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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报告

采访“普利策”

在我国主要新闻网站的编辑中，缺乏新闻经验的编辑已

超过 !"# 。即便是有相关经验的从业人员增加了，我们

也需要改变从业人员传统的新闻传播思维定势，使素质

提高到适应全球性传播的水平。

从业人员要充分研究传播对象的特点。在国际性传

播中，受众对象比较单一，在全球性传播中，受众对象比

较广泛。但目前的传播，又出现“窄播”的特点。因此我们

要从不同的传播目的出发，来具体研究传播对象的特

点，进而提高网络传播的实效。

从业人员要讲究网络传播的艺术。我国的网络媒体

大多停留在照搬传统媒体或有关部门的新闻或文件的

水平上，根本不符合网络媒体的特点。而且这类信息只

是简单地翻版成外文版本，根本没有考虑到和其他国家的

文化差异，这不可能被其他国家的人所接受。对于一些信

息产品，我们要善于包装，不断开发其中的文化含量，而且

要淡化宣传、强化新闻传播，以产生“大音无声，大象无形”

的效果。

从业人员要重视网络技术的应用。网络传播的优势，

本质是技术优势。我们要不断增强网络媒体的技术魅力，

以吸引更多的用户，而且要尽量开发出国产的网络传播核

心技术。技术看上去和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网络

文化的产生的确是寄生于高新技术的。重技术轻内容不客

观，重内容轻技术同样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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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时间 $ 月 %" 日，《东方 早

报》文化专题部两名记者登上

飞机，开始了全程独家采访普利策颁

奖典礼的美国之行。

经过 &’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

们 来 到 美 国 西 海 岸 最 重 要 的 城 市

——— 洛杉矶。一下飞机，我们立刻奔

赴一举夺得 $ 项普利策大奖的《洛杉

矶时报》进行采访，与世界著名大报

的同行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 月 %( 日的颁奖典礼在世界名

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举行，风度翩

翩的哥大校长李·伯苓格主持了颁奖

典礼。整个典礼现场既朴素又隆重，各

位获奖记者和作家身着正式的礼服，

有的携带家人，陆续进入礼堂。在伯苓

格校长宣布各个奖项得主、获奖者上

台领取证书时，台下掌声不断，典礼气

氛达到高潮。伯苓格校长不断插入风

趣的评论，惹来笑声一片。

在典礼现场，我们分别采访了

“调查报道奖”得主、俄亥俄州托莱多

市百年老报《刀锋》的三位记者，“公

共服务奖”得主、《纽约时报》的两位

记者，“特写摄影奖”得主、《洛杉矶时

报》记者卡罗琳·科尔，“突发新闻摄

影奖”得主、《达拉斯晨报》的两位记

者，“国际报道奖”得主、《华盛顿邮

报》的记者，“小说奖”得主、作家爱德

华·琼斯，“戏剧奖”得主、作家道格

·赖特。我们不仅就普利策奖的方方

面面进行了详尽的采访，还对美国发

动伊拉克战争、美军虐俘事件、美国

报界丑闻等敏感话题进行了提问。总

体而言，各位获奖者都能积极配合采

访，基本上都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

问题。

这次除了美国国内媒体，日本放

送协会（)*+）也专程派出记者前来

采访，而中国只有《东方早报》独家专

程采访。颁奖典礼结束后，我们在第

一时间发回了所有报道。其后两天，

我们还深入到纽约街头，对当地重大

文化新闻作了及时报道。

在全程采访普利策的过程中，有

一些非常深的感触。

美国新闻业应运而生时，不过是

由殖民地的邮政官员和固执己见的

出版商经营的宣传性小册子。至少过

了一个世纪，美国新闻业才转变成一

个据称是基本上不受意识形态影响

的信息工具。而当今美国媒体全部由

大集团控股，赢利成了成功的唯一标

准，这使得美国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

信任。据美国新闻编辑协会近年的一

项调查显示，如果今天就美国宪法进

行投票表决的话，& , ( 以上的接受调

查者将不支持对新闻界的任何保护，

这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媒体哗众取宠、

偏袒、失实的反感。果然，当我们向美

国同行尖锐地提问如何看待美国报

界层出不穷的剽窃丑闻时，大多数获

奖者顾左右而言他，敷衍了事，根本

不愿作深入评论，或者干脆为自己的

报纸大说好话。

号称不受意识形 态影响的美 国

新闻界决不是新闻自由的净土。当

年，“新闻 ’" 分”制作人伯格曼从英

美烟草公司的一位首席科学家那里

得到一则重要线索：该公司为了赢得

暴利，向顾客隐瞒了大量不利于产品

销售的信息。伯格曼在取得上层的同

意后，准备将此事曝光。就在新闻即

将公开播出的前夕，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突然决定将节目撤下，因为他们害

怕惹来上千万美元的诉讼。伯格曼努

力未果，愤而辞职，那位倒霉的高级

科学家也遭到开除。后来，伯格曼的

事迹被好莱坞拍成轰动一时的电影

《局内人》，大赚了一笔票房。如今的

伯格曼担任《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并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新闻学

教授，今年他因联合报道美国部分企

业生产环境糟糕造成工人死伤而获

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当记者问伯

格曼教授，如何看待美军虐俘事件

时，他断然拒绝回答。当年愤世嫉俗

的新闻人如今充满警惕，不愿意再挺

身而出，仗义执言，让我们感到一阵

来自心底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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