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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采访与报纸采访之异同 

作者： 江 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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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是记者为获取新闻素材了解客观情况而进行的一种社会调查活动。面对复杂的客观世界，记者要传播有价值的信

息，必须深入采访，通过广泛的采集，去伪存真，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新闻。采访是记者了解事实真相的一条必由途径，

是记者一项特殊的基本功。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丹·拉瑟说："加果不能采访，就没有资格做报道，那么就会离开主持人

的位置。" 无论是电视记者还是报纸记者，都需要通过采访调查，才能获得客观事实的真相，向受众进行有效的新闻传

播。但电视与报纸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有差异。本文试图就电视采访与报纸采访的异

同点进行探讨，找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性，以便在实践中有更自觉的理论认识。  

一 电视采访与报纸采访的共性 

我国资深记者艾丰对采访的理解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所做的回答是：采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迅速地了解到典型

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的事实。"（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第1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电视采访与报纸采访

作为一个传播过程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涉及的就是"由谁通过什么方式做什么达到怎样的目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电

视采访和报纸采访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共性： 

A 充分准备，选准采访时机 

采访的主体自然是记者，这是贯穿在整个过程的主角。作为新闻机构专职从事采访的记者，其新闻嗅觉应该是十分敏锐

的，时刻关注着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做二十四小时的记者，随时准备出击采访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 

作为一名记者，在投入采访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是必须的，它关系到一次活动的成功与否，甚至一个新闻机构的声誉。

记者的准备一般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平时的知识积。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积累所成，记者努力成为一个"杂家"，对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应有所了解，博览群书，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而目前我国新闻机构对记者的工作

都有所分工，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体育等领域都有"把口"记者，这些记者就应该成为自己"把口"领域的行

家。只有对自己分工的领域有相当熟悉程度，又能时时跳出本领域的局限，记者才能采写到高质量的作品。 

另一种准备，则是临时突击性的"进补"，记者不可能什么事都懂，新闻事件也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许多时候记者

在获知某一采访任务时，对被采访对象缺乏应有的把握，就要想方设法搜集有关资料对被采访对象有基本的把握，然后

带着受众关心的问题投入采访，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准备工作，在采访名人政要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

些人往往时间安排相当紧凑，在安排采访的有限时间里，如果记者对被采访的名人政要没有一点认识，不着要义的从头

问起，这类采访往往要失败。相反，如果准备充分，记者在采访中能抓住要害，在有限的时间，获得受众最想知道的材

料。名人政要也往往对熟悉自己情况的记者抱有好感，配合记者完成采访工作。 

当记者对被采访对象已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采访，其效果也大不一样。在我国有许多节庆纪

念日，有些报道只有在这些日子发表，才赋予特殊意义。如过了这些特定的日子，其传播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记者应根

据新的形势变化，制订自己的采访计划，尽可能选择最佳时机进行采访，同样的题材，由于采访时机的不同，就能收到

不同的传播效果。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叶春华认为，在以下情况，最好不要去采访：被采访对象太忙的时候；手头有紧

急任务的时候；正在与人讨论或争论问题的时候；观看文娱演出或体育比赛津津有味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难得有一次

休息的时候；有困难或为难的时候；需要单独冷静思考的时候；不愿也不曾接受采访的时候。（叶春华、连金禾《新闻

采写编评》第19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按人之常情，这完全是应该的。但需要分析的是，记者采访的主旨是什

么，如果采访的主旨就是恰恰要体现对方某种思想，那么，在不影响对方正常工作、生活情况下，恰恰在一些特定的情

形下，往往更能体现对方的精神面貌，这完全需要记者对自己采访内容主旨的把握，采访最好是在"动态"过程中进行，

这样才生动形象。如果都选择在办公室这样的静态环境，往往很难体现新闻的生气。 

B、迅速向大众传播尽可能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采访的目的就是迅速向大众传播可能多的信息。电视采访和报纸的采访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千方百计

地改进采访手段，吸引更多的受众关注自己。 

记者的采访需要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这是新闻采访与其他社会调查的不同之处，像法院、社会调查机构等都有进行

社会调查的职能，但它们调查的速度不必要像新闻记者那样迅速传递出来。记者总希望以第一时间进行采访，以最快速

度传递信息。在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闻机构把能否在第一时间采访报道新闻，成为衡量是否具备做新闻记者的

重要条件。如果一个记者经常赶不上第一时间进行采访，显然不适合做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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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爆炸的社会，受众面对各种繁杂的信息，需要从媒介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沟通与各界的交流，这是媒介存在的根

基。因此，记者在采访中，能否最大可能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成了采访的目的。按照新闻价值的判别标准，时效

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要素的综合价值越高，新闻价值就越大，对受众的吸引力也越大。 

