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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

内容概要

《你我之间:迈克·华莱士回忆录》内容为：这是一本个人回忆录。迈克?华莱士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
纪40年代，持续了长达60多年的个人辉煌。这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风起云涌的时期：二战结束，美
国国内包括种族冲突、妇女解放运动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民权运动兴起，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政治事
件层出不穷⋯⋯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华莱士幸运地旁观和记录了这些历史瞬间。面对那些改变和试图
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人物之时，他冷静，甚至近乎冷酷地以自己尖锐的发问，刺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追寻着事件的背后真相。
这是一本新闻实战手册。《你我之间:迈克·华莱士回忆录》深度解读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深度电视报
道节目——《60分钟》制作过程，以及这位老牌记者如何选取报道题材和角度，在揭露和调查性报道
时使用各种技巧，在采访中步步紧逼、直击事件核心的。
这更是一本了解当代西方媒体体制的参考案例。在美国当代社会，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公司商业利益
、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在这种冲突中，迈克·华莱士的职业良心和个
人情感承受着来自公司体制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他个人的妥协和抗争、他与“战友”之间或经历考
验、或破裂的同志友情，真实地再现了这个以“无冕之王”和“正义之士”自诩的群体内心的矛盾与
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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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

作者简介

迈克&#8226;华莱士，美国王牌电视人，CBS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明星记者、节目主持人和业界常
青树．他风格尖锐、辛辣而独到，是美国新闻界最富争议和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之一。中国文革结束后
，华莱士代表CBS采访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成为轰动整个世界的政治大事件《人民日报》随后刊
发部分内容，这是邓小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西方电视媒体专访。华莱士由此成为让西方世界了解
“红色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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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美国总统们第二章  美国的第一家庭第三章  美国的种族问题第四章  影响中东局势的风云
人物第五章  偶像和艺术家第六章  社会丑闻调查：恶棍和诈骗犯第七章  将军和吹哨者第八章  大众情
人们第九章  其他名人们尾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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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国总统们约翰·F·肯尼迪 从地方台栏目跳到全美电视网的过程中，我和特德·耶茨决心保
持《深夜追击》那种直率甚至挑衅的节目风格。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做比说难得多。我们面临的问
题之一是，《深夜追击》已经丧失了在前一个秋季中那种令人惊奇的元素。我们的名气先于我们到
达ABc，不少预期中的受访人开始担心在全国电视网上被一个叫迈克·华莱士的家伙严加盘问，苛刻
的评论家给予此人一个诨名一“电视宗教审判所可怕的托尔克马达”。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
寻找能让全美观众感兴趣的人物。但是我高兴地说，在ABc的前几个月里，我们还能为《迈克·华莱
