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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业摇滚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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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带来的机会一度使美国媒体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转向更为关

注新闻质量，并努力在一边是华尔街一边是新闻价值的独木桥上艰难地寻找平衡点。“9·

11”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了危机时刻的优美表演。但2002年“企业丑闻”的喧嚣一半似乎是为新

闻界喝彩，一半则又似乎在嘲弄新闻界：“为什么没有早些发现华尔街的伎俩？”2003年对伊

拉克战争的报道和布什“情报门事件”的追踪看上去是英勇的，但《纽约时报》频繁传出的

“假新闻”又让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减色不少。 

  乔纳森·拉森1965年到1973年为《时代》杂志工作,70年代则主持了一份与《时代》分庭

抗礼的《新时代》，等杂志倒闭，90年代他又转而奋斗在《村声》。他见证了美国新闻业的近

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40周年推出的特辑中，他使用了“摇滚过山车”一

词来描绘期间的风云变幻。“9·11”之后的美国新闻业表现出60年代以来少有的激情和创

意，正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所说：“新闻业的低潮在‘9·11’之后出现了巨大转机。”

在这场全国性的灾难报道中，新闻业展现了令人惊异的全面性和专业精神。40年来，新闻从业

者发现自己为突破信息交流的障碍和努力对抗阻止思想自由流动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其主流延

续至今：《纽约时报》依旧在为全球事务制定精确的日期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

报》和《洛杉矶时报》被誉为主流报纸“三驾马车”，而《新闻日报》、《达拉斯晨报》、

《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也已在国内报业站稳脚跟。《纽约客》和《哈泼斯》杂

志继续在为新世纪发出清流之声。 

  激情的60年代 

  60年代，一些出色的小型杂志很好地见证了当时的文化变革，它们是：威廉·肖恩的《纽

约客》、哈罗德·海斯的《老爷》杂志、罗伯特·曼宁的《大西洋月刊》,以及后来的威利·

莫里斯的《哈泼斯》杂志。这些杂志对文化变革的报道风潮余烟未尽之时，《生活》杂志和

《星期六晚邮报》又加入了进来，它们一起报道了早期的越南战争、蔓延中的校园动乱以及当

时关于种族、性别、环境的各种不同政见。 

  另一方面，大多数报纸在文化变革的初始之际好像犯上了“梦游症”。它们表现在宗教上

是权威主义，经济上则是吝啬主义，而政治上，简直就是妥协主义。50年代后期，《华盛顿邮

报》和《洛杉矶时报》各自拥有了一个驻外记者。这些日报似乎在向当权者靠拢：它们或者成

为总统拥护者或者成为胆小怕事者。《波士顿环球报》家族的领导者查尔斯·泰勒坚持《环球

报》应该是一份“愉快的、有吸引力的以及有用的新闻纸，能够进入家庭并且成为其和善、有

所助益的朋友”。为了保持家庭的和睦气氛，这份报纸在20世纪从来没有推举过任何一名政治

候选人。而《洛杉矶时报》在这一时期支持了那位后来试图破坏宪法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

另一个总统拥护者，将家庭人情味带入《华盛顿邮报》的菲尔·格雷厄姆，在60年代简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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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尼迪的经纪人。 

  然而这些迅速得到了改变。一批满怀理想的年轻人加入了新闻业，他们雄心勃勃，受过良

好的大学教育，他们掀起的新闻变革几乎将波及每一份报纸。除了媒介批评的出现和年轻新闻

从业者的加入，促使新闻业面貌发生变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一批适当的编辑人和发行人在适当的

时机在报业中掌权。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的编辑们能够像60年代那样面对如此众多的事件：猪湾灾难、古

巴导弹危机、地面部队进攻越南、美国最年轻的总统遭暗杀、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

同性恋权力运动……而在这场文化变革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越战，这场战争从小规模战争逐渐升

级，在10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最显著的新闻话题。传媒对越战的报道是如此晦涩，一方面报道

