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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专辑

《对话“陋室画家”位光明：人生的画布 我

最喜欢画暖色》有幸获得2021年中国新闻奖新

闻访谈三等奖。访谈对象位光明，白天走街串巷

收购废品，晚上坚持在简易出租房画油画，身份

的巨大反差，让他从 2021 年 6 月就开始被网友

关注，并迅速在抖音等平台成为“网红”，各类

媒体对他的报道有近百篇，这也让位光明成为了

高频次“宣传形象”。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并不

“新鲜”的人物作为访谈对象？面对这样一个已

经十分熟悉媒体采访“套路”的典型人物，访谈

究竟应该如何跳脱“千篇一律”的模式，用独特

的视角做出新意？

一、挖掘“小人物”的“大背景” 为选题

增底气

在本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新闻访谈共

选出13件获奖作品 （其中一等奖2件，二等奖5

件，三等奖6件）。分析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

获奖作品访谈的对象，大多是为社会进步做出卓

越贡献的功勋人物，或是在重大事件中有突出表

现的英雄人物。相比之下，唯独位光明是一位背

景平凡、没什么突出贡献、一言一行也未必“高

光”的“小人物”。

其实在确定这个人物选题之前，我们有过很

激烈的讨论：这个人究竟值不值得我们用“专

访”这种方式去报道？毕竟怀揣着梦想，并为之

而努力的人遍地都是。

恰逢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正式颁布，赋予了浙江重要

的改革示范任务，为促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先行先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活困

苦的位光明，却依靠自己的

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执着于

绘画、醉心于读书，精神世

界十分富庶。从这个角度说，位光明的故事，其

实能够映射出想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靠自己

努力的深刻内涵，以及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中，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和

信心。

在锚定这样一个大背景后，我们即刻前往位

光明的住处，花了近一周的时间，走进位光明的

世界。

二、心存疑惑逐一寻找答案 让对话冒热气

位光明在网络走红时，要对他进行采访的记

者可谓纷至沓来，但是大多数都是抱着猎奇的心

态，亦或抢占新闻时效的“捕猎”行为，并未真

正走近这个人。所以，当时很多的报道都是跟风

式给位光明贴上一个“励志”的人设标签，就此

了事。这样的做法，不仅让位光明的人物形象十

分“扁平”，还给人一种不真实感。与此同时，

“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还给观众留下了很多

未解的疑问：明明可以靠卖画为生了为什么还要

继续收废品？在网上这么火了怎么没人找他直播

带货？到底是真励志典型还是媒体打造出来的

“网红人设”？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决定全方位地融入位光

明的生活，去寻找答案。我们租了辆三轮车，从

早到晚跟着位光明一起收垃圾、蹬三轮。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下，我们采编团队好几个人挤在不

足10平方米的废品回收屋里，与位光明谈天说

地。幸运的是，已经接受了几十家媒体采访的位

光明，向我们敞开心扉，吐露真情实感。

访谈中，我们从位光明在网上火爆的状态切

入，第一个问题就有些犀利：“你认为自己为什

么会受到关注？”他回复我们：“因为身份的反

差，在人的心里，职业有贵贱，认为收废品低

贱，认为画油画是高大上的艺术。”这可真是个

实实在在、毫不做作的回答！接下去，我们继续

追问“为什么不直播带货？”“你觉得生活负担拖

累你成为画家了吗？”“你会给你的画涨价吗？”

典型人物访谈如何跳出如何跳出““千篇一律千篇一律””
杨文馨 季晓青

对话“陋室画家”

位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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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问题很尖锐，但确实问出了萦绕在大

众内心、很多新闻报道都没有解答的疑问。在对

话的过程中，位光明毫不掩饰自己“想红”的心

态，但他也说“不能在 （走） 红中迷失自我”。

他说等他技艺精进，自然会有人给他的画加价。

新闻报道不能只告诉观众一个结果，却又留

下很多疑点。只有坦然面对我们内心的疑惑，通

过深入的观察和采访，摘掉这些典型宣传人物的

标签，才能让人物从模糊变得清晰，让人物更加

真实饱满。

三、捕捉生活的真实细节 使人物接地气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秉持“不打扰”“不掩

