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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展江博士主编的《新闻与正义》杀青之前，嘱我写几个字，我爽快地同意了。
在我看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普利策的名字冠称的新闻奖作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多数新闻界人士来说，普利策其人其事并不陌生。
这位被尊为美国现代报业之父的报业主，年幼时虽家境贫困，仍受过良好教育。
他当过兵，干过杂工，21岁起步入记者行当，不久即成为报纸合伙人。
他办的另一份报纸，以“真理的喉舌”作为办报方针，倡导社会改革，但又以耸人听闻、煽情报道和
展现暴力来扩大发行。
1883年，他买下作为他报业活动里程碑的《世界报》，四年后又出版《世界晚报》。
《世界报》使普利策大出风头。
这份报纸不仅令他赚钱，还使他有了一块改革试验的样板田。
普利策对《世界报》的经营与编排在许多方面是独树一帜的。
他宣称《世界报》是独立的报纸，为市民服务。
他强调报纸要揭露贪污腐败，鼓吹开展社会改革运动。
他主张报纸发表的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还要花力气写好社论。
他的报纸，对于当年美国的政治演变与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报业的进步和报业作为社
会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
普利策本人由于这一系列成就而被后人誉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事业”的开创人。
普利策的魅力百年不衰，正是由于他在遗嘱里指定拨出200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赠款
设立“普利策新闻奖”。
这个人实在聪明。
他赠款设置此奖，不仅使他着意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每年评选一次，宣扬一番，也是对他英名
与业绩的怀念。
“普利策奖”含文学、历史、音乐等奖，以新闻奖的比例为最大。
新闻奖颁给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媒体与新闻从业者，获奖作品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的。
1917年授奖时只有5项，以后不断增加至14项。
其中，公众服务奖授予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单位，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其他单项则以现金
作奖。
在富裕的美国，一枚金质奖章，单项奖每人5000美金①，对不少人来说实在是“区区”小数。
但人们不这样看。
在美国经常评选的各种新闻奖中，“普利策新闻奖”向来为业者与社会所看重。
究其缘由，恐怕同它是“学院奖”有关。
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机构为普利策奖金评选委员会，该委员会固定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奖金设
立者之孙小普利策，每年春天，经这个评委会评出的新闻奖，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颁发。
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决定了这个奖种，同纯粹由各传媒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
“学院奖”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有助于张扬普利策新闻奖的权威地位，因此人们对其另眼相看。
多少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界一些人士，如甘惜分教授，有感于中国若干新闻奖项评选中的
种种弊端，几次提出由几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合作设立“学院新闻奖”。
呼号奔走经年竞一事无成，原因之一，找不到普利策一类的有识之士；原因之二，乃是我国新闻学术
界对新闻实务界的影响甚微；原因之三，学术界脱离实际搞象牙塔式的研究之风远没有克服，一些人
对实际工作关心甚少。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套书的问世，对上述各种障碍有所冲击，至少有点触动或反思。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项目前已增至十余个，但老传统不变，即每个奖项只表彰一人(有时并立二人)或一
个媒体，所以每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十余人。
以新闻大国闻名的美国，一年下来获此大奖的只十余人，自然凤毛麟角，十分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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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作为我们的“攻错之石”。
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
结果如过眼烟云，没能留下太深的印象。
有人曾为此举辩护，说中国乃举世无双之大国，不多评几个摆不平、“难得平衡”。
对照一下真正的新闻大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以及每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布之后的热烈反响，这种辩护也
许是不必要的，抑或是无力的。
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
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
从总体上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
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我们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作者不是仅仅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
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靠一味的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
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借助嘲笑挖苦等方法，以达到消祛毒瘤和缺陷的目的，使美国社会
不断走向健康和兴旺。
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注目的
、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题材。
这种“指挥棒”的引航作用，在全党反对腐败，社会整肃民风的中国，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中国新闻界同仁中，包括年轻的新闻学子中，有人对新闻科学的客观性表示怀疑。
他们说，新闻选择和好新闻的评选有什么规律?领导意志就是“科学”，就是“好新闻”的入选标准。
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回顾近20年的新闻评奖，此种例证确有不少。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出几例新闻评奖搞唯意志论，唯领导点头论的，完全可以理解。
相反，如果没有这类低俗的评奖，在一个“不唯实只唯上只唯书”尚有影响的中国，在新闻科学尚未
普及、更不为人尊重的今天，倒是一桩奇怪的事。
但是，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邓小平理论引导和邓小平唯实主义作风的感召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人奉新闻规律为圭臬，视新闻科学为治世之剑；许多起初不为某些人欢迎的报纸专栏和广电节目
，也在公众的压力下(实际是新闻科学的力量)鼓起掌来。
