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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内容概要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
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
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
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
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泰晤士报》主编亲述事件真相，真实呈现民主体制下的公正与舆论操纵。
“只要金钱与媒体加深一天联系，言论自由就会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方式失去一点。”传统新闻业沉
浮起落的余绪，也是衡量政治、经济与媒体关系的标尺。
★ 英伦现实版《新闻编辑室》，一份伟大日报编辑的生动写照
再现报社诸君，在各种新闻报道和调查性活动中大显身手，推动公众参与和社会改革，“英国人民靠
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

★ 从《华盛顿邮报》并购案反观历史
巨变时刻的报业旧事，也是照出新闻现实之镜。由2013年《华盛顿邮报》并购案，再念默多克时代《
泰晤士报》的罪与罚，回响深远。
★《芝加哥论坛报》：“无与伦比的作品。一部伟大日报编辑的生动写照。”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杰出的作品⋯⋯所有旨在考量英国民主根基的深度人士的必备读物。”

★《伦敦书评》：“令人信服的作品，美妙的阅读之旅。非常风趣幽默⋯⋯同时又集新闻报道、精妙
故事和编辑工作于一体⋯⋯哈罗德·埃文斯对英国出版自由的贡献远胜于我们的首相。”
★《文学评论》：“有关新闻业行为与道义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时也是一本著述单份报纸特定历
史事件的最优作品。”
★《新共和》杂志：“涉及鲁珀特·默多克的作品颇多，不过大多是管中窥豹⋯⋯与此不同的是，《
底线》的作者，是一位曾经和默多克有过生死博弈的记者。”
★《时代杂志》:“身处英国新闻业之巅，弥足珍贵的生活写照：赴宴唐宁街10号，拜会白金汉宫，创
下英格兰报刊日发行量的纪录。”
★《星期日泰晤士报》：“埃文斯的故事一定让所有熟谙报业的人士惊讶不已⋯⋯他是一位勇敢、老
到的编辑。他只身战斗⋯⋯真是一本让人着迷的书。”

★亚瑟·施莱辛格二世：“引人入胜⋯⋯既是一本描写新闻出版业经历国际媒体巨头时代阵痛的佳作
，又是一册不可多得的有趣故事集。”

★《纽约时报书评》：“一本生动记述了埃文斯先生的胜利与失败的书⋯⋯引人入胜又极具警示意味
。”

★《新社会》：“辛辣的行文，逸事体写作又兼顾权威性⋯⋯佐以充满诡计、背叛、怨恨和阴谋的故
事。”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关于英伦报业顶峰的野心、阴谋和背叛的故事。充满了辛辣的漫谈和尖
酸的人物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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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作者简介

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
纵横英美媒体圈60余年，公认的最伟大的英伦报纸编辑。获国际新闻学会50大“世界新闻自由英雄奖
”。
埃文斯的报业生涯得评价：“对英国出版自由的贡献远胜过首相。”供职于《星期日泰晤士报》14年
间，开创英国调查性报道和活动性报道之先河。1982年，担任《泰晤士报》主编仅一年后，转战美国
，先后执掌《大西洋月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每日新闻报》等优质报刊。
著有两部历史类畅销书：《美国世纪》和《他们创造了美国》（又译《美国创新史》）。2009年，出
版《我的报业人生：追忆似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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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1章  《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克罗斯曼日记

新闻业不再刨根问底。它们批评政客，实则与之狼狈为奸，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们是事后诸葛亮，不
做出头鸟。20世纪7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挫败了来自开放、民主的大不列颠政府的众多干涉。
克罗斯曼案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新闻业与专制权力的碰撞，确实孕育了改变。

第2章  DC-10空难
《星期日泰晤士报》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来追查这个谎言，DC-10空难本可以避免。我们又一次在通向
终极考验的道路上几经波折。在美国的宪法体制下，一家英国报纸尝试以这种手段行使知情权尚属首
次。和反应停丑闻一样，本案的出现也伴随着相同的问题：新闻界在代表公民挑战大公司权力的道路
上要走多远？

第3章　菲尔比间谍案
政府曾对英情报部门的苏联间谍一事瞒天过海。菲尔比案的调查是“洞察力团队”的一块试金石。作
为一名前地方性报纸的主编，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中央政府如此深入地打交道。调查强度前所未有。真
相何时会在国家安全面前低头？毫无疑问，菲尔比一案表明，公众问责在未来没有自发产生的可能。

第4章　反应停丑闻
《星期日泰晤士报》对悲剧的追根溯源，使得一场宏大的官司就此拉开序幕，其结果界定了在新闻自
由和法律施用中的公众利益天平。判决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并没有过多强调新闻的出版权力，而是
把重心放在了个人获取可能影响到生活、自由和幸福的信息的权利之上。它赋予了我们一件抗衡当时
英国众多审查制度的有力武器。

