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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媒体融合成为主

流趋势，无论是传播方式、传播主题，还是

受众观看的方式，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

统的电视新闻访谈类型节目的制作模式也在

不断改进创新，更多的访谈环节由演播室搬

到了新闻事件的现场。本文以 2022年度浙江

省广播电视新闻奖新闻访谈类节目二等奖作

品 《李健：只为留得青山在》 为研究对象，

重点探讨在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中，如何利用

互联网“场景化”思维进行创作，根据主题

表达和受众需求，将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场景

化，让节目更加真实可感。

关键词：媒体融合 新闻访谈节目 场

景化创作

3年疫情让文旅行业遭受巨大冲击。宁波

“阿拉的海”水上乐园董事长李健3年3跨界，

艰难保住了 300 多位员工的饭碗，留住了企

业团队。笔者作为该访谈节目的主持人，长

期蹲点采访，跟踪拍摄海量素材，生动记录

了李健办口罩厂、做远洋捕捞直播带货、经

营度假酒店 3 次跨界的种种艰辛。2022 年 12

月 7 日防疫“新十条”颁布之后，笔者对李

健进行了专访。访谈中，李健回忆起2020年

7 月习总书记与企业家“谈心”时说过的话：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千方百计把市

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这是节目创作的主题，也是访谈内容的核心。

随着融媒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电视访

谈节目的样态需要有所突破。电视访谈节目

《李健：只为留得青山在》走出演播室，根据

互联网“场景化”的思维进行设计创新。“所

谓场景思维，就是在某个实际的、具体的情

境下，去思考产品如何满足用户需求的思维。

场景思维是产品经理必须具备的思维”。①笔

者认为，如果想创作出让受众接纳并喜欢的

作品，新闻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场景化”

思维。电视节目中的“场景”，指的不止是主

持人和嘉宾进行对话的地点，它还需要服务

主题表达、突出人物特点、满足受众心理需

求，使“场景化”能够真正成为电视访谈节

目的表现手段，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电视新闻

的访谈样态。

一、电视新闻访谈节目的场景化创作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 《李健：只为留得青

山在》 时长 14 分 33 秒，转场 9 次，涉及 6 个

场景。通过前期调研，主创者梳理出：防疫

新十条后开设的萌宠乐园、空旷的人工造浪

池边 （主访谈区）、乐园员工采访区、老年公

寓、领导调研采访区、海边等 6 个场景。不

过，无论场景如何转化，节目始终以访谈对

话的形式进行。电视访谈节目一般通过对话

内容的内在逻辑推动节目发展，但 《李健：

只为留得青山在》 是通过场景转换推动故事

情节发展。节目的访谈场景主要分为：固定

态场景、移动态场景、随机态场景。固定态

场景是主采访区；移动态场景推动故事线发

展；随机态场景虽然不是主要组成部分，但

场景化场景化：：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的应用与创新电视新闻访谈节目的应用与创新

——《李健：只为留得青山在》创作实践与思考

张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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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因为不设限的拍摄，更能捕捉到真情流露

