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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内容概要

2004年年初，为筹办《南方人物周刊》，我想找一些有关人物报道的书籍，以作为范本供采编培训时
学习；尤其希望类似国外的写作手册那样，不光有记者的作品，还有记者的采访心得和写作过程。没
有。我们在职业新闻的操作上没有多少历史可言，也就没什么经验可以总结．我只好转向自己供职的
南方周末。它近20年的发展历程，大体呈现了中国新闻在职业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它粗浅的经验
，也多少记录了这个时代中国新闻所能展现的图景。于是，我把目光锁定在1998—2003年间，这是南
方周末的黄金时期，期间的人物报道也异彩纷呈，为我的编选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更感欣慰的是，同
宰们都很认真和热情，很快就把写作手册拿了出来，较之原作，它的理论意义或许更大。这便是我们
今天看到的这本书。人物报道在新闻教科书中并没有单列成篇，即使著名的普利策奖也没有人物写作
这一项，但与人物相关的报道又散见在各类报道类型中，像调查报道、特稿等。所以，在编选此书时
，并没有现成的模本可以参考，我只好根据国内人物报道的内容来分类：新闻人物、公众人物和民间
人物。这也成了现今《南方人物周刊》的主要版块。经过两年的实践，与其说有什么经验，不如说真
正知道：人物写作的难度，才有了如何去把握这题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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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作者简介

徐列，广东中山人，198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历任新闻部主任、副刊部主任
、副主编等职，高级编辑。2004年筹办《南方人物周刊》，任执行主编，使该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迅速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时政周刊，屡屡被评为年度新锐奖，人围年度杂志和最具潜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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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书籍目录

新闻人物1．群众的力量附：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2．选题的重要性
附：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3．短句子和短段落的魅力附：贾兰坡：周口店最后的
守望者4．一度想放弃附：拒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县委书记改革重重遇阻5．立意要高角度要新附：“
五毒书记”和他的官场逻辑6．观察的意义附：纳什：虽然我已经很老了7．你使奇迹发生附：李经纬
陨落8．追寻死者的遗踪附：举重冠军之死9．事实的力量附：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与痛公众人物1．追
问公众人物附：司马南：要么做条汉子，要么当条狗2．把真相告诉读者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
密3．攻击性采访附：张广天：我们要狠狠作秀4．与“死者”对话附：“我没有打江青”5．与“疯子
”对话附：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6．自信的重要附：奥利弗·斯通：我相信政治7．资讯的收集附：
罢政治课复作家身8．即兴采访附：米卢：我从未离开中国9．先要理解人物附：吴敬琏：我的生命同
中国改革连在一起10．采访之前附：吴思：我说透了历史民间人物1．从人性的角度观察恶魔附：一个
叫戚艳明的职业杀手2．倾听隐私附：这个圈子不谈爱情3．二手货的下一个兴奋点附：少年天宝的火
车流浪生涯4．体验式采访附：四个乡村教师的现实5．原生态的中国社会纪录附：娘6．细节“定神”
附：胡老师7．这样遇上有故事的人附：地球村客栈的情爱往事8．合作精神附：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
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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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精彩短评