C、深入现场进行社会调查 

记者深入现场进行社会调查是达到采访目的的主要手段。新闻界有句行话："新闻是七分跑，三分写。"此话点明了深入

采访的重要性，没有深入的采访，就抓不到"新鲜的活鱼"。新闻产生在大千世界，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了令

人感兴趣的变动。记者要把握大千世界的变化，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凭着新闻敏感，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新闻界前

辈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一再希望青年记者"深入，深入，再深入"，在生活中采撷珍宝，可谓是记者的看家基本功。 

深入现场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采访题材，进行不同方式的调查，尽可能获得新鲜、真实、生动

的材料，通过记者的理性分析，捕捉最有价值的素材，向大众进行传播。 

随着时代发展，采访手段的不断改进，有些记者往往采取一种更简便的方式，来获取信息，电话采访是目前非常流行的

一种采访手段。在非常时期和特殊情况下，采取电话采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采访方式，但这种采访方式总有"隔"一层的

感觉，对记者获得真实丰富的材料大打折扣。因此，尽管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采访手段还会出现，但记者头脑中，

深入现场，进行社会调查的意识则不能淡漠。这是电视采访和报纸必须遵循的原则。 

二 电视采访与报纸采访的差异性 

电视和报纸作为二种不同的传播媒介，它们传播形式着明显的差异，电视可以采编播合一与新闻事件的发生同步传播。

而报纸的传播从采访、编辑、印刷出版到发行需要经过多个环节才能与读者见面。因此在分析了电视与报纸采访的共性

原则之后，再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从中可以发现它们在采访方式存在着许多差异，使电视采访和报纸采访的实践

活动变得各具特色。 

A、环境因素 

恩格斯在谈到文学创作中曾提出过著名的"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论断。我认为，在进行电视采访时选择一个

典型的环境，对展现事件和人物面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电视具有真实再现客观世界的功能，向观众展示另一个越来越逼真的"媒介世界"。在典型环境中展现事件和人物面貌，

环境因素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为记者要采访的事件和人物营造氛围。在采访事件性新闻时，事件的不可复原性，

使得电视采访必须投身现场才能捕捉特定环境中人的精神表现，记录事件的发展过程。电视采访各界人物，最理想的就

是选择能展现人物职业特征、精神气质的环境，让人物在他们熟悉的环境，尽可能自然地流露他们的言行。在一些事件

性的电视采访中，如果电视记者不能置身于这样的特定环境，靠"复原"现场再进行采访，事件失去了原来特定的环境，

就失去了应有的氛围。 

报纸采访也同样重视环境因素，"典型环境"同样对展现新闻事件和人物具有其它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记者穆青提

倡文字记者要学会"写视觉新闻"，就是要求记者善于观察，把身临其境的氛围传递给读者，不要只有干巴巴的概括语

言，没有生动的现场描述，味同嚼蜡式的报道最终要被读者抛弃。但报纸记者的"复原"的能力要比电视力强，借别人翔

实细腻的描述，记者可以"复原"一种环境。但这种"复原"必须要有根有据，如果用文学的笔法进行"妙笔生花"，则会失

去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文字记者写新闻之大忌，必须予以制止。 

B、个性风格 

人的个性风格是一个人的气质、修养、性格、经历的综合体现。电视采访可以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个性的风格十分直

观，采访中的一言一行，形象、语言最直接体现出来。而报纸记者虽有"文如其人"之说，读者能够从记者文风一窥记者

的个性，但总有"雾里看花"之感，因为报纸记者不是直接与读者交流，记者采访通过文字的概括、过滤，展现在读者面

前的记者名字与真实的个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形象和语言是最能体现个性的外在表现。电视采访中，记者的形象应该大方、朴素、端正，在采访中体现客观、公正、

不卑不亢、真诚相处等原则。外表有严重缺陷的人是不适宜上荧屏。根据不同的节目，电视采访应该体现不同的风格，

像采访一些主题严肃、庄重的活动，宜选择稳重、成熟的电视记者为好，穿着打扮也同样要与采访主题的内容相符。如

采访热烈、喜庆的活动，则直选择个性较活泼、开朗的电视记者为宜，努力使记者形象与活动内容吻合。记者形象出现

在电视屏幕上，既体现电视采访的强烈现场感，同时记者形象也努力与采访内容的相协调，形成一种互补效果。 

报纸记者在采访中，也要求朴实大方，他们的成果主要是通过文字与读者见面，他们自身的形象一般不会直接体现在版

面上。因此，总体而言，报纸记者的形象不如电视记者到求高，只到外表没有特别缺陷，能以平等真诚的态度对采访

者，举止文明有礼，一般都可以从事报纸采访。 

语言是人类的第二外表，人们从个人的语言中能分辨出其性格、文化涵养、兴趣爱好等特征。电视采访以直接的画面作

用于观众，对记者的语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上海东方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曹可凡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将节目主持人的语

