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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闻总是因人而生动，新闻采访对象的表达关系到最终

报道是否鲜活，内容是否生动。在重大事件中，新闻当事人

往往起到了重要的核心作用。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中寻找

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人物深入进行挖掘和采访，才能真正让

新闻更动人，更有“人情味儿”。

2 人物新闻采访

人物新闻是指用消息形式报道人物活动与事迹的一种新

闻体裁。人物新闻一般具有“短、快、活、强”的特点。人

物新闻在采访中要注意以下事项。

2.1 路子要宽，选人要准

所谓宽，即记者的眼睛不要光盯在名人、老先进身上，

应当既有功绩卓著、赫赫有名的知名人物、权威人士，又有大

量的普通百姓，即既要报道省长、市长、局长，也要报道矿工、

钻工、农民、清洁工。所谓准，即要选择那些做出体现社会发

展的方向、具有时代特征、弘扬正能量、为受众所关注的事迹

的人物。不是新近发生的所有事实都能报道，同样道理，也不

是所有的人物及其活动都可成为新闻人物和构成人物新闻的。

路子不宽，人物新闻的题材、新闻源就受到限制；选人

不准，新闻人物就没有说服力、感染力或号召力。因此，这

一要求是搞好人物新闻报道的基本条件和主要要求，采访中

应当予以特别重视。

2.2 突出重点，忌大忌全

人物新闻不能搞得面面俱到，不能贪大求全，只能“攻

其一点，不及其余”，即截取新闻人物最具新闻性，最具新

闻价值的某一片段或侧面予以报道，因为人无完人，若是一

味求全，则无典型可写。例如，年轻女工陈燕飞平时在厂里

表现并不突出，然而关键时刻，她不顾个人安危敢下水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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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事迹，各报、台几乎都知道了，社会反映也很大、很好，

但中国上海有家大报就是无动于衷，迟迟不予报道，许多读

者打电话询问原因，该报记者还振振有词：“我们采访过了，

她平时表现不怎么样。”

在这一点上，关键是紧扣针对性做文章，即紧扣当前形

势，选择的人和事要能回答当前实际工作和人们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事迹和思想要有感召力，要能成为人们学习、借

鉴的榜样。

2.3 避免雷同，突出个性

人物新闻报道中有一个通病，即往往搞成千人一面、千

人一腔，雷同倾向严重，无新闻人物个性可言，正如不少读者、

听众批评的那样：人物被记者搞成“一具具僵硬的木乃伊，

一个个机器人”。

从根本上说，人物是新闻的主人，但是，这些人物必须

具有独特的魅力，必须是一个“活”着的人，可学可信的人。

事实上，新闻人乃至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体现个

性的独特语言，记者在采访中应当悉心捕捉。例如，“石油

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王进喜语），体现了工人

阶级的豪迈气概；“小车不倒只管推”（杨水才语），充满

了乡土气息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纯朴；“我愿做一棵永不生锈

的小小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雷

锋语），则反映了军人的气质。

2.4 粗细结合，重在节制

粗，指对事件、活动的叙述必须是概述式的，因为不粗

则不能压缩篇幅；细，则指人物新闻有细节描写，即对新闻

人物的活动、音容笑貌等细节的描绘。这是搞好人物新闻的

重要方法。以为人物新闻篇幅有限，不允许细节描写的看法，

是但是，人物新闻中的细节描写，不同于人物通讯中的细节

描写，不能下重墨，必须有节制，只能粗线条、白描式的用

几句话、几十个字极俭省地予以勾勒，正如新华社记者李耐

因在《新闻人物·人物新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记者们

在新闻里表现细节，只能像上海杂技团演员在一个小圆桌面

上表演花样滑冰一样，范围虽小，表演却非常精彩。”

3 人物通讯采访

人物通讯是较详尽反映新闻人物活动与思想的通讯体裁。

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先进个人与集体的，如孔繁森、

杨善洲等；另一类是报道转变中的人物和有争议甚至是后进

与反面的人物，这一类题材过去较少，改革开放后多了起来，

人物通讯报道的路子也开阔了许多，并对社会产生了异曲同

工的影响。

3.1 主题明确，特点鲜明

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由于社会经历、生活轨迹各不相

同，所以生活、行为等方式也不尽相同，各有特点。记者在

采访时，只有悉心捕捉到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并据此提炼

新闻主题，那么，主题才会明确，特点才会鲜明，报道的才

真正是“这一个人”。

人物的特点捕捉得越鲜明，人物通讯的主题就提炼得越

明确，作品给人的印象就越深刻。焦裕禄、王进喜、栾弗、

孔繁森等人物使人印象深刻，无不与主题明确、特点鲜明有

关。著名记者田流曾指出：“报道一个劳动模范……应该研

究这位劳模和别的劳模有什么不同，一定要找出这个‘不同’

