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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

看
“

新闻自由
”

的实质

车 英

前一段
,

在我国新阅界有人对西方
,

特别是对美国的
“

新闻 自由
万

津津乐道
,

认 为 只 有
“

全盘西化
”
才是 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 新闻记者作为
“

无冕之王
”

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

想

怎么写就怎么写
,

因而力主在中国照搬西方的
“

新闻 自由
”

体系
。

其实
,

这是一个 极 大 的 错

误
。

在西方
,

新闻亦属意识形态
,

其活动也附属于政治
,

因此
,

它的新闻若离开 了资产阶级

的钱袋是绝不可能
“

自由
”

的
,

而且西方资产阶级也绝不允许有违背 自己利益的 自由新闻
。

这

一点
,

仅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方面
,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

北美独立战争 ( 1 7 76 一 1 7 8 3年 )是一场震撼世界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
。

这一具有全

球意义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
,

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极为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
、

政治
、

经

济等各种因素外
,

北美新闻界大造舆论
,

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阶级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或巩固一个政权
,

都要先制造舆论
。

革

命的阶级是这样
,

反革命的阶级也
.

是这样
。

美国独立前
,

英国殖民当局对北美十三个州的印刷出版事业严加控制
,

任何人非经特许

不得印行任何出版物
。

据史书记载
:

在 1 6 8 5年
,

英 国皇帝给北美所有殖民地的总督下达了关

于严格控制新闻舆论的命令
,

即鉴于该政府管辖境内印刷 自由
“

可能引起极大的不便
” ,

该政

府
“

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命令
” ,

规定
“

任何人不得拥有印刷机进行印刷
,

非先取得该政府特 许

及执照
,

不得印刷任何小册子或任何其他印刷 品
。 ” ① 因此

,

逃亡至北美大陆的英国印刷商本

杰明
·

哈里斯
一

于1 6 9 0年 9 月25 日在波士顿创办了北美第一 张报纸 《国内外 公众事件报》
,

然而

仅出版 厂第一期就被残酷地查封了
。

北美英国殖民者的官方报纸控制着舆论
,

而一些进步的反英报纸则在极其残酷的限禁之

下时明时暗地进行着斗争
,

如 1 6 9 2年发生的
“

布雷德福案件
”

和 1 73 4一 1 7 3 5年发生的
“

曾 格 案

件
”

就是较为突出的例证
。 “

布雷德福案件
”

和
“

曾格案件
”

的
“

主题
”

就是
“

争取新闻自由
” ,

从实

质上看
,

这两大案件均标志着 美国新兴资产阶级
“

争取更大权利
”
的斗争

。 “

曾格案件
”

影响最

大
,

它的获胜被美国史学家们称为
“

北美殖民地为争取出版 白由而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社荟性

胜利②
。

戈再如美国著名启蒙思想家
、

政治家
、

科学家兼报人本杰明
·

富兰克林亲 自创 办《宾

夕凡尼亚报》
,

号召人民参加 自卫民兵推翻英殖当局
。

他在 1 7 5 4年以宾夕凡尼亚州代表 身 份

出席 了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大会
,

在会前画了一幅
“

蛇
”

的漫画
,

将蛇断成 8 段
,

题 为
“

不参加

(联合 )
,

即死
一

亡
”

( J io n ,

or D i e )
,

呼吁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英斗争
。

该 漫画刊登在他创办

的《宾夕凡尼亚报》 1 7 5 4年 5 月 9 日号第 2 版第 1 栏上
。

这一漫画具有极大的煽动力量
,

之后
,

波士顿和纽约的 4 家报纸立即转载
。

此漫画的刊出
,

对于 1了6 5年反
“

印花税
”

运动和 以后的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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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战争的爆发
,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飞7 65 年 4月
,

