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藝海拾貝 

— 2016年《W210你有故事我有筆 — 採訪报导營》課後心得 

劉小臨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推進，採訪報導已經不是專業記者的特權，有全民採訪意識的個人

或教會可以更全面、更及時、更深入地捕捉基督徒的生活、文化、議題，在信仰混

雜、價值觀缺失的時代，從千千萬萬的鮮活實例中真實反映基督信仰如何讓當代人活

在道成肉身的祝福中。 

採訪，是敲開另一無限寬廣寫作境地的敲門磚，是挖掘如海沙般眾多生命故事的挖掘

機。 

帶著這样的信念，我選修了蘇文安老師 2016年再次教授的《W210你有故事我有筆 — 

採訪報導營》。在這次採訪營上，蘇老師教學加實戰操練，讓我這曾淺嘗過記者滋味

的文字工人，感覺像在海邊玩耍的小孩，興奮地撿到好多顆漂亮的貝殼，同時也發現

採訪這門技藝是如此廣博，值得不斷學習。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在此我想曬曬這

些漂亮寶貝。 

閃亮貝殼#1：採訪有難度，但不難掌握。 

蘇老師是多年從事採訪、期刊和書籍企划編輯的資深文字牧者，有豐富的帶學生經

驗，這次上課一開始他就送給我們這顆貝殼。經過四天三夜的課堂教學及課後將近一

個月的實戰演練（為《神國》雜誌採訪撰稿），發現果真如此：採訪這特殊技藝是有

章可循的，只要在課堂上用心學習了採訪基本功，並按照自己的能力在採訪團隊中接

受一項具體任務，然後在教練的督導支持下攜手共進，走完實戰演練全程，就一定能

習得採訪報導的基本能力，這為以後在適合自己的採訪任務上繼續操練打下堅實基

礎。 

閃亮貝殼#2: 閱讀優秀採訪報導作品 

蘇老師作為資深編輯，雖已多次授過此課，今年自年初以來又一直密集服事毫無停

歇，卻仍擠出時間改寫講義，定意要以新鮮架構和內容，將最好的呈現給我們這一班

學生。講義中甄選出的幾十篇範文篇篇是精品，主題、文體、風格各異，經蘇老師重

點講解，課後再靜心仔細閱讀，如同快速充電，在不熟悉的話題上得以窺見如何成

文，在熟悉的話題上可學到如何博取採訪眼光深入挖掘。我一邊閱讀這些範文一邊嘗

試「逆向工程」，推測作者當時如何設計採訪目標與角度、問問題、並整理寫出有價

值有意義的報導文章。我發現閱讀優秀作品真的是不斷提高採訪報導技能的重要基礎

和創意來源，以後仍要堅持閱讀。 

閃亮貝殼#3：學會如何問，敲開一扇門 



在從前的採訪經歷中，我深深體會到「如何問」是採訪成敗的關鍵。遇到頭腦清楚口

才又好的受訪者還算容易，可是碰到不斷跑題、或者問一句答一句、甚或不知所云的

採訪對象，隨著採訪時間漸漸用完，心裡壓力著實越來越大，因為知道沒問出足夠內

容，很擔心寫不出有價值的報導文章。碰到必須採訪自己不熟悉的議題時，更是緊

張，一旦對話變得複雜、敏感或陷入僵局，則很難駕馭。 

蘇老師在課堂上引用了前電視新聞工作者、創文同工施玲羽的感言：「採訪過程中，

怎麼問問題、問什麼問題、 有沒有挖出讀者想知道的事情、如何幫助讀者多面向、多

角度地觀察、瞭解受訪者這個人…等等，都決定了這篇採訪稿是否有質感、有深度。

一個成功的採訪如果訪問者事前功課做足了，訪問過程中提出的問題到位中肯，往往

能製造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對話; 讀者或者觀眾也能夠透過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真誠

