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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中外经典采访个案100个，既有成功记者的采访经验，又有失败记者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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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像可能会面对威胁一样，记者可能也会面对利诱。
面对这种温柔和甜蜜，记者不能忘记与公众的那种默契：为公众提供他们想知道的真相。
　　掷地有声　　——邹韬奋拒绝官僚收买的一纸宣言　　在写到记者拒绝收买，拒绝贿赂这一篇的
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邹韬奋。
作为中国新闻界的一颗巨星，邹韬奋最耀眼的光芒之一，就是他的一身正气。
　　1931年7月，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在上海以10万元买下了才貌双全的上海大夏大学一个女
学生作小老婆，并在上海愚园路310号为她建筑了价值50万元的新屋，在此举行了奢华的婚礼。
据说婚礼的奢华程度甚至超出了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
消息传开，舆论大哗。
不少读者写信给当时的《生活》周刊，要求周刊调查并揭露王伯群的丑行。
　　邹韬奋当时身为《生活》周刊主编。
街道读者来信后，与民通愤，立即编发。
王伯群看到后又气又急，连忙也给《生活》周刊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解。
邹韬奋一面将王的辩解信照发，一面组织记者调查采访王的种种不法行为。
调查结果证明，王伯群假公济私证据确凿。
他在经办交通部的一项公共建筑时，把工程给了辛峰记建筑公司。
与此同时，他自家在上海愚园路也兴建了一处私宅，同样由辛峰记承包。
这栋私宅造价50万，可建筑方实际只收了18万元。
记者还拍摄了几幅豪宅的照片，准备在《生活》周刊上同时推出，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众。
　　王伯群得知《生活》周刊要把他彻底曝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他赶紧派了两个人去和邹韬奋“谈判”。
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商务印书馆的“交际博士”，一个是邹韬奋过去的同学。
两个人见到邹韬奋，寒暄了几句，就切入了正题。
“交际博士”单刀直入：“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对上海各大小报馆都有所补助。
因为《生活》是王部长最爱好的刊物，所以补助的经费特别地多些。
”他说着，就拿过公事皮包，伸手往外掏钱。
　　邹韬奋见状，立即沉下脸来，同时用手制止了他，并很严肃地说，“《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
刊物，经费虽有困难，但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
一个小刊物也用不着偌大的巨款。
”　　看到“交际博士”碰了壁，他的老同学开腔了。
老同学亲切地叫着邹韬奋读书时的名字，“恩润见，这笔现金作为投资，给《生活》作为股本如何?”
　　老同学已经变成了反动官僚的走狗，邹韬奋心里很鄙视他。
但还是尽量克制着自己，平和地对老同学说，“这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不合啊，碍难接受⋯⋯”　
　两条路都被堵死了，两个说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邹韬奋心机一动，转变了语气。
“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给仁济堂(按：当时上海的水灾救济机关)，救救几百万无家可
归的灾民吧!二位意下如何?”　　两个说客没想到邹韬奋会来这一手，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一
时窘得说不出话来，只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邹韬奋见状，又给了一个台阶：“二位，不妨先回去，请示一下王部长自己，捐助给仁济堂如何?”　
