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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在新闻采访的理论研讨中，把提问列为设问式、回答式、假定式等等，这样往往把采访

限制一定的框框和模式中，尽管它对采访确实有益，还是应该向更广阔的领域，更为精深的内

核去做尝试和探讨。 

前不久，美国一位名记者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提问的关键是掌握好采访的艺术性，把握好采

访的目的性。而不在于“样式”的规定性。这个观点迈出了采访提问理论的一大步。 

采访的目的性，就是采访的“终端”性，也叫结果。结果，它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采

访者欲达结果，另一部分是采访所取得的最终结果。 

这两个部分的结果，又可划分为多类层次。 

一、欲达结果与最终结果的同一性。原定采访的目的性得以实现，达到了最终结果。 

二、欲达结果与最终结果的异样性。欲达结果没有实现，却获得了其它结果，这个结果可分为

没有成效的结果，意外收益的结果，超越欲达结果的结果或获得其它新闻线索的结果等。 

三、欲达结果与最终结果的相反性。欲达结果和最终结果是相反的。 

四、欲达结果与最终结果的反差性。欲达结果收获丰盛，又取得了新的或重要的新闻、新闻线

索，等等。 

新闻采访提问的目的性就是既要获得欲达结果，又要实现最终结果的突破，而实现这个突破的

关键在于采访提问的艺术性。 

新闻采访中的提问，并非某一局部或某一专门学科的提问，它面对的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千姿

百态的人生，因而，采访提问，就构成了一门微妙而深刻的艺术。 

新闻采访提问的性质，决定它必然是一门综合艺术，溶进了多种学科：比如社会学，懂得社会

的构成；心理学，掌握人物普遍心理状态和特殊心理状态；人性学：理解人的本性、本能，甚

至是不同阶层中人性的构成；当然哲学、经济学以及最基础的学科是必备的，还要有一定的杂

学基础等等。这一系列基础工程学科，汇集成了采访的提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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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艺术往往随着环境、地域以及采访对象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心理状况，意识形态影响程

度，风俗习惯，道德、学识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而运用不同的艺术提问手段，但总体上还是

有一些规律可循，这里我们权且叫它提问艺术准则来做一些粗浅的探索。 

一、一般不在采访一开始就提刺手的问题 

15年前，在新疆喀什地区招待所采访了一位巧遇的著名歌唱家。 

采访时间很忙，准备也很仓促： 

“李老师，我只有三个问题，不会耽误您的时间，第一，回新疆已有几日，有人说你并没有打

算回老部队，是否有些原因？” 

还没当我提出第二个话题，李老师就接上了话，“这话是谁说的，你可以去采访他，不过，我

确实很忙，不能成全你的采访，实在有点对不起！” 

他的话刻薄而又礼貌，也让我很难堪，采访失败了。 

事后，请教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他说，问题提的很刺手，这是他最敏感的问题，你让他难堪，

他让你采访不下去，这就是教训。 

通常情况下，采访一开始应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对对方稍微奉承几句有助于打开局面，当然

决不能奉的太过份。像刚才的那次采访，就应该诸如此类的提问： 

“李老师，你是新疆部队的骄傲，你的歌声可以说遍布新疆军营。” 

接下来，就谈被采访者喜欢的话题，用开放式的问话提出第一个问题。 

比如：李老师，几年前我到新疆来第一个愿望就是想去达板城看看达板城的姑娘和小伙，你曾

在那里插队落户。这次是否去看看当年脸色成长的地方？ 

这样，在转入刺手问题之前，要提出两个到三个准备性的问题，假如上面的提算第一个准备性

问题的话，第二个问题，可以涉及到这次回新疆的日程安排，第三个问题，可以问到这次日程

有没有回原部队总愿的问题。 

这样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即刺手问题的提出是由于被采访者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事件才引起记者

刚刚想起似的。 

二、切切注意采访对象的反应，然后做出艺术性的处理，提出艺术性的问题。 

当采访对象谈话时，要注意观察和聆听，来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只

要提出问题，便畅所欲言，但要掌握谈话中心，以免交谈中走题；有有寡好思，态度严肃，这

就需要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有逻辑，做到步步深入；有人讷于言辩，就要多提出一些引导话

