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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令全世界震动。
率先行动起来的，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灾难报道本身没有得到太
多的重视，很多题材没有被挖掘。
作为个体的新闻从业者所积累的灾难报道经验也没有被规范地整理、总结、传播乃至共同讨论，更无
法在广泛意义上做普及。
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出现，媒介作为公众力量在其中的角色凸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SARS到禽流感，从2008年初的雪灾到年中的大地震，可以说，灾难报道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开始成型
，其进步直接推动了中国媒体的进步。
汶川大地震，不仅使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进一步觉醒，也使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空前的高度。
然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奔走在前线的记者必须具备充分的科学知识以及实战经验，才能最大化地
体现报道价值，传递灾区呼声，同时也确保新闻从业者自身的安全。
所以，我们总结了2004年底南亚海啸后国内外记者的报道经验，以及这次地震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报道
经验，再加上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Dart Center）数年来所总结的美国新闻业灾难报道的先进
经验。
作为中国第一本可供借鉴的灾难报道参考书提供给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学生以及其他一切关心此领
域的社会人士。
也作抛砖引玉之用，期待有更多的关于灾难报道的专业探讨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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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
    本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汶川大地震和南亚海啸的媒体亲历者谈其经历与经验。
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领域创造了许多之最，是中国灾难报道最成功的一次：南亚海啸，
则开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灾难的先河。
二是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
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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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杨磊：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杨磊：《21世纪经济报道
》特稿部主任。
2001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云南地方媒体工作，负责政法新闻报道。
2002年底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负责突发及灾难事件报道。
杨——杨磊李——李梓新李：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前线？
杨：我是5月14日早上到，本来打算12日去的。
地震后我们马上就有记者去国家地震局了。
当时找了地震局一个要去灾区的专家，我们说要跟他一起走，但他说要收拾行李。
我们约在首都机场见面。
3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他收拾行李，结果他已经从南苑机场坐军用飞机出发了。
于是我们就被耽误了一天，改到13日的飞机。
但是上午的航班都是救灾的，只有等下午的航班。
坐下午的航班飞到重庆，再从重庆包车去成都。
李：当时和专家一块儿走是报社行为还是部门行为？
杨：报社当时是想派人去的，但是有关部门下了禁令，就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不允许去，报社就犹
豫了。
但作为特稿部，本身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我觉得不能不去。
成都站的记者也找不着，于是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
我们后来打听了《南方都市报》，谁都没有管禁令就去了。
那天恰好是周一，我们每周一开编前会，领导们都在。
李：编前会的时候就知道地震的消息吗？
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编前会正要开始。
这时有一个女编辑说她血压低，头晕，后来大家才发现不是她的问题，是整幢楼都在晃动。
10分钟后有人收到短信，说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大概在4点钟，我们就有记者去机场，跟地震局的专家。
我们又派了很有经验的记者徐凯从重庆去成都。
他包了一辆车，到了成都已经是夜里10点多。
他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家里受灾的，他就跟那个人到他家写了一篇稿子，当天夜里12点多发回来。
李：你们当时的人员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杨：当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我以为我，加上徐凯、左志坚，3个人就够了，后来总部从广
东又派了两个人。
因为当时能从广东飞成都。
李：5月14日的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杨：有15个人。
加上当地记者站记者。
李：后来怎么又增加到30个人呢？
杨：我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乱了，也有人是没有报告总部就自己来了。
我们有一个同事开始说因为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所以要回家陪她，但是到了当地以后他没有回家，反
