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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最后败笔：新闻评选后的网络假新闻 

岁末年初，2005年盘点成为各类媒体的一道盛宴。网络媒体也不甘示弱，其互动、迅捷的强大传播优势在诸

如“10大新闻”、“10大事件”、“10大人物”等的评选、报道以及各类专稿的发布中尽显无遗。 
 

2005年12月底，一则名为《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普利策奖接受网络新闻》的新闻被多家网络媒体广泛

转载，给关心网络媒体发展的人们带来了惊喜。这则新闻所列出的美国2005年报业10大事件第一件就是“普利策

奖全面接受网络报纸”，美国网络新闻2005年可以入选“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所有奖项，而且

“2005年的普利策奖项提名中，出现许多网络报纸名字”。 
 

来自大洋彼岸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如果属实，值得网络媒体振奋鼓舞，也会成为网络媒体发展进程中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事与愿违，也因此成为网络媒体2005年最后一大败笔。 
 

“普利策奖”背后的假新闻 
 

网络媒体所转载的这则新闻均在文末注明：“编辑与出版 乔·斯德普 编译 王岳杭，来源：《都市快

报》。”试想，如果有“许多网络报纸”出现在2005年的普利策奖项提名中，为什么不列出这些报纸的名称呢，

这些主角的缺位对这一重大事件来说是很遗憾的。笔者不仅想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更希望得到多一些的证据和

相关信息来印证这个重大事件。 
 

网络世界提供了便捷的检索方式，笔者很快找到了这则转载新闻的中文出处，都市快报网站2005年12月25日

刊发了王岳杭编译的一篇文章，但标题是《细数新闻纸的顺流逆流 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

http://dskb.hangzhou.com.cn/20050801/ca966775.htm）。 
 

这篇文章的内容与《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普利策奖接受网络新闻》大致相同，只是在转载时有两处被

修改，一是标题，另一处则是所有事件的序号。《细数新闻纸的顺流逆流 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按照10、

9……2、1对事件进行倒序排列，把1号事件“2000报业员工丢了饭碗”排在最后，这符合西方报纸的排序习惯。

转载文章则把10个事件的序号全部去掉，这样一来，按照中文行文习惯，第10号事件“普利策奖全面接受网络报

纸”成为排在最前面的事件，为突出“普利策奖全面接受网络报纸”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而取得轰动效应，转载新

闻的标题就“顺理成章”地被修改为《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普利策奖接受网络新闻》。 
 

在普利策官方网站（http://www.pulitzer.org/），笔者看到了2005年4月份颁布的所有奖项提名和最后获奖

的名单，均没有看到网络报纸；而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则要在今年4月颁布，目前还没有奖项提名。普利策奖委员

会在2005年12月7日颁布的《普利策委员会准许网络新闻进入所有奖项》规定：“从2006年开始，报纸可以递交网

络内容和印刷内容参加普利策新闻奖全部14个奖项的评比。”“公共服务奖项1999年就已经允许一定范围的网络

内容诸如数据库、对话式图表等内容参加评选。2006年这些内容将继续可以参加公共服务奖项的评选。在其他奖

项的评选中，网络新闻的参选内容将限于新闻报导和图片。所有在网络发布的内容都可以参加突发新闻报道和突

发新闻摄影两个奖项的评选。”《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今日新闻》等多家报纸也分别根据新规定刊

登了《普利策奖将准许更多的网络新闻参选》等标题的相关新闻。看来，普利策奖全面接受网络新闻是一个事

实。 
 

假新闻是这样出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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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05年的普利策奖项提名”中的“许多网络报纸名字”从何而来呢，到底是哪些美国网络报纸获得

