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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新闻采访不是学问，而只是有关于采访提问的技巧。美国《塔尔萨论坛报》的鲍勃·

福尔斯曼说：“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访问是决当不好记者

的。”（转引自兰鸿文《新闻采访学》P299）因为记者凭借所占有的信息传递者的舞台，借助

自己的采访报道向受众传递信息，于是，采访活动在记者的整个收集素材的活动中便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那么，采访是否有技巧而言？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采访是讲求方式方法的，同样一个新闻素材，能力相当的甲记者和乙记者前去进行采访，因为

提问的方式方法不同，因而所获得的新闻的信息量也就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会适当地拍拍“马

屁”，那么他所获得的信息量就一定为大；相反，如果另外一个人说话不注意方法，那么他获

得的知识量就一定为低，甚至于因为说话让采访对象难于接受而造成采访活动的夭折。如果此

处暂不考虑他们的政治、理论、知识以及专业等修养方面的差异，那么从这个采访所得到的新

闻的可读性或影响力上也一定是不同的。笔者暂且把这两者的采访活动称为“采访活动中的不

同马屁精效应”。 

一、“马屁精”准备学 

拍马屁是一门艺术，是人际关系至高无上的“润滑剂”。 

马屁精，顾名思义就是拍马、恭维和献媚的“精英”。 这个世界，芸芸众生，讨厌别人对自

己拍马屁的人是少之又少。如果说即使有，那么也多半只是一种漂亮的掩饰，因为人性的弱

点，即就是喜欢听顺耳之言早已证明了一切。至于新闻采访，也需要“马屁精”的存在，也因

为人性对于提问和回答方面天生的喜欢听顺耳之言的缘故。 

新闻采访是和拍马屁由许多共同之处的，理由之一便是他们都要借助于语言的技巧。新闻采访

是新闻工作者为烧鸡新闻素材所进行的活动，但是采访决定写作，语言即为心声，通过拍马、

恭维和献媚这种说话的方式，使用得当，则会对记者的采访活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理由之

二，新闻采访和拍马屁都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世界没有不经过准备就轻易的手的战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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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得到一个新闻线索后以至采访活动之前需要做好许多工作，这和拍马屁这所采取的大多

数步骤是不谋而合的；理由之三，新闻采访和拍马屁都需要察言观色，针对动作施行对象的每

一个行动方案都要根据受动者的反映做出进一步的反应；最后，新闻采访和拍马屁都需要坚强

的耐力，古谚曰：“水滴石穿，绳锯木短。”采访和拍马屁都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工作，排

除掉一夜拍、访成名的特例，采访者和拍马屁者都需要坚韧不跋之毅力，因为点滴的努力，所

以才会有丰硕的收获。 

于是，成功的新闻记者往往在一个新闻采访活动实施以前，即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以期在即将

到来的新闻采访活动中能够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对相关新闻当事人展开“拍马屁”的硬功

夫，来换取新闻信息量的最大化和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 

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拍马屁需要知道事件的相关背景知识 

这里想起来一代武林高师金庸的《鹿鼎记》中的韦小宝。笔者非常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每

本小说几乎都很精细地看过了，但是，与笔者印象最深的还是莫过于他在陈近南、茅十八、海

老公、康熙以及他几个妻子之间游刃有余地迎拍工夫。比如说康熙智除鳌拜时，韦小宝知道此

事的来龙去脉，于是针对于康熙作为帝王需要什么奉承，于是立即说出了：“大家都说鳌拜这

大奸臣害良民，老百姓恨他恨到了骨头里。皇上一上来就把他杀了，那是大大的好事。他们恭

维你是什么鸟生，又是什么鱼汤，奴才也不大懂，想来总是好话，听着可开心得紧。”鸟生、

鱼汤是说尧舜禹汤，把康熙和上古三帝进行比较，这让康熙的确赚足了虚荣——像这等的伶牙

俐齿和察言观色，康熙不去喜欢简直是不可能的。另外，大贪官和申也是好的例子，此处不再

多讲。 

于是，笔者想，如果让韦小宝和和申去做新闻采访记者，那么，他们在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八面

