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
与记者会的初

次接触

1988 年，钱其琛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 由我

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 当时我

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两

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

度更大，容错度很小。 我提前 40

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 在陕西

厅等候。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

张，心慌，手心发凉。

过了一会儿， 钱外长到了 。

“紧张吗？ ”他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 ”我如实回

答。 “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

呀。 ”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 此刻压力最

大的是钱外长。突然想到，让肌肉

紧张和活跃起来可以缓解大脑和

心理的紧张，直冲盥洗室，原地跳

50 下，气喘吁吁、浑身发热，心跳

加速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

紧张感，至少不觉得那么冷了。

记者会开始了。 我努力跟上

钱外长的思路， 抓住答问的重点

和含义，选择恰当的词汇表达，整

个进程还算流畅。

这是我与人大记者会的初次

接触。 这次经历让我在控制情绪

的能力上实现了一次提升。

寻觅公众心中

的问号

初做发言人， 我最强烈的感

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最

大的挑战是如何尽快找到方向，

如何在发布会有限的一个多小时

里，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

解决人们心中最多、最大的问号。

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

“海选”。 前期筹备工作中根据座

谈会整理出来的 “问题大本”，是

我和团队的基本参考。

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 ，我

们将媒体提出的问题拼出一幅

“矩阵图”，纵向是各家媒体，横向

是他们提出的问题， 两者结合处

用黑色块标注，按图索骥，基本可

排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排行榜”。

我和团队在此基础上， 综合

考虑这些问题与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工作的相关性， 最终选出大

约 70 个重点问题， 作为准备新

闻发布会的基础。

为什么是 70 个， 而不是更

多或者更少？ 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因为无法更多，

我不能漫无边际地准备， 需要聚

焦最重要的问题，搞清楚弄明白。

70 个“问题 ”实际上是 70 个 “话

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

划、朝核等，是从大量问题中“浓

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

众关注的范围。 虽然记者对每个

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提出完

全不同的问题， 但我只需做好对

话题的准备， 然后依靠技巧回应

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 因为再少恐怕

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

所以，对我来说 ，认真挑选好 70

个问题是做准备工作的基础。

我非常重视与记者的相互熟

悉和沟通。 发言人同记者是共生

关系，记者问得精彩，发言人言之

有物，发布会才能有好的效果。

发布会是 “听 ”

