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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冷观察

“任何事都有

结束的一天”
2012年12月31日，读者们将

会在报刊亭里买到最后一期《新
闻周刊》。10月18日，新闻周刊-

野兽新闻公司总编蒂娜·布朗同
首席执行官巴巴·谢蒂一道，宣
布了这家美国知名杂志纸质版
的终结日。

作为纸媒，《新闻周刊》的出
现与消失带来了同样的震撼。
1933年2月17日，第一期《新闻周
刊》惊艳登场，它史无前例地使
用了7幅图片作为杂志封面，分
别代表一周7天发生的重大新
闻。1961年，《华盛顿邮报》将其
收购，《新闻周刊》开始成为仅次
于《时代》的第二号杂志品牌。
2001年至2007年间，其每期平均
销量超过300万份，广告收入一
度超过《时代》，成为杂志之王。

《新闻周刊》的下滑几乎是
在瞬间发生的，刚刚享受完21世
纪前几年的辉煌，2008年初，杂
志销量便开始骤降。在成倍增长
的债务和批评声中，《新闻周刊》
多年累积的知名度不堪一击，很
快在读者和广告商面前失宠，到
2010年，销量已下滑到每期180

万份，3年时间缩水近一半。2012

年6月，每期销量已经下滑到157

万份。一年4000万美元的巨额亏
损已令《新闻周刊》不堪重负。

“《新闻周刊》有两位天赋异
禀的编辑，之前是乔恩·米查姆，
之后是蒂娜·布朗。”《新闻周刊·
国际版》前主编法里德·扎卡里
亚评价，“但这并不是编辑方面
的问题，而是一个商业问题。”

与80岁的《新闻周刊》相比，
4岁的野兽新闻现在拥有150万
的月独立访问量，这个数字正在
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新闻
周刊》希望像野兽新闻一样，通
过类似Apple、Kindle和Zinio这样
的终端平台，在电子版上延续自
己的寿命。

“并不能说《新闻周刊》已被
完全抛弃，它还有着惊人的品牌
价值，并在日本、墨西哥、巴基斯
坦、波兰、韩国保留了出版印刷
执照，在亚洲另外两个国家也正
在争取获得执照。”总编蒂娜·布
朗说，“任何事都有结束的一天，
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发生，而是
什么时候发生。” (宗禾)

职业新闻记者

不可取代
博客博主、“众包”(指企业

通过网络将工作分配给志愿群
体)商业模式和计算机写作的文
章都在为新媒体作出贡献，但它
们在挖掘重要新闻时却不可能
取代职业记者。这就是哥伦比亚
大学陶氏数字新闻研究中心本
周公布的一项重大研究报告所
传达的信息。这一研究报告题为

《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
研究报告的作者称，技术导

致了可获取信息量的大爆炸，经
济变化也在从正负两方面影响
新闻业。但在特定的报道中，机
器或“众包”都不能取代职业记
者。

如果大量重要工作由业余
人士或机器来做，那就不能成就
精彩的新闻报道。“精彩的新闻
就是报道可以改变社会的重要
和真实的事件。”报告的作者说，
记者“作为真相告知者、感知创
造者和解释者的角色不能被归
结为可以被取代的输入者……
我们需要的是一群全职工作者，
去报道某些地方的某些不想被
人报道的事件”。

但由于媒体发生的变化，由
广告支撑的报纸和广播新闻业
模式可能永久地改变了，这意味
着新闻“必须降低制作成本”。研
究报告作者安德森、贝尔和舍基
说：“没法保留或恢复新闻业在
过去50年间一直采取的运作模
式。”他们说，变化导致了“美国
新闻质量的下降”，并且指出：

“这个国家的新闻业会变得更
糟，而不是更好。在一些地方(主
要是没有日报的中小城市)，情
况明显会变得更糟。” (新华)

读报，
还是读屏

《圣迭戈联盟论坛报》专栏作家马修·T·霍尔

希尔克雷斯特镇某报摊的共
有人佩纳说：“你如果只能从卖报
这块得到10美元利润，报摊能生
存下去吗？不能。但我们不会停止
卖报。”佩纳在希尔克雷斯特的客
户们也不会停止买报。每天间或
有几个人问在哪里可以买报，他
总是不厌其烦地说：“街道拐角那
边的星巴克有卖。”他说：“很少有
年轻人来买报，我想每次一位老
人去世，一份报纸也跟着去了。”

佩纳说，报摊主要靠卖杂志
赚钱，尤其是高端杂志。此外也卖
明信片、小装饰品和小吃。在这个
仅有卫生间那么大面积的报摊
上，过去曾有世界各地的数百种
报纸出售，有时堆到人的肩膀那
么高。而现在只剩下几份《今日美
国》和《纽约时报》。过去，这个报
摊摊主曾拥有四个报摊，现在也
只剩下了两个。

近一段时间，圣迭戈市总共
才有四个报摊。佩纳的第二个报
摊上周歇业了，因为它所在的韦
斯特菲尔德UTC购物广场重新装
修。而由于霍尔顿购物广场内搞
建设，几个月后那里的报摊也要
搬迁或歇业了。

在霍尔顿购物广场里的那个
报摊，我见到了81岁的老人密特
鲁，12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从市
区公寓走到这里买《纽约时报》。
他买报纸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锻
炼身体，二是锻炼思维。他有一台
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
但不喜欢在屏幕上看文章。他说：

