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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与大背景的文化转向相一致，在传统新 闻 媒 体 数 字 化 转 型 以 及 以 互 联 网 和 手 机 为 代 表 的 新

媒体融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一体的新型传播语境下，种种迹象表明：新闻传播 发 生 了 图 像 化 转 向。新 闻

传播的图像化发展使得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话语建构方式以及传播的观念、形 态 都 悄 然 发 生 了 变 化。新

闻图像在现代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社会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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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 统 新 闻 媒 体 数 字 化 转 型 以 及 以 互 联 网

和手机为 代 表 的 新 媒 体 融 人 际 传 播 和 大 众 传 播

为一体的新型传播语境下，新闻图像的使用越发

广泛、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面对这一

切，不禁让人惊呼：“新闻传播的图像化时代已悄

然来临”。

一、新闻图像传播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目前人们所 知 最 早 的 新 闻 照 片 是 关 于１８４２
年５月５日德国汉堡发生的一场连续燃烧四天的

严重火灾，摄影师比欧乌和史特乐茨纳二人拍摄

了一组记录大火燃 烧 后 的 废 墟 照 片———《汉 堡 大

火废墟》。这次拍摄活动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

新闻摄影活动。从此，新闻照片开始记录社会生

活，承担起记录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１８８０年

３月４日，美国《每 日 图 画》报 成 功 地 使 用 铜 版 照

相印刷技术将一幅照片印刷在报纸上。从此，现

代意义上的新闻图像传播拉开了序幕。但是，１９
世纪末，由于当时摄影、印刷技术的限制，报纸上

的新闻图片 还 非 常 少，仅 仅 作 为 版 面 的 点 缀，人

们对新闻图片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还不够，并没

有给予充分的关注［１］。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德国

物理学教授 阿 瑟·柯 恩 利 用 电 报 机 成 功 的 将 图

片影像由慕尼 黑 传 送 至１　８００公 里 外 的 地 方，这

是现代传真 技 术 的 开 端。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由 于

电视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实现形象的连续性和

事实同步的时效性，以及对于“阿波罗”号宇宙飞

船登月等重大事件成功转播的声誉，电视新闻吸

引了大量观众。
中国新闻图像的发展在１９世纪末期的晚清

进入一个 较 为 繁 荣 的 时 期。这 一 时 期 不 仅 刊 登

新闻图像的 画 报 种 类 繁 多、图 像 数 量 多，而 且 报

刊刊登新 闻 照 片 这 一 新 的 传 播 形 式 诞 生 了。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现代照相制版技术的发展

以及新闻照 片 直 观、通 俗 易 懂 等 原 因，中 国 新 闻

摄影业得 到 快 速 发 展。当 时 不 少 报 纸 以 专 栏 的

形式刊登照片，新闻照片的内容以及照片的编排

手段也出现多样化发展，而且新闻照片逐渐摆脱

了依附于文 字 报 道 的 局 面，较 多 地 出 现 了“消 息

照片”，即一 幅 照 片，附 以 标 题 和 说 明，就 构 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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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独 立 的 新 闻 信 息［２］。新 闻 照 片 产 生 的 社 会

影响也越 来 越 大。但 新 闻 图 像 在 我 国 新 闻 传 播

中地位明显提高是在１９９０年８月召开的首届“全
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达成“图文并重、
两翼齐飞”的 共 识 后，新 闻 摄 影 才 真 正 在 新 闻 事

