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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无冕之王
”

透视

— 再论资产阶级
“

新闻自由
”

的实质

车 英

“

新闻自由
”

是一个 口号
,

也是一种体系
,

历来都从属于所在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范畴
,

历来都是以阶级的意志来决定其
“

新闻自由
”

的属性
。

然而在美国
,

那些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却

矢口否认
“

新闻 自由
”

的阶级性
,

而视新闻界为
“

自由
、

独立
、

客观
、

公正
”

的
“

社会代言人
” 。

冠之以
“

无冕之 五
” ,

用最美妙的言辞称赞
“

新闻 自由
”

和
“

无冕之王
”

们制衡社会和促进社会发

展的巨大作用
。

本文仅对美国的
“

无冕之王
”

及
“

新闻自申
”

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透视
。

当今的美国
,

号称
“

政治大国
” 、 “

经济大国
” 、 “

军事大国
”

和
“

新闻大帝 国
” 。

其
“

政 治大

旧
”

所实施的是带有相当大欺骗色彩的资本主义
“

多元化
”

政治
,

名 曰
“

多元
” ,

而却只有资产阶

级大垄断集团这
“

一元
” ,

尽管其施政手段变化万千
,

但终究掩饰不住它的资产阶级本性
; 其

“

经济大国
” ,

经济发达
,

市场繁多
,

但潜在着越来越明显的
“

危机
” ; 其

“

军事大国
”

则是四处

煽风点火
,

企图永久左右世界局势
,

称霸世界
,

这个极力鼓吹
“

人权
”

的老牌帝国主义却一 直

没有放弃干涉他国内政
、

悍然 占领他国
、

屠杀他国人民
、

无理践踏着他国
“

人 权
” ; 而

“

新 闻

大帝国
”

也不例外
,

自诩为
“

大众新闻传播媒介
”

和
“

无冕之王
” ,

在国内意在争 夺
“

大众
” ,

垄断
“

公众舆论
” ,

在对外宣传上则更是积极配合美国政府 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
,

推行美国新 : 川令

播领域的
“

全球战略
” 。

美国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吸其舆论界都很清楚
:

在当今科学技术变革达到人们在同一时间

可以获得等量信息的时代
,

人的独立思考和 自由理解是 很难把握的
,

而
“

信息时代的生命线就

是传播
”

①
, “

控制信息的权力是控制社会的一个主要杠杆
” ②

,

当最强大的 传 播—
新闻报

道

—
一旦赢得了公众

,

就会变成支配人们行为的强大权力
。

因此
,

美 国各大财团
、

两大政党

的头面人物
、

国会乃至总统竞相凭借新闻舆论导向的巨大力量展开争斗和角逐
。

在充满铜臭

气味的垄断资本早 已渗透每个毛孔的美国社会里
,

传播媒介源源 不断 的
“

事件和趣闻报道
” ,

给公众折射出了一个乌烟瘴气而又使人眼花膝乱的所谓
“

信息时代的世界
” 。

最近
, :美国有本书写道

:

50 家大公司通过垄断半数 以上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
,

已实

际上控制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精神食粮
。

据统计
:

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着全国近 2 千种日报
、

1 万多种新闻杂志
、

近万座广播电视台及具有相当数量的新闻电影制片厂
、

通讯社
、

新闻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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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
、

特稿辛迪加
、

有线电视网等新 闻传媒
,

建立了一个所谓
“
比任何个别私人

、

也常常比任

何政府机构的作用更大
” ③ 的

“

新 闻大帝国
” 。

因此
,

那些被称为
“

大众新闻传媒的 自由新闻权

力
” ,

其本身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
,

比如
:

当厂
`

播 电视超过报纸的影响而成为美

国儿乎每个家庭的
“

重要
一

员
”

及
“

观望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 ”