来，有了这个‘不同’，那些最能表现这个劳模本质的材料、

事迹，就站到前列来了，那些别的劳模都会做、都要做的事迹、

材料——对我们要报道的这个劳模说来是次要的事迹、材料，

就容易被区别开来，就容易被淘汰了。这样，我们虽然只写

他一两件事，反而更能表现这个劳模的特点。”这番话至今

仍不失启迪意义。

3.2 精心选材，富有气息

人物通讯与人物传记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物通讯要有新

闻性，要体现时代特征，要富有时代气息。穆青同志曾说过：

“一篇好的人物通讯，往往会起到人物的某一段传记、时代

的某种记录的作用。”他认为：“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

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英雄人物的

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

键。”实践证明，要使人物通讯体现时代特征、富有时代气息，

就必须在主题明确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同当前工作和形势密

切相关、群众关心和呼吁的人和事，使人物通讯具有强烈的

现实意义，使形势的需要、时代的呼唤同新闻人物本身所具

有的特点得到完美结合。

3.3 抓好情节，带动全篇

人物通讯能否波澜曲折、引人入胜，人物形象能否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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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满，主要取决于情节及其处理。可以说，记者抓取了有特

色情节，并对其进行了有张有弛的艺术处理，人物及人物通

讯就立得起来，反之，就可能苍白无力。

所谓情节，就是事情的变化和经过，它是由一系列能显

示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具体事件

所组成，是由诸多细节所构成。有没有情节、对情节处理得

好坏的问题，有写作的要求，但更主要取决于采访，是看记

者在采访中能否重视这个问题并精心采集。

《首都经济信息报》记者发的《学科“小龙”正腾飞——

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刘

伟教授》一文，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在经济改革大潮风起

云涌般席卷神州大地的当中，中国现代经济学界也异常活跃，

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学者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年仅 38

岁就成果丰硕、被誉为经济学界“小龙”的刘伟，更为越来

越多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大业的有识之士所熟知、看重。

记者为了使这条“小龙”能够在通讯中真正活立、“腾飞”，

采访中便着力采集、挖掘能体现刘伟勤奋好学不断进取的力

量源泉与思想底蕴的情节。

刘伟早在青少年时期便来到了中国北大荒，艰苦残酷的

生活环境曾使他一度失落、彷徨过，但他最终没有放弃对人

生的追求，于是，白天他把辛勤的汗水洒在地头田间，晚上

则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琼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北大

荒铸就了他无畏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使他一举考入

北京大学经济系。

记者所抓取的“北大荒——北大”这一情节，岂止是一

字之差，对刘伟而言，极具异曲同工之妙，前者需要的是与

自然搏斗的能力，后者需要的是追求科学、驾驭知识的能力，

而两者都离不开自强、自信、自立和刚毅，这就是一个人能

否成为大器的力量源泉和思想底蕴 [1]。

值得提及的是，记者李宝萍为了写好这篇人物通讯，收

集、翻阅了关于刘伟的大量资料，采访了刘伟身边的许多朋友、

同事和学生，并数次直接与刘伟本人接触，或交谈，或观察，

最后才完成这一成功之作。

3.4 重视环境，兼顾群体

任何一个新闻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

其成长总与这个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

换句话说，其思想言行是对其所处社会环境作出的自然反应。

再则，任何人物的成长，总与领导的关心、群众的支持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人物通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去表现，否

则，新闻人物的许多思想言行就显得不可理解，人物就会失

去生活的“原型”。另外，要实事求是地反映领导与群众对

新闻人物的关心、支持与影响，要突出一人、兼顾群体，不

要抬高一人、贬低一片 [2]。

重视人物通讯报道，是许多报纸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

上海《文汇报》人物通讯量多质高，常常在第一版予以刊登。

今春节期间，该报在一版辟出《上海春早——记者寻访凡人

善事》的专栏，每天刊发一篇百姓身边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深受读者欢迎。《光明日报》经过多年办报实践，悟出一条

