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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编了“深圳空难：飞机断成三截”、“追问洛阳大火”、“我们的勇气与抗争精神”、“穷孩子迈
不进大学校门？”等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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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十几年前的书，稿子有些旧，有些现在看也一般，有些现在根本发不出来。重温激情。
2、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3、2000年，2月25日
《向东，向北，向南......》
4、论文终于结束⋯⋯
5、超值的书，虽然有电子光盘，但还是买了，而且是特价买
6、办报人总是会带着悲情色彩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回家吧、回家吧 带着温暖带
着爱”、“乡党委含泪上书 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若干年前的南周，
一次次的书写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引来无数朝拜者,而改朝换代后的南周,却淹没在一片口水中，她
能走向复兴吗？
7、记录勇气
8、貌似没看完，不过很震动了，似乎哭了
9、越发的气愤！政府权限的合理范围及监督的有效执行和司法的独立性、、、值得深思！！！
10、江艺平时代
11、南周最辉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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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几天，陆续地看后台二，看到了其中的现任南周大编辑李红平写了一篇关于前南周的文章——
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三道招牌菜。看了此文，里面提到了南周的头版问题，不由得又想起这本书，书是
我在图书馆看到的，上下两本，前后看了两遍，觉得可以扯一扯自己的感想。先说大编辑的看法：李
红平在文中说，在老周末人聚会时，江艺平老师说她任主编期间对周末印象最深的稿子，第一篇是陈
菊红的《文湘莉在1997的最后三天》，第二篇是余刘文、长平的《昆明在呐喊——铲除孙小果》，第
三篇是鄢烈山的头版国庆评论《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下来想想，发现江老师选择的这三篇稿子
分别代表了新闻的三种风格：第一篇是对一个并不是太张扬的新闻事件，发现它的独特价值和角度，
然后再用一种很好的文笔去叙述它；第二篇则是典型的靠曝猛料取胜的揭露性报道；第三篇则以逻辑
思维和见识取胜。在南方周末的巅峰时期，第二种风格显然给外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南周赢
得最广大销量的招牌菜，并树立了它在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公信力。然而，这一成功发展到后来
也变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就是它持续需要猛料、而且最好是越来越猛的料来在头版刺激市场，赢得
高销量，不然，销量就会下滑，在内部的士气也会变得低落。客观地说，南方周末后来不断出现风波
，固然有环境收紧的因素在其中，但南方周末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路径依赖恐怕也要承担相当的因素
。 是的，让我们以读者身份看待，曾经的南周就是揭黑的代名词。她的报道犹如晴天霹雷一样在中国
的大地上的响起多次，而她犹如“青天”的形象在南周的后台里依然能看到，甚至看到许多。我觉得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当一些争议被一份报纸来承担时又能抵挡多少呢？也许这样的报道读者爱
看，但这是真正的新闻报道么？做晴天似的判案，伸冤远不是一份报纸所能承担的，但一些代表性的
、关键性的、影响性事件一份报纸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有价值的中立，而这个价值所承担的价
值观就是报道一切，客观、正确、全面的立场。当我们么有这样的健全机制和自由环境来保障报纸的
权利时，只有自己尽力争取，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也许中间有曲折和反复，但只要认准了就要坚定
的走下去。南周的转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曾经的第二种风格已经转换成今天的一份集时政、评
论、文化、经济等一体的综合性周报，而这些全已成为了南周的特色菜，再也不仅仅依靠过去的那种
招牌菜，这样有什么不好？招牌菜和特色菜的区别也许大家都认为前者好，读者认为了不好的就会砸
招牌，但喜欢这个特色菜的肯定是大家都很喜爱，因为不喜欢的可能他根本就不会进来。为什么不能
吧特色菜做成大家都喜欢的呢？也许你又说做成都喜欢的还有自己的特色么？有，肯定有，全人来都
有共通的地方，也许发展到最后不是特色，但只要秉持最基本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人们是都会喜爱的。
扯的有点远，书归正传。此书82篇（组）新闻稿件，选自1996年（这年入选两篇）到2001年底一共6个
年头的南方周末头版，接近四选一。按照题材类别，分成10编。这本没有“前言”“后记”，也没有
名家“序”“跋”的赤裸裸的书，倒有记者执笔的33篇“背后的故事”。 很多头版之前也许你看到记
