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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留白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

◎李欣濛
摘要：对话留白是现代影视作品中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段，对话主要是指人与人间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可充分凸显人物

的心理活动，也能实现对剧情与人物性格的有效诠释。而留白则是传统艺术中相对独特的创作方式，强调黑白详见与虚实

结合。当下，留白是打造意境的基础，其被广泛应用到影视作品中。对此，本文就对话留白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展开了相

关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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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顾名思义，就是在作品中留下

一定的空白。而留白在传统艺术应用方

面比较广泛，留白的出现，看似是作者

不经意为之，实际上更能凸显作者的独

具匠心。若实现对留白的高效利用，既

能引发受众情感上的共鸣，还能让作品

更具吸引力，会引领受众情感、思想顺

着故事情节而出现诸多的变化。运笔时，

会适度将某一人物、某一场景弱化处理，

以更好的渲染气氛、抒情写意。在现代

影视作品中，影像结构会受到留白技法

的有效影响，也就是说，留白是美学理

念的有效拓展，主要表现在布景方面藏

景，而在情节上进行悬置。

一、留白对话的创设

对话留白是作者设置的一段重要话

语，而留白对话就像绘画一样，看似无景，

实际是营造另一番意境。留白则有画龙点

睛的作用，也是创作者的精心设计。通常

情况下，留白对话营造出的氛围呈现多元

化特点，而在气氛上可发人深思，可插入

相应的音乐，以引领观众情绪。同时，通

过画面再现可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从

而调动起观众补白的积极性，让故事情节

更加引人入胜。

（一）作品预设

作品生成与预设互为因果，无前期的

预设也就不会生成更具灵魂色彩的影视作

品，最终也会换作泡沫。为了达到理想的

预设效果，可将留白创设其中。在作品疑

问与答复处理方面应用较为独特的技艺，

既可调动观众积极探究的兴趣，还能为创

作者带来更多的收获与兴趣。一般来讲，

作品作者会选择独特的思维形象来设置留

白，通过此种处理，悬思性质更强，还满

足了留白的实际需求。例如，在《琅琊

榜》中的角色梅长苏是作者预设的一个足

智多谋、才华横溢的宗主形象。看似为追

求名利，实际上是为洗刷冤屈。梅长苏为

了洗刷冤屈不断坚持，坚守正义，其执着

的信念感染着每位观众。例如，剧中有一

情节，蒙挚紧握双拳，眉头紧锁，“皇上

命我一月内破案，这并非我所长，本就

无头绪……可誉王偏偏又来这一出……”