士访谈》约到各色嘉宾，包括菲利普·怀利、玛格丽特·桑格、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样的社会精
英，匪徒迈克·科恩、脱衣舞娘莉莉·圣西尔这样的底层人物，和一双好莱坞妖妇（杰恩·曼斯菲尔
德和莎莎·嘉宝）。然而，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不久就意识到，一旦踏上全美的广播电视
平台，我们就进入了一块比第五频道更加变幻莫测的领域。既然我们面对的是全美观众，风险就要高
得多，我们曾几次遭遇引起诽谤诉讼威胁的险境。其中一次纠纷是我们在采访华盛顿专栏作家、“扒
粪者”德鲁·皮尔森时引起的。当时，辛迪加专栏作家在所有印刷媒体中是最有势力的。华盛顿的许
多专栏作家把自己看做无所不知的人，总是喜欢武断地发表高论，却不作任何调查。但皮尔森是一个
坚守新闻传统的记者，他擅长挖掘华府政界的丑闻，并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最可怕的记者。除了热衷
揭丑外，他也以行事鲁莽出名。至少曾有过两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公开指
控他是个惯常的撒谎者，但是，没有人会比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的措辞更严厉。在一次
面向参议员的演讲中，肯尼思·麦凯勒公然抨击皮尔森“是个无知的撒谎者、懦弱的撒谎者、卑劣的
撒谎者、成年后一直在撒谎的人、职业的撒谎者、白天和夜里都在撒谎的人”。在采访中，我自然会
问皮尔森，他本人是否真如这些尖刻的形容词所描述的，他自然予以否认。然后，我们谈到政治和下
一届的总统选举。我们俩都认为，尼克松有可能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向预测
谁有可能成为他的对手，我指出可能是“民主党的魅力男孩——杰克·肯尼迪参议员”。尽管，我对
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所知甚少，但对他却有某种情感上的认同，因为我们有相似的背景——
都在波士顿郊外的布鲁克林区长大，住在同一个社区。在这里，我想花点时间详细说说这段渊源。多
年来，我常把我青少年时期待过的布鲁克林区描述为“爱尔兰革命家和犹太老板的小镇”。我和肯尼
迪的家庭就是两个典型案例。我是弗兰克·华莱士和吉娜·华莱士夫妇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孩子，他
们俩是19世纪从沙俄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小镇逃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比肯尼迪的先祖从爱尔兰来新大陆
晚了80多年。我父亲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经纪人，到我1918年出生时，我们一家定居在布鲁克林
区。这里是处于上升期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们的避难所，他们在民风傲慢的波士顿其他街区不受欢迎
，这个城市素以在意社会等级的势利而臭名远扬。这些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的移民家庭不想冲
击这个傲慢的老贵族家族和美国新教徒的大本营，他们选择聚居在更具包容性的社区，最吸引他们的
就是市郊的布鲁克林区。约瑟夫和罗丝·肯尼迪夫妇在1914年结婚后就搬到布鲁克林区，他们家离我
们在奥斯伯思街的房子只隔一个街区。杰克·肯尼迪比我大一岁，我们上同一所社区小学。等我后来
告诉别人，我和肯尼迪是“爱德华·德夫逊”（英语中，德夫逊意为“奉献”）小学的校友时，他们
大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所天主教会学校，可见人们对布鲁克林区的光荣历史知道得有多么少！爱德华
·德夫逊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英雄。在那个晚上，保罗·里维尔骑马经过波士顿及邻近的小镇，而
他的朋友兼战友、爱国志士德夫逊骑马飞奔传递警报，告诉当地百姓“英国人来了”，他经过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布鲁克林。我自己猜想德夫逊骑马报警的故事不那么为人所知是因为朗费罗的缘故，因为
，他多年后坐下创作他那首著名的叙事诗时，选择了里维尔作为他笔下使之永垂不朽的骑兵形象。几
年前，我在一个社交场合碰到主动来与我攀谈的罗伯特·克拉夫特——颇有进取之心的“新英格兰爱
国者队”老板，该队是21世纪赢得三次“超级杯”的第一支球队。我对他所知甚少，不知道他也来自
布鲁克林区，所以当我得知他也在这个区长大、也是爱德华·德夫逊小学的学生时感到很吃惊，尽管
他的年纪比我和肯尼迪要小得多。之后他问我近来是否回过母校，我说还没有，他告诉我值得拜访一
下——学校把三位杰出校友的照片挂在了学校入口处，分别是克拉夫特、肯尼迪还有我。“我的照片
挂在最上面。”他有些乐滋滋地声明，“因为我们三个中，我的学分是最高的。然后是你——你的学
分是排在第二。你下面是肯尼迪。”我谢谢他与我分享来自故乡的消息，接着我说，这大概是肯尼迪
