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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最急切的愿望是借媒体一角，说出32年前参加唐山抗震和后来长时间采
访研究积累的可用心得。
我首先选择了南方都市报和财经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地震发生半年后，南都又邀我到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并刊出演讲稿《汶川地震与地震预警初探》
。
南都是这样的一个制高点：在激荡的社会转型岁月，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之时，在公众的权利蒙受侵
害、同胞的生命陷于险境的危机关口，它具有清醒的头脑和开阔的视野，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广泛的
影响力。
一年前，南都用地震报道和评论证明了自己。
一年后，他们用以证明自己的，是对灾难报道极其严肃甚或苛刻的“复盘”。
阅读此书，让我想起担任军事记者时读过的战役史——那种鲜血换来的感悟。
本书字里行间，浸着深深爱意。
南都尊重她的将士慷慨出征的每一段经历（有的甚至用小时和分钟计算），尊重他们的无畏、智慧、
功绩，也尊重他们的困惑、失算、痛楚和无奈。
正是依凭这些最为宝贵的亲历资料，本书对灾难报道理念和实战策略的梳理，有特殊的质地和分量。
阅读《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令我想起百年前《大公报》创始
人英敛之的名言：“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
南都史上，壮语傲骨历历在目。
而在这本书里，我看到谦卑，看到以专业主义精神直面自身的力量。
中国媒体如何在这次经验中走向成熟？
本书有此一问。
请允我呼应南都的自我逼视，发表片段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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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记录了一场旷世之灾，他们同时又是被记录者。
本书通过双重记录，不仅还原了一张报纸的内部运作，而且开辟了传媒认知的有效途径。
这里有专业水准。
这里有职业精神。
这里有媒体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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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香红  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
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二十多年。
曾任《新疆日报》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
发表新闻作品几百万字，尤其以特稿写作见长。
著有长篇调查报道《王选的八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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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南都突发新闻反应系统对于南都的日常新闻操作来说，2008年5月12日只是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值班的领导是常务副总编辑任天阳。
“地震发生5分钟不到，各方面消息已经涌来。
”任天阳说。
南方都市报的第一条讯息来自设在报社一楼大厅的呼叫中心。
这个呼叫中心是南方都市报伸向全国各个新闻原发点的触须，全国的读者都有可能成为向南都提供新
闻线索的人。
南方都市报从1997年1月1日出版日报起，一直开设有热线电话接受读者咨询、投诉，提供新闻线索。
2001年8月专门成立呼叫中心，受理新闻线索、接受读者咨询和投诉。
经过多年的摸索，南都建立了一整套报料处理及运作制度，突发类及重要线索会第一时间上报新闻部
门主管负责人处理。
2003年4月25日“孙志刚事件”报道的新闻线索，就来源于呼叫中心的新闻报料。
记者拿到新闻线索后，会立即进行核实，发现有新闻价值的就会长时间大投入地进行报道，而“孙志
刚事件”的跟进报道直接导致施行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在报料中心值班的记者肖海坤记得，5月12日下午2点半左右，报料中心的铃声大作，多个报料人都在
大叫：地震了！
 报料中心记录显示14点34分44秒，四川的余先生打了第一个报料电话：“大概两三分钟前，四川东部
地区通江县发生地震，大概有五六级左右，估计没人员伤亡。
”第二个报料人是山西运城读者，第三个是在陕西西安工作的广州人，第四个是广州的市民⋯⋯　　
“一时间感觉全国到处都地震了。
”肖海坤说。
地震当天，报料中心接到的相关报料共159条，报料人所在地包括四川、北京、重庆、河南、山西、陕
西、湖南、湖北、安徽、甘肃、广东等地，其中四川、广东两省的报料最多。
所有报料的时间间隔都在一分钟以内，甚至很多时候呼叫中心的多名同事同时在接听地震的报料。
南方都市报有一个制度，呼叫中心每天都有新闻中心广州新闻部社会新闻组的记者值班。
他们的任务是守在呼叫中心，一旦有突发、灾难新闻发生，立即负责将讯息传递到部门领导，在瞬间
的新闻判断之后，随时待命的突发记者即刻出发奔赴新闻现场。
那一天值班的人正是肖海坤，“怎么到处都地震？