的动人瞬间。

（一） 固定态场景：再现访谈对象真实的

工作环境

电视访谈节目需要一个固定的空间，让主

持人与嘉宾坐下来，进行一场不受外界打扰的

对话。电视访谈节目往往会将固定空间设置在

演播室或临时布景的场地。《李健：只为留得

青山在》将固定空间情景化，即回到访谈嘉宾

真实工作的地方，这也是整期节目的主访谈

区。在阿拉的海水上乐园内最核心、占地面积

最大的人工造浪池边，主持人与李健进行了一

场近1个小时的对话。从卖房子办口罩厂、出

海捕鱼搞直播，再到经营度假酒店，李健向主

持人真情讲述了疫情3年来如何在“沼泽”中

艰难前行，并在家人、员工的支持和政府的帮

扶下熬过艰难时刻的心路历程。

节目中虽然有 9 次转场，但贯穿主线的核

心内容都是在主访谈区完成，一共是 7 分 24

秒，占整期节目的一半时长。

（二） 移动态场景：生动补充访谈内容

主线

这是一种行进式的采访，根据嘉宾讲述内

容的情节发展，与嘉宾一同回到当时的场景，

边走边聊。根据故事脉络，主创设计了4处移

动态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萌宠乐园，这是访

谈开始的第一个场景。防疫新 10 条出来后，

李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冬季闲置的乐园场地搞

了萌宠乐园吸引游客。在小朋友欢乐的笑声和

穿梭的游人中，主持人与李健开启了对话。李

健说防疫新 10 条后，他更加有信心了。游乐

场只要有人，就能赚钱。真实的场景内，不仅

李健本人，观众看了也会相信希望就在眼前。

第二个场景是老年公寓。2020 年初，李

健为了办口罩厂，把他为妻子女儿准备的别墅

卖了，一家三口搬到了不足 90 平米的老年公

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人之常

情。从别墅搬到老年公寓，原本的生活用品根

本没地方放，只能堆放在客厅。主持人就在这

个空间内采访了李健的妻子李志媚。李志媚表

示，这两年丈夫不是没有往家拿回过钱，只是

钱还没捂热乎，就又被丈夫拿去发工资，家里

根本没有什么存款。当主持人问她觉不觉得委

屈，她噙着眼泪说，每到想抱怨的时候都不忍

心，因为知道太难了。这一段采访笔者也是强

忍着眼泪完成的，即便调研踩点时笔者已经对

李健的故事了如指掌，但在这个狭小的客厅

里，采访主人公一家人，仍然会被这一家人真

挚朴素的表达所震撼。这也是本期节目的一个

情感爆发点。

除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更离不开政府的

帮助。在李健深陷泥潭，再也借不到钱的时

候，是象山县政府出面担保，帮助李健向银行

贷款300万。这笔钱对当时的李健来说是救命

钱。如何展现，笔者选择在时任象山县副县长

张微燕到阿拉的海调研时，果断抓准时机进行

现场采访。

第四个移动态场景是在李健经营的度假酒

店前的沙滩，这也是全篇最后一个场景。主持

人与李健吹着海风，边走边聊，李健向主持人

讲述他准备建一个海边露营地，再开个海边酒

吧，把来到象山的游客都留在象山。最后一个

画面，随着航拍镜头的拉起，是一望无垠的大

海。大海能包容一切艰辛，也能承载无限

希望。

移动态场景在这期节目里是非常重要的一

条逻辑线。它与访谈主线相辅相成。随着故事

情节的发展，每到一处场景都是对内容主线的

生动补充。电视访谈节目时间长，观众很容易

疲惫，根据故事发展，进行场景化的叙事，能

让观众跟着主人公笑，跟着主人公哭，起到吸

引观众持续关注的作用。

（三） 随机态场景：捕捉真实细节展现人

物内心

在《李健：只为留得青山在》中，很多没

有剧本安排的拍摄场景，往往能捕捉到最真实

的细节。当李健带主持人来到他们一家人居住

的老年公寓时，主创团队采取的是纪录片跟拍

的方式，不做干扰只是记录。当李健与主持人

进入屋内时，李健的妻子上前迎接，女儿很淡

漠，只是自顾自地玩，李健则是非常讨好地直

奔女儿而去。主持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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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的妻子说：“看，孩子都和他不亲了。”

妻子无奈地表示，李健是家里的“大客人”。

这样的场景，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女

儿激动地扑向爸爸。但细想，长期没有父亲陪

伴的小女孩，看到爸爸回来一定是有生疏感

的。面对这一份生疏，更激发李健内心对家人

的愧疚。这些没有设计、没有台本，访谈嘉宾

毫无防备的随机态场景，可以捕捉到嘉宾最真

实的反应。这也使得这些“边角料”成为展现

主题和人物性格的一道“大菜”。

二、场景化创作让节目更具真实感和说

服力

《李健：只为留得青山在》 从立意到选题

都具有较强的新闻性。节目将访谈场景放回到

真实的生活工作中，增强了节目的真实性和说

服力。

（一） 熟悉的工作生活场景下，访谈嘉宾

更真实可感

节目主创愿意花时间下功夫，在真实的场

景中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的真实性

格。主访谈区就设在水上乐园内最大的人工造

浪池边。在旺季，这里可同时容纳近2万人冲

浪。采访时正值闭园期，李健对主持人说，

2021 年是离“死亡”最近的一年，因为 2021

年 8 月疫情影响太严重，原本就要进入旺季

的，收入却几乎为零。望着空无一人的造浪

池，可能是触景生情，李健说感觉自己已经在

沼泽地里，就剩一个头了，马上就要沉下

去了。

游乐园没有生意，就带着员工出海卖鱼搞

直播的李健，也有挺不住的时候，这才是真实

的人。将访谈放回到采访嘉宾熟悉的环境中，

他才能毫无保留地把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述说出

来。笔者认为，嘉宾也需要一个宣泄口，主创

团队要做的就是帮他营造好场景。

（二） 还原真实可信的人物本身

新闻访谈节目的很多内容往往是嘉宾“自

说自话”，一些真实的客观情况会被刻意规避

掉。比如李健，他更愿意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打不倒”的李健。节目主创通过场景的突

破，从周边人那里找到了更加真实的李健。时

任象山县副县长张微燕找出了一年前她调研阿

拉的海时，李健发给她的信息。李健向她坦言

真的挺不住了，生病不敢去医院，怕真的倒

下，一天只有吃6片安眠药才能睡得着。张副

县长告诉我们说就怕李健会跳海，收到短信

后，她第一时间就派人到阿拉的海找李健。作

为当时分管经济的副县长，张微燕对李健的情

况非常清楚，知道他确实处在生死边缘，孤立

无助。最后在象山县政府担保下，李健向银行

贷款300万元。这段采访原本是为了体现政府

对李健的帮助，但没想到却看到如此绝望无

助、又真实可信的李健。

（三） 真实场景下主持人提问更有贴近性

访谈节目主持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

者，笔者作为该节目的主持人，最切身的感触

是，真实的场景能激发真实的情绪，碰撞出真

实的对答。在阿拉的海水上乐园，笔者问李健

办口罩场赚钱吗？李健说不赚，笔者带着不理

解的情绪追问，这是你拿卖房子的钱办的口罩

厂，总要保证自己的营收啊。李健表示不发国

难财，员工的工资能发出就行。在李健家中狭

小的客厅里，笔者问其妻子，这样的日子觉得

委屈吗？就一个问题，李健妻子的泪水夺眶而

出。笔者这个问题不是作为一个主持人，而是

同为女性下意识问出的。在真实的场景内，不

光是采访嘉宾，主持人也会迅速进入角色，问

出的问题也会更贴近嘉宾的情绪。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访谈节目的场景化创作，

并不是不断地换地方采访。每次场景的跨越都

赋予它讲故事的功能。场景带动着故事的发

展，改变采访角色 （主持人、嘉宾） 的情绪变

化。场景化的呈现使电视新闻访谈节目的形态

更加丰富、饱满，也更符合融媒体时代受众的

观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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