“不在屏幕上看文章跟我不在屏
幕上玩纸牌是一样的原因，我喜
欢有形的东西，喜欢用双手碰触
的真实感觉。”

霍尔顿报摊的摊主布莱克
说，只要他还做生意，他就会不断
地卖报纸。虽然星期三他卖44份7
种不同日报才赚了11美元，但他
说：“我们是报摊，报摊不能没有
报纸。”布莱克正在城区找别的地
方，看哪里适合经营报摊，他想让
他71岁的老父亲拥有的报摊在别

的地点继续存在。密特鲁说：“如
果霍尔顿报摊搬走了，我就把《纽
约时报》订到家里去。”

在圣迭戈北部公园的帕拉斯
报摊，从1949年就开始卖报纸、杂
志和其他东西了。那里卖成百上
千份杂志，报纸也差不多有那么
多。这个报摊的摊主加布巴拉说：

“我们过去卖得更多，现在这些大
约是过去的一半而已。”在顶峰时
期，这个报摊还卖很多国际性报
纸，包括8家欧洲报纸。现在，除了
一些墨西哥报纸，只有1份欧洲报
纸——— 英国《卫报》。加布巴拉说，
他无法想象自己不卖报纸的那一
天。

在旁边的马廖内(27岁)听到
我和加布巴拉的谈话，插了一句
进来，“并不是只有老人看报纸，
报纸不会消亡的。”他的这句话真
好，或许比我这篇专栏文章中的
任何一句都好。我回到办公室，对
媒体、网络和其他事物的未来都
感到很乐观。

旧习惯很难消失，什么时候
都有愿意手捧纸质报纸阅读的
人，那些关于报纸和报摊会消亡
的报道非常言过其实。

(韦盖利 编译）

《新闻周刊》，换一种形式存在
特约撰稿 陈子淳 发自美国纽约

在久负盛名的美国《新闻周
刊》宣布将于明年起停发纸版而
全部改发电子版之后，传媒行业
一片哗然，难道这是“传统纸质媒
体已穷途末路”的又一例证？

上周在华尔街，笔者曾与纽
约证券交易所负责媒体领域的分
析师萨姆·斯托沃尔有过一段短
暂的交谈。萨姆在谈到这个问题
时说：“我不认为读者的兴趣有所
转变，只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人们
都在追求最快速新鲜的资讯，像

《新闻周刊》这样的周发评论文章
销量下滑、利润下降自然可以理
解。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越来越
多的读者选择使用方便的电子版
阅读。”

“或许有人认为《新闻周刊》
停发纸质版代表着平面媒体的日

渐式微，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新
闻周刊》只是一个个例。很多的大
媒体，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
报》都没有停发纸质版。《新闻周
刊》的衰落是他们自身的经营策
略问题。当然电子媒体的发展也
是大势所趋，它的前景很好，值得
人们投资。但是这并不代表整个
平面媒体行业的衰落。”

对萨姆的看法，笔者亦有同
感。不可否认，传统纸媒发展遇到
的困境，与新兴网络电子媒体的
兴起有一定关系，却不是必然的
因果关系。即使没有新兴网络媒
体的出现，《新闻周刊》自身也处
在不断衰落的颓势中。多年前，

《新闻周刊》就因其定位古板、风
格陈旧、经营不善而出现了严重
危机，两年前不得不以1美元的象

征性价格被华盛顿邮报集团出
售。正如纽交所的分析师所说，

《新闻周刊》的衰落主要是自身经
营策略的问题。事实上，把《新闻
周刊》这一孤立事件与整个传统
媒体行业挂钩，是相当勉强的。况
且，停发纸版改发电子版也主要
是为了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只
是换一种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其实，在传统媒体被唱衰的
喧嚷声中，不乏纸媒生机盎然、获
利丰厚的例子。全美第一大报《华
尔街日报》在被传媒大亨默多克
收购之后就开始改版，不但上线
电子版，更是在传统报纸版上大
下工夫，使可读性更强并且扩大
了国际视野，目前日均发行230万
份（其中电子版近80万份）。

纸质媒体与网络新兴媒体固

有的不同特质，注定了两者并非
是一对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
系。网络新兴媒体在体现它的即
时性、互动性、便捷性等优势的同
时，也深刻地暴露出它过于细碎，
缺乏权威性等缺陷。在内容为王
的传媒界，各类网站内容的原创
性差、高度重复是难以克服的软
肋，而纸媒的优势恰恰在于其新
闻的独创、深度和权威，在于它能
真正体现“王”的价值所在。

只要传统纸媒能够坚持自身
的特长，坚持责任和理想，同时因
势而变，灵活运营，它就可以并且
应当延承重任，与网络新兴媒体
一道记录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
个篇章。

(作者系美国华尔街多媒体公
司节目主持人)

11月上旬，美国圣迭戈市仅有的两份日报声称：它们将不再摆在希尔克雷斯

特镇的报摊上零售，今后人们只有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才能读到它们了。

一个报摊如果不卖报纸，人们至少不应该称其为报摊了吧。我认为在智能手

机上读报无益于健康。听说，希尔克雷斯特的报摊摊主从两三年前就很少卖报了，

因为没有什么利润。我决定去探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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