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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体育解说创新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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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说需要创新

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常常觉得

电视体育解说 ! 包括评论 " 缺乏新意。据

##$% 在新浪网上对电视体育解说员

满意程度的调查!，&&’( 个反馈者中，

(’) 的人对目前的体育解说和评论总

体上持不满意的态度。所有反馈者认

为不满意的方面，最主要的是 “套话

多，没有新意”，占了 (*) 之多，成为不

满意的 &’ 项之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观众对解说员的要求。

其实，解说员自身也想求新，但经

常会碰到令其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

面，解说员“不得不说”，他 ! 或她 " 需要

根 据不 断 变 化 的 电 视 画 面 来补 充 内

容，向观众不间断地介绍比赛的进展、

运动员的基本资料及打法风格等，这

是解说的根本任务。但另一方面，他

! 或她 " 又要面对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和

短期内一成不变的情况。比如解说排

球，对打法的解说不外乎是老一套的

平拉开、短平快、背飞等；而在一段时间

里，镜头对准的还是几张熟悉的 “老面

孔”，他 ! 她 " 们诸如身高、籍贯等基本

资料早为人所知，等等。解说中可能存

在着很多千篇一律的情况。

长期下来，没有经验的解说员就

可能在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内容，

毫无新意。而观众面对经年不变的同

一个声音重复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也

会厌倦。现实的矛盾要求体育解说员

不落俗套地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收视

需要，如何实现“常播常新”、“新”中求

“新”就成为迫切的任务。

二、解说是个创新的过程

实际上，电视体育解说特别是体

育现场直播的解说，本身就蕴涵着相

当大的创新成分。

笔者赞同 ##$% 著名解说员孙正

平的观点：“电视体育直播其实就是体

育新闻的现场报道。”"电视体育解说

实 际上 是 一 种 对 体 育 比 赛 的现 场 反

映。与电视新闻截取现场的片段、通过

蒙 太奇 手 段 编 辑 来 反 映 新 闻事 件 不

同，电视体育解说 ! 包括直播或者录

像 " 是现实、连续、完整地反映整个赛

事的。因此，在电视体育直播或者录像

中，新闻事件本身是完整的，应当成为

主体，而现场的解说从属于现场的电

视画面，是为电视画面服务的。

“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这一

直是我们信奉的一条基本原理。事实

是新闻本源的第一要务，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决定了体育解说

是随着体育事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总

是会出现新的事件及其变动。解说因

此一刻也不能脱离正在发生的不断变

化的体育新闻事件，是一个对其进行

加工创作、反映报道的过程。这个过程

从本质上说就是创新的过程。体育解

说员如同身处实地进行现场报道的记

者，应在迅速变换的场景中捕捉新的

“亮点”，将新动态、新观点、新形势等

这些最新鲜活泼、最具新闻价值的内

容传达给观众。那些不具备重大新闻

价值的常规介绍可以从略，最重要的

是要挖掘新亮点，这样才符合新闻的

要求，符合创新的要求。

与此相适应，电视体育解说就具

有了新闻惯有的不可预知性。很多赛

况进展是无法 “先知先觉”的，解说员

总会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解说在很

大程度上就成了一门 “即兴发挥”的艺

术，要求反应敏捷的解说员善于在变

中求新。规律性东西和常规材料不可

避免，但时间、空间、人物都在变化，形

势也在变，比赛所蕴涵的意义也有所

不同，诸多变数中就潜藏着具有 “新

意”的突破点。电视体育解说也就不能

仅仅局限于比赛本身，还要深入挖掘

各方面的含义，这样才有更多的创新

余地。

由此可见，电视体育解说尽管会

遇到可能有的重复，但是却有着更加

广阔的创新空间，关键在于解说员如

何凭借自己的学识、反应力、判断力和

预见能力，紧扣比赛本身的各种现象

变化，抓住新动态，说出新观点，挖掘

新鲜含义，运用新颖灵活的语言表达

方式，学会在变中求新，做到内容和形

式上的创新。

三、电视体育解说创新的途径

!" 抓住赛场上的新动态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体育比赛总

是随着时间推移的。同样的一场比赛，

哪怕是两个知根知底的老对手 “冤家

路窄”再次碰面，在不同的时空下也会

有新的变动情况发生。新的队员、新的

教练等变动因素带来的新的阵容、新

的打法，以及比赛中随时可能遇到的

新的对阵形势和新的战术套路改变，

这些都是无法预知的，也是解说创新

的“可乘之机”。

#+, 素有 “体育转播之王”之称的

布伦特·穆斯博格就非常善于捕捉场

上的局势，“能根据比赛双方的竞技、

进攻防守状况迅速作出判断，指出双

方的强点与弱点并预测比赛结果”#。

在国内，也有人赞叹蔡猛的解说，惊叹

于他对局面的把握能力。他往往根据

局面的分析，判定下面运动员将要采

取什么样的战术，而接下来的局面变

化就是他预言的真实演变。

这是因为他们都是运动员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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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场上 的 局 势 变 化 有 一 定 的把 握 能

