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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十年“语路”
他们该怎样说话，又该拥有怎样的话语权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曾经最敢说的

“三剑客”时代

3月31日，国家卫生委通报我国
H7N9禽流感感染情况。4月2日、4月
5日，上海市政府连续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疫情防控情况。此外，其他
省市也陆续召开了相关新闻发布
会。

在政府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现身其中。他们
表现得日益成熟，却又让人感觉少
有鲜明的特色。

这让人不禁想起教育部原新闻
发言人王旭明离任时，一家媒体的
评价：“一个个性鲜明的新闻发言人
时代过去了。”

这几日，已是语文出版社社长
的王旭明一如既往地在发言，只是
阵地变成了他的微博和博客。个性
仍是一如既往地鲜明。

因为H7N9禽流感，已是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卫计委新闻宣传中心
主任的毛群安比以往又忙碌了许
多。之前的3月份，他正在接受一拨
又一拨记者关于非典十年的采访，
不断回忆他从2003年起做新闻发言
人的经历。

2003年，在经过非典的阵痛后，
当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
言人培训班。首批学员包括60多个
部委和地方官员共100多人。

在随后十年里，这个班上明星
发言人辈出，他们也被称为“黄埔一
期”。其中有被称为“三剑客”的教育
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原卫生部发言
人毛群安、公安部原发言人武和平，
还有“三朵金花”王惠、焦扬、徐宁，
以及7年后“黯然离开祖国赴海外工
作”的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这是中国首次启动真正现代意
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前无
来者”，“黄埔一期”学员接受了“中
西合璧”式培训。而他们身上独特的
个性，也随着这扇大门的开启，展现
在公众面前。

王旭明热衷于新闻发布会形式
的创新。他开新闻发布会，能把参加
的教育部领导拉到田间地头，或者
贫困乡村。即使在中规中矩的会场，
他也喜欢搞电话连线、网站直播，举
办记者吹风会、做访谈节目等形式。
他还多次带着记者团直奔一线采
访，周四晚上走周日夜里回，号称

“魔鬼训练营”。
当然，“玩花样”的结果是，教育

部想要公布的信息和宣传的政策，
总是能占据媒体报道头条，而公众
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

甚至，因为担心新闻发布会的

形式比较严肃，会影响一些政策的
宣传效果，王旭明亲自操刀做起了
电视节目《问教》，并自任主持人。结
果被嘲讽为：“见过爱表现自己的，
没见过这么爱表现自己的官员。”

“我再傻也不至于是为了表现
自己。我知道一些人总结的为官之
道，是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
说。”王旭明面对非议，始终坚守自
己一贯追求的准则：“立场是政府
的，语言是自己的。”

曾有人评价王旭明，他能干5年
新闻发言人，简直是个奇迹。可“这
个奇迹”真的存在了5年。

武和平相对低调，但在对新闻
发言人这事上，却是出手又快又

“狠”。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确
定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为定位定
时定点新闻发布试点单位，武和平
干脆更进一步，把每月一次的定时
发布改为每周一次。

卫生与教育同属“人民群众关
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平日里，毛
群安和王旭明就互相戏称“难兄难
弟”。有时候，性格活泼的王旭明就
调侃性格敦厚的毛群安：“你像受过
专业训练的一样。”毛群安就会半眯
着眼说：“别挤兑老弟，咱们可是患
难兄弟啊！”

虽然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大门第
一次被推开，但里面却是一个多姿
多彩的舞台。以“三剑客”为代表的

“黄埔一期”风格迥异的表现，让人
领略到当时新闻发言人的别样胆识
和风采。

可自“三剑客”陆续谢幕后，中
国的新闻发言人讲台上，再也难寻
这种个性而大胆的身影。

教育部现任新闻发言人续梅，
给媒体的印象是谨慎、中规中矩；卫
生部毛群安的接任者宋树立、国家
林业局曹清尧的接任者程红、环保
部潘岳的接任者陶德田等人，都是
低调登场，即使是一些媒体记者，对
这些名字也不熟悉。

忌惮“祸从口出”

只能照本宣科

“祸从口出”——— 即使对新闻发
言人来说，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
梦魇。

王旭明非常擅长与记者打交
道，可在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
他仍被媒体总结出“十论”。其中最
有名的一论就是“教育买衣论”。

2006年，某媒体发表了一篇王
旭明回应两会代表委员“上学贵”问
题的文章。在文中，王旭明把上学比
喻成逛市场买衣服，有钱可以去买1
万元一套的衣服，没钱就买100块钱
一套的衣服。

王旭明后来解释说，那是他在
私下场合与记者的聊天，“关起门来
说的话”，原意也只是希望大家理性
对待教育和上学。

可此“教育买衣论”一出，舆论
骂声四起，一下把王旭明推到了风
口浪尖，成为他自己认为的“一个最
刻骨铭心也是对人生带来最大伤害
的经历”。

“三剑客”中最低调的毛群安，
也未能逃出这个“梦魇”。

2011年6月，一则“毛群安拟建
记者黑名单”的消息把毛群安推到
了舆论的风口，尽管后来卫生部出
面辟谣，但在接受采访时，毛群安仍
然不愿意重提这件让他痛苦的往
事：“刚发生时，我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觉得干得很痛苦。”