业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这一时期，电视已经

在全国范围普及开来，电视新闻也已成为人们获

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

二、新闻图像传播的数字化时代到来

上世纪末 以 来，随 着 现 代 传 播 技 术 的 发 展，
互联网逐 渐 成 为 人 们 获 取 新 闻 信 息 又 一 主 要 渠

道。人们发 现 自 己 不 再 只 是 新 闻 传 播 的 接 受 对

象，而且可以成为传播者。互联网的交互性为新

闻图像传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现代报

纸、杂志新闻报道中，新闻图像的使用情况，无论

是图幅的数量和图幅面积都有大幅增加，图像的

质量也有很 大 提 高，印 刷 精 美、清 晰 的 彩 色 图 片

也越来越多。现在稍微有点名气的报纸、杂志都

纷纷建立 了 网 络 版。由 于 网 络 版 不 再 像 纸 质 版

那样受制于 版 面 空 间，而 且 新 闻 图 像 的 排 版、编

辑也更加灵 活，图 像 报 道 也 更 加 迅 捷，内 容 更 加

丰富多 彩，这 一 切 使 新 闻 传 播 如 鱼 得 水。如 今，
新闻图像 已 经 成 为 媒 体 和 受 众 关 注 的 焦 点。新

闻图像的 运 用 情 况 及 其 视 觉 效 果 已 经 成 为 一 份

报纸销售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电视新闻中，新

闻画面一 直 占 据 主 导 位 置。近 年 来 也 出 现 了 一

个新的变化，那就是新闻报道中关于事发现场的

图像越来越多，使观众能够第一时间亲眼看到现

场情况。目 前 很 多 电 视 台 也 都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网

站，能够进行 网 络 直 播 与 重 播，延 伸 了 电 视 播 放

新闻图像的功能，并克服了电视画面稍纵即逝的

弱点。随着 电 脑、网 络 宽 带 逐 渐 普 及，在 网 络 浏

览新闻已 经 成 了 很 多 人 每 天 的 必 修 课。一 些 门

户网站，如搜狐、新浪、雅虎等还专门设置了新闻

图片、视频专栏和图像专刊专辑。与传统传媒相

比，互联 网 传 播 新 闻 图 像 更 具 有 优 势。首 先，网

络新闻可以同时展示多种新闻图像———照 片、视

频、漫画等，能够使受众更为全面、更有深度地了

解新闻事件，而 且 多 维 度 的 图 像 报 道，增 加 了 新

闻的真实性。其次，新闻图像的制作过程更为简

洁。不仅新 闻 媒 体 制 作 者 很 容 易 将 摄 影 师 或 业

余摄影爱 好 者 拍 摄 的 新 闻 图 像 传 到 其 网 络 媒 体

上，而且普通百姓也能很容易将图像传播到网络

上。在实际新闻图像传播中，有很大一部分图像

是制作者 直 接 从 相 关 报 道 中 复 制 过 来 的。互 联

网无疑为这种复制提供了极大便利。最后，网络

新闻图像为保存、查询提供了便利。网络新闻图

像的存在时 间 也 比 较 长，只 要 不 被 网 站 删 除，通

过搜索引擎总会查得到，这无疑增加了新闻图像

的暴露次 数。目 前 新 闻 图 片 和 视 频 已 成 为 影 响

网站新闻点击率、阅读率的重要因素。智能手机

上网看新闻也早已是家常便饭，它比电脑看新闻

更为便捷。手 机 的 使 用 者 可 以 随 时 随 地 阅 读 和

观看网络新闻。尽管手机的屏幕大小有限，但是

手指轻 轻 滑 动，一 般 就 可 以 使 矢 量 图 像 收 缩 自

如，满足观者阅读需要。智能手机本身又是摄像

机，可以随时随地把图片、图像上传到互联网上。
微信、ＱＱ等软件更是使手机传播图像如虎添翼，
如果图像再被网络大Ｖ或大的网站进行转载，短

时间就可以迅速走红，影响极大。手机真正成为

一种廉价、便捷的传播新闻图像的交互式媒体。

三、以图像为主的新闻播报形式出现

现在不仅 在 新 闻 传 播 中 使 用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图像，而且以图像为主的新闻播报形式也悄然出

现。新闻图像不仅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花絮，而

且对于文 字 报 道 而 言 开 始“喧 宾 夺 主”了。在 搜

狐、新浪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专门的视频新闻，
主要是关于时事的新闻播报。而且一旦点开，会

