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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采访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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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新闻记者“高风险”、“重经验”的行业特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记者的心理素质问

题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效。然而，综观整个采访心理的研

究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对采访对象心理的探索上，而对记者自

身采访过程中的“心理危机”重视不够。 

  事实上，新闻采访既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个记者在采访中不断调节自

己心理，以求获得最佳采访效果的问题。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记者在新闻

采访中的心理活动特点，提升他们的心理素质，化解记者采访中发生的心理危机，对于提高采

访效率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采访情绪 

  现代心理学认为，情绪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

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① 

  情绪是分类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认为人有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和悲哀六种原

始情绪，其他情绪都是它们的组合和分支。我国心理学家林传鼎则将人的情绪因素列出了安

静、忧愁、喜悦、哀怜、愤急、烦闷、恭敬、抚爱、贪欲、嫉妒、惭愧、惊骇、悲痛、憎恶、

愤怒、羞耻、恐惧和傲慢等18类。② 

  一般来说，最典型的情绪状态有心境、激情和应激。因此本文也将采访情绪相应地分为采

访心境、采访激情和现场应激三个部分。 

  1.采访心境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心境是一种使人的一切其他体验和活动都感染上情绪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特点

是弥散性，也就是情绪扩散到行为，所以记者的心境好、坏、顺、逆，将直接影响采访效绩。

③ 

  当记者受肯定情绪主导时，他的心境就昂扬而喜悦，其待人接物便充满热情，工作效率自

然也高；当记者受否定情绪主导时，他的心境就忧愁而沮丧，或者躁动不安，待人接物乖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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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采访效率明显低落。比如，浙江某都市报有一位记者擅长写“调查报道”，但是有一个阶

段突然发现其报道质量明显下降，材料单薄、结构破碎，提问时辞不达意，应对时恍惚滞涩，

与其常态相比，判若两人。报社和她深谈才发现她的新闻作品在网上被人恶意贬损为“低

俗”，有妒贤嫉能者甚至在网上对她组织围攻，导致她的自尊心、自信心严重受挫，以至于后

来一介入采访就发生心理障碍：“我的写法有品位问题吗？” 

  这样的心境，必须经过一个很长阶段的调整才能恢复常态。 

  南方某周刊记者亦擅长调查报道，曾经很成功地报道了发生在某小学的烟花爆竹爆炸事

件，因其踏实的调查态度，领导大加赞赏。然而却有人对他组织舆论攻击，在网上到处发帖，

丑化他的特长是“点死尸”，造成他的心境恶化，暴躁易怒，动辄怀疑别人攻讦，很长时间不

敢谈“数字化调查”。 

  2.现场应激 

  如何判定一个记者的优劣，怎么评估一个记者的心理素质，“应激能力”差不多就是最重

要的指标了。 

  应激，通常是指记者在出乎意料的紧张与危急状况下的情绪状态，是对意外的环境刺激作

出的反应。一个被人们广为引证的事例是某次外国首脑来华访问，受到我国群众的夹道欢迎，

一名摄影记者在主宾车旁抓拍特写，这原很正常。但是当他拍完转身时，肩上的摄影包却把插

在车头的国旗勾倒在地。因为事发突然，这位记者当即手足无措，呆若泥塑如休克状，矗在原

地，一动不动，不知道该不该把国旗扶起，或者向保卫人员解释清楚，或者干脆离开……而保

卫人员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询问驾驶员为什么停车，驾驶员则不明白这个记者为什么挡着

汽车不让位。与此同时，后面的车也纷纷停下……等到一切真相大白，迎宾车队已经为此停顿

了好一会。一件本来可以很容易化解的小事，居然酿成了如此严重后果。据说事后很长一段时

间，这位记者走不出此事的阴影，一想起来就嘴巴发苦，太阳穴直跳。 

  那么，产生应激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现代心理学认为，一是记者“已有的知识经验与现

场事件提出的新要求不一致，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参考，需要进入应激状态；二是记者已有的

经验，不足以应付当前的境遇而使人产生无能为力的失助感和紧张感。”④一句话，记者的从

业经验在应激状态时起着关键的作用，所谓“电光石火，不假思索”，应对当否，全靠经验积

累和临场发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可见，一名优秀记者的成就决非“速

成”。 

  3.采访激情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短暂的、高昂的情绪状态。一名记者没有激情一如战士没有勇气一

样，都是最犯忌的“专业性缺陷”。 

  因此，记者的激情又被称为“新闻热情”，有了新闻热情，才有新闻史上所有可歌可泣的

传奇故事。但是新闻热情又应该是一种理性控制下的、深藏不露的“地火”，它的张力足以使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拿到新闻事实；但它又必须是“可控”的，内敛的，不能让“热情”影响

采访效果。 

  普通意义的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短促的情绪状态，通常由一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所引起。⑤ 