玲珑自然对他们的采访时到有裨益的，甚至于，因为他们的“会说”和“拍马”，他们还可能

获取到别的人根本无法知晓的独家新闻。所以，如果新闻从业者特别是进行采访的新闻记者如

果懂得“迎”和“拍”这番技巧，那么，一定于自己的采访活动大有好处。当然，这里所说的

主要是他们对于“拍马屁”的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使他们能够在迎奉拍马中始终处于优势地

位——了解背景知识非常重要，这便是一个诀窍。 

那么，作为一个新闻采访记者，他在真正地和当事人面对面进行交流（“拍”）前，也需要做

好几方面前期准备之一即了解新闻采访所需要的事件背景知识。包括： 

①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 

新闻业是对新近发生事件的报道，那么，一个事件本身所走过的历程即是新闻采访者本身所必

须了解的。事件因何而发生？事件的发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事件最后的结局如何？这几个问

题时很值得新闻从业者搞清楚的，因为，只有这几个问题清楚了，新闻记者才能在其后的对事

件相关人员的采访中（说话即需要“拍马”）抓住主动，取得新闻采访的必然结果。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迎奉”前提是真正地了解事件，而不是不知道事件地曲意地“信

口开河”，否则，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甚至于中途夭折。 

这里有一个例子。某记者去某生产镁的企业采访，这个企业获得当年当地政府的表彰，因为该

记者没有做深入地调查，在见到该企业的书记和厂长后便一再说企业的规模如何如何，企业的

效益应该是同类矿业企业比如说山西大同煤矿要好得多，企业领导人在省表彰会上的表现如何

的引人注目等。不可否认，这些话是豪华，说得没错，但问题是该企业没有这么多光环、表彰

会是在该县召开的、和省上一点关系也没有、企业是一家镁生产企业、而不是煤炭生产企业—

—可以理解，该企业领导人听到这些话后认为记者采访没有诚意，中途便终止了采访，于是这



条新闻便胎死腹中了。究其原因，还在于记者梅哟对相关事件没有了解清楚的缘故。 

所以，新闻从业者在对所要采访事件的了解程度对于采访活动的顺利展开是至关重要的，《东

方时空》主持人水均益就曾经写道，他们在采访一个事件以前，要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搞得非

常清楚，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采访中针对于问题本身作出好的策划，顺利完成该采访。 

②事件涉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 

因为新闻事件背后总是有某个人、某个单位、或者某个部门的影子（甚至于事件本身就是某个

机关单位、部门、人物的行为），那么，对于一个采访活动的实施前期工作自然而然地就包括

了对这些相关单位、部门和人员的背景材料。事件是由哪个人实施的？该相关部门态度如何？

是如何处理的？与之相应的其他机关单位、部门、人物的态度如何？是如何处理本事件？对于

另一方的态度和处理事件的方式所持的观点既看法？等等。如果事件本身就是某个自然人的行

为，那么这个人的背景、工作单位、出生日期、经历、学识、成就、特长、兴趣爱好、个性特

征、性格、爱好、社会关系、其他人的看法态度等等便是最好的前期材料，如果能够得到其本

人的相关实物资料，则是最佳的。（一般来讲，记者的采访往往会从在从对方的最熟悉的人生

经历开始，那么如果是限时采访，那么这些文化则非常浪费时间，而且还容易因为了解不深

入，而对对方的隐私等方面不愿意谈的话题是双方遭遇到尴尬。） 

这里我们之意马家爵事件为例（此处不探讨的法律及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新闻媒题材对于

此事件的处理便有其可取之处，马家爵事件发生后，各大媒体便对马家爵的成长历程作了详细

地描述，对于马家爵本人的心理成长和扭曲的变化和盘端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思考这个事件所

产生的根由是幸少年的思想健康继续加强、大学里的贫困生需要关爱等社会问题。于是，事件

报道也更加客观和深化了。 

再举一个例子。某记者去采访一位获得国家科技奖的中年女科学家时这样说： 

记者：解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学府培养了许多人才。请问，您毕业于哪所大学？ 

科学家：对不起，我没有上过大学，我搞科研全靠自学。我以为自学也能成才。 

记者：听说您又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请问，您的新课题是什么？ 

科学家：看来你并不了解我的工作。我一直致力于这个项目的科学研究，目前，只是又有 

了新的突破，但远远没有成功，所以谈不上有什么新课题。 

记者：您的孩子在哪儿学习？ 

科学家：我早已决定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一直独身至今。请原谅，这 

个问题我不愿多谈。 

…… 

采访显然是失败的，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记者没有做好采访报道的前期工作，对采访对象的背景