而去绵阳采访去了。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真正有规划地增加人是在第二个星期，5月19日左右。
那时候现场救援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灾后重建。
我们派去了一些常常在北京、上海跑政府如卫生、民政等线的记者，他们资源会更广。
当时去前方的主任有3个，我和其他两个人。
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领导，后来派来了两位编委，指挥调度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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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也是一个天然的编辑部所在地。
李：后来为什么考虑让编辑直接上前线？
杨：我们刚开始比较乱，记者写了稿子不知道该发给谁，也不知道怎样安排，放到哪个板块，怎么处
理。
于是总部从后方调来了3个编辑，他们直接在前方组成一个编辑部，稿件统一归他们，由他们来协调
。
李：你去的时候，怎么分条线的？
杨：我到了成都时，整个成都站的人都归拢了，我给大家开了一个短会。
希望女孩子去的地方都是当天能回到成都的，男孩子去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比如北川。
因为徐凯比较有经验，我就把成都到都江堰的路线给了他，把绵阳留给自己。
我是14日下午到绵阳的。
李：到绵阳的路还通吗？
杨：从成都到绵阳的路还可以，一直可以通。
但再往里走就困难了。
李：那你们是怎么再深入进去的呢？
杨：我们从绵阳包车到安县。
到安县又包了一辆车。
但是走到半路，在亚洲风洞，就遇到交通管制了。
因为要进去的车太多，堵路了。
虽然当时我拿着绵阳市委的采访证，也没有用。
后来我就走路上去了。
李：然后你只能步行？
步行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杨：对，走路进去。
我为了减轻负荷，相机都没拿。
就背了电脑，发稿用的，拿了一瓶水、一个手电筒、一个收音机。
李：收音机能够收到信号吗？
杨：时断时续。
李：走了多久？
杨：走了5个多小时。
李：大约多少公里？
杨：地图上标的是13公里，老乡说实际有15公里。
路非常不好走，随时有石头掉下来，阻挡道路。
运灾民的车也不照顾走路的人，所以人走在路边比较危险。
李：你看到过逃出来的灾民吗？
杨：灾民都在一大块空地上等候。
因为有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走，会有车来运送他们出去。
李：有没有寻亲的人和你一起进去？
杨：有8个成都的人来寻亲。
成都有一个老年大学组织师生去北川西乡羌寨参观，那天地震的时候正在北川参观，所以他们的孩子
要进去寻亲。
但是警察没有让他们进去，我是因为有证才被允许进去。
我把电话留给他们了。
李：后来在网上写下《北川寻母记》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里面？
杨：那个人我见过。
我给了他一包烟。
他装备很专业，我还以为他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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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到的第一个比较惨烈的现场是北川中学吗？
杨：是擂鼓镇。
我当时看到特别害怕。
我不知道羌族人死了以后还要裹得那么严实，放在一个门板上。
门板是悬空放着的，用砖头或者板凳架住。
空隙里面点着一根红蜡烛。
我原来看到亮光以为是活人，还想上去问路，后来才发现是死人。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比较恐怖的是镇上既有死人又有活人，但是看到活人更害怕。
幸存的人都待在那里。
天上又飘起小雨。
李：天那么黑了，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使你决定向前走呢？
杨：做新闻的人，基本的感觉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到现场去的。
当时我看到那些惨状，就想到现场肯定更惨。
我从来不能想象一大群人坐在一边，跟傻子一样，行尸走肉似的。
手电筒一晃，他们都带着惊恐“唰”地站起来，但又不说话。
镇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就安慰镇上的人，说我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空车，肯定是来救援他们的。
但是他们也不理我。
李：于是你就继续向前走吗？
是不是有些部队可以给你壮胆？
杨：我看不见，但是能看到军车往里面走。
李：你有同行的伙伴吗？
杨：有，是《生活》杂志的记者。
李：后来就到了北川中学吗？
杨：是的。
李：到北川中学是几点？
杨：夜里10点半。
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走到收费站的时候遇到几个绵阳的小孩，他们当志愿者。
我有手电筒他们没有，我们就一起走了。
他们以前在北川中学读过书，但是当我让他们带路的时候，他们在路上转了4圈，都找不到那学校。
我觉得如果本地人都找不到原来的地方，那地震肯定特别严重。
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才觉得是北川中学。
走进北川中学的门，看到到处都是帐篷，迎面过来是一辆冷藏车，是来运尸体的。
当时还是比较乱的，很多帐篷都没有搭好，很多车进不去，我进去时吊车已经在开始吊了。
我进去时车上的死人摆得特别规矩，每一个尸体放上去，都有人给尸体量身高、拍照。
刚开始尸体放上去时还有声响，后来慢慢慢慢就没了，因为死人太多了。
李：现场有父母吗？
杨：有很多父母，都在现场哭。
一方面他们想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看是不是活着，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
后来他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援战士一旦发现一个活人，都会喊医生。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救援队伍发现的都是死尸，就会直接扔上车。
李：那天晚上你是在北川中学过夜吗？
杨：对。
当时没有地方住，我就从医院里拿了一个凳子，找了一个稍微暖和的地方和医生聊了聊。
4点多钟时睡了一个小时。
李：还下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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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下雨。
山里头有风，冷得不行。
帐篷后面又是尸体。
李：当时你就开始写稿了吗？
杨：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写稿了。
