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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记者只采访了培育太空种子的机构，他当然只说太空种子结的果实好。“基因突变”会不

会对食用者有副作用，有什么实验证明没有副作用？最起码，这种西红柿的口感与普通西红柿

有什么不一样？报道都没有交代。拿着人家给的材料，怎么说怎么是，人云亦云，很容易出问

题。 

 

第四点，切忌居高临下的报道方式。 

居高临下，会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拒绝接受你想让他们接受的东西。 

我们写过空军一个女特级飞行员。空军飞行员，本来就是百里挑一，女的，还是特级飞行员，

那就更了不起。可是，你要一味突出她怎么了不起，怎么英雄，怎么高尚，读者马上会觉得她

高不可攀，从而在心理上拒绝接受。我看一些国内树的典型人物，效果不大好，可能就是太居

高临下。 

这个女飞行员也是李慧写的。她就不去写她怎么高大，就是把她当一个普通人来写。这个女飞

行员是50年代空军招的第二批女飞行员。她本来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怎么当上飞行员了呢？一

来是因为觉得当飞行员神气，二来是选拔飞行员的苛刻条件激起了她的好胜心。这里采访者没

有非让她去讲“保卫祖国”之类的豪言壮语，这反而使人物更可信。她第一次放单飞，心里很

害怕，但是表面还是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飞下来以后十分得意，“好象拥有了全世界”。她

在全团第一个飞出一个高难动作，赢得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一个特级飞行员的钦佩，以后两人

相互产生了爱情。结婚后，她和丈夫谁也不愿意做家务活，于是凭猜拳决定，谁输了谁做。她

女儿从小跟姥姥长大，因为妈妈老在天上飞，所以女儿恨蓝天，考大学也是考的园艺系。她此

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留长辫子，一头美丽的乌发因为当飞行员不得不剪掉，后来有了女

儿，想让女儿留长辫子，她却以短发为时髦…… 

这篇特稿把这个女特级飞行员写得非常平易，也非常风趣。这篇特稿当时被11个国家和地区的

报刊杂志采用。 

 

第五点，笔下要有人。不仅人物特写要有人，就是一般特稿，也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为什么强调要有人？这是因为，吸引读者不能只靠数字和对事实的陈述，而要靠人与人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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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我们不能和读者直接见面，而通过稿中的人物，我们就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交流。 

人会增强特稿的可信程度。 

 

[例七] 

今年6月，为了寻购著名的藏刀，我们去了后藏拉孜县的孜龙村。然而，在与村中一位铁匠交

谈时，我们的话题却转到了计划生育上。这位铁匠叫次旦旺加，他打造的藏刀1993年在拉萨获

过奖。 

从17岁就开始从事藏刀制作，现年40岁的次旦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们：“听上面来的工作人员谈

起过计划生育，但是没要求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夫妻俩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所以我们已经

采取了措施。这完全是我们自愿的。” 

他的妻子两年前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免费做了结扎手术。“对我们来说，做这样的手术可不容

易，因为政府不鼓励西藏的农牧民做绝育手术，”次旦有些得意地说，“但我们有路子，因为

我们在这家医院有熟人。” 

——熊蕾、李慧、央珍：《藏族同胞看人口、环境与发展》 

 

这是我们获得美国人口学会第17届全球人口新闻奖最佳集体采访奖的报道。 

如果没有藏族同胞现身说法，而是我们自己在那里说：“越来越多的藏民需要计划生育措施，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的地位和繁荣不是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其人口的素

质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报道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 

 

人还会缩短读者与我们所报道的对象的距离。同时使特稿生动，可读性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笔下的人，更多的应当是普通人，而不能只写领导人。领导老是充当

新闻报道的主体，那报道是很没意思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人物的活动，应当具体。说科研工作者“不辞辛苦，刻苦攻关”，等于没

说。因为这八个字不会给人任何印象。除非你写出他为了研究一个课题，查阅了多少文献资

料，做过多少次实验，遇到过怎样的障碍，又是如何克服的。 

当然，所有出现在特稿中的人，都要有名有姓有身份。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第六点，和笔下有人相关联，特稿一定要有引语。 

 

[例八] 

“如果我画的驴向后看，他们就说我怀念旧社会。如果画面上只有一头驴，我就是在宣扬个人



主义。如果一幅画面里有许多驴，我就是在咒骂社会主义落后。如果我的驴面朝西，我就是向

往西方社会。如果它们直向观众，就是向社会主义进攻。如果它们向北跑，就是因为我喜欢苏

修。这还让人怎么画？结果我就成了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黑画家。” 

 

这是已故画家黄胄讲他在“文革”时的尴尬处境的一段话。我的老师，已故美国新闻学教授

James Aronson在《中国建设》，也就是现在的《今日中国》杂志上看到这段引语，大加赞

赏。他说，这段话比多少篇长篇大论的愤怒声讨都要有力得多，抵得上一打讲述那个时代的文

章。这个例子非常能够说明引语在特稿中的作用。所以，Aronson教授一再对我们强调，一定

要尽量让你们笔下的人物说话，尤其在采访到黄胄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的时候。 

 