资料一概不知，即便态度很诚恳，但是，最后的结局却不是自己所期料的。 

但是，新闻采访的对于事件涉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背景知识了解也要有所节制，注意新

闻采访者是为了给第二阶段“新闻采访”做准备，不要去做无谓地采访活动。也就上例，在马

家爵事件发生后、法院判决以前，许多媒体没有机会采访到马家爵本人或这云南大学、昆明市

公安局、昆明是人民法院等涉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于是展开了对社会群众针对于这一

事件的大规模调查采访甚至讨论工作，使得对很多社会群众形成了一个“判决还没有出来。但

是不杀马家爵不以平民愤”心理结果，确实不应该。如果第二则例子中的这个记者如果了解到

了这位女科学家的事业、家庭以及婚姻资料，那么这也就足够了，如果他还想搞清楚科学家的

没有结婚的更细节的问题，那么难保不会涉及到别人的隐私，所以一旦被科学家所知道，那

么，采访的结果也是很难预料的。所以，对于作涉案题材、涉及隐私的新闻采访的前期的准备

工作时，要非常注意采访涉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部门的针对性，不能事无巨细第一该了



解，这很难保证不会走到问题的反面去。 

③事件被有关部门处理后的社会影响 

在新闻记者对事件以及事件所涉及的涉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进行采访后，自然而然地就

涉及到针对这个新闻事件被处理后（有可能是正在处理中或者处理了事件的几个方面），当事

人对于处理结果的看法以及社会舆论对处理结果和当事人看法的看法。这里说，新闻从业者对

于事件的社会影响的了解程度也是对新闻从业者展开后续的新闻采访报道是十分必要的。新闻

从业者获得一个新闻事件线索，有可能在他展开新闻采访活动之前，这个时间正在处理当中或

者已经处理完毕，那么，在对新闻当事人的采访中如果提及正在处理的结果和社会舆论的反映

结果等类似问题时，新闻当事人的回答都将使这个新闻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了。 

这里作者以孙志刚事件为例。《南方都市报》在开始报道孙志刚事件时，孙志刚人已经作了

古，这个事件已经被有关部门大事化了，但是该记者在获取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展开对于事件涉

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的采访活动，同时，他展开了对社会公众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的反应采访，让国家有关部门在调查这个事件时知道社会公众对于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的意

见，于是，是件在处理完毕后国家有关部门便终止了施行了十余年的“遣送办法”，取而代之

的是更加人性化的“救助办法”。有人说，孙志刚事件一人终结了一个制度，的确不为过，但

是，新闻记者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 

同样，新闻从业者在展开对事件的社会影响的报道时，切忌以偏概全、听取片面之词。新闻是

投枪和匕首，如果单单听取某一方对于事件影响的反应，那么很可能就陷入偏听偏信的危险境

地，更有甚者会被别人所利用歪曲事件的报道，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不

详述，因为道理都懂，例子也太多了。 

2．要拍马屁成功需要采访者拟定采访计划 

说道新闻采访者要学会“拍马屁”，那么一个工作不能缺失的就是，拍马屁者都会看人下料，

针对于所要时时拍马的人准备“拍”的计划。有谚说：“凡事预则立。”所以，要想在采访中

户的最大信息量的新闻从业者字不可避免地需要拟定自己的计划。 

此类计划包括以下几点： 

①采访活动的步骤和方式计划 

拍马屁者成功的例子归结于一条即是对于拍马的步骤了如指掌，所以新闻从业者在进行采访活

动时贵在有计划有预案，第一点即就是要拟定好采访活动的步骤和方式计划。 

新闻从业者在搜集与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材料时，同时应该拟定自己的采访计划，因为搜集材

