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都离不开技术的支
持，电影和电视尤其如此。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立项，福建省广
播影视集团制作、海峡电视台承制的大型航拍纪录片《飞越
海西》，以航拍为主要拍摄手段，摄像创意管理贯穿项目的实
施全过程。从《飞越海西》的航拍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
样一个重要启示，即摄像创意管理需要具备三个层面的特
质，即主题性、计划性、应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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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电影和
电视尤其如此。影视作为影音技术体系的特性，不仅神帝地潜
藏于电影电视发展历史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
着影视的意识形态、载体、审美感受方式和商业运作规范[1]。电
视是光的艺术，摄像师则是追光的舞者，一个镜头的拍摄，一
次创作的过程，就是与光影共舞，就是与捉摸不定的实存之
物的博弈。因此，电视摄像创意可发挥的空间无限广阔，而如
果谈及航拍活动中的摄像创意，因为借助空间的高度和非常
人的视角和广度，影像所能捕捉和呈现的状态则可能更加多
变，更加复杂。福建海峡电视台近年来推出的《飞越海西》航
拍纪录片，在创意和拍摄过程中，就充满了对高空摄影的把
握和挑战，本文就此纪录片详细阐述一下航拍过程中的摄像
创意经历，力图从中归纳总结出一些创意管理的经验与大家
分享。
《飞越海西》是福建省委宣传部立项，省广播影视集团制

作、海峡电视台承制的大型航拍纪录片。这个项目的策划从
2007 年年初开始，最后成篇则在 2009 年国庆节前夕，创作
历时近三年。整个过程中，有 18 个月的时间花在素材的设计
和拍摄上，镜头覆盖了福建省绝大部分的水陆区域，拍摄的
目标是要展示福建人文山水，仅航拍素材就达到 1600 多分
钟。然而，《飞越海西》最后呈现给观众的 200 分钟的镜头，许
多已成难以复制的经典，它就得益于整个过程中的摄像创意
管理。摄像创意管理是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的动态控制，这
在以航拍为主要拍摄手段的项目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从《飞
越海西》的航拍过程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即摄像创意管
理至少具备三个层面的特质，即主题性、计划性、应变性。

一、摄像创意管理需具备的特质之一：主题性

摄像创意管理的主题性直接来源于航拍活动的目标，没

有目标就无所谓主题。一个航拍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它直接服务于项目动议之初确立的目标。《飞越
海西》项目的目标是展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 30 年来，福建这个沿海省份的沧桑巨变，这是整部片子的
主题所在。航拍的目的就要展示福建的人文山水，表现欣欣
向荣的海西建设，表现积淀深厚的福建文化，以及在灿烂的
历史天空下福建人的现实生活。摄像师按照这个主题要求，
首先从镜头色彩感情切入进行创意活动。

（一）色彩色调的界定体现服务主题的摄像创意活动

色彩是一种视觉语言，不同的色彩和各种色彩之间的不
同搭配方式，表达不同的感情。根据相关研究，色彩感情的产
生，主要源自人眼视网膜对红、绿、蓝三种感色纤维对物体反
射光的刺激，三种色彩的比例不同，所引起的兴奋程度不同，
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感觉关系也不同[2]。这个摄像理论的前
提，具体到《飞越海西》的航拍创意，变成了对素材镜头的色
调界定，摄制组将片子的主题与航拍主体结合起来考虑，确
定以绿、蓝和土黄为主色调，绿色表述生态和生机，蓝色表达
开放的理性和气质，土黄言说人文历史和当下的和谐社会生
活。《飞越海西》是一部长达 200 分钟的片子，主要按行政地
理区块分成 8 集，其间的山区与沿海、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
文、历史和产业的面貌各不相同，落实到成片里，这些不同的
景观就要担负不同的表现功能，即表现不同主题的任务，因
而它们需要差异的色调来表达不同的感情，彰显不同的内
涵。比如，武夷山、戴云山是福建山区的主体部分，摄像师为
表现福建良好的生态环境，选择绿色为主色调，重点突出这
两条大山脉苍茫的绿色，表现亘古不变的朴野意象。又如，厦
门是全国开放最早的城市，又是位居沿海，摄像师就以蓝色
为主色调，突出它的外向气度，更凸显它的理性特质。凡此种
种，从各个侧面合力表达“我们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这样
一个价值理念。

（二）严格按照主题先行的步骤来施行摄像创意管理

摄像创意管理的主题性，是按着主题、创意、管理三个步
骤循序渐进和逐步展开的。它必定是主题先行，各个环节、各
个细节按着主题的要求来实施。这样的管理操作步骤不仅体
现在色彩基调的界定上，还体现在了拍摄主体的选取，构图、
景别的创作，以及摄制组的组织架构上。《飞越海西》摄制组
紧扣项目主题，在拍摄制作的各个环节，做到主题先行。首
先，按照主题设置来将片子细分成各个表现部分，逐个论证

电视航拍摄像创意管理的三个特质
———大型航拍纪录片《飞越海西》创意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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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电视台 福建 福州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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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题思想和情感定位；其次，在拍摄过程中，严格按照既定
的段落主题风格进行实施；最后，后期制作根据拍摄素材，选
取符合主题性突出的镜头进行加工和组合，完成最后的主题
性把关。纪录片《飞越海西》其突出特色是在色彩感情方面的
创意成功，一个关键的经验是对摄像创意管理的主题性，始
终做到心中有数，运筹帷幄，按主题的要求对摄像创意实施
管理。