一生中唯一一次排名老三，而且是最后一名。尽管我和肯尼迪年纪相仿，住同一个社区、上同一所小
学，但我们俩的人生轨迹在布鲁克林区几乎从未相交过。我相信，他家如果没搬走，我可能有机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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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

他有更多了解。约瑟夫在投行和其他事业上发了大财之后，把目光投向了更令人兴奋的领域。1927年
，当杰克·肯尼迪10岁、我9岁时，肯尼迪家族搬到了河谷地区，再后来住进了纽约城的高档社区。杰
克·肯尼迪在那里走向辉煌的成就：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英雄，1946年成功竞选上国会议员席位，6年
之后赢得参议员席位，到1957年，他已是一颗迅速升起的政治明星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民主党的总
统候选人名单上。这也把我带回到我在该年12月对德鲁·皮尔森做的专访中。我把肯尼迪称之为他所
在党派的“魅力男孩”，并谈到了参议员和他那位颇具争议性的父亲。华莱士：在10月27日的专栏文
章中，你提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父亲——我在这里引用你的原文——“信奉麦卡锡主义的百万富翁老
爸，性格暴躁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把大笔钱花在宣传机器上为杰克造势。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
有一个总统竞选人像他那样在公关宣传上这么不惜血本。”你认为，除了约瑟夫想看到杰克当上美利
坚的总统这个事实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皮尔森：在我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
，无论为了谋取何种职位都不该像那样大肆造势宣传。杰克·肯尼迪的确是个优秀的年轻人，形象也
很好，但他并没有像宣传中吹得那么好，而且，据我所知，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靠捉笔带刀拿到普利
策奖的人，这也说明了这些公关宣传有多么夸大其词。华莱士：那本书是谁替他写的呢？皮尔森：我
现在一下子想不起这个名字。华莱士：德鲁，你肯定吗？皮尔森：我肯定。华莱士：你肯定《当仁不
让》是有人替肯尼迪参议员代写的？皮尔森：我肯定。华莱士：作者真是另有其人？皮尔森：是的。
华莱士：而他——肯尼迪却凭这个获得了普利策奖。皮尔森：的确如此。华莱士：他自己从没有公开
承认过这个事实？皮尔森：是的。第二天，肯尼迪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向我们索要访谈记录。大约一
天后，我的老板——ABC电视台总裁奥利弗·特雷兹在总裁办公室开了一个会，我没有被邀请参加，
出席的有鲍勃·肯尼迪和华盛顿名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他的尊贵客户名单上有一长串社会名流
的名字，也包括肯尼迪家族。他们来见特雷兹的目的，是要求皮尔森和／或我就《当仁不让》著作权
的言论在广播中作出公开道歉。在这期问，我极力劝说皮尔森说出替肯尼迪捉笔带刀人的名字。他和
线人协商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一个名叫特德·索伦森的年轻人写的，他是参议员身边的工作
人员。几年后，索伦森成为肯尼迪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演讲撰稿人，但在1957年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
辈，公众对他一无所知。肯尼迪在《当仁不让》一书的前言中提到他的名字，说他为书中“资料的收
集和整理提供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帮助”，那是肯尼迪承认别人功劳的极限了。皮尔森拒绝就此事道歉
，我也一样，但广播公司的管理层却不愿支持我们。在诽谤诉讼的威胁下，特雷兹选择自己出面道歉
，更为彻底的妥协是，他竟然同意由克利福德来决定道歉的内容。于是，在我们下次节目播出之前
，ABc电视台的总裁出现在镜头前，他照本宣读由肯尼迪的律师撰写的道歉声明。此外，特雷兹还说
：“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由此给一位著名公务员、书的作者的名誉所带来的严重伤害，我们深表歉意
。”看到我的老板对肯尼迪家族妥协到这个地步，我被激怒了。我知道，ABC的道歉声明对皮尔森而
言是一种侮辱。尽管他一直以“放炮”出名，却是个老练的记者，对诉讼并不陌生。多年来，他遭遇
过不少诽谤诉讼官司，但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来自肯尼迪家族的所谓威胁，我相信不过是
一种讹诈手段。 这起公案还有一段附笔。1991年春，我为《60分钟》采访克拉克·克利福德。他那时