  但是新闻激情，迥然不同于普通意义的激情，在撷取新闻事实和表述新闻事实时，既要

“纸包着火”，又要“冰裹着火”，应该是冰火交织的最佳比例。 



  与此同时，另一种态势的“激情”则提示着我们，对年轻记者的心理素质培养已迫在眉

睫。 

  2003年，淮河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安徽蚌埠市“治淮委”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两

名来自北方某大报的年轻记者因为没带记者证而被拒绝入场。于是众目睽睽之下，两名记者当

场失态，一位气得面皮发紫，嚷嚷着要直接去找省委书记；另一位则暴跳如雷，粗口骂人，这

都是缺乏职业心理素养、情绪失控的表现。 

  二、采访表情 

  采访表情的总体原则是要适度、得体。因为记者的表情可对采访对象产生十分微妙的感染

和影响，刺激其感官，引起其相应的心理反应，所以记者在采访中要做到主动调节和自控表情

动作，引导着采访气氛向融洽、圆满的方向发展。 

  1.采访高级领导干部或著名人物时，要显得不卑不亢 

  在这些采访对象面前，有些记者常常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十分紧张，神情呆滞，语言嗫

嚅，手脚无措。原来准备好的访问提纲也全忘了，有话不敢说，有问题不敢提。这样的采访是

不会有收获的。其实“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何不能为是？”一名记者，在任何时候都

要记住：我和采访对象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此时此刻，我并非自然人，而是代表报社、代表媒

体、代表公众信息平台，所以要努力做到语言尽可能平直些，提问尽可能简洁些，肢体语言尽

可能放松些。切忌强作笑容。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1月对吴冷西的谈话中，再三强调：“记者

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

静”。⑥ 

  2.采访一般群众，要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如果我们仍然记得“我和采访对象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句话，那么在普通群众面前，就

切不可摆架子，身段动作不可过多、过大。如反剪双手踱来踱去、大幅度的广场演说状，高谈

阔论、无故打断对方话题等都会影响对方的心理，妨碍采访的顺利进行。遇到对方衣着不整，

相貌粗陋；或有生理缺陷，或场面污秽等，切不可流露出冷淡、厌恶的情绪，伤害对方自尊

心。 

  在弱势人群面前摆谱，不但了解不到真相，而且也是自己职业水准不高、人格修养欠缺的

表现。 

  3.采访特殊情绪状态的对象时，表情动作要作特殊处理 

  一般而言，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面临“特殊情绪状态的对象”比较多，怎么恰当地掌握自

己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尤其重要。 

  一名临刑的死囚无疑处于“特殊情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他是否忏悔、是否愿做

“反面教材”、是否写遗书告诫后人，那就只能说明我们对人性了解太少。 

  事实上，一名死囚，明知死期将至也不会放弃生的侥幸，那是一种潜意识和本能，表现出

来的情绪不是极度冷漠就是躁动焦虑。我们如果采访他们，不管他们之前的罪行多么“人神共

愤”，都应该在不愠不火之中尽量保持一种淡淡的怜悯，询问语气应该尽可能地温文平静，因

为“尘归尘，土归土”，法网恢恢，罪罚相抵，一切行将结束，尊重他只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



敬畏。 

  又如访问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劳模，采访一位刚刚失去儿子的妈妈，或刚刚遭受赛场重挫的

运动员，记者进屋时的步履要轻些、慢些，语调要深沉点，语速要稳健些，衣着朴素些，要恰

当地表露出同情的眼光，使其感到安慰。切不可粗声大气、吵吵嚷嚷地进屋，更不可鲜衣怒

马，谈话尤忌滔滔不绝，否则必无结果。 

  4.面对强势，不躁不馁 

  由于“信息公开化”尚未制度化，记者当下采访时遇到最多、最棘手的场合就是“对峙性

采访”。 

  所谓“对峙性采访”就是因为种种利益关系而对你的采访或心存戒心、敌意，或心存恐

惧，因而搪塞、刁难、狙击、拒绝甚或暴力相待的现象。 

  对抗的双方，一个要“揭”，一个要“捂”，有时候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1999年11月，《新民周刊》和《南方周末》合作，赴安徽南陵县采访当地粮库以土堆冒充

粮垛欺骗朱总理之事。笔者和《南方周末》记者朱强刚刚住下，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某就气势汹

汹地找上门来，带了一伙打手，冲到我们房间，先擂鼓一样敲门，接着干脆用脚大力踹门，企

图一下子把我们吓倒。 

  面对这样的挑衅，我们如果退缩，后果一定不可预料。于是笔者大喝一声：干什么？！接

着猛地打开房门，堵住陈某，厉声叱责：干嘛？！你是谁？！把证件出示一下！ 

  不知何故，大概因为喉咙比他更响，气势比他更“牛”，陈某顿时被镇住了，他毕竟是理

亏心虚的一方，于是嗫嚅着说：“……请问你们是否上海来的记者？……我们县政府想请你们

两位赴宴……” 

