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电视新闻界
教父级的人物

《60 分钟》的执行制片人杰

夫·法格尔说华莱士自从 40 年

前和丹·海维特创办了《60分钟》

之后，就一直是电视新闻的“心

脏和灵魂”。

★华莱士：新闻工作者
的良心是什么？

“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

题，但我们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只

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

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

是可耻的逃避行为！”

★“新闻怪杰”的采访
之道：麻烦制造者

《60 分钟》甚至曾经在一个

宣传广告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哪四个单词令骗子和无赖最为

闻风丧胆？”答案就是：“Mike

Wallace is here。”（迈克·华莱士

来了。）

美国《纽约时报》8日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新闻节目《60 分钟》的前主持人

迈克·华莱士 7 日晚去世，终年

93岁。

迈克·华莱士是谁？喜欢他

的人说华莱士是正义的化身，完

全履行了“正直、顽强、公正”的

新闻承诺；而反对者则认为他哗

众取宠、胆大妄为，弦外之音是，

他是一个少有的麻烦制造者。

华莱士喜欢和世界上强势权贵

者做一对一的较量，而擂台就是

他一手打造的《60 分钟》。华莱

士的新闻人的一生，就像他给自

己定的墓志铭一样：他粗鲁，但

公正。 据《新闻晚报》

93岁美国传奇主持人华莱士去世
他自撰墓志铭： 中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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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户”
曾专访过数十位世界领袖

华莱士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电

视节目《60 分钟》长达 38 年，之后于 2006

年退休。在他主持节目期间，先后共做过

800 多个独家调查性新闻报道，并曾在历

史性时刻专访过著名黑人民权活动家马

丁·路德·金、美国总统肯尼迪、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伊朗伊斯兰革

命领袖霍梅尼等数十位世界领袖及风云

人物。

报道称，在华莱士的职业生涯中，自肯

尼迪总统开始，到克林顿总统为止，他采访

过所有历任美国总统；他任内唯一没有采

访的总统是乔治·W·布什，华莱士讽刺他

为“林肯以外另一个永远坐在原处的总统”

（林肯的雕像是坐着的）。

犀利出名

风格尖锐，曾引发质疑

作为电视新闻全盛期的传奇人物，华

莱士创造了很多历史性时刻，他说，在访

问采访对象时，他会“在‘拷打’和求知之

间寻找一个恰好的平衡”。华莱士的成功

源于他所抛出的问题，而非节目所得到的

答案。

在追寻“水门事件”内幕时，华莱士采

访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得力助手、掌管

总统国内事务日程安排的埃利希曼，他直

接在对话中指出，对方在作伪证，“盗窃心

理治疗记录，用卧底来侦查，共谋妨碍公

正。这一切都是宣扬严肃法纪的尼克松

做的。”

埃利希曼打断了华莱士，他说：“你说

的话里面包含了问题吗？”

华莱士稍后回答了一个“没有”，但在

节目播出时，华莱士之前的话无疑吸引了

观众注意。

华莱士以尖锐犀利的风格著称，但他

的主持风格和节目内容也曾引发不少声讨

和质疑。197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拿出

了10万美元，让华莱士获得了与尼克松幕

僚长赫尔德曼的独家对话权。批评人士认

为，这是付费新闻。华莱士后来自己也承

认，这是个“糟糕的点子”。

长子遇难

他决定只做严肃新闻

1962年，他的长子皮特在希腊登山时

遇难，年仅19岁。这起悲剧成了华莱士职

业生涯的转折点，他说，儿子原本期望成为

一名作家，“所以我想，我要做些能让皮特

感到骄傲的事情。”

皮特临行前曾对华莱士说，美国精神其

实就是一种颓废精神，社会问题并不被政府

和新闻机构认真关注，而父亲的节目却让很

多人激动，因为他们在节目中看到了一丝希

望。皮特去世之后，华莱士决定，余下的半

生唯一应该做的就是严肃的新闻。

1968年 9月，华莱士的《60分钟》节目开播。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该节目已成为收视王牌。

1986 年 9 月 2 日晚，新华社播发了

一条只有100多字的短消息：“中共中央

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

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

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

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

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

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消息一出，引

得全世界一片震惊。

华莱士后来披露了这次采访的细

节。1986年初，华莱士由好友辛迪·瑞

汀博格引荐来到中国。辛迪原是美国

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后来成为毛泽

东、周恩来的好朋友。华莱士一行领略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他突发奇

想，为什么不直接采访这场改革的发起

人，从他的嘴里找到答案？于是，《60分

钟》栏目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申

请。华莱士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出乎

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北京方面正式答

复说邓小平愿意接受采访。

2000年，华莱士在北戴河见到了江

泽民。在采访中，针对中美关系、李文

和间谍案等诸多敏感问题，华莱士都毫

无避讳地问到了。两人时而针锋相对，

时而用幽默缓和气氛。

在采访中，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

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使用了气

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

起起落落，“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

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

也会多云转晴。”

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泽

民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时。李文和

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

动。华莱士说：“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

难题。”

江泽民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

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问题

转向了这位采访者，“你的看法呢?”

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做声。外界早

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

法官为李文和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

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了结。

江泽民说：“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

到了难题。”

华莱士承认：“是的，没错；我也许

不该回答。”

曾采访过
邓小平和江泽民

华莱士采访普京华莱士采访克林顿

“他粗鲁，但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