我一下就觉得事情重大，立即向部门领导汇总报料的情况”。
5月12日是星期一，按常规新闻中心广州新闻部两点半左右要开报题会，广州新闻部主任魏海波正在整
理想在会上说的事。
“这时我就听见有同事说广东地震了。
”魏海波的第一个行动，是核实报料。
“从我的工作职责来讲，这个是和我直接相关的。
如果广东地震了，作为广州新闻部，首先要去核实它是否是准确的。
我马上就给呼叫中心打电话，问有没有类似的报料。
我告诉呼叫中心和值班的突发组的同事，马上核实哪里发生了地震。
这可能是我下的第一个指令。
”“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我就要启动应急程序，因为报社有个规定，就是应急程序启动要知会值班领导
。
当我把这个弄完，很快就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是四川汶川发生地震。
”魏海波说的应急程序是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部应对广州本省紧急事件的一个应急程序，这个程序会
在广东发生大的灾难、事故时启动，如天气灾害、城市交通等，主要执行这个程序的是广州新闻部下
设的社会新闻组里的突发记者。
而在此之前，就南方都市报整体来讲还没有一个报社层面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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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的另一个部门——时事新闻中心深度新闻部周一下午的例会也将要开始。
这个针对全国各地新闻进行深度报道的部门，其成员并不都在广州，他们的例会将在深度新闻部的内
部QQ平台上进行。
而在广州又正好没有出差的记者会在周一这一天到办公室里来参加例会。
深度部的主任陆晖听说汶川地震后，正在考虑是否派人前往。
几个部门的人碰在了一起。
在这段时间里，肖海坤在安排突发组的记者核实报料情况。
“我最早接到的工作指派，是负责广州新闻部记者采访的协调工作，第一时间找几名同事负责核实不
同的内容，记者周皓连线全国各地的报料人了解各地的情况，张艳芬尝试采访四川大熊猫基地等关键
单位，有的同事负责给成都的政府部门?打电话，一是试电话是否通，二是试图采访一些情况⋯⋯同时
，还要监控呼叫中心以及网络上的内容，把一些重要线索提供给同事，并落实采访。
”“当网络上出现有上千人身亡的消息后，我个人的判断是：死亡人数肯定过万，这是改革开放后中
国发生的最惨烈的灾难！
”魏海波说， “报社全部采编力量都要投进去。
”此时的魏海波在给他重庆的哥哥打电话。
魏海波是成都人，或许来自四川的地震消息更牵动他，他发现他哥哥的电话不通，父亲和岳父的电话
也不通，“我就说这次肯定是我在成都20年的生活体验中最大的一次。
我就安排原先核实情况的几个突发的同事，跟他们说分门别类地给汶川县打电话，县政府、110、汶川
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还有卧龙的几个宾馆，只要是能在114查得到的，全部打电话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
同时我就给我在成都的朋友、同学还有家里打电话，结果都打不通。
这个最直接地告诉我事情非常非常重大。
”魏海波说在那一会的时间，不知拨出去多少个电话， “手指头都痛了”。
派人吧，不管那么多啦！
魏海波、陆晖和值班副总编任天阳碰在一起。
“我就临时开了一个会，决定从各个部门抽调人员，有庄慎之、魏海波、陆晖参与，庄慎之跟我是总
指挥，成立(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总指挥部。
”任天阳说。
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的应急程序启动，南都数字报开始进行网上直播，搭建了内部QQ的地震工作平
台。
这个平台上加入了.时事新闻中心的各部门、编辑、南都数字报、奥一网和报社各层领导。
这些部门和人员只要上网就可以及时交流信息和想法。
 魏海波在地震工作平台上首先发出了两个问询消息：一是报社所有的采访部门有没有正好在四川出差
的人，如果有的请立即联系他们，让他们想办法了解情况，并立即到地震发生地去采访；二是报社员
工中所有四川籍的，马上想办法和家里人联系，让他们报告家里的情况。
这些内容可以作为南都网和奥一网的直播内容。
 　　除了肖海坤在不断地收集各方面更确切的消息外，深度部的记者贺信、鲍小东、谭人玮也在办公
室设法了解确切消息。
鲍小东在联系四川地震局，拨打成都的114，拨打成都周边一些城市的电话。
贺信和谭人玮在频繁地刷新国家地震局的网站。
贺信记得，在震后半小时内，国家地震局的网站一直没有发布有关消息。
他是通过百度搜索、不断刷新，最后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看到了消息，内容只有两句话，一是报告
了震中位置，一是报告了震级。
“汶川发生7.8级地震了！
”贺信激动、短促的句子，在办公室突然响起。
他从网上最先获得了信息。
“7.8级，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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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小东回忆说。
部门主任陆晖立即决定派贺信和鲍小东赶赴四川。
下午3点多钟，贺信就订好了两张5点多钟飞往宜宾的机票。
因为成都以及周边的机场全部关闭，贺信选择了距离成都最近的宜宾机场。
“我那天上班，只带了手提电脑，其他的出差用品，一件也没带，包括衣服、钱、手机充电器、剃须
刀等等，脚上穿的还是一双皮鞋，我知道这种采访，穿皮鞋肯定不行。