时
,

垄断财团们便很快地控制并

占有了它
,

使它 日以继夜地为他们服务

—
向国内外公众灌输他们的思想

,

提供对他们有利

的信息
,

宣传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
。

美 国的新闻传媒从它们一出现在这个世界时起一直是私有的
,

但它们并未被排斥在政治

权力圈之外
,

也未排斥政府 于新闻权力圈之外
,

这是美国新闻传媒的悠久传统—
“

新 闻 报

道绝对服从于舆论导向
” ,

美国政府拥有着对新闻媒介的绝对 占有权
。

尽管政府与新闻界时常

发生 一 些磨擦
,

有些
“

政治家们常常抱怨新闻记者滥用权力
” ④

,

但政府还是对新闻界的工作感

到满意
。

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的对外联络部主任格根就 曾这样说过
: “

如无新闻界的合作
,

他们

(指政府 )就不可能度过那么多的困难
” , “

如果不通过新闻媒介的过滤
,

… …这个政府根本无

法治理
” ⑤

。

因此
,

美国政府通过制定新闻法和新闻检 查制度
、

指派专员
、

负担财政等方式
,

操纵着最广大的而且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机构
。

在这一方面
, “

美国之音
”

就最具典型

性
,

它是由美国政府直接操办的一家 )一播电台
,

历来都被认为是宣传美国对外政 策 的
“

超级

大炮
” 。

美国第 34 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年就非常厚待
“

美国之音
” ,

他说
: “

美国之音
” “

在宣传 仁

使用 一美元
,

等于在国防上使用 5 美元
” ,

并多次指导
“

美国之音
”

的工作
。

之 后
,

美 国历届

总统都效法之
,

亲 自制定
“

美国之音
”

对外宣传 的方针政策
。

所 以
, “

美国之音
”

的许多节 目和

专栏都是从其
“

政治需要
”

出发
,

以煽动性很强的虚假新闻报道欺骗世界人民
,

甚至公然违反

世界公 认的国际法准则
,

干涉别国内政
。

这里顺便说几句
:

在 1 9 8 9年春夏之交北京平暴之后

不儿天
,

有一家美国人不顾众多亲朋好友的劝阻和
“

一边倒
”

的舆论压力
,

毅然乘飞机来到中

国
,

为在武汉生活的外婆 90 岁诞辰祝寿
。

她们告诉记者
: “

我们来到 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同美国

舆论界所说的完全不同
。

美国新闻是不大可靠的
,

有时他们故意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
” ,

“

我们生活在美国
,

自然不会不加思索地相信这些东西
” , “

至于
`

美国之音
’ ,

在大多数美国人

的心目中是不复存在的
,

我们来到中国后才听到
,

它所报道的东西有很多是不准确的
。 ”

然而

直至今 日
, “

美国之音
”

和其他所谓
“

大众传媒
”

仍在充当着政府很不光彩的
“

破城褪
” ,

它们的

所作所为代表不了全体美国人民
。

正如列宁当年所指出的那祥
:

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其新

闻传播的必然表现手法
,

即
“

造谣
、

喧嚷
、

叫嚣
、

一再说谎
” ⑥ 。

美 国的
“

新闻 自由
”

是有其形式的
,

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规定
:

不准国会制定任

何剥夺人民言论出版 自由的法律
; 国会也根据这一原则

,

通过了一些所谓
“

报道新闻自由
”

的

法案
。

但实际上
,

美国的
“

新闻自由
”

却是极其有限的
; 至于新闻界的

“

无冕之 王
”

称号
,

当然

也是名不副实的
。

美国的
` ’

新闻 自由
”

在它出现之时和之后
,

确实有过一段颇为光彩的历史
,

起到过一些推

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
,

这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

奴隶主的斗争
。

但当这些资产阶级的力量聚集到足以控制美国社会和对外扩张即明火执杖地对别国人民进行

掠夺时
,

其
“

新闻 自由
”

也就不 自由了
,

新闻媒介也必然被强制性地变成了美 国资产阶级及其

政府愚弄 又民的御用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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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

美国的
“

新闻 自由
”

不同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着广泛民主的新闻自由
,

它表面

上打出
“

大众传播
”