　“也好，也好。
”两个说客灰溜溜地走了。
　　8月1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4期上，推出了关于王伯群贪污腐化的调查报告。
在调查报告的后面，邹韬奋还配发了一篇评论，评论锋芒直刺王伯群的辩解书和他的无耻行径。
评论中严正指出：“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需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
，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字字句句，掷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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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但是，邹韬奋的话似乎还在我们耳边铮铮作响——新闻记者需要这种骨气!　　新闻是一种权力。
就舆论而言，甚至是一种“极权”。
正是由于这种权力，从业新闻的记者们便成了叫人又爱又恨又打又拉的人物。
某些人或者想借用记者的笔或者想堵住记者的嘴，什么手段都可能使得出来。
收买，便是其一。
而记者，要想拒绝这种甜蜜而又温柔的诱惑，实在是需要一颗“定心丸”的。
这“定心丸”不是别的，就是那种神圣的要对得起读者的使命感。
再写下去可能是繁言赘语了。
让我们借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当年致《人民罗马》编辑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吧——　　
既然战斗，就要正直地战斗!　　本文线索来源并资料参考：　　俞润生：《邹韬奋传》　　“客观报
道”，这是新闻界一个说了多少年、也吵了多少年的话题。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结论：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相对的客观是高明的⋯⋯　　在公公和婆婆之间　
　——关于一个出走的工程师的采访所谓客观报道，就是把生活中的新闻事件客观地真所实地传达给
新闻受众，不作任何隐瞒——那是可笑的天真。
报道首先是一种选择，也受记者观念意志倾向的影响。
　　所谓客观报道，就是记者原原本本地叙述事实，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和判断——最浅显的事实是：
叙述中的强调和忽略本身就浸透着记者的主观倾向，它不能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和判断。
　　所谓客观报道，就是记者在新闻中不要充当法官或教育者的角色——或许你是对的。
然而新闻实践中，且不说言论或述评，哪一篇通讯没有大段大段的议论呢?　　恐怕很多人都被上述的
争论困扰过。
如果头脑里还是撕扯不清的话，让我们看一篇公认的客观报道佳作的采写过程吧。
　　1984年，中国大地改革春风乍起，就连封闭得最严密的那道闸门——人才单位所有制也开启了一
条缝儿：有些人才开始流动。
湖南常德纺机厂副总工程师谢中秋，因为在本单位才能得不到发挥，单位又不许调走，无奈之下拂袖
而去，流进了湖北省京山县。
尽管是从大城市流向小县城，仍然激起了轩然大波——常德纺机厂在职工中宣布谢中秋为“叛徒”，
给予党内除名；对于接收单位，他们从当地一直告到中央书记处；他们还四处扬言不把谢中秋弄回来
、整臭绝不罢休。
可京山方面却认为人才流动大势所趋。
他们还根据谢的工作表现和所做的突出贡献，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而谢中秋的心里，对于过去的寒心，对于现在的感动，对于将来的迷茫则搅成一团，常常泪流满面⋯
⋯　　《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等三人得到了这个线索，实际上也是得到了一只刺猬——放了舍不得
，捧着又扎手。
当事三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十多个部门过问此案，也各执一词。
特别是关于人才流动，中央正处在“调查研究”阶段，还没有形成“红头文件”。
这个马蜂窝捅不捅?如果捅开了，又该如何给这篇报道定个基调?　　三个记者研究的结果是：事关知
识分子命运，《光明日报》责无旁贷。
为人才流动推波助澜，新闻记者重任在肩。
要报!但是。
事情过于复杂，是非很难截然划定，不宜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
她们决定来一次最客观的倾听，搞一个纯中性的报道。
按照这个思路，他们在调查采访时，不论被调查的一方情绪怎样激动，说话怎样过火，他们都心平气
和地听，不动声色地记。
仅仅在常纺，他们就采访了一个星期，先后和30多个干部、工人作了交谈，和厂领导班子则整整谈了
一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经典采访个案解读>>

事先不定调子，交谈中不忙表态的采访，使他们看到了更多的侧面，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最后他们认定，在谢中秋的问题上，三方的是与非、功与过、得与失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写那种单纯
的批评报道或正面报道都是不客观的。
所以，他们决定，客观地披露事情的全过程；不为任何一方回避什么或者渲染什么；从标题到内容到
文字都必须是中性的；尽量剔除记者的主观倾向，把问题提出来，把判断留给读者⋯⋯　　1986年6
月17日，6000多字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发表了。
请看那篇通讯的结尾：　　“这是封锁的闸门打开之后，滚滚洪流中激起的一个漩涡。
”　　“这是在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磨擦过程中，溅起的一点火花。
”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难免要出现一些偏差，或者有些疏漏，人们对此无须惊诧。
