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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澜策划并主持的“杨澜访谈录”已经成为电视访谈类的金牌节目，开播6年来，所访问的人物涵盖
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娱乐、科学等诸多领域的数百位公众人物。
此书为《杨澜访谈录》6周年纪念特辑。
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采访了20位公众人物，下册18位。
为配合“杨澜访谈录”开播6周年，召开了主题为“让未来记住今天”的研讨会，参加访谈的访客，
每人写了一篇题为“让未来记住今天：写给100年后的一封信”的文章，颇有区别于其他访谈节目的独
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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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澜，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主持人；1994年获得中国首
届主持人“金话筒奖”；1997年7月，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1998年1月：成立“杨澜工作室”；2001
年“杨澜访谈录”开播；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2001年，杨澜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
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
自2003年3月起，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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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丹·拉瑟　听从新闻良知的呼唤洪瑛　“做得好的进医院，做得不好进法院”沈冰　“每一次选择都
让我挠头。
”张悦然　“仅仅白头偕老不算幸福。
”黄奇帆　不必人人都有产权房林怀民　天人合一的安静舞者任志强　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余地邵忠
　挖掘人生故事，又不等同于娱乐八卦托马斯·米德尔霍夫  “如果不能打败它，就把它买下来吧。
”王海兵　为未来而工作王全安  女人和电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王荣轩　“成都老百姓叫我‘王
府南’。
”王石　极限运动让我痴迷武韬　既不结盟也不对抗王小慧　不做煮熟的青蛙王侠军　玻璃艺术“风
光”无限徐永光　真诚的使命感为我疗伤杨紫烨　为了所有被震撼被感动的东西郑佳明  “是非自己
来看，毁誉由别人去说。
”周梁淑怡　香港的“动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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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丹·拉瑟听从新闻良知的呼唤杨澜：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阳台望下去，正好可以看到世贸中心的原址
，六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废墟的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而实际上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美国公众的心
理上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在9·11之后，有人对美国的媒体提出了这样的质询，那就是媒体为什么没有让公众充分地了解到外界
对于美国的仇视，提出这样质询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传媒精英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
席主播丹'拉瑟，他有着四五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曾经因为报道诸多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而引人瞩
目，我在CBS纽约的总部采访了他。
杨澜：2002年正好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30周年纪念。
当时，您作为CBS新闻频道驻白宫的通讯记者，跟随总统一起去了中国。
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引用CBS当时的新闻主播华特-克朗凯特先生的话说：“记者们哪儿去了
？
都观光去了。
”您也是其中一员，对吗？
拉瑟：在那次历史性的访问中，我们确实想游览很多地方。
坦白地说，当你打算写一篇报道时，你都无法预想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但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
国之行不同。
每个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的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早期历史的原因，那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访问，因此，
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人们没有料到尼克松总统会这么做，这也是使这件事成为特大新闻的原因之一，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
在创造历史。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走下飞机对一个美国通讯记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个遥
远的星球，我想所有的通讯记者都想，或者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知道时间将很快流逝，所以在我的
双脚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多获取信息。
杨澜：当时的一切都是新闻对吗？
每件事都很新鲜？
拉瑟：是的，每件事都很新鲜。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我是消息源记者小组的成员，代表其他记者在杭州等候总统的到来。
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也在那里迎接他，而我碰巧就站在他旁边。
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他。
就在我们等候尼克松总统的时候，我们无意中聊起了中国的教育问题，聊起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希望和
梦想以及他对尼克松访华将在短期内产生的效果的看法。
这次交谈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看法，我以前从没意识到——也许我应该意识到，他的学识是那
么渊博，他对学校和教育问题是那么热衷。
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很睿智，但是周恩来的名声还没那么响，那次交谈不仅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
看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
杨澜：1997年您乘火车周游了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内陆地区，有些地方很多美国人都没去过对吗，
那次旅行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拉瑟：那次旅行太棒了，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旅行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