反动的英 国政府宣布自1 7 6 5年 11 月 1 日起在北美大陆实施《 印花税法》 ,

该

税法规定一切公文
、

契约
、

执照
、

报刊
、

书籍
、

广告
、

单据等必须贴上官方发行的印花方可

生效和流通
,

即一切文件和印刷品都必须纳税
。

为了实施税法
,

英国还增派了大批军队进驻

北美
“

严阵以待
” 。

然而
,

北美的进步报刊还是纷纷起来强烈反对 《印花税法》
,

其斗争策略也

不断翻新而 日趋多样化
,

如 1 7 65 年 10 月 31 日即正式实施《印花税法》的前一天出版的《宾 夕 凡

尼亚公报和 )
’ 一

告者周报》 ,

该报头版的编排 则完全是墓碑式的
。

墓碑 的图案再加上骼骸 白 骨

的图画
,

强 有力地表现 了北美人 民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战斗决心
。

这种报纸的编排方法
,

北

关大多进步报纸加以仿效
,

并有所发展
。

随着反印花税法斗争的 日趋深入
,

北美的资产阶级 民主力量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便展开

了极其尖锐的政治对峙
、

舆
一

论对峙
,

进而发展到了不可避免的军事对峙和报业对峙的局面
,

一 场大战爆发在 即
。

北美独立战争于 1 7 7 5年揭开序幕
, 1 7 7 6年全面展开

。

其序幕一般是以列克星敦的第一声

枪响为始
。

片 75 年 4 月 19 日
,

北美反英报纸《麻萨诸塞侦察报》的出版人艾塞亚
·

托马斯 目睹
’

了当时的战争场面
,

即时刊出战时新闻
,

同时发表文章 说
: “

美 国人民 ! 永远不要忘记列克星

敦 之战 ! 英 国军人在未受到侵犯的情况下
,

残暴地
、

无 人性地射击并杀死我们的同胞
,

他们

还抢劫
、

焚烧民房 ! ”

报道绘声绘色
、

充满激情
,

鼓动性 很强
。

类似这般的政论性新 闻引发了

人民的革命情绪
,

人 民战争席卷了北美大 陆
。

托马斯在独立战争 中被誉为
“

为这 场 冲突准备舆论方面做了大量贡献③
”

的新闻工作者
。

而另一位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卓具影响的新闻工作者乃
一

是受富兰克林举荐从英 国来北美费城

兴编辑的
“

世界革命使者
”

汤姆
·

潘恩
。

1 7 7 6年 1 月
,

这位英 国移民来北美后一年多一点几
,

就

发表 了他长达 50 页
“

改变世界
”

的政论小册子《常 识》
,

大
.

造反英舆论
,

把美 国的独立革命提高

到世界革命的高度来认识
,

同时池又指出
: “

辩论时候 已经结束
,

现在是用武器这一最后的手

段米解决争议的时候 了! ”

他的这篇文章即时就成了
“

畅销书④
” ,

被 当时很多报刊迅速转载
,

影响很大
,

实际上起到了引导革命深入发展的作用
,

大大加速了美国独立的进程
。

1 7 7 6年 了月 14 日大陆会议通过了杰斐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
,

报刊上及时发表刊出
。

马克思称之为
“

第一个人权宣 言⑤
” 。

这个划时代 的文件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了美 国的独立
,

在

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 的形式宣布了民主共和的原则
, ,

同时也标志着北美独立战争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
。

其时
,

北美大多报刊都在进行着 自我调整
,

并积极配合着这场战争
。

在独

立战争中
, “

大陆军
”

总司令华盛顿 吸后 来的美国第一任总统 ) 看到各报转载的潘恩另一篇文章

《危机》便立刻下令读给士兵们听
。

革命舆论的鼓动
,

使华盛顿所率大军情绪高 昂
,

所 向 披

靡 最后赢得 了美国的真正独 立
。

美 国的独立给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 了道路
,

美国报界通过这场战争也得到了锻炼
,

逐渐成熟起来
。

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深深感受到北美报界在向殖 民者要求
“

新闻自由
” 、

从而 在 推 进 独

立战争 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

美国资产 阶级革命家托马斯
·

杰斐逊 (美国第三任总统 )曾称赞
“

新闻自由
”

是寻找和发现真理的
“

最有效的途径
” 。

在杰斐逊等人呼吁下
,

针对 1 7 8 7年的美国

宪法做 了第
一

次修正
,

规定了人民享有新闻出版 自由等权力
,

国会于 17 89 年通过宪法第一修

正半
,

又称
“

美 国第尸人权法案
” 。

至此
,

美国以宪法形式确立了
“

新闻 自由
”

这一 口号
。

1 9世纪 60 年代美 国南北战争 (招 6 ]一 1 8 6 5年 ) 的爆发
,

标志着美国资产阶级内部不 同利益

,. 10 7



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激化了
。

在这一斗争中
,

美 国新闻界由于分属不 同的主子
,

也
`

随之分化

对立起来
。

以 3 9
.

