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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暴力：“视觉冲击力”悖论

朱静雅
（云南财经大学 研究生部，云南 昆明６５０２２１）

摘要：我国新闻摄影界普遍存在对视觉冲击力的误读和滥用。一方面，图片编辑不断寻找所谓具有“视觉冲击

力”的照片，另一方面摄影记者则不停按需制造这种照片。两者相互作用，便产生了影像暴力。影像暴力对新闻

媒体自身及媒体受众都是一种损害和背离。正确理解和运用新闻照片的视觉冲击力，避免影像暴力，是读图时

代新闻媒体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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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像表现方式的“视觉冲击力”

“视觉冲击力”在摄影界是被普遍应用的一个词

语。其英文是“ＶｉｓｕａｌＩｍｐａｃｔ”，最早为西方艺术界用
来评价绘画等作品视觉构成的词汇，后来用在新闻摄

影领域，意指新闻照片本身的构图、用光、布局、色彩

等给予人的直观印象。［１］实际上，“Ｉｍｐａｃｔ”并不只有
“冲击力”这一个解释，还有“影响”、“效果”等众多意

思。有学者认为，在国内新闻摄影界，“视觉冲击力”

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翻译和注解，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迎

合商品化社会的利益需求，是为推动某一事物能迅速

引起众人关注所竭力提倡的激进说法。如果译成“视

觉感染力”、“视觉表现力”或者“打动人心的视觉效

果”，则更能表达原有母语的意思。［２］

据有关资料显示，“视觉冲击力”第一次于国内

出现应是在１９８８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周上。［２］到目前
为止，这个概念在国内使用的时间已有二十几年。

就我国新闻摄影发展历程来说，在新闻摄影工作中

提出和运用“视觉冲击力”这个概念，标志着新闻摄

影对新闻主题和新闻事件本身的强调，也体现了新

闻摄影回归受众本位，将受众放在了新闻接受的最

重要位置上。如此，新闻媒体不再是简单地、单线条

地对受众进行信息传输，受众的信息接收要求和信

息接收心理也被新闻媒体纳入了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在实际的新闻摄影工作中，对“视觉冲击

力”概念的误用和滥用已经成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

题。最为明显的表征便是，有一些新闻摄影业界中

的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将是否具有“视觉冲击力”

作为评判一幅新闻图片好坏与否的唯一重要标准。

在这些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看来，所谓“视觉冲击

力”就是一眼即能抓住眼球并给予读者震撼的效

果，而要达到此效果，就要求摄影记者在选择拍摄对

象时，多将镜头对准一些血腥、暴力、情色等场景，但

若拍摄对象并不具备内容上的吸引力，则应选用广

角镜头来使拍摄对象发生一定程度的畸变、扭曲，达

到引人注意或夸大、夸张事实的效果。这样，“视觉

冲击力”从内容和技术两个方面，作用于受众的眼

球，让受众在观看时能够迅速注意到，以利于媒体实

现其后的价值。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利用广

角镜头对拍摄对象进行夸张畸变与拍摄血腥暴力等

内容是有区别的：前者情况多属于摄影记者对“视

觉冲击力”的错误理解或是摄影技巧的欠缺，而后

者则属于摄影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对“视觉冲击力”如何在实践中运



用等问题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就“ＶｉｓｕａｌＩｍｐａｃｔ”的
本义而言，“视觉冲击力”实际上指的是影像具有的打

