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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配合采访的分析 

作者： 丁雅妮  

关键词： 配合采访 来稿选登┊阅读：441次┊ 

在现代新闻采访中，我们一般关注的是采访者，比如采访者的访问技巧等问题。然而我们常常忽略在采访中占很大位置

的采访对象。  

从大体上讲，我认为可以将采访对象分为配合形与非配合形。配合状态是指采访对象能够接受采访，配合记者完成采访

任务；非配合状态则是指采访对象拒绝接受采访。本文主要研究处于配合状态的采访对象。  

配合状态是所有记者都希望的状态，在配合状态下记者的采访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配合状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

我觉得还可以将配合状态区分为积极配合与消极配合。  

在新闻采访中，采访者与采访对象其实始终处于矛盾的两个方面。从采访者来说，希望从采访对象那里得到能满足自己

需求的信息；而从采访对象这一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接受记者的采访呢？不是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有帮助记者做好新闻

的义务。他接受采访，自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或是对自我的一种展示，或是对采访话题的兴趣，或是受一些外来因

素的影响等等。由于目的不一样，所以即使是处于配合状态的采访对象，所表现出来的配合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积极配

合状态中，采访对象是处于主动状态，他有主动表达的愿望，因而对采访有需要，能主动参与到采访中去，发表言论。

在消极配合状态中，采访对象对于采访是有些被动的，因此，虽然在表象上对采访是配合的，但实质上他的回答缺乏主

动性，回答的内容简单，没有发挥，因而称之为消极配合状态。  

一．积极配合状态  

积极配合状态，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呢？我认为首先是采访对象所接受的采访能够为采访对象带来一定的受益，无论是

在社会影响上，还是在经济利益上能达到采访对象的某种目的；此外，当采访话题能够引起采访对象兴趣时，也容易使

采访对象处于积极配合状态。比如说，在以采访对象个人为中心的采访中，采访对象处于传播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

采访是以采访对象本人为中心的。采访者采访的目的，是对采访对象个人的宣传，是对其事迹、个人魅力及内心世界的

展示。这种时候，采访对象多数处于积极配合状态，因为大多数的采访对象都是乐于接受对个人的宣传的。一个完全以

自己为中心的节目，可以满足采访对象的很多愿望。比如，商界人士可以通过采访来宣传自己的商业能力，宣传自己的

企业，这种传播效果是优于广告的，而且费用也远远低于广告费。因为在这样的采访中，采访对象可以展示自己的个性

特点及过往成就，依靠个人魅力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及公众信任度；一些学者可以通过采访，寻求到一个传播自己学术

观点的途径，也是提高自己知名度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当采访对象有了要表达的愿望时，就容易处于配合状态。如果

采访对象认定采访者或采访者所制作的节目能满足自己的愿望时，会主动处于配合状态。  

以央视的《东方时空》子栏目《东方之子》采访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为例，话题以柳传志辞去联想集团总裁为由

头展开，涉及了柳传志对联想未来发展的展望，个人的打算等等。在这次采访中，很明显柳传志是积极配合的采访对

象。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且能够说得很好。  

我们可以分析他的配合状态，首先，象柳传志这样的人物，他接受采访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他对媒体，尤其是中央电

视台，是很配合的；其次，采访所谈论的内容也是使其能够处于积极配合状态的关键。他愿意让公众知道他辞去联想集

团总裁职务的原因，也愿意让公众看到联想的未来发展希望，这也是在无形中树立企业的形象。如果谈的是联想的一些

敏感问题，如财政等问题，采访对象的配合态度就可能不会那么积极；此外，柳传志本人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述能力，能

构清楚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能很好的配合采访的要素之一。  

二．消极配合状态  

那么，采访对象的消极配合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消极配合状态中的采访对象对采访的配合是被动的。在采访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拒绝接受采访。他可能看上去对采

访很配合，但事实上，他对采访的问题，总是处于回避状态，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响应。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对采访的

抵触，或是对采访的无兴趣，因而说是消极配合。比如，许多人接受采访，是因为受到领导的指示，或是他人的压力，

或是一种工作任务。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采访，对发言人来讲是一种工作，因而没有

拒绝的选择。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发问常常会涉及发言人所不能或无法回答的领域，那么他会以一种消极的配合态

度来完成采访。他可能会用回避的方式回答问题，也可能用一些不切中实质的话来将提问搪塞过去，但无论如何，他在

媒体面前要呈现出配合的样子；还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接受了采访，但当目的与实际没有达成一致时，也会出现这种消极

配合状态。比如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的一期节目，邀请了音乐家卞祖善和谭盾。两位嘉宾（我们在这里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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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看作是本期节目的特定的采访对象）接受采访要求，应该说都是以积极态度配合的，因为他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

场合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展现个人风采。结果节目在进行中偏离了双方的本意。卞祖善对谭盾的音乐风格的评论很

严厉，超过了谭的宽容度，因而在后面的访问中，谭盾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直至最后离场，变配合为非配合。  

一个消极配合的典型案例，是央视的《对话》栏目曾做过的一期与王家卫对话的节目。在该期节目中，王家卫自始至终

都处于消极配合状态中。这个例子可以说是采访对象消极配合状态的复杂表现。也许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宣传新电影

（对他的电影《花样年华》的宣传），他接受了这次采访。但他本人在采访中，很少主动的发表言论。对采访提问，也

只是敷衍几句。可以说，观众从采访中所获得的信息量是非常小的。原因何在？我认为，首先是栏目本身知名度。《对

话》虽然在国内很有名，但对于王这样的知名导演（并且还不是内地导演）来说，它的传播范围并不算广。试想如果是

ABC的一挡知名栏目采访王家卫，他的态度肯定积极得多；其次，是主持人的个人影响力。该期节目所选用的主持人缺乏

知名度，而且提问的内容也很浅，因而无法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对话平台，就像围棋赛场上，两个段级差别很

大的棋手，根本就下不到一块儿去，没有较量的空间。所以，王也没有自我展示的愿望；最后一点，采访对象本身对媒

体的看法。如果他对媒体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或排斥态度，那么他在媒体面前多半不会采取积极的态度。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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