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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一台戏” 

时间：2003-2-15 19:21:2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胡德桂 阅读2980次

  

 这里所说的“一台戏”，是指人物专访的作者要像导演一样去引导作为主角的采访对象及作

为配角的采访对象身边人的全过程。  

然而，目前媒体上的有些人物专访，虽然在标题上标有“访×××”的字样，或者在文章上打

出了“人物专访”栏目的字样，但通读全文就会发现，文章没有或缺乏人物专访的味道，根本

称不上人物专访，只能说是“挂牌”的专访。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没有引导好采

访对象，或者说作者缺乏引导采访对象的艺术。具体表现在，有的作者只在文章的开头露面，

而且还是很程式化地表现自己，一般为“×月×日，笔者在×××采访了×××”。除此之

外，文章的其余部分就再也见不到作者了。很显然，作者只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由头，而没有把

自己当成导演，更谈不上引导艺术了。因而写出的文章像是人物简介。有的作者在文章中露面

次数又偏多，有喧宾夺主之嫌，且引导得生硬，这种引导模式一般为：作者问，采访对象答。

因而文章通篇是对话，平淡泛味。  

目前媒体上写得成功的人物专访也不少见。如《长沙晚报》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刊登的

《丁聪不老》（附后），从外表来看，虽说在标题上没有“访”的字样，也没有打出“专访”

的栏目，但这是一篇实实在在的人物专访，是一篇可以作为范文的人物专访。俗话说，七分

采，三分写。这篇专访与其说写得成功，还不如说采访得成功。  

很显然，这篇人物专访的作者李应宗把自己当成了导演。作者采访著名漫画家丁聪时，先从丁

老的健康谈起。作为当时已年过八旬的丁老来说，自然很乐意谈这个问题。这就找到了打开丁

老话匣子的突破口。接下来，作者与丁老谈起了爱好，谈到了讽刺与幽默等。与采访对象交

谈，是人物专访中的一个重要引导方法。这种方法谓之语言引导。最令人拍案叫绝地是，作者

在与丁老谈幽默之前，拿出了一本有丁老当顾问的《中国当代漫画家辞典》一书请丁老签名。

这谓之行为引导，是人物专访中的又一个重要引导方法。由于作者引导成功，不仅打开了丁老

这位主角的话匣子，而且还引得了作为配角的丁老的夫人不时的插话。这都是人物专访中作者

所期盼的。一般情况下，有了主角的言行，人物专访基本上就能写出来了。如果有主角的言

行，有配角的言行，还有作者的言行，那么就能写出更生动的人物专访来了。作者在引导丁老

及其夫人的同时，还观察了当时的情景及丁老的容貌。因而这篇人物专访有作者提问、行动的

叙述及丁老从事漫画创作的叙述；有丁老肖像、语言、动作的描写及丁老夫人语言的描写；有

对丁老抒情式的议论。文章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表达方式上看，都是丰富多彩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要写好人物专访，首先必须采访好人物。在采访人物的过程中，作者要把采

访看作是排演一台戏，要有意识地把自己当成导演，要有意识地把采访对象当成主角，要有意

识地把采访对象身边的人当成配角。作者要采用语言和行动这两种方式去引导主角和配角，并

用笔摄下主角、配角的肖像、言行及当时的场景。此外，在后期加工的成文过程中，还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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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等表达方法。如果基本上能做到这些，一定能写出读者爱看

的人物专访。  

然而，人物专访的采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附]《丁聪不老》  

１０月小阳春的和煦阳光，洒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颇有“春暖”的感觉。当我们在枫林宾馆

拜访著名漫画家丁聪时，更有“如沐春风”的体会。一见面丁老急忙让座，他的夫人沈大姐为

我们沏上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话题自然是从丁老的健康谈起。  

丁老１９１６年在上海出生，今年已是８１岁的老翁，却依然拥有一头真实的黑发，面色红

润。我问丁老：“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以致８０不老？”丁老乐呵呵地笑着说：“这个，真

是有劳了我这位‘饲养员’！”说着用手指指夫人沈大姐。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家里，沈大姐是名副其实的“家长”，里里外外忙个不停。特别是画展期间，丁老因身体不

适住院，沈大姐家里——画展——病房轮着转，硬是办到画展圆满结束。  

我们像一家人似地聊着。我又问及丁老有何爱好，丁老朗声笑道：“既不养猫，也不喂鸟。”

沈大姐插话说：“我也只种点草，容易伺候的。可他还要加上一个‘毒’字哩！”丁老接话介

绍：沈同志栽的是仙人掌类植物，浑身有刺。他幽默地补充说：“凡属有刺的，当然都是‘毒

草’嘛。”房间里的人似乎都心领神会，相视大笑。  

从５０年前我年轻时起，就知道丁聪已是著名漫画家。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讽刺漫画影响深

远。１９４５年，讽刺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五子登科》，以及不许老百姓说话的

《“良民”塑像》，都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曾长时间从事多种画报的编辑和舞台美术设

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画报》社副总编辑。１９５７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而中断了他的创作，直到２０多年后的１９７９年，才又重新创作讽刺漫画。其时，“小

丁”早已是花甲老人，然而，他竟真正来了个“青春焕发”，不断有新作问世。１９８０年

后，出版了《〈阿Ｑ正传〉插画》、《丁聪漫画系列》、《古趣图》、《今趣图》等等，新近

又推出了《绘图双百喻》。这本书系陈四益先生写文，丁聪作画，原是《读书》杂志每期都登

的图文，为该书作《序》的有王蒙、严文井、王朝闻、方成４位。此书虽系以古文形式写成，

却句句道着今事，难怪读者如潮。  

当我拿出《中国当代漫画家辞典》请丁老签名时，丁老笑着说：“你别看这《辞典》上有我的

名字，这只是挂个名哩。也别看我总是第一，因为我这个‘丁’字笔划最少嘛！”他一边说

着，一边在书上题字。写完我一看，他还真写上了“挂名顾问丁聪”呢。大家都说丁老太谦虚

了。 p接着，我们又谈到怎样才幽默、如何才能引人发笑。丁老笑嘻嘻地说：“一个清正廉洁

的官员作报告讲反腐败，人们觉得正常，不可笑；如果一个贪污受贿的人在台上大讲其反腐

败，便产生了令人发笑的效果。但是，仅仅令人发笑是浅薄的，真正的幽默，是让人笑过之后

要思考，想过之后要叹息，甚至要哭。幽默与讽刺，必须在笑声中藏着善意的机锋，去刺破

恶，而且化解恶，这样才算是成功的。”  

谈及丁老的笔名“小丁”，丁老的介绍是：小丁，简单好记、易写，国民党时期，不是成天抓

壮丁吗？小丁，表示不是“壮丁”，是一个小男丁，亦即小人物之意。谈笑间，尽管丁老如一

个小字辈一般欢快、活跃，我们还是尊称“丁老”，因为，怎么说也是面对一位８０高龄的长

者。  

丁老绝无龙钟老态，更没有垂暮之年的情绪。他的创作是那么丰厚，当然是与他的生活积累和

形象积累及至技巧磨炼有关，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并不是谁都能达到的。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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