有大量 的 相 关 图 像 报 道 跟 进，在“召 唤”观 众 收

看，使观众对某一问题能够有深入的了解。图片

新闻也得 到 很 大 的 发 展。图 片 新 闻 是 指 以 图 片

为主，附有 简 短 说 明 的 报 道。比 如 搜 狐 网 的“看

图说话”栏 目，就 是 用 各 种 图 表 解 释 复 杂 的 财 经

问题，让人既 容 易 理 解，又 免 去 了 枯 燥 的 文 字 报

道。正如搜 狐 财 经“看 图 说 话”栏 目 说 的 那 样：
“我们通过 图 表 向 您 呈 现 复 杂 的 财 经 信 息，以 我

们独特的 方 式。给 您 一 个 理 解 财 经 事 件 新 的 视

角。”［３］另外，许多大网站，如 网 易、搜 狐、新 浪、凤

凰等都设有“一周图片”栏目，对国内外大事等以

图片形式进行展示。

四、受众对新闻图像的偏爱

本研究对 中 国 计 量 学 院、浙 江 大 学、南 京 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一共２７１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进

行了关于新闻阅读习惯的调查。其中男性６６名

（２４．４％），女性２０５名（７５．６％），读者的年龄范围

是１９－３１岁，平均年龄是２１．２３岁。通过对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发现，有７９．７％的人平均每天

上网的时间是１－５个小时；７１．６％的人每天浏览

网络新闻的时间为１０－４０分钟，而在３０分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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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人占了２６．２％。说 明 大 部 分 学 生 在 他 们 有

限的业余 时 间 中 阅 读 新 闻 的 时 间 比 较 长。感 觉

新闻图像“多”和“非常多”的人比例占了５９％，而

认为“不太多”人只占１０％左右，说明新闻图像引

起了大部 分 被 试 的 关 注。对 于 网 络 报 道 中 的 新

闻图片，“基 本 都 看”的 人 占 了４６．９％；“经 常 看”
的人占了３１％；而“不怎么看”只占了３．７％，“基

本不看”的 人 没 有。这 说 明，新 闻 图 片 是 大 学 生

很喜欢的 新 闻 报 道 形 式。对 于 网 络 新 闻 报 道 中

的视 频，“基 本 都 看”占２４．４４％；“经 常 看”占

２０．３７％；“有 时 看”占 了４０％。这 说 明 观 看 网 络

新闻视频的比例也比较高，但看新闻视频要比看

图片费时间，因此读者一般更倾向于有选择地观

看视频。对于网络新闻来讲，读者一般主要是由

于标题的吸引而进行点击链接打开新闻网页，在

具体阅读新 闻 内 容 时，占“４２．４％”的 人 选 择“图

片———文 字 报 道———视 频”这 种 阅 读 顺 序；其 次

是“图片———视 频———文 字 报 道”，占 了２１％；再

次 是 “文 字 报 道———图 片———视 频”，占 了

１８．５％。这一 切 都 说 明 了 被 试 对 新 闻 图 像 的 偏

爱。同时，这一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受众

目前以图像为主的新闻阅读习惯。

五、新闻图像市场化

当代新闻 图 像 的 生 产 方 式 与 以 前 的 图 像 生

产方式有明显的区别，目前新闻图像生产更多的

是一种商 业 化 运 作。以 前 的 新 闻 图 像 主 要 是 由

报社、杂志社等单位自己的摄影师拍摄而成。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外一些著名的媒体机构，如

美联社、路透 社、法 新 社 等 都 专 门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图像库、图片网。他们把自己的摄影师或其他众

