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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好人物专访，首先要做好采访工作。就广播而言，最初是第一线记者的认识采访活

动，收集资料及做好实况录音等等，如果没有最初的采访活动及资料、音响，广播制作便无从

开始，所以担任最初采访任务的一线记者，其重要性就在他们处在这链条的第一环节的位置

上。  

（一）从采访到认识成朋友是人物专访成功必须之路  

（1）成功的人物专访，常给人一种“近距离交流”的效果。在生活中，记者要善于发现

人物的主要并具独特新闻价值的线索，处于朋友的位置，记者要抱一颗平常心，以平等的态度

去对待，不以对方“小”而傲，也不可以对方“大”而胆怯，大方从容，不卑不亢，既是一种

风度，也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成功的人物专访一般要多次采访，需要多次地深入挖掘你所

需的素材。  

（2）把握时空环境。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在具体的时空环境内，是要站在听众的立

场，引出被访问者的心声、情感、语言及现场音响，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物，才能引起听众的共

鸣，这种“共鸣”的感觉如同记者、听众、被访问者正在促膝谈心，所以说你的专访报道是否

有趣，有价值，最终取决于访问的能力。正如常人所说：“大钟之所以能发出美妙的声音，是

因为敲击得法。”访问的成败，与此同理。  

例：1994年笔者在采访曾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秋云姑娘时，多次到她家里采访，我们成了

知心朋友，无话不说，秋云姑娘把她的身世、家庭、学习及生活等情况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还

邀请她上台里的夜间谈话节目，成为佳宾主持人，通过电波向广大听友展示了秋云姑娘身残志

坚，热爱生活，扶贫济困的高尚思想品质，秋云自己创办的“倾心热线”也随着我们的电波传

播开来。一时间“秋云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数万封来信涌向我台编辑部。随后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及省、市各大新闻媒体也相继进行了追踪报道，

由于在第一时间里我台的录音专访“一个不平凡的倾心热线”报道了秋云姑娘事迹，这篇专访

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新闻奖广播专题“三等奖”。  

（二）成功的专访能引起听众的“共鸣”，也是专访的“灵魂”所在  

（1）一篇好的人物专访，应该是记者和听众“合为一体”，因为采制出的作品能引起听

众共鸣，能引起心灵的震撼，听完后有所启迪，要在新闻五要素中选择一点作为突破口，用被

访对象的心灵语言及真实情感，现场音响在作品中去展现，从而去感染听众，不能只停留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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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何事上面，而要在“为何”上面下功夫，只有写透了“为何”的专访文章，才算是真正满

足了听众的要求，你的专访才算有了灵魂。  

（2）说到人物专访深化报道及有了“灵魂”这一点，我的感受较深的是，记者要多次贴

近被访对象，了解他的身世，背景，生活空间及思想品质，他的闪光点在哪里，哪一方面值得

你去歌颂和赞扬。1993年夏秋，当我首先发现秋云姑娘时，眼前的这位几乎双眼失明的残疾

人，用她最大努力去关爱社会上有心理疾病的朋友，抚慰那些曾受到创伤的心灵，用她那小卖

部的公用电话，学着我台晚间谈话节目一样进行热线咨询，而且用自己的一点点微薄收入接济

那些特别困难的人们，从不计回报，从她收到的几千封来信和感谢信中，可以看出秋云姑娘人

格及思想品质。我们首先抓住了秋云这位身残志坚，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他人乐于奉献的

“灵魂”作为主线，精心地制作了一组“一个不平凡的倾心热线”录音报道，节目一播出后，

在社会各界  

（3）要搞好专访必须与采访对象以诚相见。因为被采访的人物，性格经历各异，身份也

各自不同，作为记者要想成功地把专访做好，还要临场发挥，采访中讲究一些艺术，不能就一

个访题直截了当地问这问那，有时还需委婉一些，因为诚恳的态度可以给对方以信赖，唤起对

方倾吐心曲的真情，短时间里可让记者与采访对象快速融洽，互开心扉。在采访中记者应是有

备而来，同时在采访中要用心观察，一方面可以给报道增加“厚度”，另一方面也使采访“有

的放矢”，节约“双方时间”。例：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辛亥革命著名将领

蒋作宾的后裔，现任省民革副主委蒋硕忠时，记者先收集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资料，采访时都

