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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畅销百年的英国报纸《世界新闻报》因为

深陷窃听丑闻被迫停刊。尽管身为该报总裁的媒

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就窃听丑闻对外界表示了歉

意，但仍控制不住窃听风波的继续“发酵”。在近日

举行的听证会上，默多克表示，自己对窃听事件毫

不知情，他说，自己经营的全球性媒体集团，有超过

5 万名雇员，而《世界新闻报》的人员只占 1%，他认

为，自己对这家报纸发生的事情不负有最终责任。

显然，默多克对窃听丑闻有逃避责任之嫌。

《世界新闻报》是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已有

168 年历史，以刊登名人消息为办报特色。然而，随着

窃听事件的持续发酵，已经 80 岁高龄的默多克遭遇了

人生最大的一次滑铁卢，即便拥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

盾，即便有呼风唤雨、左右政界的本领，他也挽救不了

已存在168年的《世界新闻报》。

“窃听丑闻折射出西方传媒界的漏洞”

此前，默多克一度要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然

而，就在收购即将成功之时，窃听丑闻爆出，这让一

直信心满满的默多克开始方寸大乱。随着这次窃

听门事件的不断升温，外国媒体报道称，默多克已

取销了对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收购，而据相关数

据显示，今年 7 月以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股价下

跌了近两成，为两年来最低，时至今日，默多克用

半个多世纪打造的庞大传媒帝国，仅仅在半个月

的时间里，在一场由电话窃听引起的连锁风暴中，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和过往几十年在世界各地“攻城拔寨”相比，如今

的默多克或许正在思考下一个人生课题：如何守住他

的传媒江山。据外媒报道称，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已经

不在既定发展轨道上前进了，新闻集团的高管似乎从

来没像现在这样摇摆，对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收购的失

败，打乱了新闻集团未来发展的整体进程。

窃听丑闻的后续影响是深远的，为此，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这次窃听丑闻是对媒体发起

的一个总清算，也是对未来整个新闻文化的新闻伦理、

新闻规则的一个重构。

“在西方，主流报纸正在日益花边化，而教导类的

报纸也正在娱乐化，这种趋势在西方媒体界较为普

遍”。曹和平说，“窃听丑闻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其实，

它更多的折射出了西方传媒界的漏洞所在。或许这一

次，默多克因为窃听丑闻‘倒下了’，但其实还有许许多

多的类似事件在发生，这是西方传媒体制上的问题。

在此事平息后，《世界新闻报》很有可能重新恢复出

版。”

由此看来，窃听丑闻将会成为西方媒体本身怎

样构建自己行为、怎样重新反思自己职业伦理的一

个里程碑。

“默多克的传媒理念与中国国情不符”

“丑闻”爆出前，默多克并不满足只在欧美市场

的“ 奋 战”，就 在 前 几 年，默 多 克 开 始 进 军 中 国 市

场。2006 年，他让华裔妻子邓文迪将公司旗下广受

欢迎的社交网站 My Space 带入中国。尽管默多克

一直努力在中国拓展他的传媒集团，可他进军中国

市场的计划随着 My Space 的失败最终无功而返。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传媒大亨进军中国市场

脚步受阻呢？

曹 和 平 表 示，默 多 克 的 失 败 是 中 国 的 传 媒 体

制 与 西 方 不 同 所 致 。“ 中 国 的 传 媒 并 没 有 达 到 一

个完全对外开放的状态，再加上默多克的传媒理

念与中国的国情背道而驰，他的失败因此成为了

必然。”曹和平说。

显然，默多克的小报新闻理论在中国市场并没

有收到效果，这或许成为他在传媒界有史以来比较

失意的一笔。

从小报老板成为报业大王

默多克曾经历了无数辉煌时刻，上世纪 50 年

代 ，默 多 克 子 承 父 业 ，在 家 乡 澳 大 利 亚 投 身 传 媒

业。1964 年，他创立了当地第一份全国性报纸——

《澳大利亚人报》，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对于报业的经营，默多克的能力不可小觑，在

