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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新闻播报的语言样态和语

言风格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语速缓慢、声

如洪钟的宣读式播报，到语速适中、铿锵有力的

联播体播报，再到如今语速轻快、平易近人的主

持式播报。不同时代背景下，受众对新闻内容的

需求侧重点在变化，新闻播报的形式亦需要推陈

出新，新闻样态也在不断地丰富。这就需要每一

位媒体人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打造独特的内容呈

现方式，新闻播报的语言样态和语言风格是该过

程中很重要的一环。

近几年随着技术手段的迭代更新，在一些重

要的新闻主题节点，浙江卫视新闻中心往往会设

置虚拟演播室。这对平时习惯于端坐在主播台前

“播”新闻的新闻主播也是一场场考验。例如，

每年全国两会体现数据内容的 《全媒体聚焦》

《图说60秒》，在杭州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展现

古城遗址风貌的《穿越5000年，揭秘良渚古城

遗址》，以及互联网大会揭秘乌镇峰会亮点的

《乌镇全搜索》等虚拟演播室节目的设置，表现

形式各有千秋，但呈现方式基本大同小异。笔者

从自身专业出发，结合新闻播报的样态变化对虚

拟演播室场景中新闻主播的自我定位进行探讨。

一、重中之重：转换语态，巧设定位

虚拟演播室是一项独特的电视节目制作技

术。它的实质是将计算机制作的虚拟三维场景与

电视摄像机现场拍摄的人物活动图像进行数字化

的实时合成，使人物与虚拟背景实现同步变化，

从而达到二者的融合，以获得完美的合成画面。

虚拟演播室与实景演播室的共同之处在于：文稿

内容一致，节目风格一致。这会让很多主持人认

为虚拟演播室只是更换了一个场景，方式从坐播

换成了站播，实际上播的内容还是换汤不换药。

其实不然，虚拟演播室与实景演播室的不同之处

在于：互动感增加，主持人定位更细化。笔者拿

了几期不同平台的虚拟演播室出镜主持作品分析

研究后发现，那些被大家公认为佳作的虚拟演播

室出镜主持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转换语态，巧

设定位。无论主持人的风格是活泼灵动或大气优

雅，他们都将自己的定位从新闻播报者变为内容

讲述者，在播报的语态上选择多“说”少“播”。

各大主流媒体设置虚拟演播室的初衷是为了

让新闻“活”起来，加之虚拟演播室的文稿内容

大多以数据类等“干货”为主。如何对新闻内容

进行生动有趣的补充说明，对枯燥冰冷的数据进

行解读延展，考验着每一位主持人的语言驾驭能

力。在笔者看来，一个优秀的内容讲述者必须要

具备四感：讲述感、诉说感、对象感、关怀感。

讲述感，需要主持人客观公正地将数据和内

容讲出来告诉受众，力争将新闻内容讲到受众的

心坎儿上，在呈现方式上有语气轻柔、语速轻快

的特点，而不是用略显生硬的“播报”方式传达

信息。

诉说感，“诉说”顾名思义是“带感情的陈

诉”，也就是在拥有讲述感的基础上，加入一部

分个人态度表明立场。例如，为2022年全国两

会设置的虚拟演播室节目《全媒体聚焦》，里面

的数据对于受众来说是一片利好。此时我们就要

代入自己身为国人的自豪，并将这份自豪感传递

给受众，鼓舞受众。

对象感，换一个更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亲

切感”。这一点对于在虚拟演播室录制节目的主

持人而言尤为重要。大多数的虚拟演播室是用一

虚拟演播室中虚拟演播室中新闻主播自我定位探讨新闻主播自我定位探讨
李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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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蓝色或绿色的幕布搭成的格子间，所以在技

术人员的口中虚拟演播室也有“蓝箱”“绿箱”