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曾经漫长而辉煌的事业已步人黄昏阶段。在他的鼎盛时期，克利福德曾是最有
影响力的总统顾问之一，直通华盛顿的权力中心。我在那年春天采访他时，他刚刚写完自传《总统的
辩护律师》。主要的采访内容集中在他和与他相交甚密的三位最具活力的民主党总统之间的关系上，
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但是，《60分钟》的观众没在节目中看到的，是
我们就1957年德鲁·皮尔森事件的谈话。时隔34年后，克利福德向我透露肯尼迪家族当时有多么恼怒
。我的电话响了，是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他说：“我必须立刻见你。”然后，他来我的办公室说：
“我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书名是《当仁不让》。德鲁·皮尔森说那不是我写的，这让我很不高兴。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他的父亲打给肯尼迪参议员的。参议员拿着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
“爸爸，我让克拉克来接电话。”我接过话筒，老肯尼迪说：“我是肯尼迪大使。”我说：“您好，
大使先生。”然后他说：“向那群混账索赔5500万美元！”回忆这一切时，克拉克会心大笑。接着，
他向这位前大使先生保证：“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但是，前大使先生还在不停地重复着——“向
那群混账索赔5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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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50年代，电视还处于黑白图像时代，人们只把它当做一种下班后闲聊之余再了解点新闻动向的
时髦消遣方式。但是，我的同事特德·耶茨却冒出了一个新点子——在电视上作访谈，以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当时，我在纽约电视台第五频道主持11点档的新闻节目，特德是该节目的制片人。纽约电视
台另外还有两位王牌节目主持人，厄尼·科瓦奇和索皮·塞尔。电视台的经理认为这是个值得一试的
主意（回想起来，那时的人们似乎认为每个新想法都值得尝试一番）。1956年10月，我们结合新闻报
道形式研制出一个新的电视试验品，冠之以《深夜追击》。栏目名出自耶茨的创意，创新的灵感也同
样源自于他。特德是个瘦高个儿的男人，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全身上下散发着西部牛仔大胆无惧的
气息。他还真是个西部牛仔。特德出生于怀俄明州，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夏延族印第安人聚集区度过
，那里靠近拥有大片旷野和牛群的所谓美国西部。后来，特德一家搬到美国东部，他在纽约长大成人
，再后来干上电视新闻报道这一行，而不是骑着马在群山峻岭中四处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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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各国首脑，到艺术名流，再到流氓恶棍，无论是声明显赫之辈，还是臭名昭著之徒，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密友。　　——迈克·华莱士

Page 8



《你我之间》

编辑推荐

《你我之间:迈克·华莱士回忆录》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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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赞的，特别巧合一个事儿。。早上刚在南方周末看了这个老头的一个报道。在会上，主编就说
。给大家一人买本华莱士吧。然后缺货，等了好久才到。
老头儿很犀利，做新闻就该这样。好书。
2、书有些脏，但不影响，很好的书
3、对学迈克 华莱士这种专业的读者来说  读读人家的传记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中了解其职业生涯背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对学新闻的孩子来说  却有值得借鉴与学习的
地方
走近华莱士  告诉你不一样的职场与为人、处事的故事
4、等重读
5、一个老头子的絮絮叨叨。ps应该是google翻译的吧？“我们吃了谦卑的馅饼”
6、没有很多感触，故事还可以，可能翻译的不好
7、好奇之下买来看的，华莱士作为新闻人，60年的奉献和对各方压力表现出的坦然着实令人钦佩。这
本书使人读来受益，不仅内容，更是其中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媒体责任感，引人深思。
