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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奖项，普利策奖
日前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公布。这个 1917年由美
国报业巨头、匈牙利裔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的遗
愿设立的奖项，到今年恰好是第100届，一年也没
有间断过，也算是奇迹了。

今年的普利策奖，纸媒成最大赢家。不过，
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声音：面对新媒体的发展，
普利策奖是否也有可能被淘汰？在这个时代，还
会有人关注普利策奖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从
普利策奖的实质来看，它是否被淘汰其实和新媒体
没什么关系。从行业属性来看，只要普利策奖所表
彰的新闻行业依然以为公众服务为目标，只要普利
策奖依然为此目标起着自己应有的诸如促进专业
化、规范化等作用，普利策奖就有其存在的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普利策奖作为一个历史悠久
的新闻奖项，在当今各个行业所秉持的价值观不
断动荡的时代，它所提倡的身体力行的深挖和努
力才是更重要的地方。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
鼓励，激浊扬清，惩恶扬善。

另一方面，从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视角来
看，普利策奖所代表的西方新闻标准并不是新闻
报道的唯一标准。我们关注普利策奖，是希望从
中看到西方社会的人们在各类社会事件中表现出
的真实的喜怒哀乐，以及西方编辑、记者是否在
报道国内外新闻事件中保持了客观公正的新闻立
场 （事实上，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秉持多重标
准和隐性歧视的案例并不少见）。可见，普利策奖

等新闻奖项，主要还是从内容出发的。
所以，在新媒体时代，我们或许应该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不管新闻

的传播形式如何变化，我们是否清楚新闻对于社会公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普利策曾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

船头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
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他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新闻
之于一个社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新闻人天生的使命就是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地宣扬社会主流价值观，揭露表面平静
的海面下的冰川和暗礁，抵制假恶丑。

有个别媒体还在鼓吹让普利策奖扩容，奖励其他国家的新闻工作
者。这其实和一些人对于诺贝尔奖等西方类似荣誉长年的趋之若鹜一
样，有些滑稽。新闻人需要新闻奖来打气，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要忘
记，鉴别新闻的好与坏，并不一定要靠新闻奖，特别是不要积极地向
西方宣扬的那套所谓新闻观靠拢。

公众心里有杆秤，他们会对新闻是否公正做出评判。对于新闻工
作者来说，这是永不过时的奖励。

一个曾患有言语障碍的人却让全世界更会表
达，今天讲讲推特创始人兼 CEO 杰克·多西的故
事。

接近多西的人总会将多西描述成一个说话声
音柔和，时常若有所思的人。他经常沉默，从不大
声感叹。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多西的爱好也令
人费解。他曾放弃一切，去追求一份植物插图的工
作；他还花了一整年时间，让自己成为了一名注册
按摩治疗师。

《道德经》 里有句名言：“善行，无辙迹；善
言，无瑕谪。”即善于行走的人反而不会留下痕
迹，善于说话的人言语中不会出现瑕疵。这句话
形容多西，再贴切不过。

无疑，多西是一个“善行者”。在创立推特之
前，多西已在互联网界沉浮多年。在年仅 15岁的
时候，多西就开始了程序员的工作——在一家数
字发行公司做实习生，由于表现出色，他还一度
成为年长他 20 多岁同事的“领导”。1996 年，多
西与合作伙伴创立了一家派遣服务公司，2年后，
由于理念差异，多西被董事会开除。职场失意的
多西甚至还从事过帮一家轮渡公司改进在线售票
系统的工作。直到 2006年，多西当时供职的公司
生意一落千丈，亟待转型，多西临危受命，创立
了如今令人耳熟能详的推特。这些经历足以写出
一本自传，但对他而言，却似乎从未发生过。他
很少表达自己所经历过的挫折和磨砺，“过去”对
于多西，真有点“不着痕迹”的味道。

然而，“善行”的多西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不善言者”。还在做实习生时，就发生过这样的
插曲。有一次，他跟老板吉姆·麦克尔维打招呼，
麦克尔对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敷衍说一会儿找他，
然后就回到了办公室。45分钟后，当麦克尔维去
卫生间时却发现，多西仍然默不作声地站在原地
等他。多西的“不善言”曾让他吃过苦头，最令
人关注的莫过于2008年他被推特董事会罢免CEO
的事件，据传该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多西与公司
董事会及员工之间存在“沟通障碍”。

对此，业内对多西的评价多持这样的观点：
他是一个杰出的产品制造者，擅长处理公司的实
际业务，相比谈论问题，他更愿意着手解决问
题；人际交往是他的短板，但他的社会洞察力非
同寻常——也许只有沉默寡言而又善于思考的
人，才会想到把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信息的长
度限制在140个字以内。

如今，在推特面临用户增速缓慢、股价下跌的
“多事之秋”之际，多西重掌帅印，担任公司首席执
行官。而此时，他已经是推特和Square（美国Square
移动支付公司）两家互联网巨头的掌舵者了。

多西也许能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不“善
言”或不致命，“善行”却是成功的必备法则。