二、摄像创意管理需具备的特质之二：计划性

我国航拍的历史不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有新闻
单位租用直升飞机等载人飞行器进行航拍。改革开放后，航
拍活动发展较快，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们都可以看到航拍
的影像镜头，但是，租用直升机航拍，不但风险大、成本费用
高，而且不能确保飞行一次就成功。所以，摄像创意管理的前
期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计划性要求下产生的一道制作工
序，是关切一个项目成败的重要命题，它直接导源于摄像创
意，换句话说，摄像创意一经确立，计划性就伴随而来。一个
项目的摄像创意带来的是一系列工作单元和无数的工作细
节，摄像创意落实在具体的工作计划中，就是所谓的“规定动
作”。规定动作要做好，踩点调研不可或缺。在这一点上，《飞
越海西》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2007 年 5 月，在策划文本刚
刚成型的时候，摄制组就兵分四路，对闽北、闽西、闽东、闽南
四个地理区块进行长达三个月的踩点。摄像师将这次采集的
信息分为列三项，第一项是主体的地理信息，包括地理方位、
地貌现状、海拔高度以及主体所属航线等内容；第二项是主
体的人文历史和当下经济社会动态，包括各地标志性的文化
遗产、历史气象、产业特色等；第三项是摄像参考机位和飞行
线路，包括拍摄的季节、时刻以及可能的气象条件。踩点结束
后，摄制组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最后确定了拍
摄计划。这一份以摄像创意为核心旨归的拍摄计划，在未来
18 个月的航拍中基本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动，最关键的因素
是得益于踩点的精细和综合分析的较高科学性，它使摄像创
意得以原滋原味地体现，也为摄像师的现场发现和即兴创作
奠定了基础。

在摄像创意管理计划性所指涉的内容中，前期踩点和
计划制定无疑居于核心地位，但仅这两点还不够，它另一个
重要方面，体现在专家资源的合理利用上。在这一点上，《飞
越海西》摄制组邀请到来自国内很多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
的专家，他们的宝贵意见为《飞越海西》赢得最后的成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摄制组对专家的意见，采取的
是“从谏如流而不盲目苟同”的方针，始终以项目的主题需
要和创意计划性实际要求为主要参考指标。《飞越海西》的
拍摄过程表明，一个摄制组的创作管理，专家不可或缺，但
须以任务的拍摄计划为考量，使用什么样的专家以及如何
判别使用专家的意见，对项目有极大的影响，这也从一个重
要的侧面表明，摄像创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组织管
理领域的课题。

三、摄像创意管理需具备的特质之三：应变性

摄像创意管理的变动性特征，实际上摄像师的现场发现
和即兴创作产生的课题。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
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世界变动不居，事物的状态不断变
化，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之前，摄像师总是与变化同行，总是

在变化中获取新的创意。在此过程中，摄像师对拍摄主体的
变化是否拥有足够的认知和预判，是否成竹在胸，是否能抓
住景物瞬息万变的那个最美时刻成为了拍摄步骤的关键环
节。在一个项目运作中，如果对摄像创意管理的变动性特征
认识不足或者把握不够，很可能影响到项目的成功，甚至前
功尽弃。相反，如果摄像师认识到位准备充分，常常能够获得
意外的收获，让整体项目创作锦上添花。

（一）飞机、摄像系统和摄像师三位一体

《飞越海西》在摄像创意阶段，就着手计划拍摄一些地区
和景物的航拍特写镜头，因为这是航拍，是一般条件下几乎
不可能实现的拍摄方式。之所以提前确定下这部分内容，是
因为摄制组使用的设备是直升机和陀螺仪摄像系统，镜头的
稳定性很高。例如，在拍摄湄洲妈祖石像时，原先的创意计划
仅仅是拍摄妈祖头像的正面特写，飞机沿着石像顶部正面飞
过即可实现，但当飞机升空后，呈现在摄像师眼前不仅有妈
祖石像，还有广阔无垠的蔚蓝色大海，摄像师被眼前的景色
感动了，临时决定改变拍摄方案，绕着石像拍特写，在大海的
背景下，将海神妈祖安祥智慧博爱的神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来。就航拍而言，摄像师的取景构图在飞行状态中实施的，摄
像师能否贯彻创意，能否在变动的环境条件下应对自如并出
新出奇，精良的设备固然是一个前提条件，而能否做到飞机、
摄录系统和摄影师三位一体，才是根本所在。在《飞越海西》
中，类似于妈祖石像拍摄创作场景，不断在武夷山、戴云山、
泉州港等区域出现。

（二）“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

摄像创意管理的变动性特征是一个变与不变的命题，是
“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辩证关系。只有“规定动作”做得
扎实，才能发现可以做的“自选动作”。一切都在计划中，一切
经典都不在计划中。具体而言，在《飞越海西》摄像创意管理
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气象条件，可以说整个拍摄过程是
一个与“天公”的博弈，但经典镜头多半产生在这个博弈过程
中。在瓷都德化时，面对云山雾罩的天气条件时，飞机从 300
米高度拉升到 2100 米，拍到了白雾像瀑布飞流直下的壮丽
景观。在这里，摄像创意的“规定动作”，就是按照拍摄计划用
什么手段去表现主体，而“自选动作”在环境条件变动时的当
机立断。拍瓷都德化是这样，拍武夷九曲、拍台湾海峡是这
样，整个航拍过程都是这样，因为对变动性特征了然于胸，使
摄像创意的管理做到了管而不死，越管越活，不断出新出奇。

四、结语
影视技艺是指影视创作或影视运作过程中必须使用的

技术手段，艺术才能以及管理策略、营销方针的总和[3]。摄像
创意管理的诸多特征表明，摄像创意是可以控制的，控制的
目的，既是保证项目的实施少走弯路，又是获取经典素材的
重要策略。同时，《飞越海西》的摄像创意管理实践也表明，这
是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课题，需要更多专门的研究，本文聊
作“浅谈”，抛砖引玉，以待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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