1、以一个个人物报道的形式成书，值得一读再读。
2、真实都不忍目睹
3、记述贾兰坡先生先生的那篇非常感动
4、重新审视人物报道
5、还可以吧 了解了近几年的热点人物
6、追问中，也震撼着心灵。
7、2007-06-04
8、白描写出心，写出情。不别扭，不装饰。
9、很实在
10、很好的，讲故事的书
11、成为优秀编辑的捷径
12、很经典的人物报道手册
13、想看到具体操作，而不仅仅是感想。
14、嗯嗯、作为教材。。。
15、南方系的东西，我没法打分。任务，读它就是任务，而且没读完就直接还回去了，再也不想看了
⋯⋯其实很多都是不同意的啊⋯⋯可是，大概，想做个“好”记者的话，是不能有个人见解的吧⋯⋯
16、曲图借 学校看
17、好像是最后一篇吧  我忘了是不是这本书 有个编撰《英美法词典》的老人们的报道 写的很好
18、南周前面出的书质量也比现在好
19、内容比较简单，但是新闻都是好新闻
20、最近《南方人物周刊》五周年，出了一本新的 《重新打量每个生命》。在正看
21、在我手上放了一个多月为了多看几遍续借了 
22、很珍贵，很真实
23、教材。
24、那本书现在还没还给人家呢。
25、3号
26、怀念经典之作
27、连着看半个下午半个晚上快缺氧了
28、今天看柴静的《没忍住》，想起了2004年读的这本书。道德一直在下滑，群众从未见真相。
29、前半部分新闻人物和公众人物，让我了解了这个世界更多面，不禁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
后面的民间人物的时候，经常会眼眶发酸，甚至哭到读不下去，那些真诚善良，执着于理想的人，这
个时代，太少了。
30、较好
31、起码我觉得这本书对任何学新闻或者爱新闻的人而言有燃点
32、不错不错！
33、名人意思不大，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们勾得我几度泪下。
34、好像是大一借的，好像没看完
35、我始终固执地以为最难驾驭的是人物报道。直接面对个体或群体的时候，感情往往最微妙不过，
何况要诉诸文字。书里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和文风，有很多受益，也有更多不解，尤其是人物报道相
关著述匮乏的今天，这样一本书虽属某一编辑部出品，也算是难得。
36、就喜欢南香红老师写的那部分
37、还成吧
38、采访识人，捕捉人性，必备武器
39、最考验你的也许不是采访技巧怎样——这些可以慢慢弥补，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在临界点的时候再
坚持一下
40、换换脑子
41、看得人除了觉得事件忿忿不平外，到底还能获得什么？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诶呀，主题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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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
42、还行

43、南方周末大晒！！
44、对做记者的人来说，书中记者的采访心得其实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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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精彩书评