，他们要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到内地，这一点和我们美国的历史有些相似。
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曾试图开发内部地区，试图将它们带入工业革命和农业进步的新经济时代。
因此在那次旅行中，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而且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表明，中国会赢得这场比
赛的胜利，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表明，在人口超过十三亿的中国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巨。
杨澜：是的，昨天我住的饭店酒吧的服务员得知我是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他靠过来充满同情而又认真
地说：“哦，那里的政治局势有多差！
”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普遍看法，在美国只要一提起中国，媒体的报道总是集中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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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报道上，而且大多都是负面报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总体看法就会失衡。
拉瑟：你的问题包含了很多内容，我尽量简单作答吧。
第一，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这其中有一部分责任在于报界、媒体，这一点我是不会为
自己推脱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当然你可以说每个国家都很复
杂，但是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你说得没错，美国的确对中国有成见，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从1972
年起我就打算尽量每年去一次的，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做到，我发现中国对美国也有成见。
那时候我真想告诉每个人说，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而不是
中国对美国的成见。
这些观点和我们这些新闻界的从业人员，也不无关系，那么如何来消除这些成见呢？
例如不要对问题过度概括。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中国，中国和
美国一样，也有地区差异，它每天、每星期、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我不想离题太远，但是我也不能
不提这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我对中国的访问中，我知道中国有些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非常清楚
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他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的那些问题，例如我们在价值观、社会道德观方面的不同，美国人
民总的来说，在这些问题上至少和中国政府持不同观点。
我想说明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我们记者在世界各
地采访时必须注意自己在报道中，不要带有任何成见，那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了。
丹·拉瑟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新闻。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曾不顾生命危险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战场进行现场报道。
他性格中有非常强硬的一面，敢于挑战权威。
他曾经顶着巨大压力，报道过“水门事件”；又曾经分别与尼克松和老布什总统在公开场合发生交锋
，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他从不忍气吞声。
杨澜：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您几乎采访了每一届总统，还和其中几个有过冲突，这些冲突有没有给您
在CBS的工作带来过麻烦？
有没有人对你说：“丹，下次不要这样，给我们省点儿麻烦吧。
”拉瑟：有，次数不多但的确有过。
杨澜：您不担心您的事业也许会因此被毁吗？
拉瑟：也担心过。
当然作为一名前方记者而不是新闻主播时，当你面对的是一名位高权重的人物时，如果你企图越权或
是向权威发出挑战的话，那可能会对你的事业有害。
有时我的确会想，这回我的事业完蛋了，不过我不想让这种担心无限制地膨胀，我很幸运能在CBS工
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以前是最高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最高的，现在依然是
最高的。
老实说，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
杨澜：一次是和尼克松。
拉瑟：是的，当时我想我的记者生涯也许就要结束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那次只是我们国家内部的
问题，碰到一些麻烦也许是我活该吧。
不过这一点也许应该由其他人来做出评判。
我的第一次麻烦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任期内，你前面也提到过尼克松总统，他在中国问题上
取得了突破，还有很多其他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最后提到这一点很令人遗憾，他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违
法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基础。
作为一名驻白宫的记者，我只是努力想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者，这确实使我和尼克松总统之间发生
了至少一次直接冲突，还有一次冲突是我和当时的副总统乔治·布什，也就是后来的布什总统之间发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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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是打算竞选副总统，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一些话和事实不符。
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你想做一名好记者的话，有时候你必须问一些棘手的问题。
杨澜：我还记得乔治·布什当时反驳了您。
回想往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您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还是会更谨慎些？
拉瑟：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感到遗憾。
当然我并不希望面对当时各种各样的攻击，也不愿意处在当时那种尴尬的境地，但是我尽力了。
我总是对我自己说，至少我问了一个好问题。
当时的副总统，也就是后来的总统布什，采用了一个政治技巧来回应我的问题，这个技巧本身没有任
何问题，他所采用的技巧就是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以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反过来还要让我来回答问
题。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不上电视的记者，其实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这就是
记者的工作。