者写在纸上的沉重，看了此书你能看到记者在背后的辛酸与呐喊。正如陈明洋先生说当真实在中国还
是一种稀缺的产出时，寻求真实，总会有代价，也总会有收获。很多东西你么有艰辛的付出，也许永
远等不到真相大白的那天。曾经的南周的招牌菜也许在你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但在当时你可以想想
记者和编辑是面临多大的压力。也许在今天看来用新闻评判标准看很多新闻不是那么客观，也有诸多
缺陷，但依然不妨献上我们对当初那些默默无闻，但今天却是中国传媒界顶梁柱的一个个如雷贯耳的
名字的敬意。在这里，你依然能看到当时真实的中国。她记录的是中国，呈现的是历史。
2、一编入本书的近80组文字，大部分是新闻报道，少部分是评论，最早的一篇是发表于1996年2月9日
的《“水变油”神话备忘录》，作者是方进玉，最晚的一篇是发表于2001年12月13日的《胡曼莉真相
调查》，作者是甄茜。也就是说，这本《经典头版及其背后的故事》，正是1996年初到2001年末《南
方周末》的一个侧影——不是全貌。而在很多研究者的眼中，这个时间段被称为南周的黄金时代，参
与创造这个黄金时代的人们——江艺平主编和她帐下的记者们也被称为“黄金一代”。我曾在一篇名
为《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lt;南方周末&gt;黄金一代》的文章里听说过他们的名字，这次在
这套书里，再次重温——他们是：陈菊红、杨海鹏、方三文、孙保罗、余刘文、李玉霄、郭国松、赵
世龙、寿蓓蓓、迟宇宙⋯⋯二江老师回忆的南周三道招牌菜，这套书里只收有余刘文和长平的《昆明
在呼喊：铲除恶霸》，这是余到南周后的第一篇深度报道，四年之后，他说，提起美丽的昆明，他心
里仍然只有一个怕字。“做一个职业记者，尤其是当下，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恐惧感。”杨海鹏在做完
“珍奥核酸”的稿子后，写了一篇比见报稿长得多的“背后的故事”，他去采访，“珍奥”厂家的人
试图用广告换取报社的沉默。杨海鹏告诉他，“在《南周》，报道是和广告分开的，即便你们登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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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不会影响新闻部的决策。对我来说，对核酸保健品采取什么样的报道方向，由采访调查的结果
决定。”那位负责人听罢，露出很感动的样子，对着几个记者和几个珍奥员工，振臂高呼：向《南方
周末》学习。然而，稿子见报后，政府主管部门却不为所动，杨说：作为记者，在中国的新闻环境下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三那确实是黄金一代，在收入本书的稿件最为集中的1999年和2000年里，有陈
菊红关于克拉玛依的报道、余刘文的綦江跨桥、郭国松做的福建游医⋯⋯一些熟悉的名头和陌生的报
道，都被传诵至今。那时候，确实还有些没有刻意隐藏的立场，有些锋芒和火气四溢。记者在报道中
也不全然退场。然而，锐气十足。我曾试图在这套书中寻找所谓的“新闻民粹主义”，却并没有太多
收获。也许是指第二编里的一些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那些报道最终都剑指背后的官商勾结、监管不
力，等等，或者是指第五编里的腐败大案要案，太站在道德立场批驳了？也许那会儿大家都这么说话
吧。是价值观偏差还是只是技术操作上的瑕疵，这是个问题。四全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里面的
经典报道，而是年轻的迟宇宙写的一篇文章——《父亲的死和之后的两个月》——现在看来，它能站
上报纸头版，证明这份刊物曾有一颗怎样的心。父亲去世时，迟宇宙正在济南采访。他父亲是一名石
匠，死在故乡莱州的一块石头下面。整理父亲遗物时，迟发现了一张50元的收据，当地为了修路，向
市民集资，迟宇宙的父亲说，这钱是为儿子交的，为了他以后回家方便，有高速有铁路。此前，我只
知道迟宇宙是一个优秀的财经作家，是《新京报》的副总，但不知道他曾在那一天，讲过自己这样一
个故事。五在《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lt;南方周末&gt;黄金一代》里，作者试图为这一批人
画像，他引述了杨海鹏的话：“《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
深的同情。”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陈涛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
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
《南方周末》“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显然，这些也并不一定正确。但迟宇宙的文字
反应了片面的真实。我越发觉得，所读的这本书里的几十篇经典报道，是因为有了迟宇宙的这篇文字
，而显得更加丰满和脉络清晰。六迟宇宙写道:“(办完丧事)第二天，早晨6点，我走上了回广州的路
，我的心里已经少了悲伤，而是多了怀念和责任。”⋯⋯“1999年10月17日，我的父亲死了，只有47
岁。还差19天，我23岁。”再后来，这些黄金一代们大多离开了南周，接下来的故事，大概是由另一
批人来讲述了。我看到，在这本书里，长平只是小露了下锋芒，刘天时、翟明磊和李红平也都只出现
了一次，杨瑞春则是全书最后一篇稿子的作者，接下来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只是路过，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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