是有才气的、富有胆识和创见力，另一方面却又似乎目光短浅、胆怯甚至腐朽不堪。在对越战

的报道中，《时代》周刊功不可没。当《新闻周刊》日渐显露出对这场战争的怀疑时，1965年

的《时代》周刊宣布了它对越战的报道立场的转折。随后是《生活》杂志的加入，后来的《生

活》杂志简直成了时代公司主编哈德莱·多诺万发表社论的最好平台。 

  电视媒体在报道这场文化变革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比如1963

年伯明翰的黑人示威者们被狼狗和水管袭击的电视胶片。托德在《六十年代》一书中讲到，正

是电视使得那些沉默的人们得以向全国发表他们的意见，更使得人们因此而倍增勇气，走过了

创伤和欣喜并呈的60年代。 

  70年代的辉煌时刻 

  70年代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可怕的10年，而对于传媒来说则是辉煌的10年。新闻记者们发

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变”——越南美莱事件、五角大楼文件案、水门事件。每一场“政变”

都惹来了很多的麻烦。 

  首先是西摩·赫什在1969年秋天报道了越南美莱大屠杀，他为此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接

着尼尔·希恩获得五角大楼文件并将它发表在《纽约时报》之上。然后是悉尼·施洛特伯格对

金边政府倒台和随后大屠杀的大胆报道。再就是《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

报》和《时代》周刊一起对水门事件的多角度充满胆识的追踪报道。 

  对于印刷媒体的出色表现，公众则以日益不信任的态度来回报。尽管传媒出色地完成了他

们的使命，无畏无惧地报道了事实，但是从不间断的坏消息使得公众认为传媒对此应负更多的

责任。不但提供消息的传播者遭到了责备，甚至记者们也被认为是在公然与主流社会相对抗。

更因为多样化的媒介选择和教育制度大发展的因素，美国报业的读者群数量下降了。到70年

代，电视已经取代报纸成为信誉度最高的媒体。 

在60年代中期，有80.8%的成年人读报，而到了199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8.3%。因为人口的增

长，报纸的发行量仍然有所增加。进入二三十岁的“婴儿潮一代”具有强大的购买力，报业的

广告收入当然也增加了。60年代到70年代的10年间，美国报纸广告收入从36亿美元上升到了57

亿美元。80年代末更是跳上了148亿美元的巨大高台。在60年代以前，报纸的利润率很少超过

5%。而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人力资源的节省和印刷技术的提高，其利润率也迅速增加，并且

吸引了众多华尔街的投资者们。一些家族报业，像《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

邮报》，也都纷纷转向公众控股，并因此更加感受到盈利和提高股价的压力。 

《华盛顿邮报》在1969年进行了符合市场和社会潮流的改版，进入了以个性化报道取代官方报

道的时代，着眼于提供有用但却琐碎的信息，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这是70年代新闻业的阴暗

岁月，度过了辉煌时刻，新闻业如同它所处的国家一样，已经疲惫不堪。 

  摇摆在80年代 

 



  这是电视新闻的时代。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证明了人们对

电视的深刻依赖。30分钟内，美国69%的成年人得知了这一悲剧，来源分别是口传（37%）、电

视（36%）和电台（22%），但有83%的人说他们最后从电视上得知了大部分消息。丹·拉瑟

1981年接替沃尔特·克朗凯特就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他立刻感受到

了保持收视率继续领先的巨大压力。收视率在1986年成为三大主流电视广播网的斗争焦点。然

而，杂志型节目《60分钟》依旧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也依旧是最赚钱的。 

  两个新事物的出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并且似乎都是由“利润主导派”操作。1980年6月1

日，特德·特纳的CNN开播，电视史上24小时新闻直播轰动了全球。而1982年甘尼特报团创办

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同样也成为了报界的喧嚣话题。《今日美国》被人诟病为“麦当劳

