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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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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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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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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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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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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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去年，俄亥俄州、马里兰州参议员席位的竞选也造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低潮。
因此，当90名西点军校学员偏离了诚实的道路、当令人作呕的贿赂大学篮球队案被曝光，当被指控抢
劫的年轻人（他们在纽约也这样干过），站在法庭上坦承有罪并厚颜无耻地说“每个人都这么干”的
时候，当青少年因吸毒而被捕的时候，当太多的男女青年嘲弄纯洁与羞耻的信条的时候——当我们国
家的年轻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应该对此作一个清醒的思考。
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家庭吗？
也许是。
学校吗？
可能有部分原因。
教会吗？
也有部分原因。
但主要的原因在于公众道德和精神的严重滑坡。
这种道德和精神是美国的建国先驱们精心培育的，而现在却很少有人关注。
在我们很多人中问，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是，只要没被当场抓住，一切都是正当的；我们每个人都
有权不劳而获；世界欠我们一份生活；一天诚实的劳动获取一天诚实的报酬是不可理喻的行为；在别
人骗你之前赶快去骗别人是唯一的牟利原则。
公众道德水准低下。
不幸的是好的榜样不在华盛顿。
总统是他的幕僚的牺牲品，但他却由于一种错误的忠诚观而无法拍案而起。
他的勉强态度姑息了谬行。
两党的领导都是较弱的，因为这种领导是以下届选举能否当选，而不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
事实上公众道德的低下是由于各级政治游戏都是在一个历史性的低谷中进行的。
他们互相帮衬，共谋利益。
然而，我们却跑遍世界去告诉人们来学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最优秀的民主制——请照搬过去吧，我
们承担一切费用。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真理报》会对90名西点学员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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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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