8 2 %的选票当选美国总统的林 肯
, 1 8 6 0年一上任便站在了北方资产阶级的 立 场上

反对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
,

亲 自颁布《解放宣言》和《宅地法》 ,

宣布结束奴隶制
,

这也
`

不能

不说是美 国南北双方对峙的重要因素之一
。

可是
,

在纽约 17 家 日报中
,

只有《纽约时报》
、

《纽

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 》三家支持林
一

肯总统的主张
。

换言之
,

林肯是 自华盛顿 以来 受 到反

对派报界最激烈攻击的总统了
。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关系到工业资产阶级命运的战争
,

它引起了全体美国人民 普 遍 的 关

注
。

进而大大刺激了人们对战时和战地新闻的需求
,

人们要求新 闻报道迅速而准确
,

这 一 切

均推动了各报的实地采访
。

据统计
,

美国各大报纸在大战之初就派出了约 1 50 名记者到前线工

作
。

然而对南北战争之军事行动的
“

战时新闻
”

报道
,

特派战地记者也并不享有绝对的新闻自

由
。

如果北方的新闻记者在南方的活动被对方发觉
,

抓起来就可能被指控为北方间谍
,

随时

随地都有被处死的危险
,
有时即使在北方采访只因未带或丢失了身份证

,

抓起来也会被误认

为是南方间谍
。

反之
,

南方新闻记者的处境也是这样
。

尽管如此
,

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利益
,

美

国南北双方的新闻记者仍在各地四 出活动
。

如《纽约时报》主编雷蒙德就曾亲赴战争前沿阵地

采集过布尔伦河战役的战时新闻
。

再如《纽约论坛报》记者理查森在大战中曾深入南部使用纽

约银行的电报密码将新闻稿发回报馆
; 他曾爬在一棵大树顶部观察亨利要塞 的激战

; 他 曾与

海军准将福特并肩站在联邦军的一艘铁 甲舰最高处 目睹了维克斯堡入 口处的
一

卜号岛屿被炸成

废墟的惨状
; 他也曾企图闯过维克斯堡的封锁线险些被一颗实心炮弹击中

; 他从甲板
_

L被震落

水中
,

南部 同盟军把他救出水面
,

又发现他是北部
“

间谍
”

而被囚禁起来 ; 他越狱成功
,

逃过

战线
,

摆脱了敌人
,

……
。

这是当时美 国新闻记者激动人心的一大壮举
,

至今仍为美国乃至

世界各国新闻界所大加称颂的一段佳话
。

战争使一切都处于紧迫状态
,

新闻写作也有了重大改变
。

美国内战新闻敲响了长篇大论

和评论式报道的丧钟
,

倒金字塔结构开始形成
,

创造出了小结式的五个 W ( W h e n 何时
,

W ho

何人
,

W h at 何事
,

W h e r e
何地

,

W h y 何故 )齐全的新闻导语
。

五个 W式的导语之新闻结构

改变了 以往平铺直叙
、

哆里罗嗦的模式
。

这种结构既符合人们迫切了解新闻的阅读要求
,

适合

报社编辑裁减报道编排版面及便于传播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

美国新闻记者有意识地发展了

这种新闻写作方法
。

现在这种五个W俱全的导语和倒金塔结构已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新闻写

作的基本常识了 )
,

又满足了统治者利用新闻为 自己谋取好处
。

19 世纪中叶的这位美国
“

一代

豪杰
”

亚伯拉罕
·

林肯总统就曾说过
: “

你有奥论的支持则无往而不胜 ;
倘若没有舆论的支持

,

那你必将是一事无成
。 ”

伟大的南北战争促进了美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
。

在这一时期
,

美国报纸上富有新闻性的

标题和副标题开始出现
,

报上也开始出现了有关战役的插图和地图标志
,

图文并茂
,

版式也

逐渐活拨起来
;
专访这一新闻体裁也在此时期应运而生

。

以上这些均可说明南北战争时期又

是美国新闻事业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

由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当时处于上升时期
,

其羽翼还未丰满
,

因此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

的
“

自由
”

还带有
“

全民
”