随着改革浪涛的滚滚向前，疏漏会得到填补，偏差会被引上正确的轨道⋯⋯本文之所以把这件事公诸
于众，旨在让广大读者都来思考，加以议论，从中悟出道理，总结经验教训，将艰巨而光明的改革事
业推向前进。
”　　这篇报道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反响和在人才流动问题上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无须赘言了。
其客观报道的创新形式引起新闻界的热烈讨论也不必追述了。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提示——樊云芳后来就此写的一篇体会文章中说道，“尽管记者在具体的报道中持
‘中性’态度，但记者大的立足点是支持改革。
”这一点，读者从通讯结尾的议论中完全读得出来。
由此，我们想说：　　记者在采访中不论受到怎样的情绪冲击，当他开始报道的时候，应该客观和公
正。
避免自己直接插嘴。
如果实在想说什么，也要把它藏到你的新闻事实中去，客观地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本文线索来源并资料参考：樊云芳：《推开人才流动的闸门》(见《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新
闻的使命本来是让人们知道他们想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然而偏偏有人给新闻设置了一些“禁区”，或者事先给加上一个框框。
幸好，有着一大批敢于坚持真理的记者⋯⋯　　禁区内的脚步　　——难以忘记的“渤海二号”事件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上常常有灾难发生。
火灾，水灾，车祸，沉船，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瘟疫流行⋯⋯　　人们总是以极大的关切度关注
着这些天灾人祸。
因为除了人对人的同情之心，还有潜在的关心自我。
　　所以，灾害新闻总是拥有极多的新闻受众。
　　可惜，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灾难却成了我们的报道禁区。
毋庸讳言，那个时期内，关于灾难的报道几乎都是按着这样的模式进行的：要么根本不报，掩耳盗铃
；要么大灾小报，自欺欺人；要么新闻迟报，淡化处理；要么忧当喜报，自我表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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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初衷——自序　　本书献给千千万万的记者和万万千千想当记者的人。
　　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愿望。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实在是太具有魅力了。
当记者的人，日日夜夜，月月年年，东南西北地奔波着，寻觅着，访问着，观察着，体验着，思考着
。
记者在人类之中是这样杰出的一群：他们用自己的才智透视着社会；用自己的胆识描绘着时代；用自
己的忠诚记录着历史；用自己的心灵去扣击着万万千千新闻受众的心灵⋯⋯　　而采访，几乎就是记
者职业的代名词。
　　记者的一次次采访就是记者生命的一个个足迹。
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记者的足迹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新闻大地上——打开古今中外的新闻史册，每一
个名篇佳作的背后，都必定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或者，也可以说，每一个功成名就的记者，都必定是采访的行家里手。
　　于是，我们便拥有了一笔新闻财富——那些成功的记者们采访的经验与教训。
那些经验与教训，我们都应该细细地咀嚼。
咀嚼才能消化。
消化了，就是营养。
而有了充足的营养，我们的职业生命就会健壮起来，我们的新闻大地就会葱绿起来，秋天来到时，我
们就会收获到一批批硕美的果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与教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还散落在岁月的风尘中。
书是山；刊是林；报，简直就是林海里的一棵棵树了。
如果让每一个渴望学习的后来人都自己去寻找，那该是多重的生命浪费，该是社会多么巨大的损失!　
　为此，我走进了古今中外的新闻界。
　　我努力地在著名的新闻事件、著名的新闻佳作和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寻觅。
　　我努力地把寻找到的东西有序地编撰到一起。
　　我这样逼迫着自己：每一篇都是一个生动的采访的故事，每一个采访故事都蕴有一个理性的内核
，每一个理性内核都能说明一个关于采访的道理。
或者是关于使命，或者是关于素质，或者是关于道德，或者是关于采访的方式，或者是关于采访的技
巧⋯⋯　　就是为了让您从中领悟一点什么。
　　本书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需要你的评判。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尽了全力。
　　尊敬的读者，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在跳——如果，本书让你失望了，我将为辜负了你的
心情和浪费了你的精力而自责。
如果，本书有哪一篇，哪一节，哪一句，启示了你，警醒了你，激励了你，提高了你，那么，我会深
深地感激你的阅读——因为，你让我的辛苦收获了一个小小的欣慰和满足。
　　谢谢你读了这篇序言。
　　周克冰　　2002年5月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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