的金质招牌 声称
“

最富有全民性
” ,

而实际上所实行的是无比严厉的资产

阶级新 闻专政
。

这样 的
“

新闻自由
” ,

正如列宁所说
, “

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
,

就是 由资

本家霸 占一切报刊
” ⑦

。

尽管在美 国历史上也 曾有过一些政界人物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而做 出

某 些顺从民意之举动
,

但这必竟是资产阶级政客们惯用的伎俩
:

他们都先是以
“

人权
”

中的最基

本权利之一—
“

新闻 自由
”

作诱饵
,

大肆鼓吹之
,

一旦功成名就
,

他们便立即将其控制于股

掌之下
。

如在 2 百多年前
,

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
·

杰斐逊 (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 )说过
:

人 民是
“

完全可以信赖的
,

应该让他们听到一切真实和虚伪的东西
,

然后作出正确的 判 断
。

若 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
,

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
,

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

回答
:

我宁愿要后者
”

⑧
,

漫无边际地吹捧和收买新闻界
。

他的这一席话
,

至今仍为美国的所

谓
“

无冕之王
”

们传颂称道
。

但追其根本
,

这里不妨引用一下美国心理学家科林
·

布莱克莫尔

的一句话
,

他说
: “

每一个领袖
,

无论他是专制暴君
,

还是宽厚的先知
,

他的梦想都是支配其

人民的行为
”

⑨
。

杰斐逊就是这祥一个
“

领袖
” :

当他还不 是
“

领袖
”

时
,

为了实现 他 能
“

支配其

人民的行为
”

的
“

领袖梦
” ,

从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出于其 自身的本性
,

总要说上不

少言不由衷的趣言妙语来勾诱人心
,

但当他一上台就任总统便立即做 出了一反 常 态 的 反应

—
要政府而指责报纸

。

他曾经因忍受不了报纸的批评而对人说
: “

今天报纸上写的东西
,

没

有一件是可以相信的
。

真理到了那个污秽 的媒介手上
,

都变得可疑了
。 ”

此时的他如此指责新

闻界
,

其意并非他不要报纸了
,

而是要牢牢控制住新闻界俯首贴耳地为自己服务
。

不可否 认
,

美 国新闻的舆论力量不仅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都

是很强大的
。

正因为如此
,

美国的统治者们一直把所有新闻传媒作为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

治地位的必不可少 的舆论工具
。

美国大量的新闻报道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
,

报纸的版面 和广播 电视的声屏均充斥着富豪及政客们的语言文字和音像及政府文告和经过政

府过滤过的新闻事件报道
。

不仅如此
,

它们更无视
“

大众
”

的需求而大肆刊播富有感官刺激的

犯罪和性新闻
,

而对人民大众的尖锐批评及高声呼吁却抛至脑后置之不理
。

因此
,

我们不难

看清美国的新闻若离开了资产 阶级的钱袋是绝不可能
“

自由
”

的
,

而且资产阶级也绝不允许有

任何违背自己利益的自由新闻
。

美国所标谤的
“

新闻自由
” , “

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 新 闻自

由
,

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 ; “

在那里
,

说到底
,

是有钱就有 自由
.

没有钱就没有 自由
,

有多少钱就有多少 自由
” ; “

对于试图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闻活动
, 犷去

律从来没有放弃过惩罚
”

L
。

美国政府对新闻界历来都是采取
“

两手抓
”

的策略
:

一是控制
,

二是利用
,

而控制的目的

则全在于利用
,

两者相辅而行
,

以此巩固他们独霸思想
、

言论
、

新闻和出版 自由的一统天下
。

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控制由来已久
,

新闻界也历来都是美国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争权夺

利
、

协调思想的工具
。

虽然美 国政府对新闻界控制的手段多有变化
,

但他们最终仍是要牢牢

控制住新闻传播这一
“

时代的生命线
” ,

并将其作为美 国政治上的晴雨计和排气阀
。

概而言之
,

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政治控制手段大体有三
:

一是政府直接控制新闻界
,

即以政府的联邦通

讯委员会对新闻界实行严格管理
、

对广播电视传媒以控制执照和检查执照为由实行高度控制

等
,

并将新闻界并入统治阶层的势力范围
,

被封为政府的
“

第四部门
”

