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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访美记》是胡舒立对美国新闻业深度考察的全记录。
她的美国之行，是一次“强化”采访，四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过的。
一行十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从中西部出发，最后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走了25个州，晤
谈了400多人，话题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美国报业“面面观”了。
这次访美，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开始启蒙，从此她开始在中国推介、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
中国媒体界产生巨大影响。

　　《访美记》分为三部分。
报人、报纸、报业。
从这三个角度，作者对美国报业做了全景式观察和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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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财新《新世纪》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时担任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董事会委员、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及
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
著有《舒立观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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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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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本书，记载了25年前一名中国新闻记者眼里的美国报纸界。
一1987年6月，我获得了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
（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又译世界新闻学院）组织的青年国际记者旅行采访活动。
那是中国人正陆续迈出国门的年月。
从20世纪80年代初，名作家们和涉外资深记者们就已经有机会到美国各地访问，然后用优美精准的文
字，俯拾皆是地将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的各种新鲜感受写出来，让绝大多数没有护照也没有机会接
触外部世界的人看到彼岸的万花筒。
记得当时对美国写得比较全面深入的一本书，作者是外文局的专家王作民，写的是这位20世纪40年代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重返美国后的纪实，书名就叫《美国万花筒》。
我出去的机会稍晚，也有些特别。
因为我是记者，而此次美国行，是一次涉及面极广的“强化”采访。
除了最初的三周主要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大学里听课，其余的4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
过的。
我们一行10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一路行走，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南部到东海岸，最后
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前后走了25个州，晤谈了400多人；话题从美国的政治、经济、新闻舆论、科技
到黑人贫民区、女权、非法移民，以及艾滋病、同性恋，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面面观”了。
走前，我拿着美方寄来的厚厚一本项目日程及背景，请教几年来我一直尊为师长的刘宾雁，此行可以
写些什么。
刘宾雁说：“你出去以后会看什么都新鲜，但现在已经不是看到一个塑料垃圾袋、碰见一个出租车司
机都可以写篇文章的时候了，最好集中到一个专题，选个你比较熟悉也有兴趣的领域，可以事前作准
备，事后再作些研究，写得深一些。
”他还举了作家郑义的例子，他写监狱。
我明白了，觉得我可以集中写写美国的报纸。
这缘由，部分是由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念书时就对美国新闻史感兴趣，毕业四五年来也一直有
涉猎，兴趣甚浓；另一部分是由于我当时身为从事中文报纸国内报道的记者，特别强烈地感到千千万
万国内新闻工作者确实需要了解美国这个报业帝国的状况，需要知道彼岸同行的生活与工作情形，以
及在那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国度，每一家报纸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运作。
那是在没有互联网，而且境外报纸极为罕见的年月。
国内的报纸都是党报机关报，数量不多，清一色地每日4至6版，极少数特大报有6至8版。
绝大多数报纸没有国际新闻部，没有国际新闻自编（莫说自采）稿件。
当然，从事国内新闻的编辑记者普遍不懂外文，也并不接触境外报纸。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阀门已经打开，万象更新，思潮澎湃。
北京新闻界的同行中，一些有志有识的中年和青年人都与我有些交往，他们个个意气风发、胸有宏图