题，做到由浅入深；还有人温文乐雅，和蔼可亲；有的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也有的腼腆害

羞，或有这样那样的个性等等。 

因此，采访中通过观察和聆听，随机应便，采用不同的提问方式，使采访谈得扰、谈得投机、

谈得深刻。这就是实现采访成功的艺术，这种艺术不是随便就能在书本上找得到，须要在实践

中去训练，更须要在实践中去思考。 

三、不要放过事先准备问题之外的新问题 



在谈论你所提问题的过程中，采访对象偶然闻说的某些话往往会涉及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问

题，或是一种迹象，或是潜在性的新闻线索，你必须机警地注意到，而且和你原先的主题做一

个对比，判定其价值的大小，进而巧妙的迂回开来，提出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大鱼。 

例如： 

1、刚才你讲×××这件事，我和你一样感兴趣，能具体讲给听听吗？ 

2、对，这件事我也已有所闻，看来，你知道的更详细？ 

3、这样事儿很有意思，结果怎样？ 

这种采访，最关键的是你一定要成一个不露声色，抓住一个又一个话题不放的“导演”。 

无论采访对谈的话题是否走着你想知道的主题轨道，你就要把握好一个方向盘，按照你不断选

择、不断调整的主题，取得采访的成功。这样，最其码会得到一弹一鸟或者一弹多鸟的成果。 

四、不要忽视“无可奉告”之后的提问。 

“无可奉告”之后就轻易结束采访是不明智的，打开采访对象的“金口”，应该是记者唯一的

选择。这就要有艺术性的提问。 

×××经理，你这个问题，对你和公众都有好处，请不要误解。 

×××经理，只有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强迫，我想这表明你对公司的一种责任。 

×××经理，你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你是否抱有个人感情或成见。 

采访对象坚持说无可奉告，你可以装成就象你误解了他的样子，转而用稍微不同的问题，再次

向他提问。如果他继续不开口，然后做第二次、第三次偿试，做出不相信他竟会拒绝回答的表

现，然后根据他拒绝回答的情况，陈其关系的重要，或者设想出一个充其为难的结论，促使他

对问题做以解释，然后问他，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让其不自觉地回答问题——当然，必要的强

硬的态度也可以使用，只要你能想得出任何办法、来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就是上面的例子。 

五、幼雅可笑或令人发窘的问题，也是采访提问的一种有效艺术 

某一事物的采访中，不熟悉个别事情是正常的，一无所知的记者昌愚蠢的，装作无所不知是极

其愚蠢的。 

记者不是万事通，不是任何一种业务的专家，即便是提一些幼雅可笑的问题，采访对象也能理

解，当然提问前决不能是一无所知，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装作无所不知，轻易地与采访谈专业业务很强的话题，是可笑加愚

蠢了。因此，你必须谨慎虚心地提问，让对方给一个回答，这是最明智、最艺术的提问。 

提一些令采访对象发窘的问题，也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当然，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最好是

你在这里的采访完成，最后留一点时间，提一些你能想到的所有问题。 

新疆军区总政歌舞团一位著名作曲家，在接受我采访的最后几分钟里，我向他提了这个问题： 

“杨老师，有人说你在南疆体验生活时，追着送葬队伍用音符记录送葬人的哭声，并要求一位

民族同胞再哭两声……，这件事儿是真的吗？” 

这一问，却不说杨老师，就是在场的几位朋友也都“举座毕惊”。 

这确实是个让人发窘的提问，但是在这种场合下，杨老师既不能发脾气，还给大家解释清楚。

事后，这个故事成了杨老师追求事业的重要情节。 

 



提问的艺术，是采访学中应该很好研究的课，这不仅在书本上，更应该在实践中。有些采访艺

术只能在采访中感受到，而无法在书本上再现它，主就是艺术中的艺术。 

我敢断言，采访中没有艺术性的提问，你的采访决没有色彩可言，说重点，伴随你的采访，你

只有失败。因为艺术性的提问，是采访成功的关键。只有实现艺术性的采访，才能顺利达到你

采访的目的，甚至超越你原定的目标和计划，实现采访的新突破，正如那位美国记者所言，掌

握好采访的艺术性，把握好采访的目的性，服务采访目的的艺术性提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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