报纸”，它的老板纽哈斯也被人称为“新闻白痴”，但是“利润主导派”似乎还是胜利了，它

至少熬到了1993年赢利的时刻。尽管电视业已经开始全面CNN化，并且恬不知耻地患上了“肤

浅”和“新闻焦虑”的综合症，但丝毫不妨碍特德·特纳的光芒在1991年因海湾战争报道而更

加名扬四海。 

  90年代的消退 

  1993年到2001年9月这段时期普遍被认为是美国新闻业的低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信息

革命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如此良好的环境，新闻记者也从未有如此良好的教育程度、不错的

收入待遇、充分为读者考虑的读者调查。他们也从未有如此良好的装备——手提电脑、数字照

相机、卫星传输系统、互联网。这个时期，新闻从业人员队伍更加多样化。1976年，非白种人

只占到40000从业人员的1%，而现在已占到了12%，在电视业占到了25%。就待遇来说，一些记

者的工资突破了6位数，一些明星记者甚至超过了7位数。 

  但是，当新闻业的利润率百分比从1位数上升到2位数时，对盈利的追求也更加困扰着新闻

业。有线电视新闻网充斥着脱口秀和24小时循环播出的新闻，新闻所提供的新信息越来越少。

1968年，平均每一条电视新闻的长度是42秒，1988年减少到了10秒这样的极限。据媒介和公共

事务中心的研究表明，到了2000年平均每条电视新闻的长度只有略超过7秒。 

  最具有杀伤力的信息革命是互联网革命。网络新闻一度夺取了人们的关注眼光，但是要知

道这些新闻站点基本都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克林顿的“性丑闻”是网络观察家马特·德拉吉

的发现，这巨大的“功勋”似乎也应该归功于互联网。信息革命首先是一种福音，但是互联网

的快速性对新闻业来说却并非是一个好兆头。过去由于技术条件所限，信息的收集和传输、消

息的写作、画面的传输都有很多的障碍，但这却也使得从新闻采写到新闻最终的发布有那么一

段时间，使得我们能够在新闻制作的过程中深思熟虑。而现在，伴随信息革命的凯歌行进，这

一间歇消失了，我们很难再有时间对新闻制作加以反省和思考。本·布莱德利在他的回忆录里

形象地将这一时期的新闻业比喻为“煤油新闻业”，记者们将煤油倾倒在任何冒烟的地方，甚

至都来不及看看到底什么在冒烟以及为什么冒烟。 

  新世纪的隐忧 

  大卫·哈伯斯塔姆在《和平年代的战争》中问道：“是不是伴随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

束，美国新闻业在90年代又重新回复到‘孤立主义’？”是不是90年代这方面的报道都被那些

名人新闻和性丑闻所掩盖？重大新闻在这一时期的确被报道过，但很少成为全国性的媒介议

程。是因为受众的冷漠，促使传媒不得不舍弃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报道，还是因为传媒对追寻复

杂的、高难度的新闻这样的社会责任已经放弃？站在新世纪的路口，哈伯斯塔姆只能回答：

“两者都有。” 

  新世纪直到“9·11”事件之前的新闻业同样不让人满意。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在未经



证实的情况下，广播电视网竟然同时传出了布什和戈尔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9·11”事件

改变了美国新闻业的走向，正如它改变了美国国民和美国政府一样，新闻业关注细枝末节的习

性因而得到改观。各种新闻周刊在多年一直以美女和骗局为封面主题后，又重新在报摊上畅销

着真正的新闻。CNN因此而以国际新闻和硬新闻代替了文艺新闻和好莱坞新闻，至少在一段时

间里它抛弃了原先的报道计划。 

  新闻业经历了一次对新闻价值认知和话题优先权的重组，人们开始对沉寂多年的才干、激

情和价值观念重新评价和思考。2003年下半年媒体观察家麦克·沃尔夫即将出版《巨头的衰

败》(Autumn of the Moguls)一书，他想要问：“在一个自来水公司控股传媒的时代，我们是

否还能获取自由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摇滚过山车”之后的新闻业能否重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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