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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前四章，以《新闻调查》为经典案例，融入我的亲身体会，分析调查性报
道的操作，比较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调查性报道的异同，从而揭示电视调查性报道栏目的运作技巧。
之所以选择《新闻调查》，一是因为《新闻调查》自创办始便在调查性报道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历经
多次痛苦的挣扎，最终走向成熟。
而今，它堪称中国制作电视调查性报道的代表性栏目；二是因为在《新闻调查》任职期间，我为其规
范运作、专业精神、独特个性、高贵气质所深深震撼。
    后三章则侧重于调查性报道的具体操作。
制作调查性报道，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其操作过程常常惊险交加，艰苦劳顿，而结果往往令人
欣慰，甚至兴奋。
这也许正是调查性报道的独特魅力所在吧。
如何做出成功的调查性报道？
如何策划选题？
如何采访？
如何叙事？
等等。
后三章将结合诸多优秀的调查性报道，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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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仁山，生于20世纪70年代，豫南商城县人，毕业于山东财政学院，先后任职于《中华工商时报》、
《中国经济时报》、《华夏时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社会新闻部《法治在线》
，历任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策划人、新闻采编部策划人至今。
 
    天生活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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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可信度强。
上面两点要求调查过程扎实，从而保证了调查的清晰。
　　第四，社会影响大。
电视媒体影响面广，受众群体大，相对强势。
　　电视调查性报道的难点　　采访难、取证难　　正因为电视媒体具有视听功能且声画同步，所以
电视调查性报道必须找到足够准确、真实、有力的证据，才能够使得整个调查过程成形，也才能够达
到电视播出要求。
这关系到对于消息源的处理。
　　平面媒体对于消息源可以隐匿，甚至是无限隐匿，在报道当中可以写“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
士说”。
但是，在电视调查性报道当中，就算打上马赛克，也必须要有人站出来面对摄像机说话，要有一个能
证明的出处，否则可信度会大打折扣。
采访不到直接证人，而在后期制作时，使用画外音说：“有人告诉我们”观众有理由可以不信：这是
谁说的啊？
　　即使找到了证人，作为被访者，他们对于电视和平面媒体两种媒体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平面媒体采访有时候会录音，有时候只是笔录，操作起来如同聊天，证人的戒备心理相对放松。
电视采访，摄像机一旦架起来，形式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正规，气氛也相对严肃起来，证人的心理状态
和面对平面媒体采访时绝对不一样。
在这种状态下，有些证人就不愿意开口了，或者下子就表达不清楚了。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是完全不能缓解。
遇到这种情况，记者要学会做说服工作，并且承诺将会对声音和画面进行处理，绝不对外透露被访者
身份。
同时，记者必须通过谈话创造出比较适宜的氛围，以释放被访者的紧张心理。
　　影像的制约　　和平面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相比较，电视调查性报道的操作难度比较大，有些调查
，电视无法表现。
比方说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报纸通过描述能够再现，但电视无法重现，特别是那种“私下交易”的情
况，如果当时没有录像或者拿不到录像，电视调查性报道就缺少最有力的证据——而通常这样的情况
很少有实况录像。
当然，现在不少电视节目通过模拟现场的手段重现当时的情况，但这在电视调查性报道中不宜采用，
调查性报道必须给出硬碰硬的“真货”，如果拿不到现场录像，那么一定要找到当事人，拍到他的亲
口描述，这样的直接证据在电视表达当中才足够有力，否则将大大降低节目的可信度，并影响收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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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就新闻从业者而言，能在转型期的中国做名调查记者已属幸事，而余仁山能参与报纸、电视调查
性报道实践，并将其经历、感悟化为文字，更显难得。
历史因记录而有价值，国家如是，个人亦然。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张洁　　我之所以能站在镜头前，全因为有余仁山们的存
在。
相信《解密》这本书和余仁山们的存在一样有价值。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前出镜记者、《焦点访谈》主持人　王志　　1902年，普利策在备
忘录中，记载下他的新闻教育观：“我的想法是将新闻作为一种崇高的知识分子的职业，用实践的方
法鼓励、教育现在、将来的从业人员”这就是今天这套“指南针传媒实践丛书”的缘起。
　　在这里，我们要让一流的传媒人来培养传媒人：让水手大副和船长们来培养未来传媒业的航海家
！
“你问我要去向伺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丛书主编　杜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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