的性质
,

或者说还有较大的 自由度
。

而当它的力量聚集到足以对外扩

张即明火执杖地对别国人民进行掠夺时
,

新闻也就强制性地变成了美国反动政府的工具及美

国推行侵略战争政策的
“

吹鼓手
”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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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 9年的美西战争是世界史上的三次早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战争
,

也是美国对西班

牙发动的第一次重新分割世界领 土的战争
。

它 的爆发
,

美国新闻界的煽动
“

功
”

不可没
。

当时
,,

美 国南部的近邻古巴正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
,

民不聊生
,

遍地哀鸿
, 酉班牙

的统治者还把成千上万的古 巴革命志士囚禁于集中营
,

无情地镇压古巴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

革命运动
: ,

一些美国新闻记者利用古巴人民遭受的痛苦来刺激美国读者的同情心
,

从古巴发回

了大量揭露西班牙专制暴政的报道
。

这些报道果然激起了全美人民对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共

鸣
。

然而
,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后来居上的美 国统治阶级急于向海外扩张
、

争夺世界霸权
,

早

有意图占领古 巴
,

这些报道无疑为美国统治阶级采取侵略行动提供了借口
。

届时正 处 于
“

黄

小孩
”

激烈竞争的赫斯特及其《纽约 日报》和普利策及其《纽约世界报》与政府的强盗行径 遥 相

呼应
,

他们也都把古巴事态视为天赐 良机—
只要发生大规模战争

,

报纸才会有大量刺激性

强的新闻素材
,

其发行量才能大幅度的剧增
。

这里
,

笔者无意决断这两家垄断报阀的主观意

图究竟是否如此
,

但他们在战前推波助澜
、

大量刊登这类报道
,

从客观上看
,

他们确实异常

积极地为美国侵略战争政策大造着舆论准备
。

如在战争爆发的一年前
,

即 1 8 9 7年初
,

赫斯特

为了在古巴 问题上与《纽约世界报》竞争
,

派了一些记 若和画家到这个加勒 比海小岛上去采集

新闻
,

其中就有当时很有名的插图家弗兰德利克
·

雷明顿
,

然而该人并不想久留古巴
,

为此
,

他

特向赫斯特发回了一封要求返美的电报
,

但不 儿 日则收到了赫斯特要求雷明顿
“

请留下
。

你提

供画片
,

我提供战争
”

的电文
。

这当然是一段
“

插 曲
” 。

赫斯特就是这样打着
“

新闻自 由
”

的 旗

号 以无耻的手段导演和编造新闻事件
,

煽动侵略战争的歇斯底里
。

当然
,

这样的
“

新闻自由
”

正好迎合
一

r 统治者的心愿及利益
,

这也是统治者为这类新闻大开绿灯的原因
。

正如美国新闻

史学家埃德温
·

埃默里所说
: “

在所有美国报纸中
,

赫斯特的《纽约 日报》在煽动战争情况方面

是最卖力的
。

美西战争之所 以被称为
`

赫斯特的战争
’ ,

这类插 曲起了很大作用⑧
。 ”

为了给侵略战争制造借 口
,

美国新闻界不惜歪 曲事实
,

来进行
“

自由
”

的新闻报道
。

在美

西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
, 《纽约 日报 》和《纽约世界报》 lL 乎同时断章取义地刊出西班牙驻美公

使
“

辱骂
”

美国总统威廉
·

麦金莱的一封信
,

随后又竞相发表美国
“

缅因号
”

战舰在哈瓦那被炸

的消息
,

并断言说是西班牙所为
。

他们均利用这一事件进行煽动
。

如 : 《纽约 日报》当时的标

题是
: “

缅因号战舰被敌方秘密定时炸弹一炸两半
” ,

并提出悬赏 5 万美金用来调查此案
。

在此

后 的整整一周时间里
,

该报每天都以 8 个整版的篇幅报道 与之有关的新闻
。

号称美国
“

新闻界

的拿破仑
”

的普利策之《纽约世界报》也不甘落后
,

更有甚者
,

他并不喜欢美国打一场一般性的

战争
,

因为
“

金钱
、

权宜之计和 自尊显然都是普利策办报方针的因素⑦
” ,

所 以他只是希望美

国打一场富有戏剧性的
、

更能激起人们兴趣而且又能使该报发行量剧增
、

赚取更多金钱的战

争
。

他在该报上刊出的关于
“

缅因号
”

战舰被炸消息的标题则更加别致
: “

牢记
`

缅因号
’

