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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潮流与特稿写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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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大量的材料，发现争论的焦点就是两个：泥沙和生态。 

围绕这两个问题找采访对象，就相对容易了。 

根据对资料的研究，也根据一些熟悉情况的老同志的介绍，我确定采访陆钦侃。他曾任水电部

规划司副总工程师，是中国最早参与三峡工程工作的人之一。早在1940年，他就去美国科罗拉

多跟美国垦荒局的萨凡齐工作，帮他做三峡工程规划。我采访陆老时，他已85岁。这位老先生

不反对上三峡工程，但是对现行的大坝高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大坝蓄水位不从计划高

度175米降低15到20米，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西南最大的港口重庆，就会被淤死。 

他认为，坝越高，淤积也会越严重。“长江的泥沙量每年平均达5.2亿吨。为减少三峡水库的

泥沙淤积，提出了‘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就是在洪水期过后蓄清水（或者说含沙量较少的

水），在洪水期则降低水位，以大流量排沙。但这恰恰和工程以防洪为主的目的背道而驰，因

为含沙多而水量最大的时候正是在洪水期。”他说，如果蓄水位在175米，那么最严重的淤积

就会在重庆港口发生，阻塞嘉陵江到长江的入口。他认为，初水位在155到160米，就会减轻淤

积，而水库也不会延伸到嘉陵江口。同时还会减少要淹没的农田，移民也减少近一半。 

陆老的意见只是一面之词。只有一方面意见的报道，我们的用户不可能接受。赞成三峡方案的

专家很多，可是，我不大想从水利部系统找，因为他们的赞成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不大容易取

信于读者。经过了解，我确定采访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泥沙组专家张仁

教授。他来自高等学校，身份比较合适。他不同意陆老的看法，认为降低蓄水位的方案“会使

393亿立方米的库容减少100亿立方米，从而大大降低大坝的蓄洪能力。”他说，蓄水少了，发

电量也会减少──至少降低13%。蓄水位降低，还会妨碍大型轮船到达重庆。他认为淤积不会

阻塞港口。他历数高坝方案的好处，说，重庆港的吞吐量会因此翻两番，运输成本会减少

30%。至于陆老提出的问题，张说，工程技术专家们计划将低水位排沙和高水位蓄洪的需要协

调起来。从6月到9月的洪水期，以145米的水位将含有大量泥沙的水排走。他说，在这一水

位，大坝可以在清淤的同时，抵御比1954年还大的洪水。他还说，一个有利的因素是，长江上

游的洪水通过三峡大坝非常快。“需要大坝在高水位蓄水不会几天，因此泥沙不会淤积很

多。” 

在采访两位专家的同时，我还继续搜集、研究有关材料。除了新闻报道和科学家们的争论文

章，还看论文，包括张仁和其他两位教授合著的教科书《河床演变学》。 

围绕生态问题，根据对材料的研究，我采访了原中科院副院长、地学家孙鸿烈，他是80年代三

峡工程指导小组的顾问之一。还采访了中科院资源环境科技局区域开发与环境管理处的高级工

程师田二垒，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生态环境科学家陈国阶，中科院院士、鱼类

学家曹文宣，中科院植物所的植物生态学家陈伟烈。对科学院方面的人采访这么多，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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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们的意见，而是了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当初对三峡工程对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

是很担心的。但现在既然工程已经上马，他们怎样了呢？他们在“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或者

对资源造成的破坏及时作出预测”，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实验，尽力将工程可能对环境造成的

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为这一个题目，我采访了7个人，其中曹文宣因在武汉，我对他是电话采访，其他都是面谈。

研究了十几部专著，另外还有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三峡建设委员会的几十本刊物、报告，以及大

量的新闻报道。 

是不是给《科学》写稿，才要采访这么多人哪？那倒不是。用我们特稿社一位老同志的话说，

写特稿，你不把所有可能的信息源都采访到，不能动笔。 

1998年我写了一篇黄河，从断流写起，最后给了《亚洲水利》和《中国日报》。采访的人包

括：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陈效国，黄委会山东河务局总工程师张明德，中国科学

院院士、地理学家吴传钧，中科院院士、大气物理学家陶诗言，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

研究所总工程师王浩，中科院院士、水资源专家刘昌明，中国农业科学院灌溉专家贾大林，中

科院院士、地学家孙鸿烈，水利部总工程师、水利规划专家李国英等总共九位专家。 

是不是一定要采访不同意见的人呢？写有争议的问题时，要这样。写一般题目，倒不一定。但

是必须采访不同方面或者不同层次的人。比如我们写中国推行儿童计划免疫。当然要采访政府

主管部门的官员。可是光采访官员，他给你一堆数字，那是不够的。你必须去采访负责实施计

划免疫的基层医护人员，看看他们实际是怎样操作的，还要采访免疫计划覆盖儿童的家长，了

解他们是否确实受益，听听他们是怎样说的。这样，你的稿件才会立得住。 

相信你们已经上过采访课。如何采访，大概不需要多讲了。我有几点体会，愿意同大家分享。 

一是要有平常心，对谁都要平等。无论是国家领导还是清洁工人，哪怕是判了刑的罪犯，只要

是你的采访对象，你就要平等相待。我反对记者追星。见了所谓“大人物”，自己的骨头就酥

了的人，当不好记者。而对普通老百姓屈尊俯就的人，也不可能是好记者。 

二是要执着，锲而不舍。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采访的。你就要想办法。 

我1989年第一次去西藏，想写一篇介绍喇嘛生活的稿子，准备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采访，那

