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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份电报，电文是：“上帝给我

们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如我们所知，这个“上帝”事实上是人类自身。这以后，人类创造的

电子和数字科技的飞跃发展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同样，媒体记者

的工作方式也在这样的语境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信息时

代，记者们开始学会充分地利用网络来丰富、补充——甚至是替代传统的采访手段，网络采访

已经成为记者们习以为常的采访方式。 

一、新闻记者通常是新技术的最先尝试者和受益者 

如普利策所说，记者是人类航船前行的守望者。从人类技术发展史来看，记者又是对技术极为

敏感和热衷的使用者。印刷术的发明催生了报纸的产生，记者籍以使自己的文字将历史记录并

广为流传；照相术的诞生使得记者将历史的精彩画面加以定格；电报的发明使记者可以用最快

的速度传送信息。1882年《申报》驻北京访员从天津向上海发回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条电讯，

而使《申报》声名大噪；近代以降，电话的出现使得记者的采访极为便利，而摄影摄像术使记

者越来越可能精确地记录历史的全息景况；今天，实时数字通讯的发展更使记者可能站在新闻

事件发生的第一线参与和叙述历史。媒体通过技术得以转型，技术不断催生新媒体，媒体的迭

进和涅槃导致人类传播形态的变化，而作为媒体构成之主体的记者也在不断地享受技术带来的

便利，并因此推动媒体和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是观之，网络被记者们地充分地开掘和利用几乎

是必然——记者几乎都是最早和最执着的网民。从新闻采访的向度来看，网络一方面业已成为

了记者们的新采访工具，另一方面，网络已经成为记者们采访工作的异度生存时空。 

二、网络采访改变了传统采访的时空纬度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熟谙网络采访手段的报纸记者的工作流程。A、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

时，他从现场赶回匆匆发出第一条消息；B、通过网络新闻组、网络聊天室和各大bbs了解新闻

当事人的讯息、其他新闻媒介的反应和民间舆论的反映，确定进一步报道的立足点；C、随之

上网搜索并了解围绕该新闻事件的全面背景资料，并确定进一步报道的采访方案，包括确定采

访主题和采访对象；D、通过电话、网络寻呼或电子邮件联系采访对象，确定采访时间，通过

电邮传输或网络语音视频完成采访；E、必要情况下联系主要门户网站进行网络民意调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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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进行数据分析；F、综合材料写作成文，通过网络传输给编辑，随后电子版与纸版几乎同时

发布。 

和传统采访相比，网络采访的空间限制大大缩小，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网络连线就可以无限拓宽

采访视阈，而不一定需要车马劳顿四处奔波，比如即便记者的采访对象远在海外，他也能轻易

地与之联系采访。在传统采访中通常点对点的采访在网络中可以实现点对面的联络——比如倾

听并参与聊天室的讨论，从而呈现出多维的空间向度。与之相对，网络采访的时间流变也呈现

出一种由“历时态”向“共时态”转化的趋势，线性的传统采访顺序在网络中可以相机调整，

比如发送并等待邮件、参与讨论、进行民意调查、搜索信息等流程通常可以交错进行，互相衍

生并转化。如同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指出的“‘becoming’替代了

‘being’”，网络采访的时空也更多充满了自由性和随机生成性。 

三、网络采访为纸质媒体的记者提供了参与新闻“竞合”的有利通道 

一般认为，今天的大众文化呈现出“图像转向”的趋势，即视觉文化日益成为主导文化的趋

势。在不同媒体类型的竞争中，作为视觉文化主要制造者和传播者的电视媒体显然风头最劲。

纸质媒体在与电视媒体的竞争中，有着先天的弱势，比如文字和图片无法象影像那样逼真地诉

诸受众的眼球，更不可能做到所谓的“nnn新闻”（now news now）。因此，与其盲目地竞

争，倒不如有的放矢地“竞合”，即找准自己的长处，与对手互相裨补阙漏，共存共生。按照

梯级传播的规律，电视通常首先诉诸人的感官，而这时纸质媒体所做的更多地应是诉诸人的大

脑。西方６０年代以后、我国９０年代以后勃兴的深度报道和精确性报道正是在“竞合”中应

运而生。 

如前所述，网络采访转变了记者的采访时空纬度。这同时也为随之的报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一者，网络采访的广度为新闻报道搭建了广阔的素材平台，围绕新闻事件的历史背景、来

龙去脉、纷纭众说、专家评述，都可以被纳入报道范畴。在当下报章的重要新闻中，我们通常

可以看到，除了主体报道之外，还有相当部分的“新闻链接”，网络采访即是其重要的资料来

源。二者，如果说网络采访的广度同样可以为电视媒体所吸纳的话，而优秀的文字记者则能将

“广度”条分缕析，开掘出电视媒体不能企及的“深度”。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播放的不可逆

性使受众无暇深思，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字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外化，更具理性和逻辑的力

量。纸质媒体的记者甚至可以将网络民意调查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转化为抽象的图表，从而佐

证观点，以引发受众的深度介入思索。以“广”以“深”取胜，网络采访进一步强化了纸质媒

体文字的优势。 

诚然，当下业界对于网络采访存在着诸多质疑。诸如网络的海量信息鱼龙混杂，怎么能避免错

误的信息选择和传送呢？记者的理性判断能不被网络舆论的冲动性和复杂性影响么？基于虚拟

情境下的网络采访对象能够象现实中一样交流吗？基于速度和广度的网络检索怎样才能避免著

作权的侵犯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技术都有它的负面效应，作为媒介的网络也如是。

问题的解决在于，使用网络的记者需要谨慎而认真地对待网络采访，需要努力唤起采访对象的

信任并实现有效交流。从根本上说，网络采访的可靠性依然取决于采访主客体交往的真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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