的别称。设想一下，当主持人站在空荡荡的房

间，四周除了面前的摄像机与返看监视器，剩下

的是成片的绿幕。这种情况下即使主持人“目中

无人”，也要努力做到“心中有人”。这样才能将

强烈的播讲愿望化作亲切的语言表达，从而让受

众产生情感上的交流与呼应。

关怀感，作为传递信息的主持人，不仅要对

受众抱有关怀之心，对稿件的内容也要发自内心

地给予关心。虚拟演播室的口播稿内容往往是书

面语与口语的结合，主持人在对数据内容进行准

确无误传达的同时，要由内而外地展现出自己的

关怀感，让受众看了听了之后对新闻的内容有切

身的感受，并能“入脑入心”。这才是各大媒体

设置虚拟演播室的意义。

二、当务之急：“一心二用”，想象当先

虚拟演播室技术可以制作出任何布景和道具

以适应新闻内容的需要。这些道具往往是计算机

设计的三维模型，并可以随着内容进行变换。这

些模型既可以是静态的图像，也可以是动态的视

频。因此，我们在许多新闻节目中可以看到演播

室刮起“龙卷风”，主持人在月球进行“实况”

转播等情况。

要想把虚拟演播室的内容呈现得尽善尽美，

除了语态的转换，肢体配合也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一心二用”在虚拟演播室的录制过程中尤

为重要。主持人一方面要将稿件内容一气呵成、

准确无误地讲述出来；另一方面要顾及到模型的

位置、大小与出现时间，并做出相应的动作配合

模型的变换。能否真正发挥虚拟演播室的优势，

创造出高质量的特技效果，在于主持人的想像力

和模型之间的配合程度。这对主持人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空间构画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拥有方位

感，对模型的大小和形状做到心中有数。虚拟演

播室系统用软件来生成背景和模型道具，并可以

在瞬间改变场景，很多“数字”瞬间就能出现在

主持人的手中，甚至主持人一挥手就能在头顶出

现一枚火箭。模型道具的多样化使得每个模型的

大小和形状都不尽相同。这时主持人就要运用自

己的空间构画能力，在前期的彩排中通过返看监

视器来确定自己与每一个模型的距离，同时设计

出流畅的走位路线。由于主持人的画面是由真实

摄像机拍摄，背景和模型是由虚拟摄像机渲染呈

现，模型的成像和主持人在返看监视器中所看见

的是相反的方位。当返看监视器中的模型出现在

自己的左手边，同时需要拉开与模型的距离时，

主持人反而需要向与距离模型更近的方向走，这

时在电视上的呈现则是和模型拉远了距离。这种

“左右颠倒”对于主持人的方位感要求极高。

二是无实物表演能力。“无实物表演”一词

最初是表演专业中的概念。它的目的是以动作代

替道具，考验演员自身的现场表现力与想象力。

对于一个录制虚拟演播室节目的主持人而言，除

了会播，更要会演。当主持人置身于绿箱中，周

围虽然空空如也，但是因为渲染技术有限，主持

人的走位区域被框定得比较小，大约只能在一个

直径不超过1米的圆圈内走动。与此同时，主持

人只能通过距离自己2-3米的返看监视器来关注

自己与模型的距离，如果想要让模型的效果发挥

到最佳，我们需要在具备镜头意识的同时，通过

发挥想象力来兼顾自己与每一个模型的关系。例

如，一组模型出现的状态有高有低，有大有小，

我们要设想到底是用“托举”“挥手”“点击”等

动作中的哪一个来配合。除了手势要变化，语气

和眼神也要配合到位。比如，当身边的模型变成

小汽车的时候，我们要主动设想身边真的有一辆

同等大小的车，那么眼神一定是看向车身的，而

不是飘忽不定或者看向其他角度。同理，当出现

的模型是农民的丰收田时，我们的眼神一定是看

向身边的地上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无实物表演

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建立在每一个模型出现时

我们给出反应的分寸感和逻辑感之上。

三是专注记忆能力。在正式录制的环节中，

主持人要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面前的提词器上，

同时无法通过返看监视器来确保自己和模型之间

的距离是否恰当，这时专注记忆能力就开始派上

了用场。在前期的彩排中主持人已经理清了大致

的走位路线，这时除了要记住走位的方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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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记住说到哪句话时会出现什么相应的模