和
“

第三等级
” ,

同时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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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以
“

无冕之王
”
加以约束

; 二是法律控制或以执法为由对新闻界进行非法律性控制
。

政府的

法律控制包括制定《新闻法》
、

《诽谤法》和《取缔煽动法案》等
,

而非法律性控制 也 是 在 士J’ 着
“

执法
”

的幌子下进行的
,

如威胁新闻界
、

对新闻记者使用暴力
、

监禁记者
、

没收营业执照
、

取缔与限制广播电视的营业范围
,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采取
“

特殊
”
手段收买

、

贿赂
、

威逼新

闻记者按政府意图行事等
;
其三是政府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方式进行更为奏效的政治新闻传

播
、

控制与封锁等
。

当然其中并不排除白宫的
“

壁炉谈话
”

和总统的
“

私交
“

新闻界人士等
。

如

当年在普利策手下默默无闻的小编辑李普曼
,

后来就是通过白宫的
“

壁炉会谈
”

与总统
“

私交
”

而一 举成为全美
“

左右舆论
”

的
“

华尔街智囊
”
和

“

白宫谋士
”
的

。

在美国政府对新闻界实行的以上三种主要政治控制中
,

其间接控制大 大 地 多 于直接拄

制
。

这是因为间接控制 比直接控制更能掩盖其虚伪本性
、

更能有效地借助新闻传播媒介的舆

论功能实现他们的三个基本 目的
: 1

.

制定内外政策及议事 日程
; 2

.

上传下达
、

沟通信息
;

3
.

寻求舆论支持
。

很显然
,

他们的这三个基本 目的最终仍是为了实现他们能左右全国舆论进

而有效地控制全社会的总 目的
。

美国总统与新闻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

概括起来
,

其表现形式也是

大体有三
: 1

.

总统利用新闻界大造竞选舆论
,

而新闻界则是利用竞选从中渔一小利 ; 2
.

总

统刊用新闻界宣传施政纲领
,

而新闻界则是以此谋求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3

. J

曾
、

统利 用 新 I川

界施放
“

探测气球
” ,

而新闻界则是利用总统获取独家新闻以刺激该传播媒体发行量或收视率

的剧增
。

以上这些在美国被人称为
“

互利关系
” 。

名日
“

互利
” ,

但美国总统即政府利用新闻界

在其影响和作用等方面则大大超过新闻界对总统的利用
。

美国人常说
: “

总统一露面就是一务

大新闻
” ,

而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活动乃是美国最大的新闻信息源
,

尤其是在电视作为最新传

媒面世之后
,

新闻界更是受宠若惊
,

历届总统候选人均无例外地聘用新闻界人士作其
“

政治扣

客
” 。

如 1 95 2年艾森豪威尔的上台主要靠的就是鲁斯和他的《时代 》公司
,

是鲁斯亲自挑选《时

代》
、

《生活》两大杂志最能干的记者和作家做艾氏的演讲稿起草人@
。

然而
,

鲁斯的 这 一举

动遭到了他的下属—
《时代 》周刊总编辑麦修的强烈反对

,

因为麦修支持的是他的老同学
、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
。

因此
,

《时代》公司老板与总编辑之间便展开了各为其主而又力

不相让的尖锐斗争
,

于是乎
,

以美国大资产阶级权贵和所谓
“

社会代言人
”

双重身份出现的鲁

斯断然宣布
: “

我是老板
,

我支持艾克
,

反对我的请另谋高就
。 ”

鲁斯就这祥在舆论上铲除 了内

部对立
,

将那位与之共事多年的总编辑扫地出门
; 1 9 6 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

, “

新闻报道
,

特别

是电视
,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起了决定力量
” , “

肯尼迪入主的宫后
,

和新闻界不但铂水交融
,

而且作了若干创举
。

其一是他首创现场广播的总统记者招待会
。

其二是由他的太太作向导
、

作了一次白宫巡礼的电视广播
”

