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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尊重这张报纸，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媒体标杆，而是因为他代表了某种内心的渴望；我尊重这
张报纸工作的所有同事，并不是因为他们创新了新闻作业方式，而是他们尝试去解答一些疑惑。
　　我尊重这张报纸，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他的衣食父母，而是因为他们是他的精神支柱。
他们尊重传统，他们尊重内心，他们心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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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远去的鼓声1　 他把大公司送上审判席曾民的文章又一次证明了媒体的公正和力量。
正因为他的文章，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先生批示严肃查处毁坏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的有关
责任人。
2　 调查硬新闻的女记者做错事的人免不了要为自己辩解，只要你给他营造了说话的环境，问一些他
不得不说的问题。
3　 惊险的参与式调查“我那时真像个跟班，穿着民工的衣服，毫不起眼，没有人想到会有记者到这
么偏远的地方来。
大大小小的老板在这里进行赤裸裸的谈判，有的还带着威胁性质。
”4　 什么新闻更有价值？
好的新闻人应该不断修正自己的采访思路，不应主题先行，这就如同一开始你是去挖银子的，现在你
看到了金子，那当然先去挖金子了。
后来又发现了钻石，你应该马上转而去挖钻石。
5　 令人惊叹的朴救式采访南香红有一项令同事叹服的本领，她是补救式采访的高手，对于那些无法
去现场的报道，她可以呈现出非常强的现场感，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她就在现场。
6　 我要自由快乐的写作不要去干预观察对象的行为，如果你试着去调动观察对象，以期获得较好的
表现，那么适得其反，结果会使被观察者失去本能的反应，有些非常好的细节就会消失了。
7　 超越极限的采访谁都明白希望工程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没有比揭开一个以巨大的“善名”为由
的谎言更有卖点的新闻了。
而我们对希望工程在某些地方的败坏也耳闻已久了。
8　 我说故我在我们把壳打开了，各地的记者都扑过去调查，有的细节后来都被炒得变形了，加入了
很多合理想象的成分，因为他们接触不到案件的核心人物。
9　 中国第一灾难记者的无奈“这种采风式的采访，在收集资料过程申就要有一种终极关怀，不到西
部不知道人的渺小啊。
来甘肃旅游的人看到成群的牛羊可能会兴奋，但我看到的却是背后不堪重负的生态环境，那里的人们
现在就已经在遭受自然界的报复了。
”10　 卧底式调查中午，陈海在街上买了15元钱的西裤、10元钱的衬衣、5元钱的领带。
穿上以后，贾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再夹一廉价的公文包，很荒诞的感觉!这是陈海去ABA公司卧底
的造型。
11　 人物报道需要的洞察力有趣的是，巩海厚老师后来告诉刘天时，当时村里人都觉得她不是记者，
因为记者都是由县领导陪着来的，而且也不会在他们那儿吃饭，在他们那儿住，这么细致地关心他们
的生活，临走还给他们买东西。
12　 平等地与蝗虫对话“我突然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既然人类在破坏自己的家园，蝗虫为什么不能
以集体的力量来夺取你的领地，它们也要生存啊。
”江华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俯视蝗虫，而是平视它的，我没有把它们当害虫看，我企图与它们对
话。
”13　 跨国调查“伪慈善家”当甄茜揭露那个43岁女人“伪慈善家”的真实面孔时，她38岁，她花了
三个月的时间调查完了这个题目，此后她到美国做国际访问学者时还作了补充采访。
她做新闻的兴趣和热情让年轻人汗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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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　　调查——新闻的王冠　　伍小峰是《南方周末》写调查新闻的高手。
在采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稿件后，他升任“调查版”的编辑。
现在他则是该报新闻部主任，负责编辑头版与二版。
　　他在编“调查版”时的口号是“你有权知道真相”，目的是通过记者扎实的调查，尽可能权威、
详尽地告诉读者关于某一重大事件的真相。
　　以下是他对调查新闻釆写的心得，大部分内容摘自他的业务文章《关于调查性新闻的采写》。
　　他建议，《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中主动与同行接触，时刻寻觅好料(地方媒体的处境使得好多
猛料无处发表)，依靠《南方周末》在同行里的影响，建立信息网络。
这将是一个资深记者的财富之一。
　　另一方面，建议记者注意积累，最终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从而能够关注并采访到更新鲜、更深
入、更独到的新闻。
《南方周末》记者不应该是“来料加工”式的，专业化和深度化报道始终是记者追求的目标。
　　现在很多记者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想做个案子，记录一下。
这是一种惰性。
　　调查记者应清楚自己的方位感，我们不是为调查而调查，我们调查的那些具体东西，是冰山露出
水面的那下部分，对水下更坚实的部分要有更丰满的把握。
比如我们去做一个小村子征收税费情况的调查，记者如果对中国，农村“三农”问题的大背景缺乏了
解，就很容易陷入具体的、非关键性的矛盾中。
　　无论做多么细小的事件调查，记者应尽可能做到身在局部，胸怀全景。
　　调查版的记述方式是“汇聚式”的：记者开始面临的是一个新闻由头所夹带着的大量复杂事实，
随着调查的深入，新闻事件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归于一个点，这个点也许已经是事情的结
论，也许是最接近结论的疑点。
　　伍小峰说：“一个好的调查报道，是我们的记者引领着读者去寻求一个未知的结果，读者的视角
始终跟着记者的脚步所指，当他们有了参与感，他们会兴奋的，当他们一兴奋，我们就成功了。
”　　这个过程像在剥一棵大白菜，菜叶层层剥去，露出菜心。
我们要做的是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读者将从我们的调查里清楚地看到菜叶是怎样一片片剥去的，先剥哪一片，后剥哪一片。
　　整个过程要简洁明快而适于欣赏。
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前提是，让他们看得不费力。
　　有两种方法可以参考：一是在落笔之前先把事情想清楚，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不要写，因为这样更