女王招聘“王室小编”

细看英国王室的这则招聘启事，会发现其中有
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这个被戏称为“王室小编”的职位，全称是
“数字互动主管”。英国白金汉宫官网对这个职位定
位十分清楚：“我们从不原地踏步，我们希望能够寻
找到新的方式来维护女王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并体
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也就是说，维护并扩大
以伊丽莎白女王为代表的英国王室影响力，是其首
要目标。

这个职位要做的工作其实不少，除了管理王室
的各个社群平台，还要对王室各项活动有所了解，
包括政治、外交、各种慈善活动等，并要会写有
趣、吸引人看的段子，以吸引网友的注意，还要时
常和“粉丝”互动。

当然，这份差事的福利颇佳，除了高薪水，英
国王室将提供雇主缴费率 15%的养老金计划以及 33
天年假，还包午饭。

其实，英国王室的运作团队一直以来就注意利
用社交媒体提升女王等王室成员的影响力。早在
1997 年，英国女王的个人网站架设完毕，女王同年
就尝试发电子邮件了。2007 年，国外某视频网站出
现英国王室频道。2014 年，女王在国外某社交平台
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消息。如今，英国王室的这个
社交平台账户已经拥有超过200万“粉丝”。

与女王关系密切的人透露，受孙子们的鼓励，
女王有自己的私人电子邮件，会上网和使用手机。

除了英国王室，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不丹王室
对社交网络也青睐有加。据外媒报道，今年 2 月下
旬，不丹王室将已两周大的小王子照片上传到社交
网络上，同时还贴出国王旺楚克哄小王子以及一家
三口的照片，让人们看到了王室生活中温馨的一面。

王室缘何积极扎根社交网络？英国首相卡梅伦
首相评价说：“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需要从大方面着
眼看事物，女王深谙此道。”在他看来，英国王室本
身可以看作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 CEO 就是女
王，利用社交网络能快速而持久地拉高以女王为代
表的王室成员的人气。

外国政要成社交媒体“控”

除了外国王室，一些外国政要也是使用社交媒
体的高手。

有的政要爱用外交网络大打“亲民牌”。例如，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外多个社交网络平台开设了个人
账号。他在某社交网络平台的首个帖子中宣称，希望
该账号成为一个与民众“可以进行真正对话的地
方”。在账号中，他发布了自1992年同米歇尔结婚到
2009 年宣誓就任总统的历程，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
个普通的人，一位父亲，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政治
人物。

其实，早在 2007 年 3 月，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就已
经为其在某社交网络平台开设账号。目前，白宫有一
支 20 人的团队，专门为奥巴马打理社交网站上的账
号。不过批评人士认为，这将增加政府额外开支。

有的政要本身就是社交媒体“达人”。印度总理
莫迪在国外多个社交网络平台开设了账号，发帖量
截至去年底达 7000多条，他还通过这些账号和澳大
利亚、日本等国的领导人互动。在去年访问中国
时，莫迪还通过微博和中国网友互动。

社交媒体也让人看到了一些领导人的“另一
面”。例如，被冠以“铁娘子”称号的默克尔，在微
博中流露的却多是一个“温情生活”的女人形象。
她会发布“今天我买了烤箱的燃料”、“今天我很
累，总是如此”、“卖鸡蛋的来按门铃了”等信息。
例如，懂中文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开通微博、
微信后，坚持亲自用中文来写，内容涉及和网友聊
外孙、秀儿子的结婚照、讨论学习汉语的技巧等。

有专家表示，新媒体正在成为下一个主流民意
舆论场，各国政府首脑利用各类新媒体账号和民众
互动，不仅有利于维护其亲民形象、拉高个人关注
度，同时为首脑间的互动、个人政治主张推广等提
供了新途径，并有可能实现新媒体时代下领导人治
理模式的创新。

服务信息和社会热点成“重灾区”

《多宝鱼、桂花鱼、花甲、蛏子被验出抗生素
超标！这些东西你还敢吃吗？》——5月1日，广州
日报微信公号推送的原创文章，阅读量超过 10
万，在当日的报媒公号文章排名中名列前茅。几
天时间内，这篇文章就被当地数家媒体公号以及
外地十余家媒体公号转载。同日，环球时报微信
公号刊登的 《所有警察都怒了！这么干只会害了
更多孩子》，更是有数十家同行公号转载。

“你转我，我转你”的现象并非孤例。有研究
发现，除了媒体原创内容频频被同行转载外，健
康服务类信息、社会热点事件等内容也是同质化
的“重灾区”。在选材方面，时效性较弱的生活百
科以及“心灵鸡汤”式的情感类美文往往备受青
睐。“荐文”“夜读”等名称频频出现在深夜或清
晨的推送中，出现在用户的朋友圈和聊天群里。

值得一提的是，与人人喊打的抄袭不同，媒

体公号相对较为重视原创版权，大多都是在经过
原作者同意或标注来源的前提下转发第三方媒体
的内容。因此，很难从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上进
行指摘。