L ;
肯尼迪遇刺身亡

,

约翰逊继任总统
,

在他 1 96 均
气竞选连任

土
,

电视的竞选宣传广告起了很大作用
; 1 9 6 8年

,

尼克松作 出参加竞选决定后的第一件事
,

就 是聘请广告专家和电视顾问
,

经过
“

专家
”

和
`孟

顾问
”

们的精心塑造
,

尼克松的形象不但使一

般选民对他刮 目相看
,

就连舆论权威李普曼也跳出来为之大加捧场
: “

我相信真正有一个新的

尼克松
,

一个更成熟更温厚的人物
,

他不再是个张牙舞爪一心往上爬的政客了
”

L ; 1 9 7 6年
,

默默无闻的小州长卡特的当选得到了《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的大力辅助
; 1 98 。年电影演员

出身的里根
,

当时已近古稀
,

但他凭其
“

唱做均佳的看家本领
”
在电视

_

卜的成功表演而入主白

宫 , 1 9 8 8年
,

当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

连任了 8年而又是在任副总统的布什则是利用其优

势
,

动用了全美所有新闻工具为之塑造形象
,

最后使之如愿以偿
。

布什当年竞选副总统时的

电视广告
“

掬客
”

罗伯特
·

高曼就 曾
“

在电视宣传广告中把布什叫作
`

美国之鹰
’ ” L

,

布什的这

, 1 1 6
.



一关称 也是他竞选总统时的电视形象
。

当美国的这些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并入主白宫之后
,

他们更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新闻界以

巩 }胡自己的既得地位
,

新闻界也在其中顺理成章地谋得了利益
。

总之
,

总统要政权
,

新闻界

要
’ : `

戈
。

这种
` ·

权
”

与
“

利
”

的有机结合也正是当今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

关国所谓
“

最能体现新闻 日由
”

的是
“

新闻界监督政府
” 。

美 国新闻学家们普遍认为其主要

理 沦依据之一就是新闻界选择新闻 的方式与价值观问题
,

他们信奉的仍是
“

人咬狗
”

的新闻模

式 认为揭露
“

过失
”

要比宣扬
“

成就
”

更具有新闻价值
,

因此
,

美国新闻界总是盯着总统的过

失不放 ;
其二是认为新闻媒介对政府

“

滥用
”

权力应有制约功能
,

在实践 中也可能会对总统有

着某种
“

伤害
” ,

但总之必须使之沿着大垄断资产阶级所左右的道路
“

健康地行进
” ,

其三是美

国新闻界
“

受顾
”

进行
“

监督政府
”

的活动
。

顾用者则是美国大垄断资产阶级
,

他们认识到
:

美

国
` ’

新闻媒介与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国家的健康是有益的
” ,

因此新闻界就不能
“

一味甘心

情愿 也充当总统意志的 [’- 具
”

_

峰而美国新闻界与总统还是力求从同一性中寻找出路
,

即一 切

必须遵从大垄断资本家们的 意志
。

其实
,

所谓
“

新 闻界监督政府
”

只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垄断集

团招州例政府的一种表现形式
:

如果总统
“

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 , `

那末资本家 阶 级就

会享别的总统米 ;丈替池
。

资 书家们会说
,

总统可 以上台下台
,

我们资木家还是资本家
。

如 果

呆一总统不能保 卫我们的利益
,

我们就另找一个
。

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 阶 级 的 怠志

呢 ?
”

娜 因此
,

关国的资产阶级便顾用了不少政治记者来监督那些所谓
“

企图牺 牲 资本家阶级

利益
”

或
“

图谋不轨气勺总统的言语举 止
。

如总统施政与资厂阶级 利益出现某些偏差时
,

美国新

闻界作为大资产 阶级的
“

特别舆论助理
”

为确保美 国既定政体
“

遵旨
”

去帮助总统纠偏 ; 倘若总

统及其政府不能保卫甚至背离大资产阶级利益时
,

那么这些垄断寡头们势必借助新闻媒介 的
“

倒权
”

功能将在任总统拉下马来
。

美国第 37 任总统尼 克松的倒台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
:

美

国的政治经济统治势力分东西两大集团
,

尼克松 是西部集团的代表
,

在他的第一届任期里所

采取 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大都引起了东部集团的强烈不满
,

尤其是他 1 97 2年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历史性访问使他大出风头
,

以压倒多数的绝对 优势连任总统
,

之后又不断地向东部集团施

加压力
。

这一切均使得一向控制美国内外事务的东部集团大为 防火
,

因此
,

他们便通过新闻

传媒赶尼克松下台
,

以此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行动和意志
,

保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这台
“

机器
”

的正常运转
。 “

水门事件
”

恰恰为赶尼克松下台找到了机会
,

《华盛顿邮报》 以大量的篇幅揭露

之
,

正是迎合了美国东部集团的意志和愿望
。

因此
,

我们就不难看清美 国
` .

新闻界监督政府
”

并不是现实
,

美国新闻界也不可能享有多

少实际意义的自由权力
,

而
_

且它还受着来 自于政府和财团的双重控制
。

对此
,

就连美国《华盛

顿邮报》的布罗德也这么说
: “

当我们埋怨政客们管新闻时
,

我们是……天真幼 稚 的
。

因为在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里
,

没有什么 办法使我们期望政客们不管新闻
,

不利用新闻为他

们的目的服务
” L

。

五

美国资产阶级的
` ’

新闻 自由
”

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
: “

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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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消灭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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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

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新闻的要害问题
。

笔者认为
:

关

国
“

新闻自由
”

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主要表现在
:

1
.

否认
“

阶级性
” ,

鼓吹
“

超阶级性
” 。

众所周知
“

阶级性
”

是
“

新闻自由
”

最具本质的东西
,

从一般意义上看
, `

新闻自山
”

是人

们通过报刊
、

通讯社
、

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介实现的
“

言论出版 自由
” , 从哲学的角度讲

,

新

闻城意识形态
,

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的使命就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
,

即

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

那个阶级就决定这个
“

新闻自由
”

的性质
。

正如列宁所说
:

首先
, “

我们要

弄清楚是什么祥的出版 自由? 为了什么 ? 为了哪一个阶级 ? ” L 这是因为一定阶 级 的
“

新闻自

由
” ,

总是与一定阶级的专政相联系的
,

也总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

然而
,

美国资产阶

级否认
“

新闻自由
”
的

“

阶级性
”

而鼓吹
“

超阶级
” 、 “

多元化
”

的
“

新 闻自由
” ,

是出自于它们的政

治 目的
, “

就是高利出售
`

最新的
’

和
`

最吸引人的
’

报道
,

它们每天所编造的那些吸 引 人的新

闻就是要转移无知群众的视线
,

使他们不去注意重要的问题
,

不去注意
`

高尚
’

政策的真正内

幕
”

L
。

2
.

标榜新闻媒介
“

独立于政治之外
,

不受控制和约束
” 。

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新闻界极力标榜传播媒介
“

独立于政治之外
,

不受控制和约束
” 。

这完

全是
“

痴人说梦
”

—
无稽之谈

。

伟大导师恩格斯早就指出
: “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

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

事政治
”

L
,

雄辩地道出了新闻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

美国新闻界如今正在时兴的
“

社 会 责任理

论
”

对新闻职能规定的第一条就是
“

提供公众事务方面 的新闻
、

讨论和辩论
,

为政 治 制 度 服

务
”

@
。

美国的各种新闻传媒纷纷响应之
,

它们所报道 的一般非政治新闻中都有政治
,

而政治

新 闻中则往往潜藏着更深一层的政治
。

实际上
,

美国的
“

政治新闻是没完没了的
。

一年 36 5天

—
闰年是 3 66 天

,

天天都有政治新闻
。

在选举结束后的第一天
,

记者就又写今后四年关于竞

选对手们的推测性的报道
” , “

政治记者每天都要泡在政治里
。 ”

@ 就连美国第 40 任总统里根在

竞选总统时也说
: “

新闻自由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柱石
,

是全体美国人的 自由
、

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
” L

。

但当他入主白宫不久
,

便立刻以
“

不适时宜
” 、 “

国家安全
”