办报经验，即“要办好报纸，没有重点报道不行；要抓重点

报道，没有重点报道组不行。”但是，就大多数报纸和记者

而言，在人物通讯的报道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应当引起重视。

4 人物专访采访

所谓专访，是指对新闻人物或单位、部门进行专题访问

的通讯体裁。一般分为人物专访，亦称人物访问记、事件专

访和问题专访。

专访，尤其是人物专访的蓬勃发展，是这些年新闻改革

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许多报社、电台、电视台设立专访专栏，

抽调精兵强将专门从事专访采写，有相当一部分记者则因为

屡屡采写出成功的专访而成名 [3]。

4.1 专访的特点与作用

4.1.1 针对性

相对而言，专访要比一般通讯体裁更讲究针对性，选择

的人和事及问题，应具有明确的背景和强烈的现实性，不能

随便访访，泛泛问问，得有明确目的。

4.1.2 代表性

访问什么人、提及什么事，要求具有代表性，也即典型性。

例如，中国台湾有些人给中国统一设置障碍，造成一部分台

商到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疑虑重重，那么就访问对台办公室

主任教育部准备实行素质教育，怎么贯彻执行等，就访问教

育部部长。例如，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在法国国民议会发



24

文化艺术创新·第 04卷·第 01 期·2021 年 06 月

表重要演讲，强调要把中法关系推进到更高水平。《解放日报》

记者当即访问中国驻法国前大使吴建民，让他谈胡主席这次

访法的深远意义。

4.1.3 适合性

专访通常讲究访问时机的选择和访问场合的选定，常常

时机和场合选择得适当，不仅给专访平添现场感，且新闻价

值也陡增。随着纳米科技骤然变热，“纳米”曾一度成了中

国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那么，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纳米

时代？纳米科技究竟会给中国科技乃至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

影响？有记者在“2001 年中国上海纳米科技发展研讨会”会

场访问了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的

解答。由于访问时机和场合选择适当，广大读者感到报道可

信性强 [4]。

中国改革开放，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新问题新矛盾也日

趋繁多，需要及时、迅速地作专题性的报道，专访这一报道

体裁快捷、灵活，且感染力强。

4.2 专访的采访要求

4.2.1 精心选择人物

人物选择得如何，往往决定专访及其采写的成败。访问

对象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新闻人物。通常由先进人物、风云人物、社会名流、

各条战线的新秀等组成。

另一类是知情人。即某些与重要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有

关的知悉内情的人物，他们往往能够提供一些第一手的内幕、

背景情况，这对于解释、澄清某些事件真相或从侧面展示新

闻人物的形象，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实上，许多知情

人也就是新闻人物，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

新闻人物的选择不能随心所欲，选择的原则是由事选人，

即因事件、问题、专题等而进入 [4]。例如，中国实施《教育法》

之后，地方政府如何按照《教育法》确保教育投入，《文汇报》

记者浦建平就去访问静安区区长，这是很对路的。

访问对象选定后，为了尽快找到沟通双方思想感情的桥

梁，或是能造成一个轻松融洽的访问气氛，记者必须尽可能

收集并研究访问对象的有关情况，同时，认真周密地拟订一

个采访计划及谈话提纲。号称“世界政治访问之母”的意大

利女记者法拉奇，几乎在每次访问重要人物前，她总是用几

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设法找到有关访问对象的文字材料和

书籍，一遍遍地阅读，认真做笔记和写研究心得，最后拟订

采访计划和谈话提纲。

4.2.2 准确把握时机

专访的采访时机必须把握，在很多情况下，时机错过，

专访的价值必然受损；抓住时机，专访的价值必然大增。

访问时机把握得好，往往有利于采访的顺利进行和访问

效果的成功兑现。

4.2.3 合理安排观察

专访固然应该以访为主、以问为主，但为了增加专访的

感染力，有必要对访问的人或事及场景作一番描绘，要再现

场景，要揭示气氛。因此，就需要记者在访问中合理分配注

意力，在用脑、用口、用手的同时，适当分配一些注意力到

眼上去，悉心观察。一篇访问记，观察所得的材料虽然占篇

幅不多，但有它没它，可读性、可视性等效果截然不同，报

道主题与新闻价值也大不一样。

例如，当有人对历史的种种可能性进行探究与假设的时

候，曾推论毛泽东假如不是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为探求和实践

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并

最终成为新中国开创者的话，他极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如今，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正是一位成长中的历史学者。