多的摄影者 拍 摄 的 照 片 储 存 起 来，进 行 销 售，或

购买一些 有 版 权 的 照 片 进 行 出 售。我 国 新 闻 图

片网站的 建 设 和 图 片 营 销 晚 于 国 外。目 前 著 名

的图片 网 站 主 要 有 美 联 社 图 片 网、路 透 社 图 片

网、法新社图 片 网 等，它 们 都 拥 有 几 百 万 张 新 闻

图片。我国主要有中国新闻图片网、中国日报新

闻图片 网 等，也 都 储 存 几 十 万 张 以 上 的 新 闻 图

片。这些图片不仅丰富了新闻报道，也为其他媒

体及用户检索和购买新闻图片提供了方便。
近年来，一 些 视 频 网 站 迅 速 发 展 起 来，美 国

的Ｎｅｔｆｌｉｘ、ＹｏｕＴｕｂｅ、Ｈｕｌｕ，中 国 百 度、腾 讯、搜

狐、优酷、ＰＰＴＶ等视频网站为人 们 所 广 泛 熟 知。
对于新闻图像来说，目前视频网站的营销模式主

要采取“免费＋广告”的盈利模式，网民在观看新

闻视频前要收看一则或几则广告，这种模式以广

告收入为主；另外一些媒体机构也采取版权分销

模式来获得利润。这些网站本着“让每个人都成

为生活的导 演”的 营 销 理 念，充 分 利 用 互 联 网 的

互动功能，把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信息

主动寻找者、信 息 发 布 者，极 大 地 推 动 了 网 络 视

频业的发展。如腾讯视频推出了“拍客频道”，采

取付费方式 向 广 大 网 友 征 集“有 新 闻 价 值、精 彩

瞬间、奇闻轶事等内容”的视频，从而为新闻图像

的群众路线营销提供了有效通道。

六、新闻图像业迅猛发展的原因

传播技术 的 发 展 首 先 为 新 闻 图 像 业 的 发 展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２０世纪中晚期，随着传

播技术 的 发 展，信 息 的 传 播 方 式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就大众传播而言，信息的传播经历了印刷媒

体为主向 以 电 子 媒 体 为 主 的 转 变 过 程。一 系 列

诸如电缆、光 纤、网 络 等 数 字 电 子 传 输 技 术 的 出

现使得新闻图像的传播更快更方便。照相机、摄

影机、电脑、手 机 的 接 踵 而 至 令 新 闻 图 像 的 传 播

异彩纷呈。尤 其 是 物 美 价 廉 的 智 能 手 机 的 广 泛

应用，使新 闻 图 像 的 传 输 和 接 收 变 得 非 常 便 捷。
这种手机具 有 拍 照、上 网 功 能，随 时 可 以 把 某 些

事件拍摄 下 来 传 输 到 网 上 共 享。同 时 手 机 也 可

以随时接收来自网络的图像，食指和拇指的轻轻

滑动就可 以 将 新 闻 图 像 扩 大 以 便 观 看 得 更 为 清

晰。其次，大众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也为新闻图

像提供了 市 场。如 果 说 传 播 技 术 的 发 展 为 新 闻

图像的大量 生 产、传 播 提 供 了 保 证，那 么 大 众 文

化的狂欢性消费则为新闻图像提供了巨大市场。
大众文 化 的 通 俗 性、消 费 性、娱 乐 性、商 业 性、产

业性等种 种 特 征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大 众 对 新 闻 图 像

的消费。从 生 产 视 角 来 看，新 闻、新 闻 图 像 已 不

再是阳春白雪，不再是国家、传媒机构的专有物，
而是变成了人人都可以生产、发布的廉价品。从

接受视角来看，新闻图像正以图解的方式冲击着

文字报道，而且新闻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娱乐

性质，使 人 们 更 乐 于 接 受。因 此，处 于 这 样 的 大

众文化中 的 新 闻 图 像 呈 现 出 的 娱 乐 性 与 通 俗 性

迎合着大众的口味。最后，广告和新闻图像的合

谋。尽管人人都是新闻图像的生产者，但毕竟传

播机构拥 有 更 为 强 大 的 传 播 能 量。许 多 网 站 都

打起了 新 闻 图 像 的 主 意，它 们 免 费 提 供 新 闻 视

频。人们在打开新闻视频链接观看之前，常会发

现应该出 现 新 闻 视 频 的 地 方 都 有 广 告 停 留 几 秒

钟的时间，或在播放新闻视频的网页中不断跳出

各种形式 的 广 告。这 些 网 站 就 是 利 用 人 们 想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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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频 的 心 理 推 销 它 们 的 广 告。观 众 在 看 新