没法叫读者清楚；二是如果事实很复杂的话，就尽量以时间为顺序，把一些背景夹杂在调查过程中。
　　调查版的叙事风格是冷峻、坦诚的，打动读者的是事实本身的力量。
稿子要尽量做到客观冷静。
比如说记者被采访到的事实非常恶劣，但记者还是要控制情绪，要尽可能冷静地用事实说话，不能突
然跳出来说，“记者怒不可遏”、“(他们)如此卑劣”等。
记者在新闻事件中基本上以“旁观的第三方”身份出现。
　　记者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材料的取舍中。
另外，被采访人的言语也能间接表现记者的态度。
　　在处理事实与语言的关系、事实与情感的关系、事实与思想的关系时，事实必须被置于更高的地
位。
　　调查版的语言是在保持记者个人风格的前提下，提倡简洁、朴素和生动。
建议言之有物。
建议少用煽情、轻佻和情绪化的语言。
　　调查版以真实为生命。
其真正的风险来自对错误材料的采用和对关键细节的臆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揭开真相>>

有时记者是为了让文章更生动些，有时是懒得去认真核实一下，有时是听了一面之词不愿听另一面，
这些都是留下失实后患的原因。
　　解决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地接触新闻事件的方方面面，谎言和假相是经不住深入调查的。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留下采访证据，尤其是书证，最好保存两年以上。
　　总是有批评说纵深报道没理论高度。
伍小峰说：“这正是我担心记者坐而论道的结果。
在事实和理论上选择，我当然选择事实。
”　　“但批评是有道理的。
我希望好的纵深报道是有思考背景的，是有很透彻的想法的，而且把这些想法通过新闻语言表达出来
。
”　　记者不能迷恋划分善和恶的界限，世界充满了矛盾的交锋，很难从善恶来划分的。
这也为记者提供了大量的题目。
　　一个例子是《南方周末》去年做的农民负担问题，不是单纯地为农民叫苦，而是冷静地多方面分
析问题，分析中国　　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个艰难而复杂的工程，不能光把板子打在乡镇干部身上。
而且为了指出方向，还用一个版介绍了安徽省怀远县费改税的经验。
伍小峰说：“以后应多做这种‘两难’的题目，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凍所谓‘正面’‘负面’的问题，
也会让我们的报道更有纵深感。
”　　记者要着力研究、剖析这种矛盾，客观地、生动地将它们演绎成一个个好看的故事，这将比虚
构的故事更精彩。
　　有一种采访方式是调查版所不提倡的，就是文章中没有记者的调查轨迹，有的只是消化了材料后
对事件的重述，一个故事而已。
在这里，读者看到的是一棵菜心和一些散落的菜叶，他们是不满足的，实际上读者看剥菜叶的过程比
看到菜心更开心。
很多好的电视纪实报道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有悬念和现场感。
　　还有，写调查新闻是需要激情的。
　　在国外，调查性新闻是所有新闻报道中的王冠，是职业记者最能体现良知、勇敢和智慧的方式，
优秀的调查新闻记者获得人们由衷的尊敬。
　　他认为，在《南方周末》，无论从资金支持，还是对题材限制的容忍度来说，都是目前中国做调
查性新闻最好的地方’没有理由不对此倾注激情。
记者的正义和良知，他们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锲而不舍，他们作为优秀职业
记者的一切素质都将在调查新闻中得到磨砺和体现，他们将由此实现作为记者的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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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远去的鼓声　　我至今都能够比较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踏进《南方周末》的时候，1992年，
我2l岁。
我也能够比较清晰地记得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998年，我27岁。
　　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都献给了一份报纸。
所以，我对他无比尊敬，也无比狂热。
我庆幸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和这张报纸一起，树立了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观；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一
直是我勇气的重要来源，也一直是我人生的老师。
　　我相信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的前前后后的同事们，我的时时刻刻的读者们，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福分。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　　当初我把这个标题加在我的领导江艺平的一篇新年寄语上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找到了一个
理想的山口，对一份报纸责任的描述，一种自我价值的寄托。
　　也许，对一个年代的温和的劝告，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当第一次把手掌拍向鼓边的时候，我明白，终有一天，它会拍出鲜血。
　　悲天悯人，是他带给那个年代最诚实的表情；白纸黑字，就是他带给那个年代最沉稳的底色。
　　道不孤，必有邻。
　　我尊重这张报纸，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媒体标杆，而是因为他代表了某种内心的渴望；我尊重为
这张报纸工作的所有同事，并不是因为他们创新了新闻作业方式，而是他们尝试去解答一些疑惑。
　　我尊重这张报纸的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他的衣食父母，而是因为他们是他的精神支柱。
他们尊重传统，他们尊重内心，他们心存希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作为一个仍以新闻为本业的人，在2004年，祝福《南方周末》创刊二十周年。
　　21世纪报系发行人　沈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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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应该被大家所了解。
正因为他们，《南方周末》成了中国职业记者向往的地方。
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验是一件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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