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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是怎样的交谈？——从对科学家丁抗的采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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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次让我非常难忘的采访经历。 

2002年8月的一天，完全偶然的场合，我得知在美国科研机构供职的中国地质科学家丁抗回北

京作了关于海底热液与生命现象的学术报告，他此行是来接受中国地质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的。

当时，我的第一个直觉是：这是一个难得的采访选题，不能错过。然而时间却很紧张，因为第

二天，他就要赴贵州，然后直接飞回美国。 

几经周折，找到丁抗并说服他接受采访。当时，他住在导师家，很不方便在老先生的家里接待

采访。我说，就在老先生住的院子里找个地方谈就行。他给了我40分钟的时间。 

没想到，院子里也谈不成。正值秋天，院子里的座椅上坐满了乘凉的老人和他们带着出来嬉戏

玩耍的孩子。 

笑声、喊声、哭闹声喧哗成一片。更为可怕的是蚊子，在长满花草的院子里肆意张狂地叮咬。

我们简单地相互介绍之后，直奔采访主题。有几个问题是我在赶来的路上就设计好的，这些问

题显然让丁抗也产生了急于要解说的兴趣。因为谈话地点不理想，而时间很有限，我们很自然

地选择了边走边谈，最后，索性坐在中关村的大马路边。 

身后是草坪中飞来飞去觅食的蚊虫，马路上奔驰着如潮涌的汽车，过往的行人迈着匆忙的脚步

从我们的面前穿过，一些好奇者还会忍不住扫视我们几眼。这种采访环境，简直有点戏剧性。 

但是，结果是成功的。因为采访双方一点也没有修饰性的投入，采访在很短的时间达到了双向

激发的效果。对于被采访人丁抗，一旦撇开了“采访”的正规形式环境，他的讲述出现了最大

限度的真实。他的表达顺序并不连贯，但有激情、有灵感，像是面对一个朋友而不是记者。对

于我，也因为撇开了“采访”的正规形式，很自然地表现出最佳倾听的姿态，插话与提问也达

到了最容易让人接受的状态。采访的成果，是2002年12月9日发表在《国土资源报》上的独家

专题报道《另一个生命世界》。 

这场采访留给我这样一个问题：采访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交谈？ 

二 

人和人之间的交谈，根据交谈者之间的关系和交谈的目的可以分成两类： 

休闲式的谈话，话题漫无目的，没有任何的策划和准备，比如亲人、朋友之间的聊天，谈话是

本能的愉悦和享受，它的结果是情谊的加深和关系的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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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谈话，有一定的话题，谈话是有目的，并且要导向一个设定的方向。 

采访属于第二种交谈。它企图得到的，不是产品，而是信息。它是个人与个人的交谈（如果这

种采访发生在一个记者和一个采访对象之间），但是代表潜在的一群人（读者）与一个人交

谈。而做人物采访时，交谈的方式本身，就是信息。 

三 

从某种意义上分析，采访双方都有目的性。丁抗的采访案例具备这样的前提：第一，双方对这

种谈话都有积极性，目的是明确的；第二，话题不涉及任何否定意义的内容，双方不可能存在

负面的或者防御的情绪。在这种前提下，采访转化成介于个人与非个人之间谈话，会取得最佳

的效果。 

我和丁抗的谈话，是一场没有个人感情而又带个性色彩的交谈。谈话不作用于个人的感情部

分，性别、年龄等等因素，在谈话中几乎完全忽略。但是，谈话又具有某种个人色彩，谈话的

话题（他和他的科学理念和研究活动）能够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能够同时激发表达的情感和倾

听的情感，从而也带动思想和提问的情感，而且，我们在选择采访时间、地点等环境中，无意

中表现出了相互契合的有个性化的性格姿态。 

这也是一场理智又非完全作用理智的谈话。谈话中，我们的意识中是明确彼此的角色的：记者

是要通过提问尽可能多地了解丁抗。第一，是倾听中记笔记，这个行动同时也提示了被采访的

角色；第二，是在倾听的同时提出更多的疑问，这些疑问，不仅是个人的，更主要的是代表身

后广大的读者群的；第三，我会保留在谈话之后对这场谈话的进一步的冷静思考和核实。 

但是，在他的表述和我的倾听中，对这项学科的喜好和对科学探索的浓烈兴致，又贯彻到语言

和非语言的交流中。如何营造朋友间的特殊氛围进行采访？我以为，有这样的一些必备因素：

单独直接的约见采访；有共同兴趣的话题；坦诚、朴实的态度；真正的欣赏与理解的智慧。最

后，不要忘记采访后的消化和补课，否则，你将只成为被说服的谈话对象。 

（中国国土资源报 赵凡） 

 

文章管理：wujiang （共计 687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采访

· 浅析新闻报道中记者的越权问题 (2007-5-17) 

· 记者采访权既是法定权利也是应负的责任 (2006-12-21) 

· 析<村官的价格>结构及采访技巧 (2006-11-29) 

· 吃西瓜与新闻采访 (2006-11-1) 

· 媒体采访遭拒，谁该道歉？ (2006-7-17) 

>>更多 

 

╣ 采访是怎样的交谈？——从对科学家丁抗的采访说起 会员评论[共 1 篇] ╠

采访中，有时我感觉在做前期准备中，如何选中一个可行又有价值的话题是一个难事，因为我们身后是

众多的记者，他们对这个选题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认可，是不是感兴趣？都关系 [wht2004于2003-12-7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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