! ”

其内

容也是够刺激的
,

并声称美国应
“

打一场圣战
” 。

此举正中美国国会下怀
,

于是美西战争就这

样爆发了
。

普利策的新闻标题
“

牢记
`

缅因号
’ ”

一直是美西战争中美军煽动侵略情绪
、

激励士

气的 口号
。

美西战争一爆发
,

美国儿十家报社和新闻杂志社便立即向古巴战场派出了数 以百计的记

者
、

摄影师和画家
。

在
“

新闻自由
”

的幌子下
,

为 」
’

采集到足以能
“

刺激人
”

的战地新闻
,

新闻

记者竞相为其主子卖命
。

如《纽约 日报 》的老板赫斯特亲率记者赴古巴前线采访
,

在古巴海岸

上
,

他一个人就俘虏了26 名西班牙海军官兵
。

此事在报上经大肆渲染后
, 《纽约 日报》销数一

下子猛增至 1 50 万份
,

超过了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 ,

占当时美国大报发行量的第 一 位⑧
。

美西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美国已完全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

这一时期的美国新闻也开 始
“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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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企业
,

成为富人发财
、

通消息和消遣的工具
,

成为欺骗和 愚 弄 劳 动 群 众 的 工

具⑨
。 ”

关国的
“

新闻自由
” ,

有一个
“

公正
” 、 “

中立
”

的面纱
。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

美国

新闻记者
,

就是打着
“

中立
”

旗号进行
“

客观报道
”

的
。

1 9 1 4年 6 月 28 日作为
“

大战导火线
”

的奥

国皇位继承人弗朗茨
·

斐迪南遇刺之第一篇报道就是美联社驻维也纳分社社 长罗伯特
.

阿特

抢先发出来的
。

在美国国内
,

则是《纽约时报》抢先用大字标题刊出
: “

奥地利王储和妻子被一

个为被强占的祖国复仇的波斯尼亚青年杀害
” ,

该则消息很短
,

仅有几行字
,

即
: “

奥匈 帝 国

王储弗朗茨
·

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出身低微的妻子霍恩堡女公爵今大在波斯尼亚的一条主要大

街上被一名学生开枪打死
。

片刻之前
,

他们刚刚躲过一枚扔向皇家车队的炸弹
,

免遭一
死

” 。

其内容看起来很是
“

客观
” 、 “

公正
” 。

之后
,

随着国际间矛盾的不断激化
,

也出现了一些新闻

记者发出的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报道
,

如 1 9 1 4年 8 月21 日
,

理查德
·

哈丁
·

戴维斯在其发 自比

利时 首都的战时新闻报道中这样写道
: “

德国对布鲁塞尔的攻入 已失去了人性
” , “

在他们过去

之后
,

人类的特性也随之流逝
。 ”

正因为如此
,

戴维斯的这篇报道被后世称为美国在这场大战

期间最杰出的战时新闻中的首篇佳作
。

在美国国内
,

由于全体美国人民远离大战的策源地和

实战地
,

对大战的起因迷惑不解
,

为了取得美国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

迫切需要新闻记者对战

争的原由做出解释
,

因此
,

所谓
“

解释性报道
”

这一新的新闻体裁便应运而生了
。

随着大战的逐步升级
,

再加上大战的各方损失残重
,

美 国政府视之有利可图
,

便立刻关

回
“

和平鸽
” ,

收起
“

橄榄枝
” ,

停止了
“

中立
” ,

借 口德国实行无 限制潜艇政策
、

施行
“

全 球 战

略
”

并危及了美国的安全为由
,

于 1 9 1 7年 4 月 6 日正式同德国宣战了
。

美国的参战
,

标志着美

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开始实施
,

不再允许新闻报道持
“

客观
” 、 “

中立
”

的立场了
,

而美国新

p习界也 自动调整 自己的步伐
,

以适应政府的战争需要
。

为 了加强对美国国内的舆论控制
,

当

时在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说
:

报纸刊登的新闻和言论
“

凡给予敌人帮助和快慰者
” ,

该报

发行人及该文作者均以叛 国罪论处
,

并于 1 9 1 7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惩治间谍法案 》
。

战争结束后
,

美国政府并没有取消这一战时措施
,

战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美国不仅没

有 自由的新闻
,

而且就连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战后
,

关国

政府当局根据上述法案逮捕了上万人
,

有 9 百余人被定罪
,

其中有不少龙报刊发行人和新闻

记者 ; 更使人不解的是
,

虽然有很多被捕者被审讯后宣布无罪释放
,

然而他们却继续受着残

酷的迫害
,

有些人甚至莫明其妙地
“

失踪
”