對話，捕捉到不一樣的風景，而獲得具有啓發性的學習與感受。」所言極是。 

若把採訪對象看作一塊尚未開採的玉石，如何把玉石雕琢出「質感」，採訪過程中的

問題設計和發問的方式會起關鍵作用。蘇老師挑了幾篇範文，先不讓我們讀文章，而

是解說了當初的採訪背景後，讓我們仔細比較採訪者設計的原始問題稿和蘇老師修改

過的問題稿，從差別中體會如何設計採訪問題。 

例如，怎樣設計問題的順序以達到與受訪人破冰並逐漸建立信任、放鬆氣氛的目的？

怎樣在敏感話題上把握好文字、問出合宜並有質量的問題？又如何在有限的採訪時間

內，像探礦儀一樣精凖有效地採集到足夠可用信息？做過這樣的分析後，發覺原來看

似簡單的問題稿實際上代表著縝密的設計心思。採訪者只有事前做了充分調研和準

備，才能設計出「有的放矢」的問題稿，並在實際採訪過程中與受訪者有效互動、臨

機應變，並且「萬變不離其宗」，讓訪談始終圍繞設定的主題進行。 

採訪中，「如何問」其實還包含「如何聽」。發現受訪人侃侃而談、難以打斷時，如

何掌控局面？怎樣練就一副好耳朵，聽出受訪人的弦外之音？蘇老師慷慨解囊，傳授

了許多錦囊妙計。 

採訪中，「追問」也是個很重要的技能，可以捕捉更多具體信息，更可在採訪現場出

現精彩情節時及時深入，問出細節、轉折等，不讓精彩故事及場景白白流失或殘缺不

全。蘇老師為了讓我們記住追問的重要，選了一則極其爆笑的追問笑話給我們聽。當

我笑到腰都直不起來時，忽然明白：蘇老師的目的達到了，因為我再也不會忘記追問

有多麼重要！ 

閃亮貝殼#4：與受訪者建立、經營關係 

採訪對象有時是自己的熟人，有時是別人推薦的，但無論如何，採訪者都要試圖站在

受訪者的角度，設想對方為什麼願意接受採訪，然後發揮影響力、說服力，激起並保

護住受訪者分享的意願。而這一切，都從與受訪者建立關係開始，而這關係又需要持

續經營，包括訪前仔細安排採訪時間、地點、交通路線，事先溝通採訪問題，採訪現

場的招待、語言和肢體語言的溝通方式，採訪後的謝函、補訪、履行承諾等等，事無

钜細，蘇老師一一教導。 



原來，採訪絕不只是一件事，而是面對一個人（或一群人），對受訪者不能持理所當

然的態度，如此經營關係不僅表示尊重，也定能增加採訪質感，因為一個好故事，除

了發生了什麼事，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發生了什麼變化，人內在生命的改變應當是我們