8、中信的策划文案有点文不对题，但并不影响书本身的精彩~各种情景再现、情景假设和借花献佛等
采访技巧看得很爽~
9、无料可报。期待“华莱士，我跟他谈笑风生”八卦。
10、一直喜欢的老头儿，书翻译的却很怪
11、他媽的亂翻 光是書名就很有空間 翻“你知我知”不是很好？！
12、对写稿子毫无助益，伤不起。。。
13、真的像翻译软件写的
14、看完半个月左右了，中间跳过了一些章节，感触挺深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记者抱怨受国内
新闻体制所限，不敢讲很多话，只得走主旋律。美国的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至少比咱国家大吧？华莱
士还是属于私人媒体集团，但人一样面对很多威胁、诉讼、警告、炒鱿鱼、甚至是牢狱之灾，但为什
么他就可以做出这么多牛逼的访问？问出这么多牛逼的问题？一句话，新闻自由的很多空间是靠记者
自身的智慧和勇气去争取来的！
15、55
16、又一次思考新闻专业主义的边界。过度看重Watchdog的角色，是否会给社会带来更多负担？
17、很不错的书，很值得推广
18、又一个犹太人，这本自传谈不上精彩，比他得节目逊色多了。其实看他的节目会更好。突然间发
现，美国人很长寿，而且都是那种过90奔100去的长寿。所以你看到这些各行各业成功男士，都在70以
后，开始自己事业、生活的第二春。美国的犹太名人榜又多了一位，《纽约时报》的拥有者Sulzberger
家族也是犹太人。
19、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真的是爱不释手，绝对值得再次阅读。之前我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断断续续，
没有掌握整体。而这本书给了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那个时代的人物（包括迈克自己）的身上挖
掘时代对他们的影响。将我脑海里那些零零散散的人物、事件贯穿起来——这就是一部美国20世纪的
历史画册！
20、华莱士说自己的墓志铭是“粗暴——但是，公正”。的确，他是粗暴的、尖锐的、直率的，始终
秉承着自己的电视新闻道德，极致追求最真实的访谈。然而，作为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
一人，华莱士却没有将采访邓小平写进回忆录，这难免让人遗憾。
21、想买这本书很久了 终于在网上买到了 不过很可惜的是 没包装。。
22、可爱的小老头~
23、献给迪克萨兰特，感谢他在1963年任CBS新闻频道总裁时给了我一份他知道我渴望已久的工作，
和一种我渴望已久的人生
24、新闻梦想，当如莫罗与迈克。
25、他工作中与朋友的一些交往体现了他的为人，粗暴但是公正是他性格最好的写实。
26、是一本政治性很强、很专业的书，如果是在这方面有研究，到时获益匪浅的，而如果是抱着广泛
涉猎的心态，最好还是别碰，专业性太强，看久了会觉得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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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内容比较粗糙  感觉《看见》更适合中国读者
28、还可以，内容比较丰富。
29、在凤凰周刊看到一边关于写迈克华莱士的文章，读后对他很感兴趣，知道他出了自传，就来当当
看看有没有，还真的有，很高兴
30、还不错的一本书！感觉华莱士在访问时还是很强势～
31、要是有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的碟片就好了
32、迈克华莱士私人工作经历重要人物回顾，记者——这个称谓以及华莱士对这个称谓的尊敬和珍惜
值得新闻界深思。
33、没想象的好看...
34、时势造英雄，电视媒体的强势造就了华莱士。
35、也许是翻译的原因吧，语言不是很有质感，采访没有预期精彩，不如直接看华莱士的经典新闻作
品。不过，也确实是能看到另一个不同的华莱士。
36、好久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书了。其中读出对个人行为的认真思考和对工作的严肃对待。
37、很好的两本书。值得一看
38、崇敬的一位有良心的人
39、新闻系的学生必看，其实，多看看访谈录也没什么不好，走上岗位也能迅速熟悉。
40、回忆录写得相当不走心啊。。。提到他和唐休伊特的一次不快，他的节目因为暗访偷拍等手段被
同行质疑。看他的访谈也可以明确感受到这家伙其实非常爱煽情，在极其犀利的提问方式背后，他知
道怎么样能让节目好看。
41、很早以前就想买的书，先读读看吧
42、看过芭芭拉的回忆录，感觉到了美国电视传媒的影响。再看看这位“无冕之王”所享受的崇高地
位，感受一下媒体的影响力量。
43、刚看了几页就被内容吸引了，不仅因为华莱士采访过的人物，更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访问风格！书
很不错，推荐！
44、就是书皮有点脏。
45、没啥意思⋯⋯
46、还没度过诶，不过看着好像不错哦
47、名过于实。
48、一本好书，你我共勉
49、很一般很一般
50、内容越往后越有点单调，怎么不写写和江泽民的故事呢？
