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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对理工科高校的新闻报道实践中，有一项公认为难度较大的工作，那就是对一些卓有成

就的从事理工科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学者的采写———采访既不容易，写稿也不顺利；往往要预

约多次、几经周折才能见到被访者；又往往稿子经过多个来回，也不能达到当事人满意的程

度。时间长了，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特例，而是带有共性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在办报实践中，我们产生了一个共识：除了采写人物共有的难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高校中的理工科学者有其不同于一般学者和一般人物的特有的心理禁忌。 

  心理禁忌种种 

  首先，忌媒体的宣传。每当我们选中一位这类学者时，都会遇到他们一连串带有疑虑的询

问。对媒体，他们总是持一种审慎和避让的态度。 

  归结这一现象，原因大抵有二：其一，由于专业的特性，使他们不像社会科学的学者对大

众传媒的属性和新闻宣传的社会功能有明确的认识和了解；其二，同样由于专业的特性，使他

们的工作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距离较远，从而导他们在对社会信息传播工作即使没有任何成见的

情况下，也会产生某种心理隔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类学者认为媒体的报道他

们并不需要。我们在对一位冶金专业的教授作外围采访时，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为我们解释导

师三番五次不肯见面的原因，话说得很有代表性：“他在本专业领域里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专

家了，报道不报道他，其实无所谓。” 

  第二，忌浮夸文风。 

  当这类学者在对采访推脱无效，或在行政领导的说服下“屈从”后，对记者最先说的话往

往是：请一定要注意恰如其分。在对这类专家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往往不同程度地品

尝过媒体报道不实之苦。由于个别记者的浮夸文风，使他们有时要承受“变形”文章带来的意

想不到的压力和尴尬。一位我们采访过的院士曾苦笑着告诫：“你们千万不要像某报那样高抬

我，写出的文章让我不好见人。” 

  第三，忌在群体中造成不良影响。 

  应当看到，理工科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是科研工作，不像社会科学的学者经常可以

“单打独斗”，理工科更需要的是群体力量。水平再高的学者，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他的学术

梯队和课题组。这一专业特性使这类学者都很顾及外界对其所在集体的评价，即使自己是无可

争议的学术带头人或科研成果的主创者，他们也不愿意贪集体之功、掠集体之美和过分突出自

己的作用。这除了作为学者的谦虚美德之外，往往还有更实际的考虑：他们今后还要与这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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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成员共事，还要依靠大家的协作，并要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助手和学生。因此在采访中，他

们往往会引导记者更多地关注他们的群体，而且力求面面俱到、人人俱到；而对个人的成就，

他们则会想方设法进行淡化。这种观念在老一辈学者中尤为突出。在我们完成了一位中科院资

深院士的个人专访文章让本人审稿时，他竟把几乎所有对他的研究成果有过帮助的单位和个

人，诸如国家一些部委的有关部门、学校的党政领导、所在系的领导一一提到，硬加在稿子

里。 

  第四，忌对其工作内容和意义的表述失实。 

  媒体对理工科学者做人物采访，无一例外都要涉及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但记者对这些工

作的内容是陌生的。而要在媒体上说清楚这些很专业的内容，让非专业读者也能有清晰的了

解，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记者靠自己的知识积累在头脑中对某一学科或某一科研课题建立

起正确的理解；二是学者在被采访时，能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尽量做到浅显生动地表述。但要

做到这两点都不容易，这是因为：首先，一个记者的知识“库存”不可能成为采访多个学者及

其从事专业的知识基础；同时，这些学者虽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可以做到“深入”，却往往难