了2005年的普利策奖提名，笔者对这一点极为好奇。 
 

顺藤摸瓜，在编辑与出版网站，笔者找到该杂志高级编辑乔·斯特拉普撰写的《斯特拉普排列的2005年报业

十大事件》，该文所列的事件及排序与王岳杭编译的文章基本一致。“普利策奖准许网络内容参选”这一事件的

序号是10，但是原文中都没有编译文章中的“所以当2005年的普利策奖项提名中，出现许多网络报纸名字的时

候，大家都吃了一惊”这句话。所对应的原文也许可以译为“过去只有公共服务奖项接受网络内容，所以当普利

策奖的管理者宣布准许网络新闻参选全部奖项时，这成为了网络新闻被认可的一个标志，而且每年参加新闻评比

的选手将会拥有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笔者确信从这篇文章中是决无可能找出“许多获得提名的网络报纸”这

样的话来。 
 

至此，笔者想事情已经很清楚：首先，所谓《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只是乔·斯特拉普的个人看法，而

并非个别网络媒体所渲染的专门评选的《美国报业十大事件》；其次，网络新闻可以进入普利策新闻奖所有奖项

的评选是一个事实，但还没有被斯特拉普排在2005年美国的10大事件之首，“2005年的普利策奖项提名中，出现

许多网络报纸名字”则完全子虚乌有。 
 

也就是说，《2005年美国报业十大事件：普利策奖接受网络新闻》一文存在一定的失误，产生的主要原因在

于，为了制造热点，传统媒体在编译英文稿件时，对一些关键句子进行了“加工”，编进一些“一厢情愿”或

“自以为是”的“事实”，网络媒体在转载时没有核实新闻来源，为了追求实效性和轰动效应，反而对新闻进行

了“二次加工”。最后造成了含有不实内容的新闻的广泛传播。 
从表面上看尽管这则新闻并没有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但是，事件却反映了当前中国网络媒体发展中的瓶颈

问题，即过于注意传播功能的提高，过于注重媒介手段本身对受众的吸引，而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媒体所担负的社

会责任重视不足。 
 

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 
 

中国网络媒体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布局和体系，在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引导网上舆论的能力日益增强。2005年的中国网络媒体更是一路高歌行进，web2.0进一步拓展了网络媒体的

强大传播功能，不断增长的诸如互联网用户数、宽带用户数等重要数据继续提升着网络媒体的传播地位。但是，

我们不可忽视假新闻和一些不实内容对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从2003年3月的“比尔·盖茨被刺”，2004年11月的

“布什在加拿大被捕”，到2005年4月的“高露洁”事件等等，网络假新闻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影

响了网络媒体的社会公信力。  
 

网络假新闻和一些不实内容，是人们不信任网络媒体的重要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功能愈强

大，网络假新闻的负面影响愈大。尽管“高露洁事件”、“美官员透露布什为解决赤字考虑要将夏威夷卖给日

本”等假新闻均是发自传统媒体而被网络媒体转载的，但人们往往并不太计较这些假新闻的出处，而是把责任推

给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方式更多样的网络媒体，形成网络媒体“造假”、“都是网络惹的祸”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高钢教授在《新闻与写作精要》一书中指出，“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最高

准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终极要求；真实性是新闻得以存在的基本价值、理由和意义。”也就是说，网络媒体

只有首先做到真实、公正、准确、及时地向公众传播信息，才能够担负起全心全意为党、国家和人民服务的重

任。反之，一味追求新闻的时效性与轰动性，牺牲真实性，则必然导致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的缺失，影响网络媒

体的发展。 
 

不管怎样，普利策新闻奖全面接受网络新闻毕竟是个让人欣慰的好消息，这意味着在普利奖的竞争中，“网

络报纸”、“网络新闻”取得了跟平面报纸及其新闻平起平坐的地位。尽管现在还不知道网络新闻能否获得2006

年普利策奖的提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网络媒体能够担负起与其传播功能相称的社会责任，网络新闻获得

普利策奖就不遥远了。 
 



关心中国网络媒体的人也热切盼望，中国的网络新闻、网络媒体能够早日获得中国人心中的“普利策奖”。 
 

作者简介：刘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载《网络传播》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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