1、人生的幸福，莫过于看到自己可以企及或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很久没有这种看书的畅快感觉了。
这几天，一直再看《南方周末人物报道手册——在追问中逼近真实》。里面有关于江青、食指、孙大
午的文章，收录的是1998年到2003年之间南方周末人物报道的经典之作。对于我来说，这里面的绝大
部分人物的名字（包括作者）都有点陌生。有一些仅仅是凭一些“传说”有所耳闻。这本书中的人和
事，于我而言，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于是，看这本书，似乎又多了一点追寻历史的味道。尽管，
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而且，这也似乎是我在为本科之前对新闻的无知补课。2003年之前，我还是个不
谙世事的高中生，封闭、与世隔绝。就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南方周末迎来了她的黄金时期。还是
少年的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时代里的跌宕风云、起伏人生。对于这个我不在场的时代，我，一个在后
来的人生里将新闻确立为自己职业的人，是多么感到遗憾。我曾为自己感到骄傲。大学本科四年里对
一南一北两份报纸的持续关注，让我对我所置身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史，有种在场感。当周
围的人没有几个能将冰点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的时候，我很为自己对此知之甚多而满足。大学的前
四年，才是我的新闻启蒙时代；冰点，是我最佳的启蒙老师。虽然这场启蒙来得有点晚。然而，在
我14岁到18岁之间，在一个少年求知最旺盛的时期，我与这个世界是隔绝的，与我当时的那个时代是
无关的。那时的我，正如很多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孤单地、有点绝望地走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
仿佛是黑暗，是沙漠。我多么羡慕那些在十几岁时就开眼看世界的少年啊。如此，我是不是就会比现
在的我成熟一些，优秀一些？长久以来，我抱有一个偏见：冰点比南周更高一筹。这个看法在某种程
度上是恰当的。大学以后开始看南方周末，确实没有几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与此同时，我爱上了
冰点。在图书馆里，在报栏下，我无数次被冰点的识见、文笔所折服。相比冰点这些堪称文学作品的
上乘之作，南周在它的粗糙文字中显得冷血，甚至有时逻辑不清却卖弄逻辑。然而，这本《追问真实
》让我看到南周曾有的辉煌，和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高度。我惊奇地发现，南周的作品同样会让人在
读时感慨，读罢唏嘘。一样的，是时代的大手笔之作。这种大气，和操作时的文字的精巧，让我甚至
联想到了卢跃刚的文风，还有冰点的传统。也许，这种传统并不只属于哪家报纸，而是属于那一代的
新闻人。那一代新闻人，渐渐退场了。薪火相传者在何方？难道，那种大气，那种对人性之深邃的开
掘，那种对时代之痛的忧思，只属于那一代人吗？难道，只有那个年代才属于新闻史的黄金时期吗？
我多模希望答案是不。曾经，我产生过深深的疑惑：记者，他到底能做些什么？自从步入这个专业的
门槛，我就一直把“守望者”奉为记者的职业圭臬。虽然中间也听闻记者这个行业的种种不堪，也曾
亲身见识过远不及理想辉煌的乏善现实。但都不曾动摇早已埋在心底的那个梦。后来，也就是在前不
久，我产生了怀疑。那是两位我所尊敬的长者的谈话。他们坦承，记者从某种角度看，是浅薄的；因
为与当事人相比，他们很难抵达深处的真相。其中一位，也是我的老师，说，记者的报道往往都说不
到点子上。记者难道真的止于浅薄吗？记者能做什么？记者可以做什么？抛开现实层面，记者本应该
做些什么？总觉得，记者能做得，远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记者应该能看到一个时代的痼疾，应该能
看到人性的光辉。记者看到的，是别人看不到的。或者，别人看到去习焉不察的。这个职业应该有其
独特的价值，不可替代。但这种价值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能断言，也永远不会被人说完。我希望自己
用行动去诠释它。——写在读《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与痛》之后
2、一张报纸断断续续看了二十年，算不算长？ 从一块钱看到了一块五，又从一块五看到了两块，现
在它的标价是三块，算不算贵？“我们可以不说真话，但你绝不能让我们说假话”，可否作为中国一
代媒体人的集体墓志铭？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记者，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编辑，最后甚至是主编。有人远
走他乡，有人亡命海外，有人锒铛入狱，他们算不算倒霉？中国的良心，你还在跳吗？  有人骂他是
“汉奸”，有人把他疯狂收购 ，有人一边收购他一边烧他一边骂他是“汉奸”，我能感受到他们心中
的恐惧。你们到底怕什么？经历过他的辉煌，也目睹了他的滑坡，却忍受不了他的平庸。可是每当周
四我面对五花八门的报摊时，情不自禁拿的还是他。是我手贱？曾经抱怨，曾经愤怒，但当我看到“
记者集体辞职事件”，看到“珠海会议事件”，我原谅了他。我向带着镣铐的舞者致敬！看了这么多
年，才发现他是一份党报！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一张报纸被点燃，他发出了绝望的嚎叫。就在即将
熄灭的瞬间，这微弱的光芒，足以让你看清中国的黑暗！    
3、南方周末，一度是中国媒体中的异数。而南周记者撰写的人物报道，也堪称当代中国新闻作品中
的奇葩了。说它是异数，因为这样一个媒体似乎和其他的媒体都不太一样，一直有一种启蒙者的姿态
和解放者的胸怀，虽然我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真的具有这样的特征，还是说只是伪装出来制造卖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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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问中逼近真实》