于做到“浅出”。由于这两方面的困难，非常容易出现因记者的理解错位而造成的表述失实。

这种局面是这类学者最不愿意见到的。他们往往会因为对已发表的文章中某一限制词的使用不

当而十分焦虑，尤其对一些带有浮夸倾向的描述，他们会表现出激烈的反感，他们不愿意因记

者的失实报道，引起国内外同行对自己学风和工作作风的误解，使自己的威望受损，从而影响

在该领域可能发展的合作关系。第五，忌对个人生活曝光。高等学校的学者，第一位的社会角

色是传道授业的教师。他们要么是面对本科学生，要么是面对与自己形影不离的硕士生或博士

生。无论是面对哪类学生，他们都需要有为人师表的品格和威信。这是这类学者之所以在媒体

面前拒绝谈及个人生活情况的基本原因。在我们采访的众多这类学者中，当我们试图涉及他们

的个人爱好、个人感情的话题时，被访者几乎都是在充满疑虑和戒备的神情中把话题避开。一

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学者的话很说明问题：“我还要带学生，我不能像演员那样，让报纸把我

用花边框起来，让同事和学生去议论。”他们的这种心态使记者很难采访到更生动的素材，以

写出有血有肉的、作为“普通人”的学者。 

  消除禁忌的对策 

  对策一，要做充足的案头准备工作。当然，对任何人物进行采访，都要事先作认真的案头

准备。而对高校理工科学者的采访，其案头准备要强调“充足”二字。这种案头准备除了做一

般情况的了解外，最重要的，是对其工作内容及其意义的了解和理解。这种准备有几个途径：

相关资料的阅读；对该领域其他专家的咨询；对被访者的同事、助手和学生的采访。务必搞清

楚：其工作内容在该学科中的特色和领先性，这种领先性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些工作的机

理轮廓；其在应用中能比传统方式有何优越性；其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的突破，是否填补了相关

领域的空白；其能够创造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等。 

  这些内容搞得越清楚，在采访中就会越主动，提出的问题就会越有针对性。当被访者意识

到记者是有备而来，他们的配合就会更认真；当被问及的问题越内行越专业，他们对记者的信

任度就越高，采访气氛就会越好。附带要说的是，对理工科学者的采访任务，最好选用有理工

科学历背景的记者承担，这更便于案头工作的进行，在被访者表述自己的工作内容时，能更快

地建立沟通。 

  对策二，文风务求朴素。 

  应该说这还不单纯是一个文风问题，而是写这类学者的特殊需要。唯其朴素，才能在表述

上更接近理工科专业所要求的严谨。写作时应切实注意在数据的选择、性能的评价、意义的评

估等方面做到恰如其分，切忌过度渲染。对其工作的评价，应遵循权威部门给出的正式文字鉴

定结论。对“国际”、“国内”、“领先”、“首创”、“第一次提出了”等提法的使用要慎

 



重准确，既不可过之，也不可不及。 

  对策三，反映成就要全面客观。 

  当我们对一位新增选的工程院院士想进行媒体推介时，他看到送审稿后，面带犹豫，欲言

又止，最后说出，稿子所反映的只是他科研方面的成绩，而教学方面的创新工作稿子里没有提

到。当被告知版面有限时，他立刻提出，那就只做一般性的介绍即可，不必写得很细，但最好

教学科研都提到。可见，这类学者在媒体对自己进行评价时除了注重谦虚的美德外，还重视全

面和客观。 

  对策四，稿件一定要由学者本人过目认可。 

  由于媒体对时效性的要求和有些记者尊重当事人的观念不强，往往会忽略这一程序，而对

于这类学者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记者成稿后，一定要想方设法交由被访者本人审阅。

本人审稿有多层好处：首先会解除被访者紧张的心态（应事先告知稿子发表前一定会让本人过

目），而紧张的心态是对后续采访很大的障碍。其次，可以为稿子中的错误提供纠正的机会。

我们所写的稿子，尤其是通讯特写之类，在拿给本人审阅时，都会有多处修改。修改包括对工

作评价的度的进一步把握，对事实错误的修正，对数据的再一次核实，对所获奖项的重新统

计，对某些提法的更换，对文中引用的他们说过的话的再确认等。这些恰恰都是触动他们心理

禁忌的因素。对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排除，是使被访者对媒体放心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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