为由
,

限制这一权利的使

用
,

不仅如此
,

里根政府还规定任何政府官员非经批准不得对新 闻界泄露
“ `

高尚
’

政 策 的真

正内幕
”

消息
,

违者要受到调查
,

重者送交法庭受到法律制裁
。

由此可见
,

美国的
“

新闻自由
”

及所有新闻媒介统统都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政治范畴
,

控制在统治者的股掌之下
。

美国新闻传

播的现实也说明
:

美国
“

新闻自由
”

不可能存在着
“

不受控制和约束
”

的问题
,

更谈 不 上
“

独立

于政治之外
”

了
。

三
、

炫耀
“

客观
” “

公正
”

及
“

电视统治一切
” 。

世人皆知
,

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
,

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一切
,

而决非
“

电视统治一切
”
娜

。

新闻界和政府都得顺从地服务于垄断资本家集团
,

而且新闻界又被政府纳入 自 己 所 管辖的
“

第四部门
” 。

对此
,

美国有人把这三者称为
“

一主二仆
” ,

但笔者认为
:

美国新闻界根本不可

能是什么
“

无冕之王
” ,

的确是同为
“

一主
”

的一个
“

大仆
”

的
“

小仆
” ,

或称
“

仆下之仆
” 。

虽然大

小仆人之间有时争斗
,

但新闻界必竟是
“

工具
”

或称
“

工具之工具
” ,

而且这两者 还 是
“

谁也离

不开谁
”

的
“

天然盟友
” ,

他们现行存在的
“

既圆滑又顶撞
、

既合作又斗争的微 妙 结合
” L 的关

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垄断集团间的经济竞争同新闻媒介建立的一种必然关系
,

也

是资产阶级出于政治需要而设计的一种
“

制衡
”

结构
。

根据这种结构
,

美国政府在维护资产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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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统治方面起直接的主导作用
,

而新闻界所能起到的也仅仅是某种调节和辅助的作用
。

因此
,

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美国新闻传播媒介是不可能
“

统治一切
”

的
,

尚不如把
“

电视统治一切
”

改

为
“

走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美国政府通过电视统治一切
”

更为贴切些
。

飞国资产阶级及其新闻界大肆炫耀
“

客观
” “

公正
” ,

_

正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极端虚伪性
;
他

们
, `子嘶力竭所炫耀的正是那些最不客观最不公正的东西

. , “

美 国之音
”

在 1 9 8 9年北京风波期间

的友演就很能说明问题
。

道理很简单
:

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
,

资产阶级牢牢地控制着新闻

界
,

新闻界一切听命于垄断财团及其代理人
,

因此
,

他们所说的
“

客观
” “

公正
” ,

必然使用的

是他们 的
“

度量衡
” ,

理所应
“ r
飞地充满着无比浓厚的铜臭气息

,

带有极大的欺骗性色彩
。

如同

马克思当年
’
汁对英国新闻媒介所指出的那样

: “

从本世纪初起
、

伦敦各大报就一 贯为英国对外

政策的高贵掌权人充当辩护律师
” ,

垂
。

在当今的美国
,

不论是在对外宣传上还是对内宣传上
,

美国新闻界比起当年英国报界更有过之而绝无不及
,

更富有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

综上所述
,

虚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征
,

欺骗乃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

作为 资 产 阶 级的
“

新闻自由
” ,

它也同样无可置疑地具有这两大性质
。

因此
.

笔者认为
:

美国新闻界根本不是

什么
“

无冕之
r

王
” ,

而是资产阶级的奴仆
,

并且是一个小 j
、
奴仆

。

他们的所有举止言语都得以

保护资产阶级 的根本利益为前提
; 他们所鼓吹的

“

新闻 自由
” ,

在国内用于蒙骗美国人民
,

在

国际上则被用来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
“

敲门砖
。 ”

所 以
,

在我 国新闻改革的今天
,

切莫盲 目地照

搬美国的
“

新闻 自由
” 。 “

全盘西化
”

则更是没有出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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