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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懂复杂中国的智慧实践    展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媒体领域的一大变革是，一批市场化媒体作
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诞生。
若干市场化媒体最终能够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裹挟之下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依托它所生产的新闻
的品质。
一篇稿件的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于它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推动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说，在
于它在保证每一个公民权利和生命尊严方面的力量。
2003年《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的报道之所以取得如此好的社会效果，原因就在于它是以新闻专
业主义指导下的调查性报道而站在国内媒_体的前沿。
    深受国人期待的媒体舆论监督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是
如何运用，并使权力运作透明化。
第二种就是调查性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
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
调查性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
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
报道从个案中有所升华。
    2008年6月22日，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发表讲话时把我国当下的媒体划分为三种：官媒、都市类媒体
、网络媒体。
在这三类媒体中，毋庸置疑，对权力起到监督制衡作用的往往是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而囿于网络
媒体没有采访权，只能在转发放大舆论效果上发挥强大的作用，所以真正的采访报道还要来源于都市
类媒体。
都市类媒体要真正承担公民社会“主心骨”的责任和力量，最终绕不开以上三种舆论监督形式。
在这三种形式中，而尤以调查性报道最为当下中国人所瞩目。
    调查性报道对当下中国的改革之所以管用和必要，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
矛盾层出不穷。
每当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人们在追逐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事件的真相。
乌坎事件的妥善解决就是明证。
在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追问和倒逼下，广东省委省政府最终承认了人们维权行动这一乖实合情合法，从
而促成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任何扭曲真相的说法都可能促使事件向负面效果发酵。
所以说，未来中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天堂，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调查性报道以深度挖掘真棚、还原真相为己任。
调查性报道之所以费时、费力、风险火，核心的原因在于获取真相的难度极大。
引用书中的话就是，“一次重火新闻事件的"目查报道，对于记者来说，无异于一场重大战役”。
“潜伏富士康”报道、“77元廉租房”报道、“山西黑砖窑”报道、“汉：笛造假事件”报道等在调
查取证上无不如此。
正囚为有这么大的难度，真相的获取和还原也才是调查性报道的魅力所在。
    那么，究竟怎样去挖掘和还原真相，这是个需要去做经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但得到学界共识的应该是，在挖掘和还原真相上必须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只有在专业调查和取证的基础上，所呈现的事实才能够被人们所信服。
新闻专业主义的打造和形成离不开两股力量，一种是他律的力量，来自于新闻法制。
一种是自律的力量，来自于新闻伦理。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如果自律作用不成，他律的作用必然就要介入，这种介入又和新闻白山是矛盾的
。
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更应该依靠于媒体自身对伦理和规范的坚守。
    本书中一些一线的调查记者和学者，从媒体法制和媒体伦理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究竟该如何挖掘和
还原真相做出了实践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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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傅剑锋从法制和伦理结合的角度，对富士康诉一财案做出了思考，在媒体的专业主义上提出了
策略性的建议。
这就是媒体的自律不成，必然导致他律介入的必然结果。
这让读者想起了最近发生的“达芬奇”案中案，这也是媒体在资本的诱惑面前丧失职业伦理的典型案
例。
    在书中，记者们更多地是从媒体伦理的角度对新闻专业主义做出了思考。
《邓玉娇案，一个记者的立场》、《警惕媒体与民意的断裂》、《黄健翔报道检视》、《许霆案：热
点新闻我们该做什么？
》、《现实的困境和媒体的选择——谈黄静案报道》、《（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天地广阔——我写
重庆钉子户报道的两点体会》、《窦唯与八卦焦虑症》等。
这些文章在向我们展示并回答了报道该如何平衡、客观、公正、准确等问题。
这些都是新闻专业主义操作过程中重要且容易犯错之处，特别是在当下自媒体时代，信息多元化在拓
展话语空问的同时，也给传统新闻报道带来了难度。
    通读本书，发现书中不仅呈现了记者们对采访技巧的理性思考，而且向读者展示了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的辛酸而又难忘的人生经历。
无论是理性思考的阐述还是采访经历的回顾，都撇开了宏大叙讲，在细节处体现记者对新闻的执着与
坚韧。
也让我们感受到媒体法制和媒体伦理的研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推动作用之巨大。
此外，南方报业的撰稿人素来注重文本的精粹，在厚重题材中展现生花妙笔，这也是南方报业的一个
招牌。
    对于新闻传播学界来说，本书是连接学界和业界的一座桥梁，书中一线记者们讲述的采访经历和体
会以及自己对问题的思考，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学界也应该多和业界的记者们互动沟通，这样学界研究的问题才能引起业界的关注和反思，才能从业
界得到超出本书以外的一些宝贵的研究资料。
    本书的作者，已经离开南方报业不乏其人，有的踏进新媒体探索新路，有的成了独立专栏作家，更
多的转入其他传统媒体担任要职，将南方报业的血液和基因带入更多的报刊，影响了大江南北的新闻
实践，带动了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本书不仅是一线记者学习的案头书，而且是立意做深度报道记者、特别是调查性报道
记者的有志之人必备的一本活教材，同时也是学界了解业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必备的参考书。
愿本书的出版在以上这些方面发挥它应用的价值。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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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背后的新闻　新闻冰山下的声音
 　本书不仅呈现了南方报业记者对采访技巧的理性思考，而且向读者展示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曲折