51、一个游戏人间的老男人 直面各式人物 提出问题 你我之间
52、没有谈到那次采访啊！
53、作为美国见多识广的主持人，其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值得研读的书，而由他在屏幕下再来详述不能
上屏幕的内容，不可谓不是传奇！
54、一本值得一读的回忆录，有一定史料价值
55、唯可惜过重的翻译痕迹（中信出版社的风格一贯如此）。

56、这个精力旺盛的老头子一点都没有准备退休的迹象——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年轻人找工作不易
的时代，他的确抢走了很多人的饭碗。尽管如此，他出的书倒是很有可能养活了出版商和发行商一干
人等。必须承认，他的书读起来是一种享受，他超过六十年作为记者的阅历以及银幕外不为人知的点
点滴滴，让这个人变得丰满起来，并且也可以从侧面窥视到美国自二战以来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轨迹
。华莱士几乎采访过每一项重要变革中的重要人物，这六十年来能跳出名字来的“名人”，不管是名
誉扫地还是受人追捧，不管是地痞流氓还是政界精英，不管皮肤的颜色或者是性别，他们似乎都以曾
经接受过华莱士的采访为荣，他们都在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下理屈词穷破绽百出，但是极少例
外的他们都认为华莱士是他们能够信任的人。作为一个长寿而顽强的老头子，华莱士的记者生涯也并
非顺风顺水，他的节目风格就注定了常常遭人毁誉，常常吃官司，为此得过抑郁症，但是他总是能走
出阴影，每每精神抖擞的开始另一个依旧会遭人毁誉并且极有可能吃官司的采访。回看这长长的六十
年，那些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改变了历史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执著。玛格丽特桑格，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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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金，杰弗里威根德，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之所以被后人铭记，是因为他们在逆势中永远不退缩，
怀抱理想勇往直前，哪怕头破血流为此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但是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立
法，改变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历史。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是那些傻头傻脑的卫道士们牺
牲的结果，他们秉承对正义的执著和严格的自我道德约束努力地进行着在当时看来注定失败的运动。
作为重要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参与者，华莱士也具有这样的秉赋。当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电视台股东
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迸发到极点的时候，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才将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公布于众。在西方，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这个称号赋予的不是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赞誉，职业
本身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样的称谓的，他代表的是那一群执著于理想和正义的人们的付出，是他们
过去的行为获得的集体荣誉，华莱士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一位。文章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3b73a0100ep5j.html
57、看看华莱士锋芒毕露的提问与对谈
58、一个人如果把一种精神作为使命，他必将不朽，华莱士的使命便是新闻自由
59、翻译很烂 烂到几乎可以猜出背后的英文句式是什么样子的；看完后又默默地重温了一遍某经典视
频 华莱士是个“粗鲁——然而，公正”的老头。
60、早就想买这本书了但因为考研没有时间看，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看了
61、买这本书缘起是华莱士的去世,在百度了其生平后果断买了这本书,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细读只是略
概得翻了了一下.很期待!
