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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摄影理论 授大学写作“描写技法”①

徐开良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遵义５６３１００）

摘　要：聚焦与立骨，是我国传统的写作技法，也是大学写作教学目标明确要求学生掌握的２种最基本的写作技法。
在实践中，学生常常不得其法，叙事与描写难达应有的效果，掌握此法成了大学写作教学的一大难点。为突破这一难点，

可以借鉴摄影艺术理论，利用摄影艺术与文学艺术的相通之处引导学生，帮助学习掌握“聚焦”“立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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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与立骨是我国传统的写作技法。聚焦，就是确
立文章焦点。它和摄影、摄像的“聚焦”有相似之处———

“凸现焦点”，给人留下十分清晰的“影像”。但文章的

“聚焦”作用于读者心灵，把“文字”转换为“心灵影像”，

而摄影则作用于观众视觉，生成“视觉影像”［１］。立骨，就

是确立文章骨架。它与聚焦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聚焦

是以人物、细节、场面等作为文章焦点，立骨则是用一个

字，一句话或一段话作为文章的中心。聚焦是“形象立

骨”，立骨是“抽象聚焦”［２］。

聚焦与立骨是大学写作教学目标明确要求学生掌握

的２种最基本的写作技巧。在教学实践中，尤其是在进
行叙事类散文的教学时，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掌握这２
种技巧，写出来的东西结构松散，主旨游离，缺乏艺术感

染力，引导学生掌握其要领，成了一大难点。怎样才能有

效突破难点，让学生尽快掌握这两种写作技巧，学会“艺

术地”叙事，将“事”叙得有“神采”，有“艺术感染力”，写

出令人满意的习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鉴

摄影艺术手法，引导学生学习掌握聚焦与立骨的写作

技巧。

１　借“聚焦成像”，授“正面描写，侧面烘托”
摄影“聚焦”，指在摄影过程中，要使物体（被拍摄的

景物）在凸透镜（镜头）后面的幕（胶片或ＣＣＤ传感器）上
呈现出清晰的像（照片内容），就需要调整凸透镜（镜头的

镜片）与幕（胶片）之间的距离，使拍摄主体清晰。摄影聚

焦后，拍摄的像片主体突出鲜明，陪体模糊暗淡。如果没

有聚焦，拍摄的图像则主体模糊，主题不明。同理，描写

人物、事件、物品，如不能“聚焦”，则行文松散，主题不明，

难见“艺术效果”。

行文“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手法并用，意旨在文

章中不用明线直陈，而往往如云中之龙，只隐约露其鳞

爪。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借助“聚集”与“立骨”，使文章或

作品形成一个焦点、一个核心，从而树立文章主干。借人

物聚焦、事件聚焦、形象聚焦、景物聚焦等暗示意旨之法，

通过这些焦点，弥纶全篇、深化意旨。

如今的大学生，手上大多握有摄影功能的手机，有的

还有专门的照像机。教师先要求学生将不经聚焦拍摄的

像片与聚焦拍摄的像片作比较，就会明了聚焦的作用。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写作的描写上，会让学生产生顿悟：描

写的主体必须具有突出性、代表性、典型性，陪体必须对

主体起很好的说明、引荐、美化的作用［３］。教师在此基础

上，以名篇为范例，引领学生掌握“正面描写，侧面烘托”

的聚集与立骨之法。

例如，教师可用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背影》为例。《背

影》中突出地描写父亲的“背影”，一共出现三次描写背

影。第一次看到的是父亲买桔子过铁道时的背影。这是

一个动作性很强，感情内容极为丰富的聚焦。在描写中，

凸显了父亲的肥胖臃肿、步履蹒跚、上下不便、行动艰难

的情状。父亲如此努力，竟把买桔子这样一件细小的事

当作神圣使命来执行，足见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在他心目

中的显著位置。儿子看到这种情景，联想起父亲“祸不单

行”的处境，感动得流下泪来。在这里，作者没有描写车

站的情况，也没有描写桔子的样子，更没有描写乘客的情

形，而是采用“聚焦”手法，集中“火力”描写父亲的背影，

显得字字是情，句句有泪，读来让人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这正体现了“聚焦”与“立骨”传统艺术手法的魅力。

又如，鲁迅小说《故乡》的开头有这样的描写：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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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进船舱里，呜呜地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