派上了用场，蒋硕忠在谈到他父亲当年参加辛亥革命首义时的情形时，激动不己，一口气讲了

一个多小时。他从父亲出生湖北应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天资聪明，一考就考取了清政府

的讲武堂起，讲到后来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清政府的陆军次长，后来到日、澳等国任过大

使，最后参加辛亥革命，成为著名的武昌起义军将领的光辉一生。由于我们采访很细，这篇录

音人物专访在本台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专题节目播出后，还制作出长篇在“焦点时刻”播出，

使广大听众进一步了解辛亥革命先烈的生平及事迹。  

（三）声文并茂，精悍短小是广播的优势所在  

有了第一手的素材，接下来就是用笔及音响把采访对象的有肉有血的东西展示给听众，在

展示过程中，有人说要紧紧抓住“短小”“精悍”和声文并茂，还有人说，还要有新闻及可听

性，要抓住听众急切想知道的东西，反之，这个人物专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我觉得所谓“短小”就是精悍一些，以小见大，取其一点，不求全面。一个人物的

方方面面是难以用笔来描述尽的，对五彩缤纷的人生阅历，我们只能把构成新闻性的那一部分

作为专访的着眼点，而不去涉及其他问题。也就是要抓住人物主线，围绕这条线集中写事，集

中写“人”的精神风貌，这种深掘的文章才有感染力和穿透力，强大的震撼力使听众有身临其

境的现场效果。  

（2）“声文并茂”是广播这种新闻媒体做人物专访独有的优势，因为一段比较好的声响

可以充分反映出人物的特点，给听众以清晰的印象。同时，也能将听众与人物的距离一下子拉

近许多，让听众感觉到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2000年9月，我国残疾人艺术团成功的访

美演出，当艺术团载誉归来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都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大家

可能还不知道，中国艺术团的13个精彩节目中，有10个节目是我省演员演出的，他们在华盛

顿、纽约、旧金山、夏威夷等地访问演出了十几场。声乐演员叶青的独唱《婴儿降生时》一路

轰动，聋哑舞蹈演员邰丽华的《雀之灵》让美国观众伸指赞美，肢残青年皮红军、李四表演的

舞蹈《生命之翼》令美国观众叹为观止。智残青年舟舟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力，更是征服了不少

美国艺术家。当艺术团演员返汉一下火车，舟舟就自豪地告诉记者：“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演员……在美国……圆满成功。”其它的提问他好像一概不知，只会说这一句话。拄着

拐仗的歌唱演员叶青用他宏亮的嗓子对记者说：（录音）“美国人民特别热情，整场演出掌声

 



不断，每次演出完了以后，我们谢了七道幕，美国人民都不肯离开。我们也感到特别的自豪，

登上了好多顶尖艺术家梦寐以求，想登而没有登上的艺术圣殿。”记者以《“强与美”的使

者》为标题精心制作了一组不到3分钟的录音报道，突出了演员们在美国演出的成功和感受，

短小篇幅中容纳了五个人的音响，报道播出后受到广大残疾人的好评，也受到新闻界人士的称

赞，此作品荣获了“第六届湖北省残疾人事业好新闻”二等奖。  

（四）新闻人物专访中的“人”和“事”在报道中的关系  

（1）新闻性是新闻媒介中每篇文章的一个共性，但人物专访与其他新闻有较大的区别，

专访的着眼点不是“事”，而是“人”，写的是事件中的人物本身，由人及事，“事”只能算

背景，用事来烘托人物。其次，一个人物没有构成新闻事件，但是，他所从事的活动，业绩，

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却令人感兴趣，因此，仍然具有较强的报道价值。由此可见，一个人物只

要有创造，有特点，即可以成为专访的对象，而并不只限于伟大人物和著名人物。  

（2）引人入胜的人物专访，还须传达一种“情趣”。多一些情趣，就能使文章多一点灵

气，多一点幽默感，这很重要，而且很难。作为人物专访中的“情趣”，在你的文字和音响资

料剪辑中需要下一番功夫，它的作用是让人物“动”起来，而不是刻意地以所谓的“情趣”来

煽动听众。人物专访的“情趣”追求的是“情操性”，它的出现，是吸引听众轻松地听下

去。  

（3）在当今各种新闻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广播中的人物专访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喜

爱，听众对于记者、编辑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记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形成现场人物专访好与

次的第一要素，记者应面对现场的人物、事件，主题要表达清楚，而且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新

的新闻线索，使其人物专访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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