动人心的力量，而“打动人心的力量”与“吸引眼球的冲

击”的区别显然是实质与表面的区别。［３］从这个角度来

说，“视觉冲击力”真正所强调的，应该是新闻照片本身

具有的内涵和深意。一张照片意义的获得，是其本身

所具备的超越照片自身价值的价值，而“被拍下的瞬间

唯有当观众可以从中读出超越它自身的持续时，才能

获得意义。如果我们发现一张照片有意义，那是因为

我们赋予了它过去和未来。”［４］

这也就是说，一张真正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

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

超越时间、长期甚至永恒价值。苏珊·桑塔格在其

著作《论摄影》中也表示，（拍摄）事件结束后，照片

将继续存在，赋予事件在别的情况下无法享受到的

某种不朽性（和重要性）。［５］因此可以说，摄影记者

在拍摄新闻照片时，必须要考虑新闻照片本身所具

有的文献价值以及照片背后所代表的记者职业素

质、受众心理需要和媒体社会责任。我们甚至可以

说，事实上，图片内在（隐性）的心理冲击力比外在

（显性）的视觉冲击力更有生命力。因此，这就需要

摄影记者必须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深刻的

领悟能力，以及对摄影器材的专业的运用能力。［６］能

实现对视觉冲击力的真正把握，是需要摄影记者长

期的影像实践以及对新闻专业素养的准确把握。而

就目前中国新闻摄影存在的对视觉冲击力的滥用和

误读的情况来看，这种滥用和误读主要表现在影像

暴力和暴力影像两个方面。

影像暴力对“视觉冲击力”的误读

很多人将影像暴力和暴力影像的概念混为一

谈，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暴力影像，从字面意义来讲，是“包含暴力内容的

影像”，所强调的重点是影像内容，是指影像作品涉及

到枪杀、斗殴等暴力血腥或色情等内容的情形。暴力

影像是针对新闻事实，即新闻报道主体范畴而言的。

而这种影像的存在，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的。早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
的《纽约新闻报》与约瑟夫·普利策的《世界报》之间

的报业大战，便为现代媒介竞争的奠定留下了一个反

面的范本和例子，史称“黄色新闻”时期。这种以极度

煽情、夸张甚至靠捏造情节来渲染新闻事件的报道取

向，达到了耸人听闻的效果，也刺激了媒介市场，满足

了受众的感官需求。在这其中，对于新闻照片的选

择，也自然与暴力、色情、犯罪等等联系起来，这是在

文字报道之外对新闻事件的补充，也更能够激发事件

的现场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而正是由于暴力影

像对现代媒体竞争产生的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因

此，即使“黄色新闻”时期已经过去，但在现代媒介操

作中，使用暴力影像的现象却依然存在。不过就主流

而言，由于“黄色新闻”受到了严厉的抨击，同时随着

新闻媒体对于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这种赤裸裸

内容呈现的暴力影像渐渐受到了社会的抵制。然而，

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所带来的传播效益，影像暴力

却就此应运而生了。

与暴力影像所不同的是，影像暴力强调的是影

像作用于读者心理的一种视觉感受。具体而言，影

像暴力是指基于影像传播者对于传播媒介的占有和

对话语权的据有，通过影像（包括摄影和摄像两种

形态）的传播方式而产生的一种强制性的、单向度

的信息传播，这样的影像具有某种强迫、笼罩的心理

控制效果，会使受众产生压抑感和不适感，同时还会

对影像内容发生依赖和排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然，具有影像暴力的影像中常常也包含了暴力影

像，两者往往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例如前面所

说，很多摄影记者为了实现其所理解的“视觉冲击

力”，会选用广角镜头来使拍摄对象发生一定程度

的畸变、扭曲，或者是拍摄一些血腥、暴力等内容的

照片，这两者同时也就是影像暴力的产生途径。由

于人类本身生理机能中包含了对视觉的依赖，渴望

视觉上的震撼和刺激，因此就会对这些类型的照片

抱有一种“窥私”的欲求。当然，如果这些照片的内

容超越了受众自身的心理接受范围和道德约束范

围，则会对这些类型的照片产生排斥心理。

在实际的新闻摄影工作中，由于很多摄影记者

往往将“视觉冲击力”单纯地理解为“吸引眼球的冲

击”或是“唤起视觉注意”，因此很容易就造成影像

暴力的状况。如在云南昆明２０１０年抗旱新闻报道
中，某报刊登了这样一幅图片：一个小孩提着一个破

桶站在干涸开裂的土地上。这原本是为表现缺水情

况下人们生活的艰苦，但摄影记者却刻意利用广角

镜头，从上往下拍摄，将小孩的头部和身体放大，使

拍摄对象的身体，尤其是头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畸

变和扭曲，并占据了照片画面的大部分。这里且不

说这幅照片有浓重的摆拍痕迹，这种将小孩的身体

进行过分夸张让其看起来如难民一般的处理方式，

说轻了，本身即是一种对新闻人物自身的不尊重，并

有可能误导受众对新闻事实的理解；而说严重了，则

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违背，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违抗。

