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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的个案按照司法判决的法律贡献、社会价值进行挑选，案件选题包括从1985年我国第一起新
闻诽谤案以来的新闻官司五十个经典个案。这些案件全部已经终审结案，也就是说都已成为历史，资
料全部来源于法院的卷宗材料。每个案件的叙述大体上由以下内容组成：纠纷的事实和诉讼的过程，
主要是个案的发生时间、缘由和经过、批评对象、批评结果或审理情况；法院的判决结果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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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

作者简介

　　刘海涛，1969年生，山东苍山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人民法院报社。多次获
得全国性新闻奖项，五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已出版专著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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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

书籍目录

梁书文：见证、书写与思考从“无冕之王”到“有冕之王”以公民和法人的名义谁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表达自由与名誉保护的二重唱密室中的交谈在屋顶被宣扬行走在“唯利是图”的胡同中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一个消费时代唇与齿的故事捍卫只属于自己的符号一封信开启的秘密与讼争虚拟世界拷问法律
空白传播有多远战场就有多大“谁主张，谁举证”与“谁报道，谁举证”面子价几何，损失赔多少新
闻源：庭上庭下，法里法外被豁免与未被豁免的当一种权力面对另一种权力⋯⋯附录参考书目述而不
作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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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

编辑推荐

本书所收的个案按照司法判决的法律贡献、社会价值进行挑选，案件选题包括从1985年我国第一起新
闻诽谤案以来的新闻官司五十个经典个案。这些案件全部已经终审结案，也就是说都已成为历史，资
料全部来源于法院的卷宗材料。每个案件的叙述大体上由以下内容组成：纠纷的事实和诉讼的过程，
主要是个案的发生时间、缘由和经过、批评对象、批评结果或审理情况；法院的判决结果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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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

精彩短评

1、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或许这就是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今年春节，因突遇五十年罕见的暴雪冻雨灾害，不能返乡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又没有亲戚可
以走动。于是，有闲暇得以读书。书是多日之前购买的《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1987—2007》（刘海
涛、郑金雄、沈荣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这本书我读的很辛苦。因为这是好厚
重的一部书， 100万字，775页。内容也颇值得字斟句酌。它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对新中国近二十年
来新闻侵权诉讼进行全面的梳理，分为概述和经典案件回顾。概述总共21节，分别从案件类型演变、
诉讼理念发展脉络、法律思维与新闻思维的冲突、新型媒体勃兴法律问题等角度进行回顾；经典案件
涉及的案件事实，全部来自法院的卷宗，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档案记录式风格，保留了所有事实
的原始面貌和信息的真实完整，无愧其中国新闻侵权诉讼第一部“断代史”的美誉。作为一名法律职
业人，不谦虚地说，这些案例我都见过，但这种以“为今后中国新闻法制定提供准确、翔实的实证资
料”的汇编成册仍有其重大意义，特别是收藏价值。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的诞生，经历了15个月，
而其中9个月，是艰难的资料收集准备阶段，作者发动全国法院系统一起挖掘历史资料，辗转各地，
翻阅每一个案件的卷宗材料，走访案件的主审法官。这本书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官司，并第一次全
面...揭秘了中国首例新闻侵权官司的来龙去脉，旨在把当时的官司细节一一还原，抢救档案，以飨后
来者。利用这个奥运年的春节假期，我通读此书，无异于徜徉在中国新闻诉讼的时空隧道中，收益良
多。因为对案例研究的喜好，这本书我的阅读顺序有所颠倒。我从后部的案例读起，然后回读前部，
更感觉三位作者在新闻诉讼研究上的独具匠心。特别是卷首以梁书文（曾任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一庭庭长，对涉新闻诉讼的两个司法解释的起草人）的采访为序，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在本书
中这篇长达20页的访谈中，回顾了中国新闻侵权诉讼的发生和发展，介绍了各种单篇的和条文化的司
法解释的出台经过，还披露了一些重大案例徐良案、海灯案、奚弘案，还有最高法院提审四川兴运公
司诉黑龙江法制报社、周林频谱公司案等一些内幕情况。另外，他对新闻侵权诉讼的某些实际和理论
问题，也谈了自己的见解，如国家机关起诉名誉权受侵害案件问题，对名誉受损作公众调查作为证据
的效力和必要问题，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最为感兴趣的是对1999年最高法院《公开审判制度
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经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等，他的看法是法庭上做记
录本来就是不需要禁止的，而这个规定的实际效果是记者做记录也要征得许可，梁说这是“考虑不周
”。这对为法官者有启发意义，相信也是广大记者的福音。 阅读更多 &rsaquo;
2、买的时候期待很大，为了对新闻官司的进展状况有个系统的了解。但看过后觉得得到的有用信息
很少，都是一些判决书，以及对相关条文的解释，比较适合学法学的人看和对新闻官司毫无了解的新
闻学的人看，如果想了解进程，看几个论文远比这个本书要强。
3、补记 可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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