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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开始了，对面的他侃侃而谈，我在记录。我突然迟疑了一下，我问自己，我这

样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然后传递给读者，但是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吗？如果有真

有假，我又怎么知道，他说的，那句是真，那句是假？ 

  我当然可以察言观色，但他久在江湖，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早已练就遇到任

何问题，都面不改色心不跳。他想在我这么一个稚嫩的记者面前隐藏，易如反

掌。  

  他是一个大人物，他不会有失体面，轻易撒谎，但他依然可以在保证不说一句

假话的前提下，误导我。他只要不提供和他立论相反的事实，我就无法知道事实的

另外一面。商海之中的他会提供不利于他的事实吗？他的企业、他的事情允许他为

了一时之快吐露心扉吗？  

  我的确可以寻着一些蛛丝马迹，和他斗智斗勇，但他的智商一定比我高，我凭

什么认为自己一定有能力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下，采访到他不愿意提供的事实？  

  那天想到这些问题，无限的失望涨满我心头。记者不是法官，没有警察和检察

官帮助他搜集事实，他严重地依赖采访对象，而采访对象能够依赖吗？“有些真

话，我不方便说，但我可以保证没说一句假话。”是一句无比漂亮的话，但是有些

关键的真话不说，比说假话透露的信息更少，更具有欺骗性。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采访对象的叙述不仅会被他的利益立场左右，还

会受表达方式、问答方式、时间等等因素影响，所以，越是富有经验的记者做的采

访越深，就会对自己所得到的材料越怀疑。  

  记者和媒体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通常是：采访更多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当事人，

以免被一方误导和蒙蔽；另外一个办法是，搜集采访对象关于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

的不同表述。有了互联网作为检索工具之后，这种方式和方法变得高效而实用。这

样做之后，记者会得到关于一个事件不同的叙述，这当然会比只有单一一种声音的

叙述要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互相矛盾的叙述，记者该听谁的？信谁的？是

两个都信一点？还是谁的都不信？尽管也可以通过调查决定，但在很多情况下，记

者的调查能力有限。  

  怎么办？首先要放下架子，承认自己将要做的这个报道，只是自己的一个假

设，而非事实本身。承认这个前提很重要，有了这个前提，记者在行文时，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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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只有自己得到了事实真相；就不会只提供一种逻辑、一种解释，还理直气

壮；就不会被人误导了，还自以为自己在捍卫真理。这个前提至少有助于记者解决

心理上的刚愎自用，从而使自己所写的新闻具有平衡性。  

  即使是精彩的新闻作品，也往往不是事实本身，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已。一

篇新闻作品的张力和价值，在于它能同时提供更多的逻辑以及支持这些逻辑的材料

证据。在同一篇新闻作品中，容纳多种逻辑以及支持这种逻辑的材料，又同时保持

住作品鲜明的主题与个性，这对记者是一个考验。  

  新闻作品要做到主题鲜明、主线清晰、能打动人，记者就必须有立场，而且要

为自己的立场激动不已。如果记者连自己的都说服不了，他又怎么能打动读者呢？

此时的记者应该是感性的。但记者又不能自始至终处在自己假设立场的激情之中，

好的记者，应该时不时地跳出自己的假设和逻辑，站到侧面或者对立面，对自己正

在进行的叙述进行反驳。这种反驳要求简短而有力。  

  简短是为了在跳出自己逻辑之后，能迅速地收回来，不至于影响到主线的清

晰；有力是指真心地、认真地去寻找打破自己假设和逻辑的材料，而不是虚假地

“为了平衡而平衡”，摆个客观的样式而已。  

  叙述是世界的感知，在感知的世界里，世界只是我的表象。新闻作品容量有

限，作者必须选取这个事实，舍去那个事实，这是文章形成的必须，而选取和舍弃

的过程，就是“作”的过程。既然“述”了，就不可能不“作”。“述而不作”在

道德完善的人那里是一句警句，时时提醒自己要客观，在道德不完善的人那里只是

一个不容读者怀疑其作品真实性的借口而已。  

  叙述问题我赞成这样的方式：首先，承认自己的作品只是自己对事实的一个假

设，因而，不排斥其他人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假设；其实，在作品中指明哪些是我的

假设和定义，哪些是我的模型，哪些是我的论证和推理，哪些是我提供的用以验证

假设的证据材料。对一个记者而言，他用以证明假设的证据材料比假设本身更重

要。记者要能让不同意他假设和意见的读者，读了他的文章也有所获。对记者而

言，观点和假设只是统领一组证据材料的工具，它本身的意义并不大。它最大的价

值是使一组杂乱无章的证据材料，变得条理清晰，便于阅读。  

  以提供证据材料为己任的记者应该相信读者比自己聪明，应该自信，读者在自

己的引导下，自然能得出他们自己更为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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