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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作为一档志在探询事实真相的调查类报道，从开播到现在至今仍然是一档红火的

节目。为什么有的节目开播两三年就开始逐渐退色而《新闻调查》却可以经的起时间的考验

呢？节目理念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节目的表现形式也成就了它。 

所谓的表现形式可以细分为多个层次，本文从结构和采访技巧两个方面来谈。第338期节目

《村官的价格》是一则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性揭露报道。 

一． 结构 

1．倒叙的叙述结构。《新闻调查》曾提出并实践了“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

化”的要求。因此它的任何一档节目都特别注重叙事，一般都是以一件事件中的人的所作所为

来揭露深刻的主题。而适宜播出的内容就必须是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因此“讲故事”就成了新

闻调查基本的叙事风格。那么采取怎样的顺序来讲这个故事在整个节目的编排中就特别重要。 

《村官的价格》有两条线，表面的一条线就是村官的“金钱竞选”。在对于村官的金钱竞选这

件事的叙述上基本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它打乱事件发展的基本顺序，采用镜头组合的方式给

观众制造了诸多的悬念。它的叙述可以归纳为这样一条线索： 

选举结果及争议→金钱竞选过程→当干部能包煤矿挣大钱所以竞相金钱竞选 

本来应该先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接受到的信息却是关于“那

是一场怎样的选举”的描述，在记者提问中一直提到的字眼“钱”也没有被明确告知到底这个

钱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正是《新闻调查》惯用的手法。在本期节目中，首先仍然是演播室的

“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提出“高价金钱竞选”的事，然后接着是关于事件发生地的简单背

景解说，然后就开始采访过程的展示了。通常在一期节目中记者都会设计几个悬念，而这些悬

念不仅是与叙事顺序有关，也更多地是与下文所要论述的记者的采访技巧有关。 

2．明确的叙事脉络。《新闻调查》的选题一般都是具有深远影响及意义的事件，正如制片人

张洁所说，可以不是“人咬狗”，但一定要从“狗咬人”中看出些不寻常的东西。对于本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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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来说，它的两条脉络实则就是体现了本节目高瞻远瞩的理念、以及对于事件的升华。 

 

 在《村官的价格》中，表面上是以村民金钱竞选事件为叙述线索，但是节目背后还有另外一

条线就是当地村民的生活。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去做这期节目，就使得节目带有了更多的人情

味，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揭露性报道中仍然感受到了节目的人道主义。更重要的是对村民应得权

利缺位的思考及盘问，很自然地转移到了曾经的村干部们为一己谋利、如今村干部又以金钱收

买村民的选举权利的事情上。正是因为背后的这一线索，使得节目在层层递进的基础上，最后

高潮迭起。而且假设只是立足于金钱竞选上，则最后关于村民房子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可以省略

的了。但是，恰恰是最后这部分显示了节目的深度以及高度。 

站在这个高度上，本期节目以四次片花为隔，在叙述的脉络上分为了四个依次递进的部分。 

3．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调查类节目重在展示调查的过程，以记者所见为观众所见，通常就

是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展开全文。《村官的价格》首先就是通过演播室引出话题、解说词简单背

景介绍，然后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整个采访过程——即叙。叙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金钱竞

选过程、为什么要高价买官、高价买官地区人们的生活等。议则是穿插在整个叙的过程中，而

尤其是以最后一段为议的高潮——“虽然村民们从这次选举中每人得到了近2000元的收入，但

是靠这些钱他们并不能摆脱贫困生活，老窑头村1000多口人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真心实意带领全

村致富的好干部，而这样的当家人原本是应该通过村民手中的权利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无疑

是个有力的豹尾，在调查的最后起到了画龙点睛、升华主题的作用。 

4．罗生门里的旁观者。电影《罗生门》讲述了一个道理——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即使是面

对同一件事，只要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爱好，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个调查真相的新闻节

目，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如何展现众说纷纭的争端恰恰体现了节目的深度。

这期节目在结构上采用了公正的立场，展现的是一个丰富的画面。例如对于现场展示的现金的

调查，采访了选举委员会之后，接着是“史明泽向我们描述了他当时经历的另外一幕”，然后

还有对于村民、主席等的采访；同样“对于王玉峰和史明泽为什么会花钱竞选村官，我们在村

里听到了不同的说法。”这一层次也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多层次展现。能站在不同立场上考虑到

不同层次人的需求，正是这个节目经久不衰的内在。 

二． 采访技巧 

与全文的结构来比，采访技巧作为本节目的一个成功因素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而且，全文富有

悬念的剪辑编排也是在成功的采访的基础上实现的。柴静是一个注重感情的人，节目中有许多

细节体现了一位女性记者的优势，但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也表现的异常平静，即使在与选举

委员会主任史吉堂的那场精彩对话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始终嘴角上带着微笑的女孩竟然

是那么的有韧劲。 

1． 句式 

柴静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句式就是设问以及附加疑问句。在采访中反问句是被采访

者较为反感的一种句式，因为这种句式具有较多的火药味。以王志为代表的男性主持人在采访

中是较多运用反问句的一族。而柴静在《村官的价格》中的表现却一直较为平和的设问以及带

有更多交流意味的附加疑问句。例如“你是说大伙的意思？”这一句就是在肯定对方答案基础

上的一种温和的质疑。这个设问不但使得对方必须在相当的自信的基础上重复自己的答案，也

使得观众更好地捕捉到这一主持人认为很重要的信息。又如在对书记史吉堂的一句“好事？”