可以和应该相信，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向，科学所向。
这种良性变动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传播历史条件和人文情景下出版普利策新闻奖作品文集，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新
闻兴旺的助燃剂。
我们要感谢主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这一辛勤之举、适时之作。
让我们以新闻科学的名义欢迎这套译作的问世，以新闻科学的名义借鉴书中的宝贵财富，以营养我们
自己的新闻实务与新闻评奖活动。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
对于外国人的精神产品，要有所吸收，有所扬弃，好比吃一条鱼，吞下鱼肉，吐掉鱼刺。
诚如列宁所言，泼洗澡水时，千万留下盆中的白胖小子。
学者借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也要采用这种方法。
我想，无论是这本书的译者还是读者，都会这样做，也是这样做的。
一番絮语，且作小序，乞编者、译者和读者指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与正义>>

内容概要

真实是真正的新闻的生命。
普利策说过：“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绝不放过它。
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
⋯⋯一定要坚信，真实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
”今天，有那么多的内幕、丑恶得以揭露，仍得益于这一优秀的新闻传统。
    本套丛书汇集了西方优秀记者们近100年来对新闻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新闻作品
中的经典。
虽然这些报道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得更真实、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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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新国家的问题确实严重，但是，它已经显示出某些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能量和效率。
巴基斯坦的领导者们已经开始实施一个全面的计划，以重新安定去年在印度次大陆各宗教区域间发生
严重骚乱而导致流入的660万难民。
并且，他们几乎从零起步，组成了一个起作用的政府，平衡了预算。
他们期望着粮食能够自给，甚至能够出口。
如果不是碰上社区间的屠杀和一个收成不好的年头，上述目标或许已经实现了。
无论如何，巴基斯坦的劳动力中有许多看起来显然是永久性的残疾人。
主要是地理原因造成的。
这个国家人口近7600万，面积达357683平方英里①。
1947年夏天，它从英帝国的旧印度中分离出来，这种分割一分为二，以吸纳大多数穆斯林居住区。
西巴基斯坦，拥有303583平方英里的面积和3200万人口，包括西旁遮普、信德、俾路支斯坦、西北边
界省和一些部落区以及王室领地。
它的主要中心是首都——坐落在印度河潮湿低陷的人海口上的卡拉奇；以及拉合尔——旁遮普的重要
商业城市。
东巴基斯坦，夹在印度的两个区域之间，拥有4400万人口，面积达5．41万平方英里，它的准首府在达
卡，它的主要港口是吉大港（从加尔各答横穿孟加拉湾可到达此港）。
尽管大部分西巴基斯坦由无人区和白骨累累的塔尔沙漠覆盖，这个区域也包括一些地球上最富饶的农
业区，像旁遮普以及信德精心构建的灌溉区。
东巴基斯坦在孟加拉——一个饥饿区，长期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但是，在主要的商品作物黄麻上，
它占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它生产的黄麻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三。
这幅地图表明了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令人愉快。
从拉合尔到达卡的陆上距离大约l150英里，大部分道路穿过不大友好的印度疆域。
巴基斯坦人说，如果经过印度的陆上交通变得过于艰难的话，他们国家的两部分仍然因海洋而连接在
一起——某种程度上，这是句废话，因为两者之间的海上距离接近了往来频繁的英国和印度港口之间
路线的距离。
这是真实的，但是从卡拉奇到吉大港的船只仍然必须横越印度洋达2800英里，而且巴基斯坦的商业性
海运比英国要小得多。
即使有了良好的交通和正常的食物供应，至少仍然保留着一个大问题。
西巴基斯坦主要生产小麦，而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吃的是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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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译丛自1998年起初版，至今整整十年。
据说曾经影响过如今35岁左右的那一茬记者，有些人甚至把它作为枕边书。
而本书的初版也早已从市场上绝迹。
据初版编辑称，后来有人从本书得到启示，出版了以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摄影作品为最初素材的《黑镜
头》，结果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获利不菲。
平心而论，本书的受到认可和产生影响，实在是拜普利策新闻奖之价值和魅力所赐。
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
回想十年前，国人虽然对普利策之名早有所闻，也可能零星接触过一些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
但是多数人恐怕还无缘阅读其获奖社论和专栏文章，更不用说是大量阅读了。
从国外优秀作品中借鉴其新闻理念和表现手法，为中国的新闻改革注入活力，这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对
新闻界的一个贡献。
本人是从军界和业界转入学界的，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前20年与我是没有太
多关联的，那主要是众多前辈和同辈学者的贡献。
近十年来，本人和一些同道翻译和引介了一定数量的国外著作和教材。
如果说十年前的初版算是开端，那么译介国外著作和优秀作品如今已成燎原之势，各大书店里原本为
数寥寥的新闻传播学书架如今已一再扩容，声势日益壮大。
本书此次修订，基本上没有改动作品部分，而是对译序、背景等部分做了比较全面的更新。
当年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以及林克勤先生和我所在学校的一些年
轻教师。
如今，他们多数已远走高飞，或成为媒体中坚，或在国内外任教。
记得当年的合作曾经是那么愉快，而那时我们还是钢笔写作，毛笔润色。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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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1(修订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素以评选的权威、公正、严格而著称的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乃至全球新闻界的最高奖，数十年来，
它一直以新闻的公正、客观、准确、自由的精神作为其评选的准则，获奖作品更是因其直面社会政治
、世道人心而成为新闻写作的范本。
《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1(修订版)》是该奖项获奖作品集，通过这些新闻报道，让我
们看到更真实、更完整的世界。
一部《新闻与正义》分明展示着，那些优秀的记者在与非正义抗争时，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命运就是
将自己作品与非正义一起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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