言分为柔和型、儒雅型、活泼型、幽默型四种类型。（曹可凡、王群《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第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不同语言风格的主持人、记者适合不同类型的节目，如柔和型的主持人比较适合主持谈心节目、老年节目，

儒雅型的适合主持知识含量较多的节目，活泼型则适合主持青少年节目，幽默型的自然在娱乐游戏类的节目大有用武之



地。记者的不同语言风格同样在不同节目展现自己的独特优势，扬长避短，使采访的语言风格与节目内容尽可能和谐统

一。 

语言的不同风格是以记者不同的言谈方式来体现。像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就是以尖锐泼辣的风格著称，美国的著名

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则以慈父般的广博而深受观众喜爱。电视采访中记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抓着最主要的问题提

问，如何设计采访提问所花的时间往往大大超过实际在采访中的时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说过："自从干了电视记

者这一行，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戒律：不许问：请问您什么感想？"这是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对自己提出的最起码但又相当

有难度的标准。当我们从电视上经常看到有些记者随便采访什么人物，一上场就问这种以不变应方变毫无个性的问题，

久而久之，观众当然要腻烦，被采访对象也会觉得索然无味。 

要把这种大而无当的问题从记者嘴中消灭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采访之前做大量的准备，精心设计最切中要害的提问，

这样才能使电视采访进入一种良性状态。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将这种刻意设计的问题概括为："我的提问你无法

删掉。"当电视采访成为整个节目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观众不仅想了解被采访对象的回答，也想知道记者有没有把观众最

想知道甚至意识到但没能表达出来的问题提出来，在这些提问中，能充分体现记者对被采访对象的了解，对节目的整体

把握以及个人的语言魅力。精彩的提问与回答往往相得益彰，互为添彩。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在采访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时，没有大而笼统地问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而设计了一个封闭式的提问："你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是朋友还

是敌人？"从电视画面上来看，基辛格显然也没有料到记者会提这样一个棘手但又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但基辛格不

愧为资深外交活动家，略一思索，随后便作了精辟的分析。 

在电视采访中，不能有拖泥带水成分，要使你的提问成为节目的一部分，必须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并且具有灵活的应

变能力，根据不同的采访对象，以封闭式的提问为主，一环扣一环，把观众想知道的问题一个一个引出来。同时，记者

也要有一些可以自由发挥的开放式的提问，让被采访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使观众能多侧面地了解被采访对象的面貌。 

在报纸采访中，记者的语言要求简洁、准确、明晓、流畅，同样需要精心设计提问，把读者想知道的问题及时引出来。

但与电视采访相比，报纸采访不是直接作用于读者，记者在成文时可以按所需进行提炼，因此，在采访时，语言可以更

随意自然些。除了必问的问题之外，为了沟通与采访对象的情感，适当地问些其它问题也无妨。此外，报纸记者的普通

话在尽可能追求标准化的前题下，在不影响与采访对象进行沟通的情况下，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也能应付。而电视采访的

语言则必须标准，如果不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采访，上电视采访是不合格的。 

C、时间控制 

电视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结合的传播媒介。因此，电视采访的时间控制包含二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进行事件性电视采访

时，尽可能采访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新闻，这样电视新闻才有生命力；二是在采访过程中，根据采访内容，采访的时间应

有所控制，不能漫无目的地无限进行下去。电视传播速度的飞速发展，使电视采访与事件发生进行同步传送成了可能，

同步传递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也是电视传媒的独特优势。现代信息社会中，电视采访尽可能追求更多的同步采访，让

观众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世界发生的变化。在进行电视采访时，记者对采访时间也应有所控制，除了重大新闻事件之外，

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接收还是有个度，观众不可能以看电视为生，观众看电视的目的不一，因此，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是不

同的。电视采访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向观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量，把观众想了解的内容有序地展现给大家，这样

才能吸引观众。 

报纸主要是以空间占有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报纸的内容，读者可以自由各取所需，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读者从报纸

上并不能直接感受记者采访的时间，这就为报纸记者的采访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报纸记者在进行采访时，自然也要

追求以最快的速度深入现场，了解新闻事件发展的新变化。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只要把采访的内容赶在截稿期之前的适

当时间交稿就可以了。 

由此，从采访角度而言，电视采访和报纸采访存在着许多差异。从总体上看，电视采访比报纸采访的难度要大，要求更

高，报纸采访中所具备的条件，电视采访同样需要。而有些要求则是电视采访必须的，报纸采访则相对可以通过其它手

段进行弥补。电视采访和报纸采访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总的原则指导下，各显特色，在荧屏和版面呈现出绚丽的色彩。 

(作者：江 潜 原载1998年第三期《南方电视学刊》、入选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丛书《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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