第5章　世纪大拍卖
“默多克问我，你能否接受他。”汉密尔顿漫不经心地说，“我告诉他，只要他服从几个特定的担保
，你会的。”我惊得目瞪口呆。唯一的解释是，汉密尔顿曾经驯服过凯姆斯利和汤姆森，他认为自己
能在默多克身上故技重施。自从拒绝了我请他牵头的邀请后，汉密尔顿就从未考虑过我们的财团。但
他对默多克的态度却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第6章　担保
每个人都被设定成了默多克模式：汉密尔顿写私人便条支持默多克；行业协会认为公司已是默多克的
囊中之物；“铁路列车”四处失援⋯⋯并购即将提交反垄断委员会，默多克势不可当。“阻止默多克
”联盟在公司内修筑战壕，力争从默多克那里得到一个担保——编辑独立性不容侵犯。六人对抗一人
，但我们是对手吗？

第7章　比芬遗失的百万英镑
这宗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并购，仅仅花了三天时间。贸易大臣和汤姆森集团金蝉脱壳，默多克终于摘
下了面纱。“洞察力团队”前主编说：“他很清楚要如何成为泰晤士报业公司的立宪君主，并且是毅
然决然、毋庸置疑的⋯⋯一分钟前，他还面带笑容在水中游弋。弹指间，你的头就没有了，周围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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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水也被鲜血染红了。”

第8章　第十任所有者

默多克看似腼腆羞怯，实则在生意场上不惜豪赌。这位“从事卑鄙、丑陋和暴力新闻报道的不良分子
”，在英国和纽约受到的孤立显而易见。他已不再是一个新闻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进入了
道义层面。然而，“默多克失败论”常常与节节攀升的销售量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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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精彩短评

1、其实还不是很懂，很多人物背景都不了解，不过封面实在吸引了我。希望能再读一次的时候会有
更多感触
2、报纸是负责向普通大众传播正确独立信息的特殊机构·失去了这些·报纸只是一条没用的狗·向
每一位能坚持报道的独立性的主编致敬···
3、大概是British media public and ethic battle with the politics 超长扩写版吧 撒切尔夫人那一段真的看得我
乏了
4、国外亦如此，国内何须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5、白羊男发狠大概就这样，射手女的无底线。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射手，她就绝不会对号入座，所以
心大你的世界就好大。有失颜面的说一句，对我这事儿的态度基本上跟容貌的好看程度成正比，不信
她们去照照镜子。有些人是不能看到別的女性幸福的，很多人也分析过了，我是不纠缠的人，她是，
那只证明太在乎我了。
6、默多克丑闻缠身，所谓的自由新闻不过是在权利掌控下的话语扭曲
7、有关质报编辑独立性的斗争与探讨，一场持久无果的战争。国内外亦如此。行文辛辣击要害，可
惜埃文斯在当时独自迎击默多克的过程实在太无力，步步都被算计，他对一纸承诺寄予希望，但其实
从信托组织落空的那一刻结局就注定了。
8、:无
9、打着小说中的新闻编辑室推荐给我。读后感觉:完全不是一件事啊！新闻自由只是新闻编辑室所追
求的乌托邦中的一个观念啊。本书的前言是在让人没有读下去的欲望:个人恩怨也要写书啊⋯⋯
10、boring...
11、这是道白色的线，线的下边有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但是上边一定有黑色和黄色。
12、被政治力量控制 被商业利益影响 真的是走哪都一样 所以 有抱怨的时间不如就在可以的范围内做
到最好 然后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 一点点尝试扩大边界 最终只有一个年代会是结果 之前的我们都是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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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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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章节试读

1、《底线》的笔记-初版前言

        　　
《底线》现已出版

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前言（部分）

      1982年伊始，默多克前去拜会了首相撒切尔夫人。二人谈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哈罗德·埃文斯。
此时，距默多克接管《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仅10个月有余。

　　作为当时《泰晤士报》的主编，我是默多克的一块心病。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当年他曾多次在
公开场合向我保证，《泰晤士报》不会受到政治干预。讽刺的是，这些誓词最终在撒切尔政府面前让
步，并在日后帮助默多克逃过了反垄断委员会的调查。一些重要的保守党党员，包括在野党都认为，
根据《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理应就默多克的收购案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的解决
方案。

　　这并非无理的要求，与保守党对待竞争的原则也绝无出入。要知道，默多克是在求购销售量最大
的品质周报和全英最负盛名的日报。此前，他已经拥有了最畅销的日报和周报——《太阳报》和《世
界新闻报》。1979年的大选中，这两份报纸无一例外地倒向了撒切尔。1981年的收购案中，撒切尔的
意志也贯穿于政府讨论的始末。同年1月22日，她宣布这宗收购案不存在任何垄断嫌疑。默多克在撒切
尔最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支持过她，她势必会在日后为默多克保驾护航。