力，所以当运动员有什么样的战术套

路变化时，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就能

很快地预知。这种及时抓住新动态的

解说，就非常准确而精到，毫无疑问会

得到观众的赞许，特别是体育迷的称

道。这就需要解说员在解说之前一定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了解新动态，

并能迅速地作出反应。

!" 挖掘背景意义

从联系的观点来看，体育比赛并

不是孤立的，总是处于一定时空的具

体背景下的——— 有比赛的背景，观众

收视的文化背景等等。这些背景为比

赛增添了 “附加值”，增加了比赛的魅

力和“看点”。若抛开这些具体背景，比

赛无疑会演化成单纯的场面游戏，其

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发掘出来，观众

获得的信息量也大打折扣。而电视体

育转播! 包括直播、录像等 " 是需要有戏

剧性场景的，如果场面不精彩，没有令

观众大喜大悲、群情激昂的戏剧性情

境 ，比 赛 的 魅 力 就 无 法 完全 展 现 出

来。拘泥于场面描述的解说员也只能

是场面的一般转述者，既无法生动地

反映场上形势，又不能调动观众的收

视情绪。这样的解说往往会流于平庸

和肤浅。

及时地抓住场面，挖掘背景含义，

可以丰富解说的内容。这种背景包括

具体比赛前当时的形势，比如小组赛

中经常会碰到的 “连环套”的微妙局

面，还有比赛双方 ! 或队员 " 的交锋记

录，以及打法上的“技战术”等。这些具

体的形势不同，比赛者的心态、技战术

发挥等都会在场上有所体现。这些具

体的变量中就包含了 “新”的成分。善

于挖掘这种背景含义，就可以找到新

的亮点。

比如，#$$$ 年第 %& 届世乒赛团

体赛决赛，又是中国和老对手瑞典进

行决战。打头阵的刘国梁和瓦尔德内

尔也是老对手了，都是“大满贯”得主。

此前 ’ 次交锋，刘获得全胜，扮演了

“老瓦克星”的角色，但瑞典队声称找

到了刘的弱点，不甘心失败的老瓦极

力摆脱“逢刘必败”的怪圈。一个好的解

说员这时就应该针对这种具体背景，

分析两队让他俩打头阵的原因。二者

的心态，还应当结合场上的技战术变

化说明双方的主要意图，阐释刘最后

输球的原因。这样的解说才可能找到

新 的诉 求 点 ， 不 易 被 传 统的 模 式 束

缚。

()* 首席评论员马尔沃·艾伯特

就 下大 功 夫 把 评 论 做 得 有 力度 和 深

度。“在他看来，一场体育比赛并非是孤

立的，而是与社会、民族、文化、物质、精

神、心态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因此他的评论既能做到恰到好处，又能

挖掘更深一层：探索人们的心态”!，难

怪有人评价“艾伯特的评论犹如有名师

指点迷津般的效果”。

#" 说出新的观点

应当强调，本文中所谈到的解说，

可以认为是包括了评论在内的广义的

解说，而非单纯的场面介绍，因为我们

已经习惯了 “解说”这一约定俗成的概

念，所以我们谈到的 “解说”还应当包

含有评论的成分。

解说与评论是相辅相成的。解说

为评论提供 “由头”，评论为解说升华

添彩，所以电视体育解说大都是夹叙

夹议的。比赛中，评论不可或缺，是解说

的 “灵魂”。没有评论，观众不知所措；

没有评论，电视报道或转播就显得苍

白无力。而评论在解说中占有比较重

要的地位，关键是要有新颖的论点。

解说中的评论要创新。一方面，既

要像前文论述的那样，抓住场上的新

变化，为评论寻找新的“由头”，将表面

特征上升为本质特征，揭示现象的内

在含义。另一方面，又要对新的技战

术、新阵容、新打法等内容说出独到的

新观点。比如，国际排联从 +,,, 年开始

实行每球得分制，由此带来的对排球

攻防体系的一系列改变非常大。新制

度下排球技战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对中国队是利是弊等问题，都是新观

点的潜藏点。这就需要解说员有很高

的知识和技战术素养，善于从中发掘

出有亮色的新颖观点来。

$" 运用新的语言表达方式

体育解说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艺

术，场面的解说和评论都要通过语言

向观众解释和阐发。语言表达符合比

赛实际情况，还要体现体育的娱乐功

能，这样才可以相得益彰地体现体育

特色，开拓体育的内在魅力。体育解说

员要有深厚的语言素养，讲究语言风

格多样化，反对低俗化，真正做到“语不

惊人死不休”。

首先要不落俗套，不能总是听到

“好球”、“精彩”、“漂亮”等随口而出、

没有新意的词，要能灵活多变而又不

重复地进行现场描述。比如，一次听国

外的体育解说，光一个精彩的好球，解

说员就用了 -./012345、1671551/8 等不

同的形容词，避免单调。

其次要加强幽默感，加强语言的

艺术性。体育比赛娱乐成分很大，观众

不仅仅想从比赛中获得精彩的视觉享

受，一定还想耳闻生动风趣的语言。体

育解说就要求通俗浅显、口语化和大

众化的语言，缺乏幽默的解说员是难

以受欢迎的。

总之，电视体育解说尽管可能遇

到许多重复情况，但创新空间更为广

阔。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度报道”，对事

件解释、分析和预测，拓展了报道维

度，加深了新闻内涵，使其具有规模效

应，能深刻地表达主题，就像有些学者

概括的 “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的背

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不墨守成

规、敢为人先的优秀解说员，一定可以

不落窠臼，创造出新的解说风格和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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