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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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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观点：作家是体验生活，而记者则是参与生活。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的摸爬滚打，

“新闻”永远只能是干瘪的“二手货”。对于专稿来说，更是如此。 

专稿的基础是丰富的材料和真实的细节，因此，专稿的采访比消息的采访要更深入，更富于洞

察力，更富于记者的主观色彩。首先，要注意发掘更深层次的信息。如果你要写专稿，没有深

层次信息的支撑，只停留在事物的表体，是没有办法写深、写活的。所谓深层次的信息，就是

不仅要把握事物的主干———“现在时”，还要掌握事物的“过去时”和“将来时”，要掌握

事物的背景和成因，你要发现事物的两个方面，甚至三个方面，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分析理解

事物。我们的记者除了学习新闻理论和新闻技巧外，还要学点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

等，这对我们采访、写稿子有很大的好处。 

其次，要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就是你自己看到的，自己体验到甚至直接参与的。最好

能听到“第一人称”的自述，必要时要想方设法“面见”信息的来源，因为转述总是隔了一

层。 

第三，要强化现场观察。现场观察对记者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文·曼切

尔曾说过：“记者必须学会用孩童般的眼睛观察世界，他把每件事情都看做是新鲜的，各具特

点的；同时，他必须用聪明长者的眼光洞察世界，能够区分出有意义的东西和无意义的东

西。”没有这样一种好奇的，而又富于洞彻力的观察，我们眼中的事物只能是平淡的，表面

的，没有特征没有活力的。而我们写成的文稿，也只能是苍白、平面的，不能“再现”活生生

的现实和现场。 

强化现场观察，首先要抓住典型的细节，因为它可能是以后文章中最传神、最打动人、最能突

出人物性格的地方。比如我过去单位的一位记者，写一位性情粗犷的建筑工人在劳动中挥汗如

雨，写道：“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我在审稿时认为记者的观察肯定是不准确的，第

一，用手背擦汗是女性的动作特征，不太可能是一位粗犷的建筑工人的习惯动作；第二，这工

人既是挥汗如雨，汗就不可能只在额头上。我提出疑问后记者不信，打电话给这工人问：“你

是怎么擦汗的，用手背还是用手掌？”对方怔了半晌说：“当然是……用手掌。”这就是一些

记者现场观察不细的典型一例。后来我们改了他的文章：“他用巴掌抹了把脸上的汗水，一

甩……”这就对了，是现场实情，也符合人物的性格。 

强化现场观察，二要注意现场情况的变化，要有耐心，像蹲守猎物那样，最好能尽视现场的全

过程。我曾采访一个电视台广告时段竞标会，同来的十几位记者拿了新闻通稿就撮堆儿打麻将

去了，我则在现场坚持下来，看看有什么故事发生。果然，３个小时过去后的最后时刻，一位

老道士来到现场，花２０万元为自己的道观竞得一个宣传的广告时段。在最后的稿件中，只有

我运用了这个有趣的情节，使文章活起来，而其他媒体的稿子，千篇一律，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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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强化形象记忆———对现场人、事、情、境的活的记忆，有了这些形象的东西，稿件中才

有所谓“现场感”。 

四要发掘人物的心理活动。现场观察到的事物，往往是事物的表象，而现场中人的思想和心

理，我们是看不到的，这就需要我们探求现场中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这样现场的情境才

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常批评一些稿件见事不见人，这其实和我们在采访中

没有重视现场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极大关系。 

五要用心灵和真情去感知，这样你才能和现场融为一体，才能体味到现场人物的真情实感，你

写成的稿子才能不是“两层皮”。 

六要观察与思维相结合。事物不是孤立发生的，而且是具有意义的。记者的现场观察或采访，

构成了文稿的素材，而这些素材整合后，使用在稿件中，即是所谓材料。材料在文章中不是为

使用而使用，它常常是“手段”，是为文章的目的服务的，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某种“意思”或

“意图”。因此，记者应该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把握素材的实质和它在你的文稿中可能发挥

的作用。不仅还原事物的本体，而且要开掘事物的本质，考虑到它与你的采写意图的关系。 

第四，要讲究“采访经济学”，即采访的实效。采访的目的是为写成稿件，是“为我所用”。

因此，我们必须把握采访的主动权，把握提问的主动权，让被访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跟着你走，

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可能会被你的文稿所使用的素材。而不要跟着被访者信马游

缰，满本记录，最后可用之材寥寥无几。专稿的采访比消息的采访涉及的面更广更深，因此要

特别注意事半功倍。 

 

文章管理：mycddc （共计 4291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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