1988年那件事发生以前，还很少有人在电视上问这样棘手的问题，这才是它当时备受关注的原因。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并不值得我们这么去关注，记者向政客发难，政客拒绝回答并开始攻击
记者，这其实是很寻常的事，在自由社会里，新闻界的这种短兵相接其实并不稀奇，可是这件事当时
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在我看来反倒是不寻常的。
杨澜：两天前，我去了世贸大楼的废墟，它让我想起了那些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
想起了您在9·11恐怖袭击后所说的话，您说可能美国媒体并没有充分地告诉美国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
人们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妨碍媒体做出充分报道的呢？
拉瑟：首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你问“是什么妨碍了媒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花上几小时来谈，不过，总的来说有
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记者们自身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同样我也不会为自己开脱，这一点对那些没有出过国或是
不太出国的记者来说尤为如此。
第二，美国的新闻界有这样一种倾向，人们更关注国内的情况，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要比发生在外
国的事更感兴趣。
二战刚结束时，情况还有所不同，但是美国新闻界，任何一位诚实的观察者都不能不注意到，近几年
中，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一直在减少，而不是增加。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我们的确没有充分报道伊斯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本土美国人和海外美国人
的憎恨，以及这种憎恨的程度。
杨澜：您刚才提到“真相从不简单纯粹”，但是事实上，对于处在快节奏时代的电视观众而言，他们
希望能看一些纯粹清楚的报道，前几天我采访了西蒙·托宾先生，他曾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一职
，他说电视报道的质量比不上报纸，因为电视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它更像是主持人、明星、济济一堂
的娱乐界，充满了眼泪、轰炸和暴力。
您是否同意他的说法？
这和您一直强调的新闻质量有关吗？
拉瑟：我的看法是：这是所有美国记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称之为新闻的“好莱坞化”，我承认这个
问题在电视新闻中更为突出，但是不幸的是，它同样也影响到了美国的报界。
杨澜：亚洲也是如此。
拉瑟：这个问题和美国新闻业试图竭力吸引观众、听众和读者有关，虽然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明智。
新闻和娱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如今这种界限在电视上几乎消失了，这一点并不让人愉快，但它却
是事实。
近二十年来，随着光缆和卫星的应用，美国电视业的竞争范围日益扩大、日渐激烈，美国电视业渐渐
远离了原先的价值取向。
新闻竞争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很激烈，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质量标准
的全面下降，那么标准会低到什么程度？
在开诚布公地和你谈了这些以后，我想说的是，9·11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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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界的一些人，尤其是美国电视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我们以前基本原
则的轨道上，至少他们都愿意重新向这些原则靠近。
这一步我们才刚刚跨出，毕竟现在离9·11事件还不到一年，所以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看法，但是我相信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记者，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个自由独立、力求正义的新闻界的价值，套用一
句外交辞令：我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
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也许我们可以利用9·11的经历，重新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听从我们新闻良知的
呼唤，而不只是被市场调查和收视率牵着鼻子走。
杨澜：您当了五十年的记者，在CBS还担任了二十年的主播，您是个名人，您的生活就好像放在一台
巨大的显微镜下，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轻易不会得到别人原谅。
相比做记者而言，您觉得主播的工作怎么样？
您每天还是自己写内容提要吗？
您日常的编辑和撰稿有多详细呢？
拉瑟：我喜欢当主播，我热爱我的工作。
杨澜：您是不是很迷恋您的工作？
拉瑟：还没有达到迷恋的程度吧，我可不是工作狂，我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但是我确实深爱着我
的工作，我也很喜欢当主播。
你问我是不是更喜欢做主播，我不会这么说，这也许是因为我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为什么不呢？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年轻时，常担心做记者能不能养活自己，现在我关心的不是谋生问题
，而是工作质量问题了。
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极了，至于那些说我有偏见的指责，我的工作可以说明一切。
我在工作以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许很难使人信服，但是从我的工作中，人们可以做出判断。
我的工作会告诉你，也许你可以相信别人对我的评价，但是你至少应该清楚地知道，我很重视我的工
作，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力争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人。
9·11之后，丹·拉瑟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了含有炭疽菌的信封，他的秘书因此受到了感染，所幸没有酿
成大碍，可见一个记者现在所要面临的危险不仅出现在战争的前线，也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且
他还要面对更多比如说收视率的压力、同行的竞争、公众的挑剔、权势人物的指责，所有这一切恐怕
都不是在新闻学院里可以学到的。
然而丹·拉瑟的应对方式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LIVEWITHIT，把这些都当做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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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今中国的纪录片人，收入不多，付出不少，生活条件不优越，还要耐得住寂寞。
为的是什么呢？
是为你们。
因为，第一个纪录片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为后人留下一笔财富。
一群人走过了，也留下了。
走过的是一个时代的纷乱，留下的是纪录片人眼中的沉淀一百年后要想知道“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
样子”的，去看纪录片吧。
王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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