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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安：深度报道30年：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  

进入专题： 深度报道   

● 张志安   

    

  关键词：深度报道；30年；专业主义  

    

  30年，只不过弹指一挥间，倏忽而逝。30年，

却又是百转又千回，风雨苍黄。  

  改革开放让中国以加速度的姿态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从单位社会向

公民社会急遽转型，新闻业的变革亦根植其中，顺

势而变。从报道方式到社会功能，从文本形态到价

值理念，今日之新闻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回望过去不是为了恋

旧，而是为了踏在历史之轨上更好地看清脚下，以

期对前路的方向有所把握。如果把新闻业比作金字塔，深度报道无疑是这座建筑物的顶端，当绝大

多数从业者按照日常惯例报道着变动世界的“事实”时，一小部分人却始终怀着悲悯之情与勇敢之

心挖掘着背后的“真相”，他们就是深度报道的实践者。可以说，站得最高的这群人，也看得最

远、付出最多，最有职业风险，最具牺牲精神。本文试图关注和解读的正是他们——他们的面孔和

表情、步伐与脚印、奔腾血液与热忱心灵。  

  如果从“揭示真相”的共同追求看，中国的深度报道显然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学者们在传统

“文人论政”的办报实践和新闻生涯中找到了深度报道的诸多印记[1]：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

的《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为主，但“运用了深度报道解释和揭露功能”；同年4月开始，《申

报》连续三年跟踪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题材重大、跨地采访、报道持续，这组多篇的连续

报道颇具调查报道的元素；此外，早期中国报刊“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就刊载有关各地物价、土

产和税收的社会调查类稿件，辛亥革命时期的“纪实、解释、述评性新闻”也可列为深度报道的范

畴，如《广州血战记》、《调查河口情形记》等。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

“北京通信”中有些报道，如《闷葫芦之政局》、《张振武案之研究》实际上是“我国深度报道的

开端与雏形”[2]；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早期发表大量报道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1935年特

派记者范长江陆续发表报道西北地区的通讯，后结集《中国的西北角》，也是深度报道的典范之

作。  

  对于改革之前的深度报道史，长期研究调查报道的钱钢先生曾作如是概括[3]：“中国报刊早

期的调查报道，有的文如聊斋，有的政党色彩浓重，有的夹杂分析和评论，有的流露着作者的好恶

褒贬。但如果用最基本的尺度——‘被调查的问题关系公共利益’‘被调查的真相被权力和其他力

量遮蔽’——来衡量，他们当属‘调查’无疑……事实上，中国传媒的发展道路与西方迥异，中国

调查报道，也和美国调查报道从党派报到商业报一路走来的发展轨迹不同。”百年前的这些历史虽

然已经远去，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依然流淌在当今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血脉中，

同时，政论性、文学性的文本特征也对近30年尤其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报道影响至深。  

  然而，本文无意考察这些相对较早的历史，而是将目光拉回到近30年深度报道的实践上来。如

果不以80年代中“深度报道”概念在国内的达成广泛共识为起点，而以改革开放初期旧思维、旧体

制的告别为社会环境转折的整体拐点，以1980年“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为批评报道及媒体监督

的重要起点，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差不多正好走过30年征程。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时候，社会各

界都在回望改革、反思改革，深度报道恰好提供了一种回顾新闻改革的独特路径。遵循这条路径，

我们可以细致考察最优秀的从业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是如何实践职业理想的，他们的专业理

念和报道的核心功能有怎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复杂动因和社会影响又是什么样的。  

  为避免这种对深度报道30年的回顾流于泛泛，本文尝试以“专业主义”为参照系，在回望实践

轨迹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反思。所谓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

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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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

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4].在历史追溯

和反思的过程中，笔者试图不断追问“记者如何专业”或“为何不专业”这样的问题：这些不同时

期的深度报道精英，今天用专业主义的眼光来看，为什么依然不够专业呢？这种反思显然有点事后

诸葛亮的味道，但过于苛责的回顾背后实则为了让未来之路走得更加坚实、更加专业。  

    

  20世纪80年代：启蒙之热  

    

  20世纪80年代，旧秩序被打破，新规则再建立，中央推动思想解放热潮，民间兴起全民文化

热，农村搞联产承包，城市搞增量改革，整个国家在长久窒息后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并以狂飙突

进的速度沿着新征途奔涌向前。新闻改革也是热点不断：“新、短、快、活、强”的报道理念改革

了党八股式的旧模式，信息概念、受众本位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新闻本位功能的回归，对新闻立法、

言论自由的呼吁逐步触碰到新闻改革的边界……伴随整个行业的变革，深度报道于80年代中期快速

兴起，在1987年左右形成高潮，极大呼应和满足了社会对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的信息需求。  

  一批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共同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业的繁荣景观。1985年的《大学毕

业生成才追踪记》（1～8），关注新闻的“灰色”地带，突破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1986年的

《第五代》报道海外学子的生活情况，开创观念式报道的先河；1987年，《大兴安岭的警告》“三

色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思灾难背后的深层

原因，突破了“丧事当成喜事报”的框架，堪称灾难报道的典范之作；1987年《关广梅现象》的系

列报道有力地促使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政治审视和思维模式，同年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

位》又以其反映历史纵深和改革方向的信息容量和思想张力引起强烈反响。  

  这些作品也造就了一批名记者，其中，以《中国青年报》张建伟最负盛名。当他拿出《大学生

毕业成才追踪记》这样“事件没头没尾，人物不求形象”的报道时，总编辑甚至找不出文体概念为

其命名，干脆叫作“张建伟模式”[5]，学界和业界也曾用“全息摄影式”、“深度专题系列”、

“新闻怪胎”等来称呼这组报道。由此可见，文体、思维和功能，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真

正富有“中国特色”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从业者“自发的、冲动的、无意识的”新闻实践[6].  