闻图像的同时，也不知不觉被网站推销给了广告

主。总之，现 当 代 传 播 技 术 的 发 展、受 众 阅 读 习

惯的图像 化 转 变 以 及 由 此 带 来 的 图 像 消 费 市 场

的大量需求，迫 使 媒 体 机 构、编 辑 和 摄 影 记 者 在

引进成像、传播高新技术、掌握数字技术、提高图

像制作和传播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同时，
也使新闻图像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七、新闻图像对社会实在的建构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学界中，首先认识到公众

传播对社 会 的 巨 大 影 响 作 用 并 进 行 系 统 分 析 的

学者中恐 怕 首 推 美 国 新 闻 评 论 家 和 政 治 专 栏 作

家沃尔特·李普曼（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他 认 为

我们人类生 活 在 两 个 环 境 里：一 个 是 现 实 环 境，
另一个是 拟 态 环 境———“假 环 境”。大 众 传 播 是

“社会现实”的主要营造者，普通人作为“局外人”
实际生活在“假环境”中。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

论”深 刻 阐 释 了 大 众 传 播 对 社 会 实 在 建 构 的 作

用。美国学者 玛 利 塔·斯 特 肯 和 莉 莎·卡 特 赖

特在《看的 实 践：视 觉 文 化 概 论》一 书 中 也 指 出：
“我们居住的世界充满了视觉图像。它们对我们

周围的世界进行再现、赋予意义以及传播。在许

多方面，我们的文化正变为视觉文化。自上两个

世纪以来，西方已经被视觉媒体统治而不再是口

语或文字媒体。……图像不再只是插图，它们承

载更重 要 的 内 容。……尽 管 听 和 触 摸 是 经 验 和

交流的重要 方 式，但 是 我 们 的 价 值 观、舆 论 以 及

信仰都是 由 我 们 每 天 接 触 到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视 觉

文化形式 日 益 以 强 有 力 的 形 式 塑 造 着。”［４］美 国

学者基库·阿 达 托 在《构 造 完 美：大 众 图 像 制 作

的艺术与技巧》一书中更为明确指出：“而在我们

的图像———意识文化中，我们已经将这些内容颠

倒了。我们 寻 求 的 是‘拍 摄 得 完 美’的 时 刻 与 事

件，然后依据客观世界同图像的一致性来判断这

个世界。”［５］这 些 学 者 都 直 接 或 间 接 说 明 了 图 像

对社会 实 在 的 建 构 性———大 众 传 媒 建 构 起 一 个

关于世界的图像，真实的客观世界被图像世界所

取代［６］。当然，上 述 这 些 图 像 包 括 新 闻 图 像，而

且，与文学、艺术图像相比，由于新闻图像和人们

的利益更为休戚相关，它建立起来的“真实”对人

们有重要的影响，往往比客观社会事实本身还要

重要得多。它 可 以 使 某 一 问 题 或 某 一 类 问 题 彰

显，并引发受 众 的 想 象，从 而 造 成 偏 离 客 观 现 实

的媒介现实，有可能形成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社会

舆论，进 而 形 成 某 种 社 会 情 绪，产 生 显 著 社 会

影响。
新闻传播 的 图 像 化 发 展 使 得 新 闻 信 息 的 传

播方式、话语 建 构 方 式 以 及 传 播 的 观 念、形 态 都

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印刷出版物到电子媒体，从

权威的媒体 机 构 到 普 通 百 姓 的 手 机 微 博、微 信，
无不显示 出 新 闻 图 像 的 巨 大 作 用。它 已 不 再 是

简单地再现意义和实现构图上美化版面、吸引注

意等作用，而 是 一 种 文 化 表 征 的 建 构，是 一 种 社

会意义 的 生 产。它 的 影 响 已 经 渗 透 到 政 治、经

济、教育、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人类社

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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