，相信自己于中国新闻发展、报业变革使命在肩。
但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同业的状况并不知晓。
中国新闻业和这个世界还非常远。
二当时，中国没有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当代美国新闻业运作的中文书籍。
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从里根遇刺看《纽约时报》突发事件报道”，
指导老师为国内研究美国新闻史的权威人士张隆栋教授。
毕业后，我仍是与张老师来往较多的学生。
纵有张老师指导加上我的始终关注，那时国内看得到的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实在是屈指可数，主要是译
作，均系美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播学者对美国报纸的批判反思；还有一两本小册子由国内专家写
就，在浓郁的意识形态气氛中，对美国新闻界作概括介绍，提供一些基本数据。
那是中国打开国门的最初几年。
舆论广泛地承认中国应当向世界学习，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的分野并非无处不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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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许多领域存在共性。
处于前者初级阶段的中国，应当也可以学习、接受、采纳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经验。
不过新闻是个例外。
因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均为各自的统治服务，所以
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业仍有鸿沟为界。
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深得张老师肯定，但最后系里评分只给了“良”，因为主要用了定量分析却没有“
阶级分析”；虽然毕业后我成了张老师家中常客，但这位40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只要聊起专
业，话就很少。
很自然，当时的中国国内新闻业中人对国外同行、同业完全是陌生的。
当然，改革开放在推进中，中国新闻业的大门也在缓缓开启。
至少在我写毕业论文的80年代初，凭一张学生证，已经可以在北京图书馆老馆查阅纽约时报。
还记得是1986年，“大众传播学”这个概念得到官方认可，进入中国新闻教育研究领域。
同样始于80年代，重返新闻舞台的老一代共产党报人在不断反思“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
党报“人民性”为上的主张，而且鼓励我们这些新入行的记者们践行说真话原则。
也是在1986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党报已经陆续明确为脱离机关系列、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从中央到
地方相继出现了一批行业报和经济类报纸。
那时方方面面在谈改革，没有人否认新闻也要改革。
我是《工人日报》的普通记者，毕业后先在时政部当采编合一式的记者，后来到厦门记者站建站驻扎
。
我一心想当名记者，希望多写东西，干劲十足但也经常茫然。
我想，去美国采访无论如何是个大机会，要写大东西，而写美国报业正可为自己、为同行开启一扇认
知的窗户。
要写书！
我跃跃欲试。
从美国东道主事先寄来的采访日程表上，我也意识到写一本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完全是可能的。
世界新闻研究所为我们安排了在大、中、小三类报纸（或其他新闻机构）的三次实习考察，每次不少
于一周时间；而在美国各大城市旅行时，采访当地主要报纸也是重点项目。
和我共同参加这次活动的其余9名记者，分别来自日本、匈牙利、挪威、联邦德国、埃及、加纳、南
非、巴西和澳大利亚，年龄均在30岁上下。
他们都是自己国家著名大报、周刊或通讯社的杰出记者。
我想到，他们对有“报纸帝国”之称的美国报界不可能没有兴趣，这或许也能成为我的书中很有价值
的素材。
我还读了国内可以找到的几本有关美国报刊的书，包括一本英文书；并且在听取了首都报界一些前辈
和同人的意见之后，写出了采访提纲。
我比较明确地想到，我的书不应过于严肃和深奥，成为纯学术分析性专著；我要把我的观感和我所获
得的关于美国报纸现状和历史的信息传递给和我一样的读者们。
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
书名，我想就叫“美国报海见闻录”。
世界新闻研究所的活动定于1987年6月6日报到。
我赴上海，经东京，转道纽约，于6月5日到达该所所在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从此，开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繁忙的5个月。
三1987年12月初，我携多件行李，经东京，绕香港，再经深圳和广州回到北京。
行李中一半是装了资料的纸箱，与我先后一同抵达的还有在美国陆续寄回的6箱书籍资料。
我的“名记者”人生诉求此时出现转折：报社决定调我回京，负责组建国际新闻部并推出国际新闻专
版。
因为知道我迷恋于记者根本不想“当官”，总编辑李翼还承诺，两三年后以交换的方式安排我常驻东
欧国家，比如和民主德国交换长驻柏林，或是与波兰交换长驻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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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些国家的工会正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联系，其报纸可能愿意与《工人日报》合作。
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交叉负担当地费用正是报社自派驻外记者的可行办法。
