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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华莱莱士士父父子子：：
将将提提问问进进行行到到底底

葛个人意见

在在都都市市生生活活够够了了
他他选选择择隐隐居居丛丛林林

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会后，普京罕见
地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独家专访。坐在普京对面与他一对一交流的，是福克斯新闻著名主持人克里斯·
华莱士。对于这个姓氏，许多中国人并不陌生：多年前，有一名姓华莱士的记者采访过中国领导人。这
两位华莱士，其实是亲生父子关系。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继父对他影响更大

当地时间16日，在与特朗
普举行完备受世界瞩目的“普
特会”后，普京在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接受了福克斯新闻著名主
持人克里斯·华莱士的独家专
访。在采访中，华莱士保持了他
一贯的犀利风格，甚至向普京
抛出了“为什么很多反对你的
人都死了”的问题。对此，普京
四两拨千斤，一一给出答案。采
访后，华莱士对此次采访给出
了高度评价：“我干媒体这一行
快50年了，这是我做过的最精
彩的采访之一。”

这一场面似曾相识。1986
年，曾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
采访过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2000年，他又采访了中国领导
人江泽民。这些重量级采访在
让美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同
时，也让迈克·华莱士这个名字
被中国人所熟悉。

这两位采访风格极其相似
的华莱士，是一对亲父子。许多
人会认为，子承父业，克里斯·
华莱士从事新闻这行很正常。
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共同
生活过，就连父子相认也是小
华莱士十几岁时才发生的事。

克里斯·华莱士1947年出
生于芝加哥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的生父正是美国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CBS）金牌栏目“60分
钟”的知名主持人迈克·华莱
士。不过，小华莱士才1岁时，他
的父母就离婚了，他随母亲生
活。

克里斯的母亲后来嫁给了
CBS前总裁比尔·伦纳德，小华
莱士正是跟着母亲和继父长大
的。直到14岁，他才和生父华莱
士恢复联系。小华莱士曾说，继
父对他的影响远大于生父，伦
纳德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
人”。

继父是新闻公司的总裁，
这让小华莱士从小就有机会在
政治新闻中耳濡目染。1964年，
才17岁的他就参与了美国共和
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采访，给
CBS著名记者、主持人沃尔特·
克朗凯特当助手。

他和生父政见不同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小华
莱士就想好了自己的人生道
路：他起初在《波士顿环球报》
工作过一段时间，上世纪70年
代初，他决定从事电视媒体行
业。虽然早年经历与CBS不无
关系，但他并没有选择这家公
司作为主持人职业的起点。
1975年，他加入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NBC），成为一名电视记
者。在NBC，他工作了14年，主
打方向是时政新闻，还担任过
该电视台驻白宫首席记者。

不像生父老华莱士50岁才
主持“60分钟”那般“大器晚
成”，小华莱士40岁出头时就已
颇有名声，成为NBC华盛顿分
社的名记。1989年，他跳槽到美
国广播公司（ABC），同样在那
里工作了14年。到了2003年，56
岁的他加入福克斯电视台，开
始主持“福克斯周日新闻”，这
一节目的主要采访对象就是美
国政治人物，前总统克林顿、奥
巴马等人都曾在节目上接受过
他的采访。小华莱士和“福克斯
周日新闻”可谓互相成就，他总
能从受访者那里挖掘出一些隔
天能上头条的信息，而他本人
也凭借该节目拿下三次艾美
奖。

让他更加出名的，是2016
年10月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当时他担任大选最后一次电视
辩论的主持人，在电视上，民主
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
人特朗普唇枪舌剑，相互攻讦；
小华莱士则掌控大局，他向双
方抛出尖锐问题、限制双方互
相揭短，并时刻注意将话题引

到政策阐述和辩论上去，凭借
稳健的台风和主持功底在美国
大量“圈粉”。

虽然没有受到生父太多影
响，但小华莱士的主持风格却
与父亲颇为相似：他们都很喜
欢提出尖锐的问题，喜欢打破
砂锅问到底。有意思的是，他们
的政治派别并不一样，老华莱
士是倾向自由派的记者，小华
莱士却长期在保守派媒体福克
斯新闻工作，他的立场相对中
立，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留
情。

