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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芳》的编辑嘱我写一篇文章，我惴惴不安，不知自己的文字是否能令这个刊物的读者满

意。任何观点或想法，一旦以神圣的文字这个媒介展示出来，就应当经得起批评家的咀嚼。 

又既然是新闻院系学生的年级刊物，那我们还是来说说新闻，或者与新闻以及新闻教育相关的

话题。 

1999年，由著名影星阿尔•帕西诺和拉塞尔•克劳主演的好莱坞影片《惊爆内幕》（The 

Insider）上演，在次年的奥斯卡奖上，该片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影片等7项提名。 

影片取材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档新闻节目《60分钟》试图披露烟草行业黑幕的

一段真实故事。拉塞尔•克劳扮演一位刚刚被解雇的英美烟草公司下辖子公司的高级主管杰弗

里•威金德，在《60分钟》的新闻主播伯格曼（阿尔•帕西诺扮演）的游说下，他决定公开烟草

大公司故意在香烟中强化某些致人上瘾物质的内幕。此举使两人遭遇到令人窒息的种种阻碍，

不仅是烟草大公司使出各种伎俩意图让他们保持沉默，作为美国知名主流媒体的CBS内部也爆

发了获取商业利润与披露事实真相之间的斗争，后来商业利润在CBS的新闻室里占了上风。 

这部影片我看过好几遍。我一直记得的一个情景就是在CBS的新闻室里，当CBS高层主管唯恐招

惹官司，为了商业利益做出妥协，下令重新剪辑节目，删除关键内容时，伯格曼锐利的目光直

刺其主管，问道：“你到底是商人还是新闻人？” 

对于所有新闻从业者而言，这句话大概算得上当头棒喝的一句问话，既可以斥人，也可以省

己。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从事记者这个职业，仅仅懂得采访的学问和写作的技巧，能够写出几篇头版

头条的文章大约是不够的。一名真正的职业记者，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有为公共利益说话的

良心和毅力，看他到底是追寻和捍卫真理的新闻人，还是在商业利益的平衡木上权衡的商人。 

《南风窗》的记者郭宇宽不久前在博客中国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还是不说的抉择》的文

章，写他留学英伦时与《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60分钟》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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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的一次对话。 

在谈及面对烟草集团的威胁和CBS高层的内部压力他为什么没有放弃时，伯格曼说：“如果我

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

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

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

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

益（public interest）！”⑵ 

显然，这就是商人和新闻人的区别。新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也应当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商

人，不管他们的宣传和广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他们把自己的形象涂抹得多么光辉耀眼，其本

质都是对私利的追逐。 

而这一点，不是翻看教科书里的几条原则或者咨询几个建议就可以学会的，这一点是职业记者

需要终身为之奋斗并且不断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就像影片里所描述的那样，尽管经过艰难的

斗争，最终使公诉人成功起诉美国头号烟草公司，并使烟草公司为其对公共健康的损害赔偿

2460亿美元，杰弗里和伯格曼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杰弗里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舒适生活和幸

福家庭，成立了一个反对青少年吸烟的民间社团；伯格曼则辞去了他在CBS为之奋斗了十多年

并令人羡慕的工作。 

当我们以美国新闻史上这一真实的案例中伯格曼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新闻工作时，我们会发

现，其实商人与新闻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都会面临商人与新闻人之

间的抉择。就像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那11名收受贿赂集体失语的新闻记者一样，商人与

新闻人身份的界定也就在一念之间。 

最近，一位据说在新闻界内颇有点名声的某报总裁给西政新闻传播学院的大四部分学生做了个

关于新闻界目前需要什么样人才的讲座。他的核心观点是，新闻媒体目前并不缺乏编采人员，

现在最缺乏、最需要的第一是经营人才，第二是管理人才，第三是策划人才。（他举了几个策

划的例子，其实大都是市场推广策划，而非值得新闻专业学生研究探讨的新闻策划。） 

这是一个今天在大陆新闻界和教育界流行的观点：大学的新闻教育改革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

培养出既懂新闻，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我要说，这个观点错了。就像商人与新闻人格格不入一样，这种复合型人才在理论上是说不通

的，在现实生活中也难以存在。即便有所谓的这样的“两栖”人才存在，我敢断定他准保会因

此患上严重的人格分裂症，他将始终处于维护真理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非此即彼的矛盾之

中。真理和惟利是图的商业利益这两者之间，永远没有交叉的可能。 

任何一个严肃的媒体，在新闻报道和金钱之间都会划上不可逾越的界线。《中国新闻工作者职

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报道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

营活动。” 

新闻学的核心，在于对真理的不懈追寻和捍卫，这是新闻学始终不渝的目标，是新闻人的历史

使命，也是新闻教育不可偏离的航向。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育应当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矢志，而不

能失去自己的精神，随波逐流，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作为“社会之模

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

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同样，新闻教育也应当肩负起抵制流俗、楷模社

会的重任。 

 



美国已故著名摄影记者和编辑霍沃德•查蒲尼克（Howard Chapnick）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同行：

“今天的摄影记者更加深入，他们把镜头推向过去被认为绝对不可能的报道禁区。不管是什么

样的新闻题材，神圣的或是亵渎的，都无法逃离他们的视野。他们为没有话语权的人们呼吁，

他们付予弱势群体以力量，他们向无助的人们伸出援手。” 

查蒲尼克所言应当是所有新闻人和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实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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