国际新闻部获得了报社新建大楼四层的一间大办公室。
我用专配的若干个资料柜拦出一角，支起折叠床，开始每天白天编稿、晚上写书的生活。
很快，《工人日报》的兄弟单位工人出版社与我签署了出版合约。
我写了一年半。
美国之行的内容毕竟要丰富得多，身为记者很难不作为，所以其间我也穿插写了一些其他主题的单篇
报道，后来收在我的另一本书《微观美国》里。
不过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写《美国报海见闻录》，遇有写作中感觉材料不足，再写信到美国查询索要
。
写作过程也成了认知深化的过程。
写完该书，正是1989年6月。
当驻东欧记者自然是不可能了。
不过，最主要的是工人出版社决定不履行原来的出版合同。
不可抗力支持下的毁约显得自然而然。
此后两年，便是我一边改书一边寻找出版社的过程。
有苗棣（我的先生）的支持体谅，我们掏出全家积蓄之大部，用3000余元买了台先锋牌文字处理机，
把全部书稿输入，打印成若干本交张隆栋老师和其他专家们征求意见。
后来，我又借得当时价值逾上万元的四通2401文字处理机，转入全部文本细编细改；还写信到美国核
查资料，对原来截至1987年的数字资料作了部分更新。
终于谈成了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
该出版社完成了三校，正式出了胶片，可在付印之前，社长思索再三，还是觉得“说美国的事风险太
大”，决意叫停。
出版社请我过去，社长当面宣布了这个悲惨的决定，我觉得五雷轰顶，当场大哭。
社长出于同情，把胶片送给我作纪念。
后来，80年代后期就从事民间出版业的友人李盛平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搞到一个书号，把胶片印成
了书。
印数5000册。
那是1991年上半年。
后来的事实表明，诸家出版社的风险预感其实是误判。
我的书出版后，在新华书店、在党报、在大学很快就有售出，并没有引起批判性争议。
《工人日报》北京记者站一名记者的妻子在中宣部任处级职位，她还曾联系我买了一批书用于总编辑
培训。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改革春潮再起，报纸改革被提上前台，不少同行都向我提到看过此书，
且受到启发。
此书出版后，我被请到当时有些报纸改革实验田意味的《中华工商时报》讲课。
或因此，彼此都有“知音感”，我次年索性离开中央级大报《工人日报》，加入这家半官方报纸担任
了海外部主任，自此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程。
这是题外的话。
四《美国报海见闻录》的写作和出版，让我对美国报纸研究有了更多的兴趣和信心。
以后搜集阅读此类书籍不少，1996年以后还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性刊物《国际新闻界》杂志写过一
些专门文章。
多年前，就有几家出版社先后找我，愿意再版此书并收入相关文章，也希望我能够补充更新。
我每常答应，却并无时间动笔。
而这些年来，中国新闻业人士眼界大开，对国外所知越来越多；由国内作者或译或写，介绍美国报业
的书文渐次出现。
而由于互联网的革命性激荡，美国新闻业已从有变迁到大转折，悠悠长河进入激流险滩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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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想，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按原来的思路补充后再版原书，都已经没有可能了。
正是此时，出版经验极为丰富的徐晓又找到我。
她看了原书稿，以她强大的书籍编辑能力做了结构性手术，让价值犹存或有可能历久弥新的部分显露
出来。
她认为可以新编的结构出版，列入她主编的财新丛书“思享家”系列，我受宠若惊唯有从命。
顺着她的建议想，书名定为《访美记》。
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
原来较完整、有体系的画卷式陈述经过裁减调整，成为题材各异的若干组纪实“映象”，新书较之原
著已大相异趣。
但我对留存文字作了极少量修改和调整以求准确贯通，完全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和风格——就事实而言
，我当初介绍的一些重要报纸在过去的25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而
本书的文字止于只讲昨天；就认知而言，我和我心目中的中国读者们已经对彼岸的报业世界有了许多
了解，而我还是留住只在昨天才会有的感悟和惊叹。
须知，我采访研究的那个时段，正是美国报纸的鼎盛期；而我本人，正是急切地想了解这个世界的80
年代中国报人。
希望这样的“老作新编”，能让今天的读者读出今天也能体验昨天，觉得有趣也有益。
在这里，我想象中的主要读者，应该是中国新闻业年轻同行以及书斋电脑前的新闻学子。
毕竟，流淌的历史总有变与不变，而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能显得很长，也可能显得很短。
胡舒立2012年7月于北京到罗马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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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访美记》讲述美国报业全景式观察与记录、胡舒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溯源。
《访美记》写给那些想了解美国新闻报业的读者，提供全景而真实记录，让人身临其境。
《访美记》从报人、报纸、报业三个角度，对美国报业做了深入的观察，通过此书很容易对美国报纸
运行情况有个清晰的了解。
《访美记》是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溯源，从中不难看出胡舒立
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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