李：写的时候有没有强烈的心理冲击？
怎么样组织文字？
杨：当时没有太多心思去构思文字，就是想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
第一要大家知道这边很惨；第二要解释为什么这么惨；第三是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写稿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后来和一个美国摄影记者聊天，他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
他说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因为脚下的地球在移动，他们就丧生了。
这种挫败感非常强烈，因为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了。
李：你写完稿之后怎么发回来呢？
杨：当时我拿了一个无线网卡，以为我的手机能收到短信就能发稿。
但是我试了很多个地方都没有发出去，导致当天稿件没有发出去。
李：夜里你们在路上怎么躲避那些滚下的石头？
能听到声音吗？
杨：有些时候是有声音的，有时候是下意识地。
因为对面不断有救护车，他们是抢时间的，不管路边的行人。
我们就不能走在路上，只能贴山脚走。
我们有时候走了一阵子感觉不对了，就等一等。
我一共带了6包烟，光在路上就抽了3包，因为有时候等待时感觉没事情做，就抽烟。
也可以压压惊。
李：第二天早上你还在北川吗？
杨：待到凌晨5点多，我们就决定离开北川中学。
山里天亮得早，但天是阴的。
而且尸臭开始冒出来了。
那时我们连口罩都没有，我就去找医生要了两个口罩。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县城。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们不要去，说县城不断地掉石头，而且房子一小时前是一个样子，一小时后就完全
是另一个样子了。
余震不停。
北川中学门口的电线杆就像坐标一样，看到灯一摇，所有人就跑。
李：第二天你们走的是什么路？
杨：我们走山路，从堵住县城的两块大石头上翻过去，原本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路走了两个小时，终于
赶到县城。
那里挖了很多人工的台阶，军队说他们的突击队从里面8个人抬1个伤员出来，上一个台阶要花15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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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从构思到完稿，前后经历了3年时间。
从2004年年底的南亚海啸以来，我们就深感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所作的专门研究有待加强。
一方面媒体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受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
个自然灾难频繁多发的国家，灾难是媒体报道的重大题材，灾难报道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
这两个因素使得对灾难报道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迫切。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2005年4月就举办了南亚海啸媒体研讨会，邀请了参加海啸报道的国
内外媒体记者齐聚汕头，探讨海啸报道的心得体会。
南亚海啸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的灾难。
会议留下的一些宝贵材料，也是本书的构成部分之一。
而进入2008年以来，灾难似乎就和中国紧密联结在一起。
从年初的雪灾，到4月的火车相撞，再到5月12日举世震动的汶川大地震，所有媒体都进行了史无前例
的重大报道，创造了多项媒体报道史上的纪录。
其中中央电视台连续数百小时滚动直播为标志的媒体创新，以及它体现的重视人性的报道定位尤为令
世人瞩目。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样投入地关注着这场重大灾难，也从专业角度关注着媒体在灾难报道上的新发
展。
陈婉莹院长决定，将我们筹备中的《灾难如何报道》一书的构架，调整为以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报道为
主干，并派我到灾区实地调研。
我在2008年5月23日，地震发生后的第11天飞抵成都，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一起工作、生活。
后又随《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到绵阳、北川实地考察，充分体会到残酷灾害面前媒体的重大责任
，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媒体同行在地震报道中艰辛的心路历程，这些都为我之后对各家媒体的单独采
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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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
　　——陈婉莹对灾难报道来说，公众的生命安危，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记者的眼睛应该紧盯着灾难的“本体”——你的首要责任是报道灾难的真相。
　　——钱钢我认为意义不在于你们报道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媒体已经有了全球的眼光和人
类的情怀。
　　——卢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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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难如何报道》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灾难报道——汶川大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中国媒体第一次
大规模走出国门的灾难报道——南亚海啸媒体操作实录，首次引进美国灾难报道威德特研究中心
（Dart Center）的实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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