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这一段对故乡自然环境的描写，“聚焦”于场面，烘托

出“我”心情的悲凉以及对故乡的失望，同时也为“像一个

木偶人”的闰土出场安排了一个典型环境。通过引导分

析，学生能够进一步理解 “主体是表现的主要内容或主要

对象，陪体是衬托主体的‘配角’”的写作理论。

２　借“视角不同，效果各异”，授“场面聚焦”
拍摄视角，指相机镜头和被拍摄对象的高低水平位

置。一般说有仰、平、俯角之分。俯角拍摄，镜头对着被

摄者俯视，以被摄对象周围的环境作陪衬，可得到较多的

表现，适用于描绘人物俯身活动的姿态，宜于细腻的情感

表达。仰角拍摄，即镜头对着被摄者仰视，被摄者的影像

高于背后的景物，能突出主体的高大，主题鲜明突出。平

视拍摄，主体与被摄物处于同一平面高度，主体视角呈中

性，宜于表达客观现实，所获影像真实可感。

为了实现“场面聚焦”，使描写内容“立骨”，让主题突

出，我们可以借鉴“不同的摄角会产生不同的透视效果”

的理论进行场面描写。例如文学家、书法家方纪的著名

散文《挥手之间》，其场面描写就是这一理论的范例：

（１）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
是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在前线战斗

要打响以前的一刹那。

（２）不一会儿，一辆延安人民熟悉的带蓬子的中型汽
车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驶来。立刻，人群像平静的水面卷

过一阵风，成为一个整体朝前涌去。汽车停住，车门打

开，机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３）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新的布制服，深
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像出门作客一样，引起人们一种

离别的依恋之情。

（４）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
那宽大的手，跟大家一一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

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怀和鼓舞之情。然后望着

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边的飞

机一直走去。

（５）机场上的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
高大的身影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

踏上飞机的梯子。

（６）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
人群。

（７）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
（８）主席摘下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

像是鼓励。

（９）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挥
手，整体朝前涌。

上述场面描写分３个视角９次取景。描写“聚焦”于
送别的９个场面：毛主席到达前送别的场面概貌；毛主席
到达时的情景；毛主席下车时的特写镜头；同中央首长和

送别人群道别；人群望着毛主席走向飞机；在飞机舱口回

身的动作；人群涌向飞机；毛主席注视人群；人群拼命挥

手。上述取镜分３个角度：俯视描写机场总貌和气氛；仰

视描写毛主席的形象；平视描写送行的情景。由于作者

在送行场面的描写中，角度选择十分恰当，描写既“聚焦”

于送别的场面，又“立骨”于“主席的坚定、果敢”“人们的

不舍”；既注意了自然与社会背景的勾勒，又交代了人物

的活动；既写出了场面总貌和气氛，又突出了描写的重

点；既从不同角度摄取场景或形象，又主次分明，井然

有序。

重大场面的描写是大学生写作上的软肋之一，许多

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场面描写往往不知所措，对此，教

师如引导学生借鉴拍摄理论进行写作，实践证明，效果是

明显的。

３　借“固定与移位拍摄”，授“聚焦”与“立骨”
在现代摄影理论中，为表达一个主旨，需要用一处景

致表达。而为了有效地将主旨凸显出来，又常常需要几

张像片（组图）“聚合”，摄影需要完成几次构图，然后选取

不同的视点、不同的对象进行拍摄。拍摄时，可以定位拍

摄，也可以移位拍摄。这与现代写作理论的“定位观察”

“移位观察”同理。即可采取定位与移位观察的方式，获

得描写内容，尽而实现“聚焦”与“立骨”。如唐代边塞诗

人岑参《春山晚行》：“洞口桃花带雨，溪头杨柳牵风。鸟

度残阳上下，人随流水西东。”作者在同一地点观察到“桃

花、雨、杨柳、风、鸟、残阳、人、流水”，并纳入诗句组成意

象，将春山傍晚之美景描绘得细腻逼真，一幅自然闲适的

山居春山晚图尽现眼前。

“聚焦”于一处进行移位描写，朱自清先生的散文

《绿》最为典范。作者描写“梅雨瀑”，就用了在“山边”和

在“梅雨亭边”２个视点。在“山边”，写远眺，勾画出“梅
雨瀑”的概貌；在“梅雨亭边”，写“近视”和“远视”，描绘

出梅雨潭的雄伟气势以及瀑布流水给予人们的奇趣。聚

合起来，就给读者有关“梅雨瀑”完整的印象，具有强烈的

立体感。又如，为了细致地描写“梅雨潭的绿”的美，作家

先从整个潭面的角度写出它的绿意之厚，再从水中涟漪、

水光、水色等角度写出它的美丽、晶莹和澄洁，把“梅雨潭

的绿”的美，描绘到神妙离奇的境界。

４　借“人像拍摄”，授“人物描写聚焦”
人像摄影，拍摄视角大体分正面、侧面和半侧面 ３

种。正面拍摄，相机正对着面部正面，所获得的相片面部

左右２个半面都与镜头的距离相等，２只眼睛、２道眉毛、２
个嘴角、２个面颊、２个耳朵都能对等表现。侧面拍摄，相
机只对着被摄对象的一个侧面，形成９０°角。特点是只表
现对象的一个侧面轮廓，即一半面部，一只眼睛，一道眉