料实际上也是采访，那么，如果有一个考虑完备的计划指导新闻从业者的采访活动，那么，特

的采访不仅收获一定很可观，同时还因为计划的思考周密而省却了跑冤枉路、花冤枉钱的烦

恼，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采访者拟定的计划应该是条例明晰的计划，对于采访活动的步骤应

该具体到什么时间应该干某一个事情、什么地点应该得到什么的结果等等，采访方式应该落实

到是面对面地采访、书面采访、电话采访还是网络采访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以便于自己联系

相关当事人、落实场地、经费等辅助措施。 

凡是成功的采访案例在拟定采访活动的步骤和方式上面都非常重视，比如说在2003年中央电视

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所作的采访计划非常完备，对于外派记者和国内记者采访步骤明晰化，

避免了因为突发事件而造成采访被动。 

②采访事件涉及的机关单位、部门、人物的计划 

一个新闻事件既然涉及到机关单位、部门、任务，那么，如何对这些机关单位、部门、人物进

 



行采访活动，自然就需要拟定相应的计划。一般而言，表扬性的报道所涉及的这些机构和人员

都能很好地配合（也不排除个别单位和人员不喜欢接受采访），在拟定采访计划时只要考虑到

针对事件拟定采访步骤和问题即可，其他的事情多半会由被采访单位或者人员安排妥当。不

过，这里有个弊病就是新闻采访者过于被动，在采访活动时易于受制于人，看到的问题太过于

肤浅，同时也不利于倾听基层群众的态度和看法。 

那么，对于批评性的报道难度就大多了。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时典型的曝光和批评

性新闻板块，所以，记者在针对于这类新闻线索展开采访活动时，往往遭遇到很大的阻力，当

事人不配合、涉及的机关单位甚至于地方政府都出面阻拦，所以，要取得采访活动的成功，栏

目记者在获得新闻线索后便拟定计划，真对于相关人员或者部门的态度和如何与相关人员或者

部门进行采访具体化。因为做到了有的放矢，所以，绝大多数报道才会获得成功。 

③采访的行动路线及所需经费的计划 

新闻采访需要“走万里路”，所以因之而来的经费问题和行动路线的设计对于新闻采访的成功

也是息息相关的。新闻采访是“花钱的买卖”，所以，每个新闻机构在对新闻线索进行评估

后，都不可避免地考虑差旅费用问题。虽然说，新闻机构因为报道新闻赚取了非常大的社会影

响，但是，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分子来讲，他们又不可忽视经济效益问题，在这里，花钱和办

事时矛盾的，有时统一的。所以，有思维的新闻机构很重视采访活动行动路线的拟定和经费开

支的计划。 

据个例子说，要从北京去上海采访，有三条路去走，其一是坐飞机、其二是坐火车、其三是坐

汽车，自然这三者的花费时不同的，飞机最贵，火车最便宜。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在里面，

如果这个新闻采访对实践性要求不是太高，那么完全不必一定要坐飞机。但是，如果采访不在

上海市区而是在某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可时间性方面要求有非常急，那么做专车也未尝不是一

个好办法。所以，林林总总的方法和途径，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至于对于新闻记者而言，自己如果在这些方面考虑的比较周全，也已于自己所在媒

体单位批准采访要求。 

④采访的重点、难点以及拟定提问问题的计划 

每一个新闻采访都有它的卡脖子地方，新闻从业者在采访活动进行之前，一定要对重点、难点

以及针对问题和难点所准备的问题做好计划。 

比如说，采访某个单位领导人腐败的新闻，这个单位的群众的态度和相关单位的领导部门的态

度就不见得一致，单位群众多会配合采访，而相关上级部门则多会回避或推卸责任。群众手中

没有权利，不知道腐败的内情，但是上级部门所负有的监管责任如何体现，为什么会在这个部

门暴露出来这种问题等等，则应该成为采访的重点。同时，这个重点往往又是难点，所以，在

拟定采访问题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采访对象所能采取的规避等做法，而自己也应该针对于这

些做法做出预案：采访到了人如何说？没有采访到当事人，那么其他哪一个人应该了解内幕情

况？等等。所有的计划应该很详细，也只有这样才真的做到了知己知彼，这样的采访活动也才

会百战不殆的。 

⑤采访活动可能遇到的阻力及其对策计划 

在采访活动中遇到阻力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新闻记者在采访活动之前应该估计到采访的艰

