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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新闻奖图语》

内容概要

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代表美国新闻摄影界的最高成就，是全球新闻界关注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作品的主
题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具有恒久的意义。获奖作品加深了美国记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一致公认的最高奖项，是全球热点问题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影响波及全
球新闻界，为世界所关注。
    本书在撰写体例上，围绕获奖作品，通过“新闻背景”、“作品点评” 和“相关链接”，介绍新闻
事件和作品的来龙去脉；介绍作品的新闻价值、社会意义，分析作品的拍摄技巧，以说明作品的获奖
理由；最后介绍与新闻事件或作者相关的情况。 
    本书的出版将为我国读者认识美国新闻的特征、地位和作用，了解美国现代新闻的发展，了解美国
新闻界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报道，纵览美国现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提供一份客观、真
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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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二战前后　1942年，首届普利策新闻摄影奖颁发⋯⋯　罢工纠察线上的斗争　海难者　英雄归来　美
国国旗插上硫磺岛　瓦因科夫饭店大火　持枪的少年歹徒　明星告别球坛　特技飞行表演　平壤大桥
　“揍那个黑鬼!”　艾德雷鞋底洞穿　奇 迹　海滩悲剧　警察与儿童　审判战犯　刀剑下的政客　
六十年代的诞生　临死前的祈祷　他在枪响埘按下了快门　一场特殊的战争　欢迎到密西西比来越战
期间　然而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美好时期的梦　起死回生之吻　民主与自由　
在马丁·路德·金的追悼会上　象牙塔里的枪　走向困苦的迁徙　藏在阴影中　极其可怕的惊叫　达
卡惨案　焦土　火从天降　欣喜若狂　战斗间隙中的小憩越战后至今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　波士顿太平梯事故　献给埃迪·鲁宾逊　对昔日荣耀的玷辱　无法无天的国家　一起
电视实况转播的绑架案　小镇外的一起凶杀案　1978年的暴风雪　利比里亚政变　里根总统遇刺　埃
塞俄比亚饥荒　奥马伊拉的痛苦　驱赶费迪南德．马科斯的阴魂　女婴出井　燃烧的祖鲁人　尼日利
亚女子短跑接力赛　饥饿的小女孩　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 　水中救人　叶利钦为拉选票在舞厅跳迪斯
科　瘾君子与她的孩子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　科索沃难民　校园枪击案　火灾之后 　
“9·11”与反恐战争 　科罗拉多杜兰哥山大火　美国的移民 　在火力交叉点下　一名美军士兵在伊
拉克纳杰夫用假动作吸引狙击手　画画的伊拉克男孩反思出路　虽然当今读图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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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罢工纠察线上的斗争　　新闻背景　　1941年4月1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卫队的队长哈里·
贝内特解雇了4名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结果引发了有4000名福特工人参加的罢工，老福特立刻宣布解
雇这4000名工人。鲁瑟尔等工会领袖立刻动员5万名福特工人全部罢工。福特拒绝工人提出的要求，声
称这些条件是“卑鄙无耻”的，他绝对不会让步。　　7月1日，是工会让福特对工人们被要求作出答
复的最后期限。结果，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老福特完全接受了工人们的条件：公司不再雇
佣非工会的人员；工人的职业只有级别的不同，取消工头；恢复因参加工会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同
意工人以某种方式参与对工厂的管理；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同行业的最高水平；工会会费的不足部分
由公司解决。　　就这样，福特由工会最凶恶的敌人，一下子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这个协议被称为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劳资双方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这次大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同贝内特
手下的打手及警察发生了严重冲　　突。《底特律新闻》记者米尔顿·布鲁克斯抓拍了从冲突发展为
暴力的那一瞬间。　　这幅名为《罢工纠察线上的斗争》的作品荣获首届（1942年）普利策新闻摄影
奖。　　作品点评　　瞬间是新闻摄影的生命。摄影记者抓取的瞬间应是一个动态的瞬间，是震撼人
心的瞬间，正如著名的法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说的，是“最富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
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　　记者米尔顿·布鲁克斯拍摄的这幅名为《
罢工纠察线上的斗争》的作品就巧妙地捕捉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纠察队同该厂破坏罢工的打手
及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发展为暴力的那一瞬间，表现了工人昂扬无畏的斗志和精神。　　这幅照片自然
生动，画面布局巧妙，现场感强。照片的前景是几个义愤填膺的纠察队工人，挥舞着拳头和棍棒狠狠
地向对方砸去。照片的背景则是意欲冲上前来的模糊的人影。作品突出前景，模糊背景，既表现了工
人英勇无畏的高大形象，又暗示罢工斗争的烈火正在熊熊蔓延。确实，每个读者都会从中感受到一股
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的力量。摄影家凝住的这一瞬间，让读者有更多联想的空间和时间。　　同时，
这幅作品充满了动感，表现出一种火热斗争的气氛。一个工人抱住对手，旁边的工人挥拳相向，高举
的棍棒正在砸向对手，还有的工人意欲努力围冲过来。这就仿佛把观众也带到了事件发生的现场，亲
身体验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　　正由于这幅作品在瞬间的抓取、形象的典型化、画面布局等方面达
到了较好的统一，并且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所以它摘取了首届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桂冠。　　相关
链接　　福特汽车公司由亨利·福特先生创立于1903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1908年，福
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1913
年，福特汽车公司又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这一创举使T型车一共达到了1500万辆，缔造了
一个至今仍未被打破的世界纪录。福特先生为此被尊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1999年，《财富》
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商业巨人”，以表彰他和福特汽车公司对人类工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亨利·福特，从小就表现出机械制造方面的天赋。他生性喜爱摆弄各种机器设备，甚至在他还是个
小孩子的时候，就能把一只手表拆开再装好。他除了修理自己家里的钟表外，还替所有邻居家修理钟
表。他家的一个朋友说：“福特家的每一个钟看见亨利走过来就哆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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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实的记录历史
2、瞬间。意义
3、大半夜的看得我都要哭了。
4、挺无聊的。
5、可惜了都是黑白的
6、速读性的图书营养价值不高。不过普利策新闻奖确实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媒体在西方被成为第四权
力。
7、彩色的就更好了
8、来自图书馆。
9、一般般，我更偏爱黑镜头系列丛书
10、很多图片的背景描述不对。例如越战那张图片
11、印刷太菜
12、图书馆无意中看到的，然后就耐心的看完了全部，一般吧，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
的鲜血。
13、战争，政治，歧视，饥饿，灾难，暴力，不安，极端与疯狂。我看到许多痛苦，关系到最根本的
问题，生存。许多生活琐碎的问题被抛开，枪支弹药下，战火纷飞中，对生活的看法又是什么。这些
图片反映的是普遍的问题，社会的矛盾。我们只能面对它。
14、只看照片背景和照片就可以了，照片评论写的像小学生糊弄作业的读后感，照片印刷质量差
15、只不过是又一个美国政府的工具而已。。。
16、买对了,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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