是班禅喇嘛的驻锡地。寺里最大的喇嘛当时在负责寻找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虽然在，却不愿

意接受采访。我们等他开完会，把他堵在那里，说服他。我们说，我们不会很麻烦你，就请你

介绍一下喇嘛的生活。他说，喇嘛生活很简单吗，谁不知道？我就说，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

们几点起床，几点念经，喇嘛怎么来的，生活由谁供养啊？从这些问题入手，他竟坐住了，和

我们聊了三个钟头，最后应我们的要求，他安排寺里给我们组织了两个喇嘛座谈会。 

这是用问题引起采访对象的兴趣，接受采访。 

还有动之以情，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的。是我们一个年轻同事的例子。当时清华大学有个化

学教授，台湾来的，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又是女性，采访她的人很多。

我们有一个用户，是妇女特稿社，专门发妇女题材的稿子，我们给它的稿子，百分之百的采

用。给她们写这位女教授，当然是个好题目。可是这个女教授不接受采访，怎么办呢？我们这

个记者便给她打电话说：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出来做事很不容易，做得成功就更不容易。你作

为一个女性，已经这么成功了，可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还远远没有成功，连采访你一次都不

行，真是难啊！这么一说，那位新当选的女院士马上接受了采访。 

也有用“激将法”的时候。有一次，台湾一家杂志约我们写一组专题，介绍中国的女领导。我

们通过关系，先采访了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慕华和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然后布置几个记

者分头采访几位女部长。几位女部长通过记者做工作，都接受了采访，只有一个一推再推，临

近截稿期，还没答应安排采访。我告诉那位记者说，你就跟她的秘书讲，陈慕华、钱正英和其



他几位部长都接受采访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如果她不接受采访，我们也不勉强，但是，台

湾的杂志可能会根据他们现有的材料编出一篇东西来，那我们就掌握不了了。这个记者把电话

打过去，五分钟后，那位部长的秘书就打回电话来，说当天下午接受我们采访。 

三是提问。采访成功与否，提问是很重要的。好的问题，能激起被采访者的谈兴，他就可能妙

语连珠。 

有人喜欢事先准备一个单子，把要问的问题列出来。这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当着采访对象

的面把单子拿出来，照本宣科地问。如果有人拿着一张单子，一、二、三、四地问你问题，你

还能有谈话的兴趣吗？ 

提问时，还要注意采访对象的风俗习惯。从南方来的年轻记者，到北京胡同里采访老北京居

民，张口就问：大妈，你几岁了？人家就非常不高兴。到少数民族地区，人家会有一些禁忌，

如果不清楚，可以问问人家，能不能问这方面的问题。只要你表现出对被采访者的尊重，人家

就会愿意跟你合作。 

采访对象性格不同，有的人谈锋很健，也有的人比较“油滑”——看你值不值得同他交谈，他

会试探你，考察你。你通不过他的考察，他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了。你通过了他的考察，他才

会跟你谈。 

对于不善言谈的人，你需要耐心地引导。我采访过一个科学家，是国际公认的最了解青藏高原

地质构造的专家。谈他的专业，他会谈得很好。可是谈他的个人生活，他就不会谈了。对这样

的人，你就要问得很细：第一次去西藏，是什么时候？从北京到拉萨走了多久？使用的什么交

通工具？有没有高原反应？什么感觉？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结果，他讲得非常有意思，

有个性。你看他说对拉萨的印象：拉萨很美，周围都是山，房子都是花岗岩建的。这是典型的

地质学家的观察。 

提问的目的是了解采访对象的观点而不是把你的观点强加给采访对象。更不是让采访对象来印

证你的观点。有些报道为什么难看？就是因为没有一点新东西。记者的提问和得到的回答都是

预先期待甚至设置的，读者看起来还能觉得有意思吗？假如记者问一个银行抢劫犯：你为什么

要抢银行？那答案还不是显而易见：银行有钱呗！然后记者再写：这个抢劫犯说，他抢劫银行

是因为银行有钱……那这稿子能有人看吗？ 

总之，提问是非常见记者功力的一个环节。有很多时候，你准备的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相关，或

者说实际情况超出了你的想象。所以，你要随机应变，根据实际情形提出问题。像同那位地质

学家，问题就不可能预设，只能根据他谈的情况，不断再细问，问出一些有意思的情节来。 

再有一点是，留后路。不要以为一次采访你就可以把别人的材料淘尽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你采访回来了，突然发现这也没有问，那也没有问。所以，跟采访对象道别以前，一定要说，

可能还会有问题，还要请教。 

最后是不要怕吃苦。 

我们1996年去四川大巴山区采访“幸福工程”。在一个乡，陪同的官员指着江对岸一座山的山

顶说，现在还有人住在山顶的山洞里。有五、六户人家。他们穷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户家里有

人犯了法，判了刑，到新疆去服刑。刑满释放后，他回来把全家人都搬到新疆他劳改的地方，

因为那里条件要比大巴山里好得多。 

我们很想上去。当地官员说，你们上不去，因为他们都从来没上去过。说山路很不好走。 

我们坚持。最后我们爬了两个多钟头，真正是羊肠小道，而且山坡极陡。我们爬上去了。狼狈

得不行。上去了，采访到很好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参加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考察，更是艰苦。但是，有艰苦才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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