巨性，所以，最好针对有可能遇到的阻力拟定对策计划。 

比如说，去某地采访制假造假新闻，考虑到这类事情本身就是违法事件，所以当事人多半会对

采访者不合作，甚至个别亡命之徒还会采取暴力手段危及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同时这类造价

者多由地方政府或某个“权势人员”撑腰，所以，记者在采访之前最好做好应对预案，比如说



可以要求地方公安、工商等部门协助。有一个记者说他在采访之类新闻时，一定要先把当地公

安或派出所的领导名字搞清楚，在危急时刻说出“我和你们××局长（所长）使同学”，的确

吓唬住了许多人。当然，我们不是主张用别人名号去吓唬人，但是，这也不失是一个救急的好

办法，值得我们借鉴。 

对在采访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困难的预先古迹、针对阻力和困难所拟定相应的对策是由百

利而无一害的。 

3．拍马屁者需要对自身的进行充分准备 

①知识准备 

如上所述，要求成功拍好马屁的新闻从业者一定要在和新闻当事人的沟通中，尽可能地多些共

同语言，少些隔膜和隔和，那么，就要求新闻从业者了解一些相应领域的知识。否则，两个人

说话答非所问，尽管新闻记者想在当事人面前时拍马之能事，但很难保证不会拍到马蹄子上。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说自己又一次去采访一个知名的学者时，因为自己对该领域

一窍不通，所以问了一些皮毛的东西后便很难继续沟通下来，于是这个采访便半途终止了。这

对敬一丹本人来说是个打击，她后来说从那时起她真的明白了记者应该是个杂家的道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杂家，但是，不要花很多功夫，只要针对每一次采访，新闻

从业者只要能够尽可能地了解一些于新闻当事人有关的知识，这无疑是对自己的新闻采访活动

时有所裨益的。 

比如说，新闻当事人喜欢打麻将，而自己在这个方面又一无所知，那么自己完全可以找别人去

问一问麻将的打法，不会太花多少时间，但是在和于当事人沟通方面，如果以当事人的爱好方

面引伸到新闻事件上的方法，则完全是比直截了当地提出事件本身更具有亲和性。 

②物质准备 

一般来讲，新闻记者不能赤手空拳地区进行采访活动，因此，新闻记者在采访之前准备好一些

相应的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一设备及生活用品上的准备。例如，笔、采访本、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便携电话，如

果是外出采访事件比长，还应准备好诸如干电池、磁带、胶卷、常用药品等物品，否则这些物

品准备不充分，则很可能对新闻采访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二，衣着打扮上的准备。中国人常说“第一印象”，因为两个陌生人在见面后，彼此之间的

心理都在猜测对方是何种性格，属于那一类人。新闻记者和新闻当事人不同的是，新闻记者是

想从当事人那里获得信息，所以，在衣着上减少隔阂，增加相互信任尤为注意。比如说去采访

农民，那么新闻记者最忌讳穿着西装革履和浓妆艳抹，因为这样给头顶日月面朝地的农名来

说，这些非常重视外表的记者一定不是自己的知心人，所以，农民们有话也不愿意对这些人

讲。但是相反，如果去采访外国领导人，除非对方提出要求衣着随便的话，新闻及则最好应该

衣着鲜亮、正式，让当时对方感觉非常重视这次采访。 

总之，新闻采访时一个人和人交流的学问，那么，作为新闻从业者自身而言，如果要获取最大

的新闻信息量，则一定要在语言交流方面做好准备——我们暂且定义它为“拍马屁采访学”—

— 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只要管用就是好谋（老实讲，伶俐的语言绝对是对新闻采访的顺利

实施是大有裨益的，所以，适当拍一拍马屁又何妨？）。 

但是，同时，磨刀不误砍柴工，凡是打胜了的仗，大都是做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的。所以，



这里讲到“拍马屁”，那么可以说，即便是好的“拍马屁高手”，也非常重视“拍前”的准备

工作，本文便在此方面罗列一些前期步骤以供参考（具体拍马做法请见该文系列之第二部分

《新闻采访“马屁精”系列之马屁精采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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