我还记得1979年，我们第一次经历猪肉鸡蛋等副食品的大幅度涨价。新华社的报道是官样文

章，就是国务院的宣布。没有任何引语。而美联社记者却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些普通人的话，像

这句： 

 

在西单菜市场买菜的一位主妇怒气冲冲地说：“以后只能吃豆腐了！” 

 

很明显，这条外电渲染了群众对涨价的不满，而这条引语将这种不满情绪表达得尤为强烈。其

实那次涨价政府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对职工还给予物价补贴，绝大多数群众很平静，情绪并非

像这条报道所表现的那样激烈。而且即使是那位主妇，恐怕后来也没有“只吃豆腐”。可是，

因为用了引语，那条片面报道的外电却显得“客观”，而我们对这条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的消

息报道，因为只有官方声明而没有老百姓的反应，即使是真实的，却显得不可信。 

 

有时候，记者自以为是，也会埋没了很好的引语。1989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

当时香港唯一能同《南华早报》抗衡的英文报纸《虎报》约我们写一篇特稿，报道中国各阶层

的人士对即将举行的中苏首脑会晤的反应。我们一位实习记者按照计划，采访了外交界、学术

界的专家学者和北京市民。结果，她的稿子里偏偏没有老百姓的话。那就说不上是各阶层啦。

我就问她。她说，那个工人没谈出什么来，没什么可用的。你让一个工人说专家学者的话，他

当然说不出来啦。我就问，那人家谈了没有？她说，谈了。我说，你把他说的全写出来，他谈

的有没有水平，不要你来判断。她就把那位工人的话原原本本都写出来了。我从中摘了两句，

写在报道里。 

 

“全世界都在缓和，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挺明智的。哪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希望和平。” 

 

这两句话虽然没有什么“理论色彩”，但却是普通老百姓的心声。结果，《香港虎报》刊登这

篇特稿时，把这段引语拎出来，加框登在标题的正下方，非常醒目。 

好的引语往往要靠思想的火花碰撞出来，而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90年代初，我们采访北京老

 



百姓的生活，去采访住在四合院的一户普通人家时，那一家人极老实，一再说他们“不会说

话”，“不知道谈什么”。我们也不急于让他们谈什么，就是唠家常。当时社会上有“造导弹

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一些文盲半文盲的个体户收入超过知识分子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唠

着唠着，发现主人25岁的小儿子在一个机关当打字员，同时还在上夜大，已经上了一年。我们

有意无意地讲起“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话，那个小儿子很自然地说，“我仍然相

信知识最重要，而钱是次要的。如果不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很难想象我能有丰富多彩的

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前途取决于文化的提高。”这段话不是很生动吗？这是我们事先

不可能设计出来的。 

 

第七点，主题要集中。一篇报道写一个主题，不要派生出很多枝枝蔓蔓来。我们为《南华早

报》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最早为“慰安妇”仗义奔走的一帮人的报道。报道会涉及到日本政府，

涉及到“慰安妇”，但是你一定得把握住，不能写成完全是声讨日本政府，或者完全是写“慰

安妇”们的不幸遭遇。我们写的是中国一些有社会正义感的人，帮“慰安妇”们向日本政府讨

还公道的事，写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怎么做的。 

 

第八点，材料的筛选，组织，文章的结构，节奏，段落的衔接与过渡，都要讲究。这需要多实

践，在实践中细细琢磨和体会。但是语言要朴实，不要花哨。 

 

第九点，与被采访对象要保持距离。在报道中，不要显示自己同他多熟，多哥们。因为那会影

响读者的接受意愿。读者会认为，原来你们这么熟，那你的报道还会客观、公正吗？你想显示

你同被报道者的亲密，读者就会同你产生距离。 

 

最后，写成之后自己一定要看个两三遍，看看自己写的有没有趣？你自己是否很愿意看，很能

看得下去？如果自己看起来也觉得索然无味，那你最好还是推倒重来，而不要急急忙忙把稿子

交出去。要是你自己都觉得没有趣，那稿子还能卖得出去吗？ 

 

特稿写作，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自由撰搞，因为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讲讲如何找题目。 

我们特稿社，大约有一半的稿件是用户约写的题目。另一半是根据对用户的了解主动提供的。

我们的用户，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南华早报》这样的用户，我们称为“一般兴趣”，主

要是报纸的特稿版，他们对带有社会一个时期的动态性、趋向性问题的特稿比较感兴趣。另一

类是行业性刊物，像我们讲过的美国《好莱坞报道》、英国《羊毛纪录》、新加坡《旅游业

报》等，他们只满足某一社会群体的某方面需要或兴趣。 

自由撰搞人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看你是否善于找到用户感兴趣的题目。你找的题目正是人家

想要的，你的日子当然就会比较好过。我们要是不会找题目，我们的发稿量至少要减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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