毛，一只耳朵，这种手法拍摄的像片，半个面孔得到明显

描绘，而另半个面孔则隐而不见。鼻子、嘴部位于轮廓的

前缘，得到重点刻画，画面显得生动活泼。半侧面拍摄，

相机对着被拍摄对象的半侧面，即正面与侧面之间的一

个方向，这一位置侧向较多，变化也较多。其特点是五官

及面颊的２个半部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成像大小比例不
相等，离镜头近的一面表现为大面，离镜头远的一面表现

为小面［４］。

摄影中的这３种方法，与作家“人物聚焦”的描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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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于“人物描写与刻画”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请看

下面３例。
（１０）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

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

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一

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

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

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鲁迅《故乡》）

（１１）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
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

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

力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

《故乡》）

（１２）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
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

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

规。（鲁迅《故乡》）

第（１０）例，通过正面刻画，描写出一个深受兵、匪、
官、绅、苛税折磨的农民的形象。第（１１）例，通过侧面描
写，刻画出一个勇敢，多智，机灵的少年闰土。第（１２）例，
采用半侧面描写手法，写出了深受封建社会迫害的市井

小人物杨二嫂的形象。３例都可谓人物描写的典范。因
为描写视角不同，获得的艺术“成像”也不一样。作家聚

焦于此“成像”，实现“立骨”，进而达到艺术表达的目标，

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５　借“抓特征构图”，授“刻画人物性格”
为了实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在行文中需要描写人

物外貌。而选择怎样的最具表现力的材料描写，才能达

到最佳的效果，这对大学生们来是说，是一件难事。而借

鉴“抓特征，用特征说话”的摄影理论，引导学生进行人物

描写，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宋代诗人叶绍翁《游园不值》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流传至今，读来让人倍感艺术惊叹，其

原因之一恐怕是诗人用了最富有特征的物象“一枝红杏

出墙来”表达“春意盎然”这一高明的艺术手法。这和“可

以选择一两个物体作为象征，表达拍摄者要表达的思想”

的摄影理论一脉相承，就像中国画描写景物时“循影知

竿”的省略法，描写山水时“烟横雾锁”的空白法，以山溪

蝌蚪群表达“千里蛙声出山泉”，以小和尚挑水表现“深山

藏古寺”等一样，具有较高的艺术性［５］。

鲁迅曾说：“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

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如画了全副头发，

即使绘得逼真，也毫无意思。”［６］先生所说的“画眼睛”之

法，就是刻画人物，必须聚焦于人物特征，否则，就反映不

出“此”与“彼”的区别，难以实现“立骨”，使人得不到突

出的印象。在鲁迅小说《祝福》里，描写祥林嫂眼睛之笔，

就有１７处之多，作品就是因为抓住富有特征的物像，通
过对祥林嫂眼睛的描写，反映出她的不幸遭遇，其艺术效

果达到惊人的程度，这是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借鉴的。

又如，曹雪芹《红楼梦》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

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

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

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

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

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

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

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
!

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

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

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

先闻。

作品聚焦于贾府“大红大紫”的人物王熙凤，未见其

人，先闻其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这时王熙凤

还没有出现，却给了读者一种泼辣、不怕事的“大牌”感

觉。只是如此我们就觉得不简单了，可是作者还嫌不够，

在前面又巧设了一个铺垫。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

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

黛玉的这一思忖，又透出这个即将出场的人物的“不同凡

响”，要不眼前这些人都为什么会“敛声屏气”呢？这个人

物没有出场，却让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一

笑一思让她的“泼”“辣”“狠”的性格特征初现。接着，作

者对王熙凤进行了全方位的“聚焦”。先看穿着“聚焦”：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

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些珠光宝气的华贵穿着，显示

出这个人物身份的不凡，地位的与众不同。再看容貌“聚

焦”：“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

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丹凤是多么的

美，可惜它还有个定语“三角眼”修饰；柳叶眉是美女一个

标志，但是它前置一个“吊梢”。让人又感到诧异：立身于

贾府，笑脸相迎“主理事务”炙手可热之人，贾府“大管家”

的凤姐，“丹唇未启笑先闻”，让人感到有一种皮笑肉不笑

的虚伪。作者就是这样善于抓住特征，全力“聚焦”“立

骨”于关键之语，着力刻画，将王熙凤鲜明的形象描写得

清晰、逼真，读来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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