一

了
。

1 9 1 9年新成立的美国共产党被迫于 1 92 0年底转

入地下
,

该 中央机关报也随之被迫停刊
。

以上这些说明美国的
“

新闻 自由
”

在战后只剩下一具

漂亮的躯壳了
,

已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关国大资产阶级及共统治集团
“

收买报纸
” 、 “

暗中收买
、

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
`

舆论
’

的自由L
”

了
。

1 9 3 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

美国在 19 4 1年被迫参战之前也如同它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初期一样一 直保持着所谓
“

中立
” ,

然而却在暗地里热衷于
一

与纳粹德国维持着
“

正当的 政 治

关系
” ,

美国新闻界这时也大都是按其主子的旨意行事
。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美国 的 被

迫参战
,

罗斯福政府也加强了对国内舆论界的控制
,

如 1 9 4 1年 12 月 9 日建立了以美联社新闻

执行编辑蒲瑞斯为局 长的美国新闻检查局
,

并同时建立了一个由编辑和发行人 自动组合的新

闻检查机构
; 1 9 4 2年 1 月 15 日正式实施《美 国战时新闻管理办法》 ,

禁止报纸登载
、

广播 电台

广播有关船舶、
一

飞机
、

军队
,

堡垒
、

战时生产
、

军火及气候等消息
,

以防被轴心国特工人员所利

用
。
由于 《美 国战时新闻管理办清》的自动执行

,

虽然保守了关国战时生产的秘密
,

使德国人

乖从得知10 4 2年的潜艇封簿已接近成功 、 没有泄露关
.一

于准备登陆能非和诺曼底的一切
一

暗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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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雷达的研制和原 子弹的生产保守 了高度的机密等等
,

但也为战后美国政府钳制舆论
、

进而迫害进步人士提供了借口
。

1 95 0年
,

美国冒然发动了侵朝战争
,

同时在国内实施法西斯式统治的《麦卡伦法案 》
。

这

个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 以法律形式宣布一个反对党及其他进步组织不再 受 法 律 保

护
,

因此
,

美 国警方根据该项法案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
、

迫害反战的进步人士 及 黑 人 群

众
。

那些依附于垄断财团的美国报刊
、

广播电台
、

电视台也与政府当局遥 相 呼 应
。

美国的
“

新闻 自由
”

完全成
一

f 空话
,

就连大唱
“

平等
” 、 “

博爱
”

的美国宪法此时也成 了一堆 无 用 的 废

纸
。

至今
,

在美 国新闻界还是无人敢说 1 9 5 0年美国军队悍然入侵朝鲜
、

无辜枪杀朝鲜人民的

铁一般的事实
,

而仅 说是
“

首批美国步兵 7 月 5 日进入朝鲜作战
” ,

仍然替当时的美国反动政

府推脱战争责任
,

说这是 一
场

“

联合 国的战争⑧
” 。

还有后来的美军侵越战争以及 由此引起的

美军国防部
“

五角大楼文件案
” 、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 :廷军飞机轰炸利比亚等新闻报道大都是

战后去采访追记而成的
,

这又充分说明了美国
` “

新闻 自由
”

具有着很大程度的虚伪 性 和 欺 骗

性
。

如在美军侵越战争初期
,

美 国政府严禁新闻记者随军采访
,

儿年之后才特许几名记者赴

越
,

而采写出来的新闻报道则须受到严格的检查后方能发表见报
; 6 0年代末期

,

美国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组由于政府不予放行
,

设法通过了另外几个途径转道赴越
,

在越南南

方
,

他们支离破碎地拍下了几个镜头
,

为此
,

该公司所属华盛顿新闻部主任便骄傲地宣称
:

他 们的电视真实地报道了越 南战争L
; “

五角大楼文件案
”

是美国国防部为封锁美 国发动侵越

战争的真相而 引起的
,

由
二

于机密泄露
,

美 国人民在事隔数年之后才知道 自己出钱支持了一个

什么样的政府
;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之初

,

一概拒绝新闻记者采访
,

入侵成功数 日之后
,

才不得

已允许少数几个记者前往实地报道 ; 1 9 8 6年 1 月上旬美国针对利比亚的
“

恐怖活 动
”

在 北 纬

30
“

地中海地区进行的海空军事演习
,

实为轰炸利比亚的前奏
,

美国 J“ 播公司得知情报 后 立

刻派直升飞机前去采访
,

却遭到美军的多次拦阻
,

一 自
.