笔者认为，这种拍摄方式，其实是在中国新闻摄影界

普遍存在的对“视觉冲击力”的一种误读，也正是这

样的误读导致了影像暴力。

影像暴力产生原因及规避

随着“视觉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于照片提供信

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媒体在提供信息的时候，自

然也会增加照片的数量，以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和

阅读习惯。同时，新闻照片对事实有一种确定性，一

种承载文字的抽象语境所不能提供的真实感受，因

此不会使受众对媒体提供的信息产生怀疑。在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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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媒介市场中，能否通过照片来

抓住受众“第一眼”从而实现抓住“眼球经济”的目

的，就成为了媒介竞争成败的一种决定力量。在这

样的媒介环境中，影像暴力就应运而生。而在具体

的新闻工作中，为了抓住受众的眼球，图片编辑会根

据人们的观看心理和需求来刻意寻找所谓具有“视

觉冲击力”的照片，与此并行的是，众多新闻摄影记

者在相互竞争时，为了使自己的图片能够吸引编辑

的注意，也会大量地采用“视觉冲击力”来突现自己

的照片。以上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影像暴力的

大行其道。另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被誉为“现

代新闻摄影之父”的卡蒂埃·布列松所创造的“决

定性瞬间”等概念，对我国新闻摄影的发展影响极

为强烈，这使得我们的摄影记者在拍摄新闻照片时，

往往会去考虑如何抓拍到更吸引人的瞬间，而忽视

整个新闻事件发展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影像暴力的发生频率。

影像暴力损害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所应当

担负的社会责任，也使得新闻的真实性无法维系。

为了片面地、一味地追求视觉冲击，而对新闻事件和

新闻人物本身进行扭曲或夸张，使照片呈现出来的

影像远离事实本身，这是对新闻自身真实性的背离。

不仅如此，众多研究表明，媒体中所展现出来的暴力

会对青少年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对媒体社

会责任感的一种亵渎。

因此，作为摄影记者在获取真正具有视觉冲击

力的新闻照片的同时，必须学会规避影像暴力。对

此，摄影记者首先是要提高新闻摄影的基本能力，在

工作实践中尽量避免滥用广角镜头；其次，要练好

“内功”，要准确把握新闻事件的内涵，深刻领会新

闻事件的意义，只有具备深厚的“内功”，才能通过

镜头发掘到能震撼人心并同时具备社会价值和社会

意义的照片；最后，摄影记者应当树立社会责任感和

坚持记者的职业道德，不能以牺牲新闻事件的真实

性和新闻人物的尊严等来获取受众的关注。

总之，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摄影将在新闻

媒体的未来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

色。对于媒体而言，只有将新闻的专业主义和社会

责任感作为宗旨，以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作为探寻

对象，把媒体的教育和娱乐等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现实自身的跨越和突破。而在这其中，正确地

理解并运用新闻照片的视觉冲击力，避免新闻照片

中的影像暴力，则是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在“读图

时代”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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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０页）
　　文化自觉与自决是英语学科建设的敏感点，如何
在学科建设中把握文化自觉与自决永远是英语学科的

使命、责任和义务。倘若无法把握这个敏感点，英语人

就不会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倘若没有学科的终极关怀

意识和理念，英语学科就难免会沦为工具性的学科；倘

若走不出学徒心态，英语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就只能亦

步亦趋，而无法抓住“二度符号化”和阐释学过程中的

创新机遇。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英语学科也就毁于一

旦，“达芬奇”式的崇洋剧也将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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