饰”“不设定”的“三不”原则，拍摄了近8个

小时的素材，捕捉他生活的点滴。

他一日三餐的花费不足30元，却愿意耗费上

万元买绘画材料；他住在绍兴郊区月租金300元

的小屋，衣衫褴褛，却在绘画时与古典交响曲为

伴；他用50元收来的老旧笔记本电脑、20 元收

来的投影仪、一块白色的画板，搭成了属于自己

一个人的“豪华家庭影院”，位光明给它取名为

“光明影院”。通过真实记录下这些反差，捕捉

“日常作画”以外的细节，节目展现出了一个与

宣传报道中不太一样的位光明，生动反映了位光

明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诙谐风趣的生活方式。

正是采访的这种“零距离”感，才使得位光

明的访谈具有了一个日常说话的松弛感，褪掉了

镜头前的僵硬感；也是这样微距般的眼力观察，

我们才发现位光明内心的挣扎，才有了许多处不

同于其他报道的独家记录片段。

与此同时，有几个细节令我们印象深刻：位

光明在网上火了以后，属地街道专门在越城区的

斗门老街为他准备了一间上下两层的画室。这比

位光明自己的小窝敞亮得多，但他就是不肯搬到

画室来。深入沟通后，他连说好几遍不自信，认

为自己“德不配位”，自己的画技还不足以让他

自信到能够心安理得地搬到画室，还不配以一个

“画家”自居。而当我们捕捉到位光明听古典交

响乐时，就询问他，“震撼吗？”位光明的回答竟

然是“也没什么震撼，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继

续追问：“那你还找来听？”位光明脱口而出：

“生活需要面包，但更需要月光。”这几段现场，

让位光明的形象从“千篇一律”的宣传报道中跳

了出来，并让位光明这样一个此前被“捧上天”

的励志典型，“落地”成为一个真实质朴的普通

人。

一个人，可被感知，才可信。

四、妙用充满张力的镜头 给画面添生气

在捕捉位光明生活中真实细节的基础上，以

及不摆拍不设定的前提下，镜头记录了很多组富

有张力的现场，让整期访谈在视觉呈现上更有记

忆点。

位光明的画架上歪歪扭扭的几排字：“饿死

不乞讨，饿死不偷盗，饿死不低头”。他的手机

里经常播放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仿佛就是

他内心“不服命”的一种呐喊；小屋里凌乱地堆

了很多废品，不少生活用品表面的灰尘都已经油

腻了，但他的画作却被整整齐齐挂在墙上，一尘

不染。一幅原本是描绘黄昏的作品，他改了天空

的颜色，就变成了黎明。他在镜头前说：“黎明

总是向上的阳光嘛！”

颇有戏剧性的是，当他说完这句话时，屋外

雷声乍起，原本的晴天突然就暴雨倾盆。位光明

站在门口，凝视着天空。于是摄像特意拍了一组

意象性的镜头：大雨砸在地面上，但墙头的小草

倔强不倒。恰似位光明对待生活的态度：虽在困

苦间彷徨，但在彷徨中坚持向上。

这场暴雨过后，太阳又出来了，位光明背

着画板去写生。他边走边说：“人生的画布，我

还是最喜欢画暖色调。”后来，这句话也成为整

篇访谈的总标题。在接下来的记录中，摄像有

意识地给到暖色颜料几组特写，以及暴雨后天

空的云彩。

正是通过一系列富有张力的镜头叠加切换

“陋室”与“画室”、“废品”与“画作”、“安贫”

与“守道”，由此造成的对比感，形象体现了位

光明的乐观向上和在命运中寻找暖色的力量感。

这期访谈节目播出后的第一天，全网阅读量

就突破了650万。有专家评价，这期访谈的成功

最主要的就在于贴近生活，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

刻、生动开掘。

由此可见，人物访谈，不因“已知”而去采

访，要因“未知”而去采访，对人物观察的宽

度，决定了报道呈现的深度。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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