这样的风格是我虽佩服和向往的。而《在追问中逼近真实》这部书，确实有南周风格的特点，让人读
罢感觉意犹未尽。书中不但收录了大量的人物报道佳作，更加补充了记者的采访经过和心路历程，堪
称是人物报道学习的经典。有志于人物报道写作的同行们确实应该看看。不过，这本书也绝非完美无
缺，其中多少有些南方人的小聪明在作怪。首先，书名《在追问中逼近真实》，让人以为这样一本人
物报道集中，收录的都是些精妙的对抗型采访内容。但是读下来，能说得上和书名沾边的，也就是在
“追问公众人物”一组中的几个，其他的报道则更多地描述了采访的辛劳和立意的刁钻，这让书名多
少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另外，其中有些报道能否称之为人物报道，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利辛风暴”一节，怎么看也像是个事件调查而不是人物报道。此外，“娘”一文写的是记者的
母亲，“胡老师”的故事又写的是一个传说，前者只能算是个随笔，后者看上去完全是个传奇小说。
我不认为这两篇能算是新闻报道。不过最离谱的是，关于采访吴敬琏的一部分，我看了半天才明白，
原来记者根本就没有采访到吴敬琏，而是通过《吴敬琏传》等资料撰写了文章，难道这也算是一个记
者所为么？我以为作者恐怕混淆了传记小说家和记者的区别了吧，尽管我承认那篇报道算是佳作。尽
管有这么多不足，但是我仍觉得值得推荐给朋友。
4、我酷爱的《南方周末》有这样一句口号：在这里读懂中国！我想用“在这里读懂人物报道”来形
容《在追问中逼近真实》这本书的也不算为过吧，至少我这么认为。《在追问中逼近真实》这本书我
已经看了两遍，每次翻阅都能有新的发现和感悟。从它对不同人物报道准确的分类和恰到的拿捏，及
其对每位人物报道写作者写作心理和过程的细腻生动呈现等各方面来衡量，《在追问中逼近真实》都
算得上是一本绝佳的人物报道手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缺少社会和实践经验的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大
学生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学习、指导和实践意义。希望南方日报出版社以后出版更多这样的好书籍 
。
5、这本《南方周末》人物报道手册，结合案例，系统的讲解了《南方周末》人物报道的理念和方法
，有意思的是，作者依据采访对象的分类：新闻人物、公众人物、民间人物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命
题方向和问询方式，在记者眼中，采访的对象不一样，自己也要随之进行角色的转换。说得不好听一
点，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记者这个职业，和市场调查的工作原则有一些相似，力争真实、
客观、公正。不过呢，既然是人做的事，难免就会带着主观的倾向，大多数人，在去采访或者去调查
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追问在有时候是赶着被问者走上自己预设的道路，有时候为了新
闻性还要在路上挖些陷阱。这基本上就是“在逼问中远离真实”。在逼问方面，贯彻得最好的
是CCTV的王志。眼神咄咄逼人，上身前倾，带有很强的压迫性。王志的专业性不是体现在“问”的
技巧，而是一种权威媒体的姿态。他的“问”太简单了，被问者说一件事，他肯定就会问：你为什么
要做这件事。比如有一个人说，我跳下河救人，王志肯定回问：你为什么要救人。被问的人被眼神一
逼，灯光一打，摄像机一照，就不由自主胡诌，把人本性的反应马上上升为人格升华的高度。有老江
湖不吃这一套，比如易中天，有一次王志问为什么要？易中天反问“为什么不？”遇到见过世面的人
，王志这种逼，就是傻逼。这个社会很危险，面对无孔不入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即使做为一个普通人
，也要随时提防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采访者，千万别因为话筒对着你你就兴奋或害怕，他们在收集对
自己有利的素材，保不准把你蒙太奇到某个场景。你要做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学会问问题：你们
在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意义对大众有什么启示？这种启示对社会
有什么价值？这样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对大众还有什么启示的意义？同时配合炯炯的眼神，忧国忧民
的眉头，急迫而认真的语态，在反问中恶心死傻逼。
6、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入门书籍。并不是它粗浅，而是我粗浅，看不出好坏。感觉整体风格是比
较平实的，有关一篇稿件从构思到采访到出炉都比较内心，我最感兴趣的也是记者们的心理活动，看
他们的性格与生活，借此看是否合适自己或者更准确的说自己是否能胜任。周报更接近于杂志的叙事
方式，比短平快的都市报耐看得多，虽然我依然不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但是这本书还是让我感
受到了一个优秀报人的思维与工作状态。我还会再看一次。
7、买了，正在看。所选报道大多都在报纸上读过，所幸没有跟《南方周末记者报道手册》里面的篇
目重复。最有价值的是可以看到记者本人就采访、成稿等操作细节的心得体会。再一次重温李海鹏的
《冠军之死》。
8、比较专业的一本书，适合从业人员或者新闻专业的学生阅读。对我们这种不怎么靠谱的人来说，
看了也浪费。文章挺老的，提到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张广天跟食指算是仅有的几个，我真想看张的
戏呀。打一星的原因是我看的这本，字都印糊了，咋整的呀？9.9.27晚写于A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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