  这样的地方连总理都敢骗，应该是个“宴无好宴，会无好会”的地方了，再看看陈某背后

几个杀气腾腾的壮汉，我们理所当然地予以谢绝，并且当着他的面，由朱强拨通《南方周末》

有关领导的手机，告诉他：如果某日以后不回广州，请向安徽省委宣传部要人…… 

  作出这么一个强硬姿态后，对方收敛了。在以后的采访日子里，他们只是远远地开车跟

踪，不敢上来骚扰，一旦获得材料，我们马上离开险境。 

  由此可见，强势的力量不是绝对的，“人微”不见得一定“言轻”，要想使自己的言谈能

够“撬”动尊者贵者，自然涉及说话的态度、表情、时机和技巧。唐代宰相李绅位尊名盛，他

出使淮南时，一律不见下人，小小书生张祜偏要见识一下这个大人物，他先写了名帖，署名

“钓鳌客”，李绅一看这名帖就大怒，说要破例会会他。为了给对方一顿羞辱，李绅故意拖长

声调地问：“秀才既然懂得钓鳌，请问用什么做钓竿呢？”张祜脱口便说：“用长虹！”李绅

再问：“用什么做钓钩呢？”张祜大气磅礴：“用新月！”李绅继续难他：“钓饵何在？”张

祜大笑：“用我做钓饵，哪有钓不到大鳌的？” 

  李绅抚掌大笑，高高兴兴地款待了这个口出狂言的书生，而张祜之所以能折服李绅这个大

人物，除了才华的确过人外，用的就是“大言惊骇之法”，可以反弱为强。⑦ 

  在新闻一线的记者都知道，很多对峙的场面，仅仅靠低声下气，委屈婉转地请求是无用

的。相反，正当地使用一些严词峻语反倒能令强势一方“移船就岸”，放低姿态，尤其在必须

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时候，新闻记者使用此法更见效果。 

 



  三、心理自我防卫和挫折应对 

  综上所述，一名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操控自己的情绪和表情，培养应变能力（古人谓之

“养气”）是何等的重要。 

  所谓“养气”，“吾善养浩然之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注意自己的气质培养。比

如易怒者制怒，旧时文人腰悬戒玉，时时摩挲，就是从细节下手改变自己。讷讷者自砺，应该

学习德摩斯梯尼含石练演讲的精神，苦练演讲水平和谈话技巧。 

  一般而言，记者受挫后必然有所表现，以解脱挫折对自己带来的心理烦恼，减少内心的冲

突和不安，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防卫”。 

  应该提倡积极的心理防卫―― 

  升华：记者将敌对、愤怒、沮丧等消极情绪转化为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积极情绪，所谓

“化悲痛为力量”大抵就是类似的心理升华了。 

  增强努力：当发现采写目标难以实现（比如稿件被撤，要求补充采访或大改等），就要求

自己作出加倍的努力来实现目标之达成。 

  改变策略：发现目标无法实现（稿件被毙或预定采访变卦），或者降低目标或重新选择。 

  补偿：摇“失之东篱，收之桑榆”，采访目标受阻，暂时放弃，以另一方面的成功来弥补

损失。 

  很显然，“补偿”对于缓和挫折感是比较理想的方法，有利于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能使

记者获得比受挫前更好的机遇。⑧ 

  解决、疏导记者的心理危机，除了强调客体的作用外，主体的自我调节也许更重要。 

  作为个体，必须努力提高自己对挫折的容忍力，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在树立崇高的

职业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的前提下，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努力： 

  正确评价自己：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自我评价往往高于实际的刻度，古希腊那句名言

“人啊，认识你自己”看来永远不会过时。一些记者火了几张网页、有了一点人脉、发了一些

大稿、得了几张奖状，就暗暗以“大牌”、“名记”自许了，一旦蹭蹬受挫，对挫折的忍耐力

自然极低，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对自己提出恰如其分的目标，就容易实现目标，获

得良好的情绪体验。 

  大度乐观：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危机。记者在社会上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许多场合常

常被人误解，有时会遭到不白之冤，或者由于他人的阻碍而不能实现目标等等，在这些不良情

景下，个体都应该泰然处之，想“阳光下并无新事”，看“鹧鸪天云舒云卷”，焦灼的心就会

慢慢平静。 

  早在100年前，瑞士杰出的精神病学家荣格就说过：人，生来就有完整的精神，所以不必

致力于构建完美的人格。终其一生，他所该做的只是在这种固有的人格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

展它的多样性、连贯性和和谐性，小心不让它破裂成彼此分散、各行其是、互相冲突的系统。

⑨ 



  自由是一种能力，能力多大，自由多大。记者，应该是越挫越勇的强者。■ 

  （作者系《新民周刊》记者） 

  注释： 

  ①②③④⑤参见叶奕乾、何存道、梁宁建主编：《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修订版 

  ⑥毛泽东对吴冷西谈话。转引自《新闻工作者必读》第38页 

  ⑦参见《新唐书》，转引自《诡道》第173页 

  ⑧参见时蓉华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⑨参见《荣格性格哲学》第5页，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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