短短的 20 年里，默多克由小报老板发展成为国际

报业大王，不少奄奄一息的报纸到他手中都上演了

“咸鱼翻身”的好戏，而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走向辉煌。

1969 年，默多克收购了《世界新闻报》和《太阳

报》等英国知名报纸，他以大量骇人听闻的新闻作

为办报的宗旨，而他名下的那些报纸也因此获得巨

大成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太阳报》发行量从

被收购前的 80 万份升至 200 多万份，成为日销量最

大的英文报纸，而《世界新闻报》在停刊前，周发行

量超过 340 万份。但是，默多克的野心并没有仅限

于此。1981 年，默多克完成了对《泰晤士报》的收

购。1985 年，他借美国著名的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

财政困难之际，完成了对其收购。1989 年，默多克

又在英国创办了天空卫星电视台，如今，这家电视

台已成为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支柱产业。2007 年，默

多克以 50 亿美元收购道琼斯集团，获得了该集团

旗下的《华尔街日报》。

如今的默多克已经拥有庞大的传媒帝国，他的新

闻集团覆盖五大洲、70 多个国家，业务版图覆盖了从

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出版，到新媒体等各个领域，

控制了英国 40%的报纸、美国 40%的电视台，其个人

财产也已超过 110 亿美元。然而，在众多传媒中，默

多克最喜欢的仍旧是使其在传媒界走向辉煌的报纸。

“第三版女郎”轰动欧美

“ 在买报和卖报中，我学会了办报”。 默多克

说。的确，在传媒界，默多克有自己的玩法。创业之

初，默多克就有着周密的计划，他的初战从悉尼开

始，之后进军伦敦，进而转战美国，一路走来，他在传

媒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他不仅使得报纸的销

量迅猛增长，还以花边小报影响着欧美政坛和选举。

或许有不少人知道，默多克曾在《太阳报》上

开 辟 了 轰 动 欧 美 的“ 三 版 女 郎”,“ 三 版 女 郎”的 推

出，无疑给全球的媒体上了一堂“策划课”，同时这

也在美国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段重要的记忆。

默多克曾说，提高报纸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

低格调。据说，每收购一份新的报纸，默多克都要亲

自调教一番。据了解，在收购了《华尔街日报》后，默

多克认为报纸的文章太长，读者没时间读，于是，他

便对记者和编辑提出“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

了，还是发表一些读者喜欢的内容吧”的要求，最终

开启了该报销量迅猛增长的神话。

默多克是如何改变这个时代的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世界第二大传媒公

司，一直以迅速、猛烈的态势发展。作为新兴传

媒业的代表，新闻集团对传统传媒业发展模式构

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而当默多克打算全资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台，

准备在付费电视领域大展拳脚之时，事发于几年

前的“窃听门”事件在被媒体大量曝光后，引发了

默多克帝国的全面危机。可见“窃听门”事件并

非是这次集体“问责”默多克的导火索。可以设

想，当默多克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台成功后，其政

治势力将进一步增强，原有的英国政治平衡也将

被打破，默多克就有可能成为英国最有政治话语

权的“巨无霸”。这一点让英美政要们下定决心，

要清算这位传媒界“无人可敌”的巨人。

英国政要们深知，默多克手下的英国记者对

王室成员、演艺明星、政治要人的围追堵截、“越

权”调查，都不能触动英国民众“ 粗壮”的神经。

英国民众传统的“ 抑强扶弱”思想，使得他们对

“小报”记者们的“肆意”行为，一直持大度的容忍

态度。所以，为了“绊倒“默多克，他们挖出平民

女孩米莉·道勒的悲剧故事，以掀起民众对默多克

的“道德”声讨。

果然，这件 9 年前的尘封往事如一枚炸弹，投

放在默多克帝国的扩张道路上。正如政治家们所

愿，被默多克掌管 50 多年的《世界新闻报》宣布停

刊，收购天空电视台的“美事”告吹，默多克还将面

临更多的麻烦，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默多克

新闻集团的迅猛发展态势如急停的列车，霍然停

止。据推断，新闻集团在英、美受到遏制，将使得

“帝国”两三年内都难以恢复元气。或许，默多克

也将离开新闻集团总裁的位置，其子的继承权也

岌岌可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

英、美政治家此番对默多克的打压，并非要将他一

棒子打死，其真正目的只是想阻碍默多克的继续扩

张。然而，民众的激烈情绪一旦被点燃，接下来发

生的事情往往就不在政治家们的控制范围内了

……当然，默多克也不会甘于束手就擒，一定会拿

出很多证据证明“我不是唯一的坏小孩”。在某私

人侦探的 300 个媒体订户中，新闻集团所属记者仅

占第 15 位。况且用涉及私人隐私的内容做新闻报

道，也不是默多克的专利。

然而，愤怒的民众也无法控制的事实是，一

旦此事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新闻话语权收缩，势必

会导致行政权利的扩张，甚至导致单极化的行政

舆论导向。缺乏媒体监督、制约的政坛将更加黑

暗、混乱，这也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混乱。因此，

在“制裁”默多克的道路上，倒下的将是整个欧美

新 闻 界 。 这 也 是 默 多 克 事 件 对 世 界 的 最 大 影

响 。 如 同 当 年 的 雷 曼 兄 弟，也 是 著 名 的“ 坏 小

孩”，因为不讨大家的喜欢，危难时刻谁都不帮他

们，结果最后受损的反倒是整个西方金融界。法

国《巴黎竞赛画报》副总编索密耶在“窃听门”爆

发不久后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就表示，他现在最

担心的是新闻自由，“这一事件对我们媒体人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和时刻。那些政治人物很

有可能借着默多克事件，要求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和约束。”

喻国明还认为，动辄把“ 八卦小报”的帽子

扣在《世界新闻报》、《太阳报》这类深受英国老

百姓喜爱的报纸上，实际是站在精英政治的立

场上，对这类“ 小开幅报纸”的蔑视。八卦不是

简单的“ 低级趣味”，八卦当中也有政治。特别

是一些揭露当权者生活阴暗面的内容，是普通

老百姓监督、制约高高在上的权贵的最有力工

具 ，也 是 大 众 直 面 、挑 战 政 治 黑 暗 势 力 的 阵

地。“ 小报”在这里起到的很多是正面作用。那

些拥有巨大行政权利的人，一些看似平常的言

行 不 当 往 往 导 致 公 共 事 务 的 巨 大 损 失 。 假 使

一个官员对性关系不负责任，怎么能相信他在

处理公共事务时尽职尽责呢？

“窃听门”是西方政治势力对默多克的合力绞杀

编者按：默多克，可以称得上是传媒界的传奇，他究竟是如何在世

界传媒界迅速扩张“势力”的？又是如何改变这个时代的？在窃听丑闻

爆出后，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将走向何处？这些都吸引了各界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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