  这个时期的深度报道，总体上呈现出这些特征：（1）实践主体，以《中国青年报》、《工人

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纸为主，这些报社当时的新闻人才比较集中、全国发行量比较

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此外，颇具“民间色彩”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大量经济

领域的深度报道，1986年开始，该报将关注点扩大至政治改革之后报道视野更加广泛、深入；

（2）文本特征，挥洒叙论结合的报道风格，篇幅短则数千，长则数万字，凸现主题高度与宏观视

角，内容充满哲学思辨、理性思维。如名记者张建伟曾将这些深度报道作品的显著特征，概括为

“专题性、客观性、启蒙性、综合性、信息化”；（3）报道主题，关注经济改革的方向、新旧体

制的碰撞等，比较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改革，面对社会热点难点，试图对时代进行解惑；

二是关注个体，跳出集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7].此外，报道思维上突破非黑即

白、政治审视的旧模式，报道方式上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  

  究其社会功能，笔者认为可以用“社会启蒙”来加以概括。纵观80年代的深度报道，“无论是

分析研究性的深度报道，还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报道，由于它们的时代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启

蒙的特征。尤其是80年代中期，对新体制的呼唤，对新观念的钟情，都使这些报道有很强的前瞻性

（启蒙的意义）。”[8]有“深度报道之父”之誉的张建伟也将启蒙概括为当时深度报道从业者的

主要追求，“思想理论在报道中的作用和直接参与报道的可能性，尤其是报道多担负的启蒙作用，

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进行启蒙，是80年代新闻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努力方向”[9].深度报道的启

蒙意义在于改变观念、启迪民心，解答公众的困惑、廓清改革的方向，这种报道的启蒙功能深刻契

合了社会变革对新思维、新思想的需求，“使用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开启民智，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

的报道方法”[10].在名记者卢跃刚看来，80年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改革，

前者是社会的精神形态，后者是社会的制度诉求，“一种经过大灾难后的制度性需求”，深度报道

满足的正是公众对改革的理解诉求、对思想的启蒙需要。[11]  

  1986年，“深度报道”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正式“收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

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从而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1987年，因大量深

度报道作品的“井喷式”发表被誉为“深度报道年”。《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对这一年的深度报

道有如是概括：“1987年的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

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义、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

同时，以这类手法报道的社会重大题材往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引起重大反响，体现出新闻参与历

史进程的主动性。”  

  与深度报道盛况相呼应的是，报告文学也在80年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且形成了多种题

材、多种类型的创作格局。有的作品重在推崇知识和知识分子，如徐迟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著名作

品《歌德巴赫猜想》，理由写遗传学家童第周的《让我们活得更年轻》，柯岩写青年学人的《奇异

的书简》等；有的为极“左”思潮和十年浩劫中的不幸者鸣屈、正名和表达怀念，如记录陶铸不幸

遭遇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聚焦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四五运动”的《革命》、纪念真理斗士



张志新的《正气歌》等；还有的关注改革主旋律和社会精英人物，如李士非报道蛇口工业区创建者

袁庚的作品《热血男儿》，鲁光报道中国女排精神的《中国姑娘》，黄宗英描绘女科学家故事的

《小木屋》等。  

  这些题材中，与深度报道最具相似和相通之处的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类报告文学兴起

于1986年左右，主要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映、审视，

对丑陋落后现象进行无情批评[12].由于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贴近，作家创作前往往需要进行

大量、扎实的采访，不少记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果要追溯，这类报告文学至少应该始于50年代

《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文革”结束、平反复出

后，他又采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经典作品，前者聚焦轰动一时的王守信贪污案，

却没有局限于如实报道案件过程，而是指出了背后官员之间形成的关系网、金钱网，具有相当的社

会深度和批判力度。他的报告文学不仅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也对很多深度

报道从业者产生了标杆意义。笔者曾邀《大河报》原副主编马云龙先生来复旦做讲座，他在回顾新

时期深度报道史时就坦陈，“刘宾雁是80年代深度报道的先驱，也是我自己新闻生涯的‘老

师’”，之所以选择新闻事业，“就是在看了刘宾雁的一些报道以后，懂得了新闻记者的责任是什

么，历史使命是什么。”[13]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背后有一种从文学性报告文学到纪实性报告文学的转向。在《歌德巴赫

猜想》这样颇具文学性的作品中，其实存有很多作家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内心冲动。与之有所差异的

是，纪实性报告文学则使用绝不虚构的报道素材，强调事实的准确性和现实的贴近性。遵循这种原

则，一系列影响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如赵瑜报道太行山交通不畅的《中国的要害》、呼

吁人们理性看待体育的《强国梦》，贾鲁生混入丐帮进行调查写出的《丐帮漂流记》，苏晓康关注

年轻人感情生活的《阴阳大裂变》、反思教育问题的《神圣忧思录》，卢跃刚揭露湖南娄底“非法

拘禁人大代表”事件的《以人民的名义》，钱钢于197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之际出版的《唐山大地

震》等。  

  与深度报道相似，这些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体现出作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姿态，亦融

合了社会批评与社会启蒙的双重功能。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后，《中国青

年报》山西记者站记者麦天枢曾这样解释创作初衷：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

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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