此时，梅长苏表示，誉王并不是想害蒙

挚，而是想借机拉拢而已，而后，梅长

苏笑了笑，认为此案也没法破。此举为

后续梅长苏对付誉王与谢玉埋下了伏笔，

也充分凸显出梅长苏这一人物心怀天下、

足智多谋的形象特点。

（二）演员的巧妙演绎

对话留白的呈现效果与演员演绎具有

直接性的联系，通过演员的巧妙演绎，能

将对话留白的艺术价值充分凸显出来，这

对于影视作品创作而言意义重大。以《那

年花开月正圆》为例，女主角周莹性格开

朗、心地善良，初识吴聘时，正赶上吴聘

被乞丐碰瓷想讹钱。吴聘知道乞丐讹钱，

还是给了他钱财，此景被周莹看到，此时，

周莹觉得吴聘太好骗，就假装自己乃是乞

丐妹妹向吴聘道歉，将自己的玉佩交予吴

聘以作赔礼，在表演周莹道歉时，演员的

行为有停顿且带有无奈，进而激起吴聘对

周莹的同情心，等意识到周莹此举的目的

后，内心不快，而周莹诉说自己的家庭变

故后，吴聘表示：“哎，你们，你们不是

本地人吧？”此处吴聘两次提到“你们”，

且稍作停顿，表示吴聘对周莹家中变故心

生同情。而后，周莹想让吴聘买下自己的

玉佩被吴聘拒绝，此时，周莹连忙改口：

“只要五两，不，三两，不，二两。话语

中连续的两个“不”字充分凸显了周莹想

要获得银钱的急切心理。演员将内心矛盾、

情感痛苦，再加上演员音色的变化与哭泣，

把“不”字刻画得淋漓尽致，以更好的感

染人。“不”字的应用，大大拉近了人和

人间的关系，也能让观众思考这个词语的

真实内涵，也会让观众对电视情节更加期

待。且此情节的设定，为后续发展埋下伏

笔，也让情节增添了趣味性与情趣性。

二、对话留白在影视作品中的艺术效果

（一）引发情感共鸣

对话留白在作品中的设计，可引发受

众心理与情感上的共鸣。例如，在《阳光

灿烂的日子》中一处经典情节，雨夜里马

小军嘶喊米兰的名字，等到米兰出现后马

小军大声告白：“我喜欢你！”此时背景

中响亮的雷声将马小军的声音盖住，米兰

并未听清马小军的话，当她再次寻问时马

小军却失去勇气转身就要走，借口说车子

掉在沟里啦。此情节的设计，与现实生活

贴近，让人们联想到初恋时的青涩与单纯，

能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重温成长的

烦恼，且都是每个人曾经经历过的。而后，

米兰一把将马小军拉到怀里，两人紧紧相

拥，也满足了观众对戏剧情节的期待。

（二）充分凸显人物的性格特点

对话留白在作品中所凸显出的艺术效

果还表现在凸显有性格特点方面，能将人

物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物形

象变得更加生动、立体。例如，在电影《走

向共和》中，李鸿章曾经对其部下黄瑞兰

承诺，“永不相负”。可等到李鸿章得知

黄瑞兰杀人、贪污军饷后，李鸿章表示不

能负了百姓与朝廷，只能负黄瑞兰。而负

和不负对于观众的触动还是比较大，也值

得人们深思，充分凸显了李鸿章的大局意

识、不枉私情，让整个人物形象变得更为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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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时代地方党报的创新报道思
路探讨

◎李桃红
摘要：融媒时代，信息的传播主体与传递形式发

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一度唱衰，读者生活与观念发

生同样巨变，地方党报面临生存危机与发展困局，如

何掌握话语权成为新的难题。要守牢舆论主阵地，

就必须强化责任与担当，主动谋划，顺势而为，借

助创新手段不断提升整体传播效果。基于此，本文

就融媒时代地方党报的创新思路进行深入探讨，研

究如何提升党报新闻舆论引导力，力争全面完成党

媒转型新使命。

关键词：融媒时代　地方党报　创新报道

新时期下，地方党报如何在社会舆论中发出最强音、守牢话语权、捍卫

影响力，成了党报工作人员在融媒时代下的又一新课题。十九大报告特别强

调了新闻舆论需要进一步提升新闻舆论“四力”，为地方党报的创新发展指

明了方向。

一、借助可视化技术突出党报内涵

读屏时代，仅仅一个好标题已然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充实的内容和创新

的表达形式都是吸引大众的关键所在。在融媒体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地方党

报更需要以大众视角为出发点，借助可视化技术新手段创新报道形式，一方

面迎合大众阅读习惯，另一方面对新闻内容进行针对性优化，在增强时政新

闻业性的同时，赋予内容两种“有意义”与“有意思”的结合，从而增强阅

读互动性和可读性。

在写作环节上，党报记者更应将冗长的文字表述进行有效转换，对文字

理论和内涵进行精准提炼，通过简洁的语言和清晰的思路让大众在化繁为简

的方式下找到重点，便于快速阅读并引发其思考。除此之外，记者在写作环

节应借助“轻阅读”来进行新闻写作的创新，梳理出关键词，帮大众“划重点”，

让新闻的厚度增强。优质内容的吸引力极强，不仅要让内涵丰富，还应重视

低学历人员的理解能力，在写作时有意识地融入“接地气”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在正文最后创新使用“延伸阅读”，依托思维导图等方式与正文形成一种互补，

彰显“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在创新过程中，党报不再是将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传递，而是将新闻中

的交汇点进行收集，核理全文再进行可视化的编辑，让党报以全新的形式展

现给大众。同时，加强新闻策划变得更加重要，既要依据新闻事实策划报道

重点、亮点和思想，选取报道的角度和形式，也要深入广泛的采访和深度分析，

努力创造更多有高度、有温度、有特色的新闻报道，不断形成集约化的整体

舆论中心，吸引读者注意。

二、巧用资源优势延伸党报产业链

讲好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不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是党报的重

大使命，也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党报要比起一般报纸媒体应具有更强的核

（三）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

《秋菊打官司》中的系列情节向观众凸显了

淳朴民风。影片中的村长这一角色鲜明且立体：

菊多次进城告村长，但村长都是热情相迎，且秋

菊难产，村长也连夜带着人将她抬到了医院抢救，

及时营救了秋菊母子。在此桥段中，村长是个公

私分明、热情助人、朴实的人，其朴实的语言让

人动容，也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生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话留白是影视作品创作者给观

众留下的快乐源泉，其也留下了一定的悬念，也

留下了多元解答、多维思索的空间，其为观众探

索与想象提供了空间。此外，对话留白艺术效果

的应用，能加深观众对作品的理解，可看作为对

作品赏析呈现多元化的审美追求，对此，对话留

白的合理化应用具有现实意义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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