到美军飞机空袭利比亚之 后 才 予 放

行
; ……

。

不 日前
,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 队与伊拉克在海 湾地区交战 (1 9 9 1年 1 月17 日清晨

〔北京时间〕开战 )
,

数 以千
一

计的各国记者 (包括美 国记者 )云集在沙特阿拉伯
。

然而
,

美国五角

大楼除依照惯例颁 布了所 有记者报道海湾战争必须遵守禁止具体报道美军及其盟军的规模
、

地点
、

番号和所 使币的武器等 规定外
,

还额外规定了只允许少数记者组成记者团在军方专门

人 员的
“

I启同
”

和
“

保护
”

厂过卜行战地采访
,

归米经严格检查后
,

再由他们向其他记 若 提 供 素

材哆
。

以上这些规定均大大超过了越南战争时期的报道限制
,

因此
,

引起了新闻记者的严正

抗 议并怨气冲天
。

但是
,

显而易见
,

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了新闻出版 自由
,

然

而
,

美国新闻记者对于五角大楼的种种限制除了服从外
,

也别无其他选择
。

综
_

仁所述
,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两百多年里
,

_

炎国进行
一

J
产

很多次国内和 国际的大小战

争
,

制足 J
’

很多限制新闻活动的法案
。

从根本上讲
,

不管是美国政府所制定的新闻政策还是

美 国新闻界祈标谤的
“

新 闻自由
” ,

都是 以维护美 国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
提的

。

对此
,

毛泽东 同志早有 言指 出
: “

在阶级 消灭之 有
,

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

性
。

资产阶级所说的
`

新闻自由
’

是骗人的
,

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吵
。
粉毛泽东同志 、 语道

破 了西方世界所极力标榜其
“

新闻自由
”

的实质
,

美 国战时新闻政策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

因此
,

在我国新闻改革的今天
,

切不可 盯目地照搬西 方
,

要实事求是地有所借鉴与剔除
,

完

善中国人 自己的
、

真正富有巾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 自由体系
,

促进我国的新闻事业 日趋繁
荣发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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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 《雍正上 渝八旗 》 ,

雍正 四年 二 月 二 十一

日
。

函 《平定三逆方略》卷 3 9
,

康熙 十七年 七月
。

(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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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 张隆栋 傅显明
: 《外国新闻事业 史简编 》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第 2 4页
。

② C
·

C a l k i
n s : T h e S t o : y o f A m e ,

·

i e a ,
T h e

R
e a d o r , 5 D i g s t A s s o e i a t i。 了

, ,
J

n e
.

N
e , Y o r k

,

1 9 7 5
-

③④⑥ 〔美〕埃德温
·

埃默里等
: 《美 国新闻史》 ,

新华出版社 1 9 8 2年版
,

第 86
、

88
、

33 6 吵乳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 》 ,

人民 出版社 1 9 5 5年版
,

第 2 5 6页
。

⑦ 〔美〕威
·

安
·

斯旺伯格
: 《普利笨传》 ,

新华出版社 1 9 8 9年版
,

第 2 42 页
。

⑧ 参见陶涵
: 《 世界新 闻史大事记》 ,

人民 日报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第 67 页
。

⑨ 《列宁全集》第 32 卷
,

第 1 20 页
。

如 《列 宁全集 》第 26 卷
,

第 49 页
。

L 〔美〕约翰
·

霍恩伯格
: 《西方新 闻界的竞 争》 ,

新华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第 5 52 页
。

L T h o m a o R
.

D y e :

W h
o ’ 。

R u n n
i n g A m e ,

·

i e 。 ,
P

,
·

e n t i e e一 H a l l , I n e
.

N e w J。 :
·

: e y , 1 9了,
.

L 参见 《人民 日报》 ( 19 91 年 1 月 16 日 )第 7 版
。

L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 ,

新华出版社 1 9 8 3年版
,

第 均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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