而又难忘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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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的采访经历傅剑锋
　模糊的伤口 杨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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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
　邓玉娇案，一个记者的立场龙志
　警惕媒体与民意的断裂 黄秀丽
　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蒋志高
　我让一个人重温了一遍悲剧 林珊珊
　有弱点，更有灿烂光彩李海鹏
　为“新闻价值”遗弃了的人做点什么 杨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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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潜伏：隐匿还是出众？
    为了不在打工者中过分突出，我特地挑选了平日里最不常穿的几件衣服，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个刚从
学校出来的打工仔。
在小商店里购置日用品时，几乎全选最廉价的商品。
说的话也一概去掉“对不起”、“请问”、“谢谢”等，唯恐太文质彬彬而受欺负，或是显得与众不
同。
事实证明，这些“隐匿”的方式让我的生活看上去与他们全无二致，说话方式的改变也让我不自觉地
融入了他们的谈话之中。
气场相合，方能聊出更多的信息来。
这也成了后来得到不少故事的“语言基础”。
    但是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采访大学生时，我要化装成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与他们平等地交谈；与线长组长交谈时，不
光要想出让他们注意到你的“噱头”（事实证明，只有我说不想干了，他们最会和我谈），还需要拿
出更多一点的见识来，去与他们探讨这个大工厂里基层干部的升迁与前途。
当我号称自己“要离职”而与线长“谈心”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留我的，但我完全不关心“我自己
”的前途，却只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巨大的工厂：人多，机会少，基层干部压力大，带的人流’动性
太强，出不了成绩，就爬不上去——这都是我这些天观察的结论。
他仿佛换了个人，不像和别的有离职意向的员工交谈时那种家长式的“教诲”，而是真正谈起了他自
己的故事。
他说起自己的学习经历，在富士康等一些类似厂里的工作经历，现在做线长压力大了，但级别没动，
工资一点也没涨。
最后，连他自己也说“没办法，富士康就是这样的”，“要是情况还没有起色，也许我也就干到今年
年底了”。
坚持隐匿，但有需要时也不必害怕“出众”，极大地延展了我的“潜伏”体验。
我甚至逮住一次占理的机会，直接与另一线的线长发生了争执，去看最终会怎样解决。
    成功地变换两三个身份，去与受访眷平等地交谈，才是获得故事最好的途径。
当然，“卧底”期间，兼有的身份越多越危险，所以这种变换最好在后期完成，以防有变。
    文本呈现：过软还是过硬？
    关于文本内容，我最初的设想是回答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而死？
他们又是怎样活着的？
这一定是读者最感兴趣的点，也是我们可以下大力气深挖的点。
    有观点批评我们的报道太软，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
然而调查采访的推进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力量难以正面解
决的：死者死因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很抽象，并不由于具体事件；生者的状态中也难以找到突破性的
线索，每日工作、下班，再工作，一个井井有条的巨型工厂按照自己的时问表不停息地运转着。
没有先前想象的内幕，也没有之前试图建立的严密的逻辑链条，报道应该如何呈现？
此时的报道已经转为一篇解释性报道而非之前的硬调查。
那么文本的重点就集中在第二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是我们最有发言权的，同时也是具有极大价值的。
只要这个生态可以在我们的笔下再现出来，这同样不失为一篇成功的报道。
我们尝试用一种揭示与阐释的方法去描绘他们的生活图景，完完整整地摆到读者面前，在其中采用故
事与细节进行充实，一定程度提高了报道的可读性。
剩下的超出记者能力范围的问题，用配稿中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观点进行回答。
范围外的问题不去强行求解，只需秉承真实情况进行反映，这也是记者的职业操守之一。
    但是问题出来了，报道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强行去回答自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就不再是一
篇硬调查，但是否因为这篇报道缘起自杀，就必须在写作时一味筛选出与自杀有关的细节去描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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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写作时以一般打工者的生活状态为主即可，呈现出的图景与自杀的因果联系，有则有，无则无（真
实体现出来的状态不可能没有联系），不必刻意遮掩掉快乐与青春，而一味放火焦虑与痛苦，应以事
实为基础平衡这一对矛盾。
解释性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的操作区别是天然存在的。
    新闻本非：论文，记者心里可有预设的结论，并一步步证实之，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并不一定正确，
只有客观的事实材料才是最终可以倚靠的，呈现出的文本应以真相为蓝本。
退一步说，即便这个预设的结论正确，也不能因为结论的存在就将事实本身进行目的性地增减、筛选
。
况且后来经过讨论这个选题已经变成了一个“语文题”，那么这道“语文题”的解法就应该更“发散
”些。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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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不仅是一线记者学习的案头书，而且是立意做深度报道记者、特别是调查性报道记者的有志之人
必备的一本活教材，同时也是学界了解业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必备的参考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展江    在传统媒体面临挑战、高品质的新闻生产日益受
到成本收益思维的制约的当下，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带有新闻的原初的质朴精神的操作，鼓励对人的关
怀，鼓励安静的、置身新闻时尚之外的诚意：“有野心的年轻”正是新闻事业延展的基石。
    ——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  李海鹏    在很多时候，评判新闻的高下，其实是在评判一种价值判断的能
力。
优秀的授道应该能够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优秀的报道应该赋予事件以意义。
    ——腾讯网副总编辑、南方周末原新闻部主任  杨瑞春    一个新闻人，要想在更多的涉及社会重大命
题的报道上超越同行，我认为仍需依凭于判断力和创造力的不断提升，依凭于对真相的谦敬，更依凭
探究真问题的沉潜之心。
    ——腾讯网新闻中心副总监、南方周末原资深记者  傅剑锋    悲悯之心，人皆有之。
但作为记者，我的态度是，任何感情，都得让步于事实。
如果完全顺从民意，写出来的真相，必然是制造出的另一个假象。
    ——南方都市报深度记者部首席记者  龙志    世事多艰，多少采访都必须如此曲曲折折地进行，从外
围渐渐逼近核心。
其实，采访并无技巧，只有沟通。
    ——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原深度记者部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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