的设问，假设是使用“难道你能认为这是好事？”这样的反问句，则也许面对这个本身即很不

配合的书记时，一旦触动了他那根警惕的神经拒绝回答是在意料之中的。 

2． 语气 



语气是与句式相对应的另一个表达。记者的采访实质是一个交流，而采取什么样的语气，是最

能影响交流效果的。特别实在揭露性的报道中，被采访者一般都是警觉而又拒绝合作的，假设

选择不适当的语气则会给整个采访大大打折扣，甚至使得采访无法继续下去。 

其实在这期节目的调查中，随着真相一点一点地揭露给观众，我们对书记百般推脱的回答以及

对于那场意外却很有分量的村民争吵等问题的态度就很明确了，但是记者必须坚持平静平和以

及平等。即使对方是个十恶不赦倍遭舆论谴责的人，记者也必须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给予充足

的空间使得对方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就像王志在《与神话较量的人》中，对于刘姝威的“盘

问”，使得很多人责问王志是否收了蓝田的贿赂，为何会站在对方角度上难为刘姝威。但是，

这恰恰是王志的成功之处。假设在蓝田没有任何代表在场无法申辩的时候主持人又始终站在观

众的立场上，则不但达不到现在的这个精彩效果，实际上更是一场不成熟不公正的采访。 

柴静的表现也是如此。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始终是平和的语气，偶有穷追不舍的“盘问”也是在

温和的语气的掩饰下。在采访史吉堂等选委会知道金钱竞选事情之后的态度时，共是五问五

答，柴静的五问非常简洁，甚至有只有两个字的一句设问。在看这段节目时同学几乎是都笑

了，因为史吉堂的回答基本上是“胡搅蛮缠”。但是柴静并没有妄加评论，更是没有显示出自

己的情绪。一个半问句半陈述的“你是选举委员会主任啊”一个设问的“好事”，就完整地展

现了被采访者的形象。 

3． 提问技巧 

柴静在提问中也表现的不凡。 

（1）先闭合后开放的问题。节目的第一段是关于当天选举那天的情况的采访，也是顺承演播

室开场白的一个交代。记者的四句提问全是闭合提问，都是有明确答案、便于回答的问题。这

样先闭合的提问不仅仅方便被采访者在一开始进入角色，也便于观众在节目的最初通过这样的

闭合问题得到一些基本的信息。接着记者就开始提出了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来深入到事件当中：

例如“王玉峰提出了这个200的承诺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等一些问题。 

（2）引导式提问。引导式提问是与诱导式提问相对应的一种提问方式。在关键性的问题上，

引到被采访者说出观众想要的答案；或者是在对方脱离主题的情况下，引导对方回到实质性的

问题上等都属于引导式的提问。柴静在节目中也时常引导对方，这不仅体现了记者采访功底的

深厚，也体现了记者驾驭现场能力的强弱。例如在采访王玉峰为什么竞选的时候，王玉峰自己

说要给老百姓办一些实际的事，柴静就直接联系到“给老百姓发钱算不算当中的一项？”这个

引到同时实现了上述的两种作用。又如在采访关于承诺书及竞选金钱等过程的时候，柴静不失

时机地再次将话题引导到主题上——钱，在此之前都未提及钱和官职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看

到在最后节目升华到村长、煤矿和钱的层次上，而在这提出：“史明泽这个人在村里头算有钱

人吗？他的钱从哪儿来呢？”这样的两个问题既是对于主题的铺垫，同时也是为观众留下了一

丝悬念。 

（3）悬念。说到悬念，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节目的最后编排上，都体现了一种悬念意

识，也更好地体现了调查性报道的性质——调查出真相。柴静在采访中几次顺应这一点，问题

在关键点上适时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在采访史明泽时，柴静问他是否能拿出竞选的200多万

费用，在当地那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里史明泽竟然回答能够拿出来。那么观众不近要问一句这

么多的钱你一个小村长能拿出来？按说这时记者应该了解观众的心思追问一句的，但是没有。

因为决目到现在还没到点题的时候，而欲言又止的效果能吸引观众继续看下去，甚至吸引观众

自己猜下去。 

（4）重复。柴静在采访中使用了较多的重复。重复是一种重要的提问技巧。重复的作用在前

文已经叙述，那么柴静使用这些重复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在采访王玉峰为何竞选时重复

 



了“你是说大伙的意思？”这一句话实际是很有意义的。一则质疑王玉峰怎么可能只是大伙的

意思呢？二是让王玉峰内心里快速地思索：到底是不是？没有十足的勇气，王玉峰第二次的回

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三是给观众思考的余地——花了200万的竞选费拼命挣村长一职竟然只

是村民的意思？ 

（5）穷追不舍。采访中有两个人物的采访是很精彩的对话。一个是对史吉堂的，一个是对王

玉峰的——这两段对话都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典范。第一次问史吉堂对选委会对于金钱竞选事

件的态度时，记者紧跟他的回答层层追进；第一次是在问史吉堂王玉峰主席台上的钱是怎么回

事时，史吉堂巧妙地回答不知道或者是没看到，问到那钱如何上来的时候，史吉堂更是狡猾

“那钱不会是自己跑上来的，也不是你拿上来的，更不是我拿上来的。”；最后一次是关于村

子里的年轻人参加竞选的一个假设，他首先否认有能力会没钱，接着的回答中还是坚持他有

钱，当记者两次用“如果”逼迫时，回答却又变成了“不好说”。在对王玉峰的采访中有一段

是最精彩的，那就是将其商人身份与这次事件联系起来——从商道出发，始终围绕作为一个商

人你对这次事件期望的回报是什么。 

结语：其实在采访中，柴静也有很多失误，很多地方她本应该及时插进话题，却匆匆收场。但

是就算有这样那怎样的问题，柴静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新闻调查》也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理念的正确固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我认为从结构等表现上探讨也是收益颇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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