父子做回最好朋友

2005年，这对名记父子上
演了戏剧性的一幕。87岁的老
华莱士上“福克斯周日新闻”宣
传他的回忆录，采访他的正是
亲儿子小华莱士。他们那时虽
然经常通电话，但也已经几个
月没见过面了。他们在采访前
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除了例
行采访外，小华莱士问父亲：

“你怕变老吗？”老华莱士幽默
地说：“我今天刚修了下助听
器，这样就能听清你说话了。我
的眼神也不太好，但这些都不
能阻止我抽烟。其实，我不喜欢
变老。”

采访中，一个画面一闪而
过，那是老华莱士的曾孙，小华
莱士的孙子，已经3周大了。老
华莱士看着儿子的眼睛：“我爱
你，我为你自豪。”克里斯控制
住了：“好了，我们可不能在这
里哭。”

2012年，老华莱士去世，享
年93岁。小华莱士这样回忆父
亲：“他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个样子：迷人又有趣，极具挑
战性，咄咄逼人。他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记者。尽管对他而言，工
作总是第一位的，但在过去20
年间，他一直在家庭关系方面
努力。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晚
年儿孙绕膝，我现在已经开始
想念他了。”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高子明 编译

31岁的克里斯·哈伯曾经是在伦敦工
作的一名电梯工程师，他那时有着稳定的
工作、一套房子和一间公寓。在绝大多数
人看来，他过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然而，16岁便投身工作的他总觉得生
活中少了点什么，日复一日地工作、付账
单，稳定生活的背后也充满单调。直到有
一天，哈伯在网络交易平台上找到了他真
正想要的东西——— 南威尔士的丛林中，有
一块占地18 . 5英亩的土地正在出售。哈伯
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他辞去工作，卖掉
了伦敦的房子和公寓，搬到了这个离最近
的邻居也有1公里远的丛林中。

“我当电梯工程师的时候，每天的生
活就是起床、上班，周末用来社交，完全没
有时间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即便有时
间，我也已经累得不想去做。直到我做了
这个决定，才有机会真正地开始做我所喜
欢的事情。”

哈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他买的土
地上盖起一栋圆木屋，给它起名叫“霍比
特木屋”。这座房子完全是“纯手工制作”：
他先用木头搭出木屋的框架，再慢慢完
善。他买来各种工具，往返于伦敦和威尔
士之间，共计用了1000多个小时才完工。
除了螺丝、管道和屋顶的泡沫材料外，其
他都是木头、沙子、泥巴等天然或者二次
利用的材料，床和桌子都是用木头搭建
的。

哈伯表示，他完全没有再回到城市的
想法：“我觉得花掉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
间去工作、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做你想做的

事情是不合理的。在城市中，我看似挣得
不少，但要付各种各样的账单，还要被各
种各样的条款限制，根本感受不到自由。
在这里，我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我刚搬
进来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会觉得孤独，但
事实并非如此，我现在真的很快乐。”

哈伯刚开始决定要远离城市、回归自
然时，他的家人朋友并不支持他。“他们觉
得我大概是疯了，因为表面上看来，我过
得很好，我在伦敦有两套房子，还有稳定
的工作。刚开始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怀疑我
疯了，因为这个选择肯定会让我过得比之
前穷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很
快乐，家人也渐渐理解了我的决定，他们
如今也为我感到骄傲。”

选择隐居还让哈伯遇到了新的爱情。
他的前女友在他要放弃城市生活时离开
了他，但哈伯在盖房子时认识了现在的女
友多特。多特支持哈伯的决定，她每周会
陪哈伯在木屋里住上三天。“认识他时，他
正在盖屋，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发
现他所盖的木屋和传统房屋完全不同，这
太神奇了，能住在这样的地方真的很奇
妙。”多特说。

除主屋外，哈伯还盖了一间工作室，
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和水能发电，这样他就
可以开灯、烧水，甚至在他的小木屋中上
网。他估计，经过后续修缮，这个木屋大概
可以住20年。“我准备先这样过几年，看看
我的房子在不同季节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的地方。之后，我会建一个更大的工作室，
然后再盖一个可以永久居住下去的二层木
屋。”

2005年，小华莱士（左）采访老华莱士。

哈伯在他亲手盖的木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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