另一种内容的同质化，是媒体公号“软文”
的同质化。作为媒体在微信平台盈利来源之一，
营销广告如今时常出现在媒体微信公号的推送
中。不过，与不少自媒体或”段子手”以精巧构
思将广告隐没在内容之中不同，大多数媒体公号
的“软文”仍停留在传统媒体“简单粗暴”的直
接呈现模式上，既缺少差异性，也容易引起读者
的反感，可谓得不偿失。

公号纠结是传统媒体困境的缩影

为何内容同质化在媒体的微信公号中如此普
遍，甚至愈演愈烈？

从表面上理解，在以阅读量和粉丝数为普遍
考核标准的情况下，媒体微信公号的运营者为迅

速获得影响力，不得不追逐舆
论热点，选择健康服务、“鸡汤
美文”等阅读门槛较低、与读
者生活相关度高的文章。

此 前 的 研 究 数 据 已 经 发
现，大量微信用户对于“心灵
鸡 汤 ” 等 文 章 处 于 “ 饭 来 张
口”的认可与接受程度。面对
已经收获超过 10 万阅读量的热
门文章，“拿来主义”的成本极
低、收益可观，因此吸引力极
大。

转载并非万能良药。由于
缺乏核实及充分的辟谣渠道，
盲 目 转 载 往 往 会 引 发 严 重 后
果。今年春节期间，《财经》杂
志微信公号发布虚假报道 《春
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
村庄》，记述了“村妇密谋组团

‘约炮’”等事件，引来包括微
信公号在内的大量媒体转载，
不少媒体在此后遭到处罚。一
则假新闻引发的“血案”，显示
出天下文章一大“转”的恶劣
影响。

从媒体自身角度而言，大量转载的原因在于
原创内容的缺乏。一方面，在传统媒体面临诸多
困境的今天，很多媒体已鲜见有深度的原创报
道，遑论抽出精锐力量进行微信公号的运营。因
此，转载便成了看似省力、实则无奈的选择。一
些媒体尽管设立了微信公号，实则是面临转型压
力匆忙上马的产物，对于内容运营、盈利模式等
关键问题仍一头雾水。媒体公号的纠结，其实是
传统媒体艰难处境的缩影。

也有研究指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
体的新媒体发展焦点逐渐转移到新闻客户端等自
有平台建设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微信逐渐成为
媒体新产品的推广工具和引流平台，甚至一度出
现了“纸媒做微信公号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质疑
声音。

反哺主媒影响力与盈利能力是关键

媒体公号内容的同质化让读者产生了审美疲
劳，“标题党”以及低俗、虚假新闻也在新媒体平
台消耗着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镇飚撰文指
出，对于传统媒体公号的要求不能仅限于阅读
量，否则将会削弱媒体的喉舌功能，从而影响传
统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信力。

他认为，对媒体微信公号的评价有两条原
则，一是在影响力上是否能够反哺主媒，实现影
响力的主次叠加；二是在经营利益上能否反哺主
媒，给主媒带来订阅量的增加和广告收益的增长。

对传统媒体而言，除了发挥既有采编能力的
同时，应在微信平台打造独家原创优质内容，也
可通过动图、视频等方式提升内容的生动性和吸
引力，凭借真刀真枪抢占融合高地。

近年来，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和
“学习小组”为代表的一系列传统媒体微信公号，
成为舆论场上独树一帜的新媒体产品，正是发挥
传统媒体时事解读评论、深度报道分析等资源优
势的体现。在“鸡汤文”盛行的媒体公号间，烹
饪出酸甜苦辣、各具风味的优质文章，实现了对
主媒影响力和读者群的反哺。

对媒体公号而言，鼓励原创、强化运营、拓
展盈利，是破解内容同质化的必经之路。与此同
时，对媒体公号的评价标准与要求也应当进行及
时的转变。

“鸡汤”喝腻了 “转载”看够了

媒体公号如何破解同质化难题？
本报记者 刘 峣

网上中国

当“一大波”微信公号都在发同一篇文章——对此大家可能习以为常。毕竟“爆款”文章能有效“涨粉”，在尊重版

权的前提下合法转载，已成为微信平台的普遍现象。

当几十家媒体公号都在转发同一篇文章——看似平常，仔细端详却有点别扭。毕竟，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媒体机

构，不好好“码字”，却偏偏去当内容的“搬运工”，着实有点不务正业。

同质化——这正是媒体微信公号面临的问题之一。公号内容究竟是选择“爆款”，还是坚持原创？媒体公号究竟是融

合发展转型升级的抓手，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捷径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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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亲民形象 展现别样魅力

外国王室政要垂青社交媒体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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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王室正在招聘
一位社交媒体专家，帮助打理
其女王的社交媒体账户，年薪
5万英镑（折合约46 万元人民
币）。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各国
网友热议。其实，在网络发达
的今天，除王室外，一些外国
政要也开始积极利用社交媒
体，展示自己的施政方式甚至
个人爱好，很多领导人还有专
业团队。专家表示，这有可能
实现新媒体时代下领导人治理
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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