　　作为新一任英国贸易大臣的约翰·比芬，在他升入下议院五天之后，让事情变得稍显不同。默多
克的收购需要有条件地进行，即保证编辑的独立性。这也在默多克的意料之中。默氏的承诺让我印象
深刻，我还曾帮助他们在《泰晤士报》内部做过系统的阐述。
　　我深知默多克对待承诺小心谨慎，就像魏玛共和国发行马克一样。 1923年8月，德国马克大幅贬
值。马克兑1美元由4.2元跌至100万元；同年11月20日，价值更跌至4.2万亿元。这里借此讽刺默多克的
承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贬值，直到一文不值。但是，国务大臣为这些承诺增添了法律保障，意味着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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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背承诺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参加完下议院辩论的第二天，默多克这样和我说：“见鬼，如果我和
你说话，我就得进监狱。”

    这看起来像个天大的玩笑。“假设我能另辟蹊径，毁掉那些承诺，并且炒掉一名主编，结果会如何
？”他问召集起来的《泰晤士报》员工。“答案很简单，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也会毁于一旦。
”
　　没过多久，默多克便计上心来，把我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撒切尔。一时间，我似乎被大材
小用了，我理应担任某个更高、更有意义的公职。默多克的挫敌之道，让撒切尔很是着迷。事情也被
摆在桌面上和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讨论。

　　默多克的立场是，我不是一个好的日报主编。但他实际的中心意思却是，埃文斯不是保守党的党
员。帕金森曾对一名同事说：“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这非常重要。”在首相和党主席的眼里，我的非
党员身份增添了不可靠因素：埃文斯手中的《泰晤士报》能否一心一意地支持撒切尔和保守党？这原
本只是一个疑问，却在默多克的添油加醋下愈演愈烈。

　　马岛战争前夕，社会民主党派的崛起以及撒切尔糟糕的民意支持率，让唐宁街10号和保守党中央
办公室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党内极端主义倾向开始显现。1982年，体育协会主席迪基·季普思结束了
五年任期。帕金森四下环顾，表示要为这位前英格兰橄榄球队员寻找一名继任者。

　　可爱的帕金森注意到，滑雪是我除报纸之外的第二大爱好。使出如此一招，我一来不会怀疑这是
骗局，二来也能欣然接受。可惜的是，我对和季普思纠缠争球没有兴趣。后者不久便成功连任。我
才53岁，从来就没有想过早早地从新闻业退休。

　　默多克没有就此罢手，他一直在寻找支开我的正当理由。在《泰晤士报》内部，默多克找到了他
的秘密武器。报纸易主不久，一些改变多少会引发不安。他利用这一点，否决了议会赋予我的编辑自
由，打破了他对议会的承诺，并且离间了我与我的副手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
自打我担任主编开始，默多克就希望《泰晤士报》能成为撒切尔在英国的骁勇战士，充当在美国的里
根的坚强后盾。尽管在通向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发生了些许奇怪的事件。可最终，事情却逐步演变成与
崛起的社会民主党的冲突。

2、《底线》的笔记-第7页

        事实是，默多克先生的媒体权力直接为政党服务。作为回报，政府对他在议会上的违法行为也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到目前为止，撒切尔夫人的演讲都带有媒体偏见。在其他领域，她坚信权力的积累
对民主不利，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却变了基调？

原因很简单，撒切尔夫人希望通过不正当的干预，确立起稳固的政治同盟，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默
多克也是她欣赏的那种掠夺者。他的勇猛冲劲和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蔑视，将撒切尔引入歧途，以至于
她会认为于默氏利，亦是于国利。

3、《底线》的笔记-第19页

        民主政治中，微小的改变至关重要——判例法的附加部分难以理解，其主要原则实属拼凑之举，
其应用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公众情绪又容易受到诱导；厚颜无耻的行为肆意横行却无人问津，直至
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一种习惯。战后的英国新闻业盲目无知且视野狭隘：通俗报刊往往借助竞选、低级
趣味甚至侵害个人隐私等手段小题大做；通俗周报的腐化性和劣根性暴露无遗；质报的新闻工作毫无
生气，报纸反复引用演讲和声明，在公共事务上报喜不报忧，甚至错把庄重当严肃。

新闻业不再刨根问底。它们批评政客，实则与之狼狈为奸，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们是事后诸葛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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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做出头鸟。

4、《底线》的笔记-第5页

            我们每每涉足充满困难和争议的新闻工作时，罗伊·汤姆森就会受到政客和各界的质问，他却
总是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印在一张卡片上，放在他随身的口袋里已有25年了。他谓之“信条”
。

   “我要着重强调，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从任何汤姆森集团旗下的报纸收买或影响编辑的支持
。每份报纸都要通过自己的方式，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在没有汤姆森集团总办公室的建议、审议
或引导下，自觉践行上述规定。如果一份报纸的社论专栏，无法在技艺精湛和富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
者手下自由、独立地运作，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常态可言。我的政策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如既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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