专访现场观察的对象一般有两个：一个是专访对象，另

一个是现场及周围环境。前者是活动的，是专访观察的中心，

后者是相对静止的，因此在观察时应区别对待。一般是在见

面时，迅速扫视一下周围环境，记下现场及周围环境的布置

与装饰；在和访问对象接触初期，可先打量一下对方的外表、

装饰及其神情语态，在进入较为紧张的交谈过程中，记者则

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问、听、记上，在情节进入到关键时，则

注意观察对方的表情和动作。不要光顾了埋头记录而忘了观

察，也不要当对方谈在兴头上时，记者却东张西望 [5]。

总之，注意力要合理分配、适时调节。

5 事件通讯采访

事件通讯是较详尽反映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件的通讯

体裁。要求记者选择某一典型事件，全面、客观地反映其来

龙去脉，集中、深刻地揭示其思想主题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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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典型性强，要精心选材

大千世界，每天发生的事件成千上万，若是全部拿来报

道，一无必要，二无可能，这就需要选择，即选择具有典型

意义的新闻事件予以报道。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已经 30 多年了，中国绝大多数老

百姓都过上了安逸舒适的生活，但尚有小部分贫困农村的群

众还缺吃少穿，孩子缺少文化学习的机会。中国上海市职工

查文红置家庭与儿女于不顾，只身来到中国安徽省淮北农村，

每天吃的是两碗稀饭，却抱病要给孩子们上四五节课。这一

典型人物及其事迹的报道，对广大受众感染力和震撼力就极

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件及涉及的人物是否选择得

具有典型性，关系着事件通讯的成败。

5.2 突发性强，要闻风而动

有些新闻事件固然可以预测，因为事先有预谋、有预告

或有预兆，但就大多数新闻事件而言，突发性强，难以预测，

如龙卷风袭击、飞机失事等事件就很难预测，因此，记者在

采写事件通讯时的快速工作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

5.3 思想性强，要深入挖掘

事件通讯旨在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引出一定

的经验和教训，思想性较强，因此，报道反对面面俱到，忌

讳就事论事，得靠记者深入挖掘材料，然后提炼一个集中、

深刻的主题统率全文。

如《一个女模特儿的悲剧》，诉说的是一个普通姑娘自

当上了女模特后遭受的各方歧视的不幸遭遇和经历，通过对

“这是愚昧无知向现代文明的严重挑战”主题的提炼，继而

得以向人们揭示了“对至今仍缠绕着人们头脑的封建意识要

大加挞伐”的思想意义。

事物往往充满矛盾，采访中记者若能抓住矛盾着力开掘，

就能揭示事物的前因后果与本质，就能使通讯的主题思想得

以集中、深刻地体现。另外，记者注意把单个事件放到社会

大背景中去写，着力反映事件的广度与深度，那么，事件通

讯的主题也就能得以集中、深刻地开掘 [6]。

5.4 具体性强，要破题细问

与消息体裁相比，作为通讯体裁的事件通讯，应当讲究

具体形象，可感可触，令读者有如经其事、如临其境之感。

而要做到这一切，全靠记者在采访中，在注意主题需要和清

晰把握事件脉络的前提下，仔细询问和观察，将一个个材料

及细节弄得具体、实在。

5.5 政策性强，要注意分寸

相当部分的事件通讯是批评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

盾的，这就要求记者注意掌握政策和揭露、评判上的分寸，

即既要使问题和矛盾得以揭露，又要积极促使问题的解决与

矛盾的转化，不能只图一时痛快，把话说绝，要适当注意分寸，

留有余地。

6 结语

人物是新闻报道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新闻事件的见证者，

亲历者，是新闻事件的主体。电视新闻也是通过对典型人物

外貌，肢体语言，内心，表情等进行刻画，展现人物的内在美，

真实美继而反映事件的真实性，客观性，从而引起观众的共

鸣和认同，而事件性新闻负载着舆论引导，价值取向，政治

纪律，审美情趣等一系列的任务，折射着记者的政治素质和

业务能力。因此，事件性新闻对记者在综合把握方面的要求

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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