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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可能重新洗牌
默多克已成“全民公敌”，美国媒体预测传媒帝国将倾覆
专家：默多克的“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

“这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

随着“窃听门”丑闻不断升级，如今的默多
克或许应该披上雨衣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

“口水”已经从四面八方喷涌而至。媒体纷纷
指责新闻集团的罪行“不可饶恕”，甚至有媒体
推测，默多克或难逃辞职结局，他多年打造的传
媒王国也将面临倾覆之危，世界媒体版图也将
重新洗牌。

套用一句英国小报的流行口头禅：这并
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

对于默多克的尴尬处境，《世界新闻
报》一些原来的竞争对手、英国其他报纸开
始落井下石，连日来在头版头条报道新闻
集团高管和警长落马的消息。英国《独立
报》甚至用了醒目的大标题：“下一个该谁
下台了？”《卫报》则称：“默多克家族为掩盖
恶行所付出的代价，比恶行本身的代价更
为高昂。”

就连默多克“老家”澳大利亚的媒体也
没有“心慈手软”。《悉尼先驱晨报》称：“新
闻集团的行为是在犯罪，是不可饶恕的 。”

美国媒体更是义正词严，纷纷预测称，
默多克一手打造的传媒帝国正摇摇欲坠，
可能面临“倾覆之危”。美国《时代》周刊以

“现在是默多克王朝倒闭的开始吗？”为题
评论说，“曾经一手遮天的默多克帝国，在
一连串丑闻内幕被翻出后，它的未来现在
看来是那么的不可预测”。

“默多克的‘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了，
很快会殃及身后船体其他部分的安危。”乔
治·华盛顿大学新闻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任
弗兰克·赛斯诺一针见血地说道。

预测

所谓硬币有两面，纵观此次“窃听门”
的影响，或许也有好的一面。

美国《新闻周刊》分析说，英国当局也
可能会对“窃听门”作出回应，例如将出台
某些监管新闻的管理条例。不出所料，在
英国《观察家报》刊登的一篇专访中，英国
工党领袖米利班德便呼吁朝野就修订媒体
所有权法规达成一致，力促拆分新闻集团，
以减少默多克在英国媒体市场所占份额。
与此同时，媒体过分追求“八卦新闻”的“八
卦文化”风气，可能会有所遏制。

而另一方面，《世界新闻报》的停刊，
为英国其他报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翻
身”机会，同行们自然不会放过良机。该
报停刊后的第一个周末，《星期日邮报》
便对广告客户宣布印刷了超过 300 万份
报纸，而该报平时的销量不到 200 万份；
《每日星报》据称把印刷量增加了近三
倍；而《每日邮报》则打算发行一份新报
纸，填补《世界新闻报》关闭后留下的市
场空间。据称，新报纸有望在本月内与
读者见面。

美国专家：世界媒
体版图可能重新洗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
院传播学专家迪恩·斯达克曼
称，发生在英国的“窃听门”丑
闻很可能根本性地改变美国和
全世界的媒体版图。因为，窃
听丑闻可能给规模较小的媒体
机构一个“挑战新闻集团权势”
的机会。

斯达克曼介绍说，如果证
实默多克或者他儿子和公司的
高层对下属的窃听行为知情，
联邦通信委员会可能会拒绝更
新该集团所有的 27 个广播执
照，这对新闻集团来说将是致
命打击。这次默多克旗下媒体
的窃听丑闻绝对是西方新闻史
上最肮脏的一幕。不要小看
目前社会对于窃听丑闻的谴
责，它的影响力将持续很长的
时间。至于新闻集团的实力削
弱是否最终会导致默多克帝国
的消亡，斯达克曼认为，目前还
很难预测。 据《法制晚报》

“泰坦尼克”号撞冰山 帝国面临破产
接连出招不管用

老默为何招架不住？
高管辞职、全英道歉，老默接连出招，却难以抑制新

闻集团处境的急剧恶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久经沙场

的传媒大亨招架不住呢？

曾经调查美国前总统“水门事件”的记者卡尔·伯

恩斯在美国《新闻周刊》发文表示，默多克将随心所欲

的作风带到了新闻界，并传染给了手下的新闻从业者，

结果却自食恶果，整个事件像极了当年的“水门事件”。

伯恩斯称，默多克和他的传媒王国在英美两国叱

咤风云的一大原因，便是他一手创造的“窃听文化”。

他买下的第一家英国报纸《世界新闻

报》，就是通过窃听政客名人的手机语音
信箱，揭露各种丑闻和内幕消息而出
名。同样，新闻集团旗下的《纽约邮报》、
福克斯新闻台，也以“八卦”、“哗众取宠”
和“炒作”著称。

曾在《世界新闻报》工作了多年的
霍尔也披露说，该报“高层非常鼓励员工
窃听电话，挖掘隐私”。一旦某个记者窃
听得到关于社会名流的消息，“他就等于
拿到了打开利益交易的锁匙”。非法获
取新闻线索也已成为一些英国媒体的

“潜规则”。

英国《星期日先驱报》：“谁

应该说对不起？”
美国《华尔街日报》：

“英国又一警方高官辞职” 英国《独立报》：“下一个该谁下台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伦

敦警长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