无论是“误读”还是话语失当，
此类与媒体的争执，很多新闻发言
人都遭遇过。因为说话，新闻发言人
会从“发言人”变成“当事人”，被放
到“火山口炙烤”。

在武和平所写的《打开天窗说
亮话》一书中，记述了他在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考察时，美国记者对
他们工作的思考：“我们会帮助政府
将故事告诉大家，我们的角色是让
政府成为被尊重的角色，但要通过
我们的挑战和质疑来实现——— 因为
我们是读者和人民的代表。”

所以，美国的政府部门非常乐
意与媒体互动，由媒体评头论足，甚
至当媒体比较安静时，他们会主动
找些新闻和资料来“喂记者”。

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代表的
是他身后的政府部门，如果发言人
说错了话，被舆论关注甚至放大，就
会直接或间接地将“战火”引到政府
部门身上。很多部门不愿成为舆论
关注的焦点。“甚至出台一项好的政
策，有的决策者执行者也不愿站出
来讲话。”王旭明说。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没有职业
化，是一种职务化行为，都是官员，
兼任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人本身
都是官员，有自己的级别和其他职
务。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
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

自2011年毛群安和王勇平相
继成为“新闻当事人”之后，新闻发
言人因为发言而“惹火烧身”的情
况已经很少出现，越来越多的发言
人选择照本宣科，“立场是政府的，
语言也是政府的，如同一个模子刻
出来的”。

“王勇平”已成为

一个研讨课题

另一个“祸从口出”的代表人
物，是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而王勇平本人也不会想到，在他“黯
然离开祖国赴海外工作”后，他的名
字已成为一个符号，不断在新闻发
言人培训课上被讨论，甚至影响了
一批新闻发言人。

“我已遍体鳞伤，却不知错在哪
里？”2011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一些
新闻发言人为即将到波兰履职的王
勇平饯行。那一晚王勇平哭了，“在
座的都是新闻发言人，而我不是了，
我深深地感到抱歉。当时的表现应
当再注意些，做得再好些，可能结果
就不会这样了。”王勇平说：“这样的
结果对新闻发言人队伍不好，请大
家以我为戒。”

王勇平说完，有的新闻发言人
也哭了。作为同行，大家谁也没想
到，王勇平是以这样一种形式离开。

王旭明曾回忆，“王勇平在任发
言人期间是敢说话的标兵。仅以
2010年为例，他召开了40场新闻发
布会，主动到各个网站和电视节目
做客20余次。”而王旭明一年最多召
开新闻发布会32场，“已累得筋疲力
尽”。

“考核发言人做得好坏的标准
是什么呢？没有考核，而单纯以‘是
否说错话’决定升降，发言人承受的
压力恐怕只能用‘噤声’来化解了。”
王旭明认为。

武和平一直记得他跟王勇平交
流的情景，王勇平在接受7·23甬温
线特大事故新闻发布会这项任务
时，对事故现场情况几乎是一无所
知；身边也没有一个得力团队帮他
梳理文案；甚至在进入会场前，当某
领导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还以摇头
作为回答。

“在国外，新闻发言人基本上都
是新闻记者出身，熟知媒体运作规
律，是首脑绝对相信和亲近的人，能
够进入决策的核心层，他们可以列
席首脑参加的重要会议，可以一句
话不说，但应该领会会议所有思想，
再转化成自己的话，对外公开和宣
传。”王旭明说。

而在发言人同行眼中，一无所
知却被强行推上前台的王勇平，就
是一件挡在部门前面的“防弹背
心”。

“王勇平已不再是王勇平，他是
一个代表，一种符号。”武和平认为，
王勇平的离开，必然会有人对此误
读，引申出“因言获错”、“祸从口出”
的信条，将新闻发言人视为风险畏
途。

前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曾
专门撰文《给新闻发言人充分授
权》，他说：“对政府新闻发言人，第
一要给他充分的授权，第二要给他
能够掌握充分信息的机会，第三是
如果讲错话了，也不要苛求。”

最近，出现H7N9

禽 流 感 病 毒 ，然 而

“雨点”迅猛却落地

无声，再没引起十年

前非典肆虐时的恐

慌。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各地自

3月31日开始举行的

一场接一场有关疫

情防控的新闻发布

会。

有时公开就意

味着安全。

自2003年非典开

始，中国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新闻发布和

新闻发言人制度。十

年后，人们一边享受

着“公开”带来的安

全和信任；一边也在

思索该制度的走向。

本报记者采访

了曾经叱咤风云的

新 闻 发 言 人“ 三 剑

客”：教育部原发言

人王旭明、原卫生部

发言人毛群安、公安

部原发言人武和平，

希望他们的足迹和

思考，能给该制度的

进一步完善提供更

多的素材。

王旭明 武和平毛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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