採訪寫作的重點。 

閃亮貝殼#5：不能味同嚼蠟 

創文主任莫非老師曾經這樣形容某些傳統的基督教雜誌：「見證文章居然會讓人看得

兩眼發直，而且像吃多了某種同類性食物，兩、三口就再也『吃』不下去….在這些文

字裡面，神是抽象的….人是單調平面的….信仰在其中，像一枝被關在真空玻璃瓶裡

的玫瑰，早就枯乾失色，謝得不成樣。『味同嚼蠟』原來是這樣的滋味？」 

採訪來的見證文章，恐怕比個人見證更容易味同嚼蠟！寫個人的經歷，好歹肚子裡有

貨，記得所有細節，想在乏味的事實上加添些情緒標籤也不大會加錯；可是採訪，通

常談一兩個小時，能把所有事實搞清楚已經很不容易了，何談寫出情緒、寫出味道、

讓道成肉身？ 

但上了蘇老師的採訪課，感覺自己的寫作情趣商數迅速提高了一截兒，除了上面提到

的追問笑話讓人前仰後合，蘇老師充分調動諸如非主流採訪人如何帶出親和力、白烏

龜夫妻成為恩愛相隨的典範等等課堂教學視頻，生動形象地向學生傳授「除蠟」技巧 

— 原來，採訪報導呈現的方式可以如此豐富！課上還放映了一部我邊看邊說「這是我

看過的最精彩的電影」，以極其生動的方式教我們如何做個專業的採訪者。好幾次課

堂討論太精彩了，導致時間不夠用，我真寧可縮短課間休息時間。 

閃亮貝殼#6：精益求精 

文字是很有魅力也很有趣的，善於運用文字是提高文章可讀性的普遍要求，但對採訪

報導寫作可能要求更高，因為寫的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可臆測，使用文字表述不可隨

意。 

我們採訪小組這次實戰寫作的採訪稿幾經大改小修，自覺已經很不錯了，但蘇老師掃

描回傳的修改意見稿仍是花花綠綠，每一處修改意見都藏納著蘇老師的文字功力，使

我感佩，精益求精需要不斷學習、不斷堅持！ 

這裡我略選幾處蘇老師的修改意見做出反思。 

細節處理： 

1、「這令他們心裡十分不安」，改為「「這令他們十分不安」。 

回響：若平時怎麼講話就怎麼寫下來，就會發現平時講話太囉嗦了，有很多不必要的

元素。要把寫作精煉設定為目標，才能不斷精進。改稿時，要隨著行文念出聲音、感

情來，才能發現不通暢或冗余之處。 



2、文章中的數字用阿拉伯數字還是漢字表示，各媒體是有體例的。以前給《神國》雜

誌投稿後，蘇老師已給我說明了《神國》的體例，但我忙亂中沒有重視這「小」事，

所以一直沒有記住。這個問題這次又被蘇老師捉住，提醒我以後必須按規矩做事，同

時知道自己記性不好，所以趕緊將此體例鄭重地記成文檔，以便隨時查詢。 

暗藏的疏漏： 

「……曾在歐洲、亞洲、北美很多國家實地採訪拍攝」 ，改為「……曾在歐洲、亞

洲、北美好幾個國家實地採訪拍攝」 。 

回響：確實，北美只有三個國家，怎能說「很多」？這句話表面上沒有語法、邏輯錯

誤，但卻不符合實際地理狀況。还有，到底一共去了十个、二十个、还是三十个国

家？「很多」的定义太模糊，不如保守些，较能符合实情。校對時不能只浮在表面，

還要仔細斟酌，才能發現這類暗藏的疏漏。 

運用文字精凖表達： 

「要把受訪者生命改變的經歷、神的作為濃縮在 15-30分鐘的影片裡」，改為「要把

受訪者生命改變的經歷、神的作為濃縮在短短 15至 30分鐘的影片裡」。 

 

回響：不加「短短」二字，讀者未必清楚 15至 30分鐘對影片來說是長是短；加了這

倆字，將影片製作的難度就點明了，讓作者想表達的意思貼切、清楚，並傳達出情

緒。 

閃亮貝殼#7：編輯的功力 

一篇採訪稿快要成稿時，作者因已修改多次，對自己的稿子可能因太熟悉而產生盲

點，難以發現其中架構、邏輯上尚可提升之處。蘇老師是資深編輯，出手不凡，有時

僅僅調整一下幾個小段落的順序，就能讓本來讀不通暢的文路變得通暢；有時他對我

們的草稿「做個小手術」，「術後」的稿子雖短小了，信息卻更清楚、突出；蘇老師

還有一些編輯、修改的方法提高了我們報導文章的韻味，讓平鋪直敘的交待變得起伏

有致。我也很希望練就這些編輯功力，相信以後多觀察、多練習、多請前輩指教，必

會提高。 

真心盼望自己和眾多為神國服事的文字工作者能不斷擦亮「採訪」這部武器，為神記

錄廣大世界的歷史和其中的生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