但是为了赶飞机，我无法回家准备，只能拎着一台电脑出发，因为贺信随身带着银行卡，我们想到当
地再买。
”在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南都的记者已经从报社出发。
当贺信和鲍小东赶到机场后，发现由魏海波派出的广州新闻部的4名记者也到了机场，还没有买到机
票。
广州飞往四川、重庆的很多航班都延误，或者取消，包括贺信订的飞往宜宾的航班。
机场滞留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问询处询问飞机延误的消息。
为了有更大的机会赶往成都，记者们商量分头去搜罗赶往成都附近的所有航班的机票。
只有一个飞往南充的航班还显示正常，而且只剩下一个座位。
记者们商量这张机票让谁去，贺信说：“让给摄影记者吧，图像比文字更重要。
”这一判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孙涛——南都视觉中心的摄影记者，得到了这张唯一的机票。
而其他5位记者只能购买飞往宜宾的机票。
结果南充的飞机顺利起飞，宜宾的一再延误，到深夜10点多钟，航班干脆取消了。
接到采访指令的时候，孙涛正在医院做颈椎理疗，手机突然响起，摄影部主任潘劲松声音很急促：“
去四川，一个县7级以上地震，快走！
”孙涛的第一感觉是唐山地震的可怕，黑白影像在眼前一闪，下意识的话脱口而出：“那地方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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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每日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汶川地震报道最紧张的时刻，写这本书的想法就有了。
每天看着记者们半夜出发，向着凶险的未知的灾区，我为记者的敬业和不惧任何困难的精神所感动，
同时也在心里为他们祈祷：一定要注意安全！
灾难报道有其不同于其他报道的特殊性，这一次我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参与报道的每一个编辑记者的体会和经验都是个体的零散的，但汇集起来，就是整体的；一家媒
体的经验是个体的，但总结出其中的共性的、通行的东西，就是有广普价值的。
我想尽管我做这件事的能力能限，但如果能为日后的灾难报道，为同事、同行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或者为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作为资料，都可以_试。
我想感谢魏海波、陆晖、王景春，当我把这个想法在前线向他们说起时，立即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并在日后的工作中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特别想感谢的是南方都市报所有参与地震报道的记者、编辑、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这
一本书。
这本书有一个遗憾是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我一直想在书后将南都所有参加过地震报道的同仁的名单附
上，但是，南都参加地震报道的员工数以千计，我努力过几次，都无法将这个名单搞完整。
我唯恐将那些为地震报道作过贡献的人落下，所以几易其稿都没法完成一个完全名单，只有在这里空
缺了。
参加了地震报道的南都司机郑建文在写给我的采访经历中说他们是永远也留不下名字的“前线的后勤
兵”，我想很多南都人没有在报纸上留下名字，但却为地震报道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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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们记录了一场旷世之灾，他们同时又是被记录者。
本书通过双重记录，不仅还原了一张报纸的内部运作，而且开辟了传媒认知的有效途径。
这里有专业水准。
这里有职业精神。
这里有媒体良心。
 　　　　　　　　　——资深报人 江艺平南方都市报人的水平、追求和职业精神一向为我所崇敬。
汶川地震大报道，正是南都报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值得新闻同业和研究者揣摩研读。
 　　——《财经》主编 胡舒立 面对巨灾时代，每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媒体，都应像南方都市报一样
，奉献出这样的一本书，来构建中国传媒共同体有关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总结灾难报道的实战策略
，铸就我们“生命至上”的媒体之魂。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徐泓 风险社会中危机随时来袭。
四川大地震是悲剧，也砥砺了优秀记者的灾难报道能力。
本书就是一本灾难报道的兵法。
　　——著名学者 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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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记录》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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