62、遐想后日蛾眉，两山横黛，谈笑风生颊。
63、真的很喜欢华莱士。。。。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啊
64、回忆录很深刻 很好看
65、主要是讲述他的一生,及其重要谈话,内容挺好的,
66、不错，看到美国记者的专业，要是中国记者也能有这样的觉悟，会更加感动
67、受益匪浅，但内容过于少，意犹未尽
68、令人敬佩的主持人
69、美国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有华莱士这样的记者的存在，多年来一直坚持寻找真相，报道丑闻，华
莱士作为一个记者，把无冕之王做到了极致。不得不佩服犹太人，也佩服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70、有些书只能看一遍这本书可以看上好几遍
71、好喜欢华莱士呀，聪明睿智，真诚大方。很有范儿的老牌记者，大爱。
72、对华莱士的人生而言，这书明显太短。没有嚼到尖锐的味道。失望。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也没有看到 “西方的华莱士，我跟他谈笑风声”那位同学的访谈。
73、犀利的话语，直截了当！
74、很好看，有意思，就是访谈的的篇幅不多
75、看过乔姆斯基的舆论学作品，很有见地 希望这本书能让我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特别是这位“独
特”的美国记者如何看待新闻与舆论。。。
76、不如之前的回忆录
77、好书，很有价值，推荐！
78、这是一个关于粗暴然而公正的怪老头与他的采访对象们的故事
79、看了他对江泽民的采访，非常精彩，才打算读他的自传。挺薄的一本书，讲了几段重要的，对他
而言印象深刻的采访，以及前后背景。不过读起来感觉不够过瘾，不知差了些什么。但是是一本很有
美国精神的书，感兴趣的不妨看看
80、没来得及仔细看，但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81、一直都想买，可惜缺货，终于等到有货了，今天刚收到就来写评论了，非常非常喜欢，值得一看
，值得收藏
82、书还没看完 但能看出来质量不错
83、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到最近五年，站在新闻的角度，站在“人”的角度，勾勒出世界的政治
格局，这是我得到的最大收获。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轮廓的索引，一件件事、还有关联，如果想了解
详细的话，可以再去找相关的书来读。给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格局。只不过不知道是翻译不好还是英文
语言的风格，所有采访的对话记录，都没有觉得特别精彩的句子。有点遗憾。把新闻做成这样，这辈
子真的很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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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和不同人的对话 但都很有刺的内容
85、内容精采，适合传媒人士阅读，也适合一般人阅读，《60分钟》对中国传媒的影响与《光荣和梦
想》齐名！
86、读的时候没啥乐趣。。。
87、这类自传总是翻译得特别烂，特别烂。
88、刚刚去世了的美国新闻记者主持人，采访过邓小平啊~
89、能揭示不一样的媒体层面，社会形形色色的你我之间
90、美国的华莱士的确是高明的不知道哪里去了。 《新闻编辑室》里的麦卡沃伊应该是他的改编吧。
91、很是不错，可以看到更多
92、美国记者，讲好故事得是及格线吧，倒是挺好读的，断断续续零散着看两天足够了，可就是语言
不那么好，注释不少，可总感觉没注到点子上，这本书里讲的很多台前幕后的事儿总觉得写得蜻蜓点
水，翻译的时候除了文本本身，其实好多原语言文化里大家熟知的背景知识不妨在翻译的时候稍加注
解，这样呈现出来的文章会更完整些；部分段落读着读者几乎可以同时看到英文，好吧，直译果然是
最省事的，可对于读者来说，难免有种看着熟悉的文字别别扭扭排列的感觉，不舒服~没读原著无法
评论，这个译本实在是很一般~
93、我本来是怀着很高的兴趣看的,看了之后有点小失望,没有显示出华莱士辛辣的作风.　最神奇的是
译者注:阿尔-卡彭(1899~1947),却说他在1939年去世,那八年他干嘛去了
94、每一个跨越了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备受争议的
他们有自己天才的一面同时世人尖锐的责难的一面
众多的名人的光环背后无法掩饰的耀眼的光芒
摸索着一步一步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打拼前行

以前看见过一句话
聪明的人看成功的人最先是看到的是他做事的方法
愚蠢的人看成功的人最先是看到的是他身家是如何

读一本书 读的不仅是那些文字 更是文字背后的思想和思考
并加以自己的行动
95、写得不怎么生动，人物到堆砌了很多，但是总感觉没什么故事。采访的内容只有些片段，还想着
看看华莱士怎么采访的呢。
96、帮别人买的，同事说挺好的。
97、今天收到的  只书本不是非常整洁,其他还好 满意
98、电视工业说：要有光！于是华莱士出现了。
99、温水煮青蛙。
100、没有愚蠢的提问，只有愚蠢的回答。
101、推荐大家看看哦，很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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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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