型，在用手势配合模型的同时，卡好时间点

位，避免和模型冲撞。虚拟演播室节目的录制

往往需要多方配合，一气呵成，有时记错一个

点位就要从头开始全流程录制。如果说前两种

能力是主持人在彩排时的设计能力，那么，专

注记忆能力考验的则是主持人对整期节目的把

握调度。通过专注的彩排过程加深肌肉记忆，

让自己尽量不出差错。

要想满足以上三点能力，主持人则不单单

是一名内容讲述者，更成了一位表演艺术工作

者。在虚拟演播室中，主持人不仅要会“播”，

更要会“说”，甚至对某些地方还要予以置

“评”，最后以贴近生活的表现形式将这些内容

“演”出来，成为画面与节目艺术的创造者。

三、锦上添花：注重细节，多面共情

在虚拟演播室录制节目有着不同于在实景

演播室的录制需求，因为涉及到“抠像”“渲

染”等平时主持人这个工种无法接触与理解的

技术，所以需要主持人在多方面、多维度注重

细节，与各工种共情。

首先是着装方面。实景演播室中的服装只

需注意颜色不要过曝，避免与背景颜色过于相

似即可。但在虚拟演播室中，主持人的服装要

以纯色为主，在面料的选择上，尽量不要选择

有格子、条纹等花纹或者容易反光的材质。这

样主持人的成像与虚拟背景的画面会更加贴

合。在颜色的选择上，避开任何蓝、绿色系的

颜色，蓝色和绿色会直接与背景同化，而掺杂

蓝绿色系的衣服不仅本身会颜色失真，同时会

影响主持人的成像效果，使人像比较模糊。在

款式的选择上尽量挑选简洁大方的衣物，不要

有蕾丝花边、流苏等过多的装饰。这类物品容

易随着主持人的动作有摆动幅度，抠像技术不

是很好追踪，这样会使主持人的成像来回变动

不够完整。在首饰的搭配上，尽量去繁化简，

建议最好是不要佩戴任何首饰，这样可以避免

耳环与胸针等金属在灯光的照射下反光影响成

像。高跟鞋的选择尽量避开亮面皮质，建议穿

哑光的粗跟鞋，因为鞋跟太细容易被电脑一起

渲染成背景色，显得主持人像在“悬空”播

报，失去真实性。

其次是技术配合方面。在前期，电脑模型

师需要根据稿件的主题来创建节目背景，同时

浏览文稿内容，创建出多个模型。模型的位置

大小则需要根据主持人在绿箱中的位置大小来

确定，力求给观众最舒适的观感。同时虚拟演

播室中的灯光非常重要，除了顶光和前置光，

还有地面放置的反打光源，有时只是一个光源

的角度没找好，主持人在背景中的成像也会差

强人意，甚至会出现人脸与身体是两种肤色的

效果。因此，在灯光调试方面，主持人要身体

力行，积极配合灯光师进行走位与调整。此

外，还要注重与实景演播室的衔接过渡。在过

渡环节，往往会采取中景与远景切换的方式使

得过渡更自然。中景使用的是连线镜头，对于

主持人而言则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想象此

时此刻正与实景演播室的主持人实时连线，脑

海中要有画面感，眼神中自带交流感；远景使

用的是走动入画镜头，对于主持人而言，则要

确定语言基调、行走动线和步伐速度，同时用

余光兼顾到走位的定点，切勿在镜头前低头寻

找点位，或站定后再慌张挪动，要尽量一步

到位。

无论是虚拟演播室，还是实景演播室，主

持人都是新闻信息传播链条中的一环。虚拟演

播室只是让导语的呈现有了更多空间变幻的可

能，让主持人有了更多对节目内容进行设计创

造的空间。虚拟演播室的录制看似艰难，实际

上是一次次熟能生巧的过程。随着录制次数的

增多，主持人与技术人员之间调试磨合所需的

时间也会越来越少。这也恰恰证明了无论是语

言艺术，或是其他方面的技能，都需要主持人

日复一日地练习，带着脑子去钻研，将新闻播

报融入到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中。这样不论未

来技术如何更迭，呈现形式如何转变，主持人

在传播方面始终具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