的艺术

新闻发布会的受众是多元化

的公众，有公务员，也会有家庭主

妇，有退休干部和工人，有出租车

司机，还会有学者、专家、企业家、

学生等。 我希望自己所传递的声

音能让在场的记者听得进去，更

希望坐在电视机前或收听广播的

老百姓能听懂和接受， 让他们听

得懂、喜欢听、记得住。

这说来容易，做到实在很难。

我和团队孜孜以求的， 就是实现

这样的目标。

第一个门槛是“听得懂”。

这个看似简单，其实颇不易。

针对社会热点和重点问题， 我可

从相关部门获得大量相应的资

料，但这些都是通常的公文，我需

要把书面公文体转换成通俗易懂

的发布会答问要点。

首先是讲话要短。在发布会上

回答一个问题，控制在三分钟内较

恰当，其间，大约一分钟转换一个

论点效果更好， 时间再长或内容

再多，就抓不住人的注意力了。 据

此，团队构建答问要点时，一个问

题不能超过 300字， 分成三段式，

在此范围内打磨表述方式。

根据我在发布会上实际应用

的情况，如准备得对题，我可在要

点基础上现场发挥， 一般讲 600

字左右，控制在四分钟内。 如果准

备的要点与问题不特别对口，就需

讲更多的话来铺垫，就只能部分地

使用准备好的要点。遇到毫无准备

的问题，回应起来更易啰唆。

这就对答问要点的打磨提出

了极高要求。 语言的魔力就在于，

只要用心琢磨，哪怕一个字或词的

变化，其感染力的呈现都会不同。

第二个门槛是“喜欢听”。

如果说让人“听得懂”是“技

术”，那么，让人“喜欢听”就是“艺

术”了。 我的体会是，人们最喜欢

听真诚的话。 真诚是一种触摸不

到却能通达人心的感觉。

媒体记者有疑问， 说明公众

有关切，这往往关乎“切身利益”，

比如房地产税、《证券法》；可能是

“切身之感”， 比如食品安全和雾

霾； 等等。 发言人需要 “人同此

心”，才能与大家“心同此理”，让

人们接受并认可自己的回应。

让人“喜欢听”，还可有一些

幽默。 发言人难免对记者会环境

中的“不可知”因素有恐惧感，而

改变气氛最好的办法是幽默。

第三个门槛是让人“记得住”。

这就必须简洁且有重点。 要

有几个关键句，让人印象深刻。我

和团队讨论每个答问时， 首先商

量这个问题“是什么”，再商量“说

什么”，传递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以我对反腐败问题的回应为

例，公众关心的范围相当宽泛，准

备时需面面俱到， 但在新闻发布

会的有限时间里不可能事无巨细

地回答，需抓住重点。从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角度， 需传递的最

重要信息是 “要加强反腐败制度

化建设”，这基本上可涵盖媒体关

注， 把公众所关心的相关问题纳

入这个框架里。就是说，只要涉及

反腐败的话题， 都可顺势引向这

个核心信息。

训练、再训练

新闻发布会总有可预见和不

可预见的成分，好的新闻发布会引

人入胜之处，恰在于其可预见性和

不可预见性的交错。预先做尽可能

全面的准备，有利于增加可预见部

分，认真学习和积累则可以为应对

不可预见的部分奠定基础。

对我而言， 将重点问题的答

问要点建构好， 只完成了发布会

准备工作的一半。 若想增加可预

见性，应对好不可预见性，最大限

度地提升临场应变能力，我需要：

一是牢记答问要点， 二是训练据

此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

这是发布会准备的下半场 ，

于我而言也是最艰苦的阶段。

训练的第一步是牢记要点 ，

其中的核心内容要烂熟于心。 目

的是面对这类提问时，能较顺畅、

清楚和口语化地表达出来。

熟悉答问要点的过程很痛

苦、很熬人，需反复强化记忆。 法

律问题最讲究逻辑严谨、 表达清

晰、意思准确，“权利”与“权力”有

不同 ，“监察 ”同 “检察 ”不一样 ，

“期限”和“期间”要区分，如此种

种，不一而足，不能混淆。 这是大

量密集学习的过程， 要理解并在

短时间里记牢那些专业表述和法

律名词，再用自己的话说清说准，

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只有反复练习。 我把一天分

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

个时段的开始都要强化前一次训

练的答问提纲， 再记新的答问提

纲。 我让助手把答问提纲一段一

段地录在手机里， 在午饭后散步

时听，然后复述。针对出错率高的

词汇和表述，下班后，我会找人少

的公园， 在一个角落对着一棵树

重复多遍， 希望训练出口腔肌肉

的记忆惯性， 避免在这些词汇上

卡壳。 这是当年学英语时常用的

强记法。团队成员开玩笑，每次换

棵树，别让那棵树厌烦得枯萎掉。

背诵记忆， 也是检验和进一

步打磨答问要点和表述的过程。

这段时间， 家人是最好的听众和

老师，他们听我讲，提醒我哪些地

方太啰唆，哪些地方表述不清楚，

哪些内容“众所周知”，可不用讲。

训练的第二步是演练。 新闻

发布会上， 发言人需在很多无法

预见的条件下掌控进程， 充分利

用记者提问的每个机会， 传递出

大会的信息。 要在高强度压力下

快速思考，组织好每句话，考虑到

说出去的话的影响和效果， 这种

能力需通过演练来培养和练习。

我需要通过训练来培养一种

能力， 即无论记者从哪种角度提

问， 都能把准备好的内容与记者

提出的问题尽可能自然、 合理地

连接上， 准确传递我想表达的核

心信息。

怎样训练？由团队成员围绕重

点问题对我进行交叉提问。一般有

两三名助手参加，他们记下我的口

误或遗漏，逐一指正。 一次又一次

的演练使我的表达越来越顺畅，也

更加自信，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越来

越大， 时常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

成为将来可使用的亮点。

第三阶段是模拟演练。 为熟

悉和适应现场的紧张感， 团队会

布置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场

景，有人扮演主持人，有人当记者

提问，还有人负责计时和记错，严

格按正式程序和方式进行。

模拟演练帮助我适应充满紧

张感的气氛， 减少面对镜头时的

不自然感， 提前释放因紧张而导

致的压力情绪。

我与团队一起观看录像，查找

存在的问题。 表达是综合性结果，

不仅关乎说什么，还在于用什么方

式、神态、口吻、语气来说，甚至肢

体语言都构成表达的一部分。

最后一件需要记住的重要事

情就是：微笑。现场直播的形式和

不可预见性所带来的压力是实实

在在的，我常常会忘记了微笑。助

手们在演练时就常提醒我： 要微

笑，不要板着脸。在现场他们也会

用各种方式提示我。说到底，微笑

是一种态度， 这不仅是新闻发言

人对公众的态度，我想，也应是中

国对世界的态度。

2009 年

3 月 29 日，

傅 莹 接 受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第 一

频 道 《 安

德 鲁· 马

尔 秀 》 的

采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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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曾任中国驻英国等国大

使和外交部副部长，2013-2017年

任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本书

展现的是， 她作为新闻发言人，如

何向中外媒体介绍中国的内政外

交；作为外交官，如何面对国际上

的各种误解和成见，如何客观平和

地介绍中国。 全书分三部分。 第一

部分“解构2017年全国人大新闻发

布会”， 再现了作者是如何在发布

会上回应各方关切的。 第二部分

“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条分缕

析发布会的准备过程，呈现了一位

发言人是怎样“炼”成的。第三部分

“新闻发布会之外的故事”，主要谈

作者参加一些国际论坛的体会。

《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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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卡尔·马克思》从马克思在当

今世界的影响力入手，分析了马克思理

论的价值及马克思在中国共产党人眼

中的地位，进而通过典型事例为读者呈

现出马克思鲜活生动的形象，并从多维度探讨了马克思理论的

内涵、特征及重要作用，最终落脚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