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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与媒体交换利益”

28 日，当布莱尔抵达高
法时，迎接他的是聚集在门
口愤怒的抗议者，他们称审
判布莱尔的日子到了。

布莱尔在当天的听证会
上解释，自己当年与媒体大
亨默多克的关系。他在质
询中坦言，英国媒体确实存
在“不健康”的部分，例如动
用报纸作为“政治权力的工
具”。他说，“对于这些事
实，我很坦率，我当时计划
治理这些不正当行为，而不
是纵容它们。”

但据媒体报道，1995 年
7 月，布莱尔成为工党党魁
后亲自从英国飞往澳大利
亚 参 加 新 闻 集 团 一 次 会
议，人们普遍认为布莱尔
在“讨好”默多克。伦敦城
市大学政治新闻学教授艾
弗·伽伯更直言，“布莱尔
在讨好默多克上毫无羞耻
之心。”

对此，布莱尔辩解称，那
时工党已经当了 16 年的在
野党，需要媒体的 大 力 支
持。任何政治领导人都必
须有“非常稳固的媒体活
动手段”。为此他列举了
自己任内所推行的多项措
施，包括教育、打击犯罪和
健康领域的政策，并强调
正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他
才 能 顺 利 推 行 这 些 他 所

“关心的议题”。
“《太阳报》、《每日邮报》

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尤
其是《太阳报》，一旦它们反
对你（的政策），后果将很严
重。”布莱尔承认自己作为政
治领导人面临的难题是媒体
日益在报道中出现“党派化”
倾向。“（对于政客）最重要的
是尽力防止自己成为（媒体）
攻击的目标。”但布莱尔表
示，自己虽然与默多克有交
往，但从未以政治恩惠换取
媒体对自己一些重大政策的
支持。

舆论支持布莱尔伊战

布莱尔的前助手兰斯·
普林斯在《权力之地》一书中

回忆称，“一场交易已经达
成，尽管只是口头形式。如
果默多克要留在英国寻求商
业利益，他也必须公平地为
工党带来一些利益。”

1996 年，布莱尔领导的
工党提出了一项针对报业公
司的广播法案，法案规定全
国性报纸老板在购买电视台
时不能拥有超过 20%的股
份。工党议员克里斯·穆林
则提出一项修正条款，要求
小报在经营时也必须受到该
法案制约，作为《太阳报》的
老板，默多克自然受到影
响。穆林在日记中写道：“工
党时任影子内阁大臣非常含
蓄地要求我撤回修正条款，
但被我拒绝。”

1997 年，《太阳报》开始
大肆报道布莱尔，通过“公关
造势”为其入主唐宁街 10 号
铺路。当时《太阳报》有关人
士就曾找到穆林再次要求他
在一些政策上“保持沉默”。
1998 年 ，布 莱 尔 当 选 首 相
后，时任文化大臣克里斯·
史密斯一再公开反对在默
多克的天空电视台收购案中
增加附加规定。

而另一方面，默多克对
布莱尔的“纵容”也 “投桃
报李”。2003 年，布莱尔为
参加伊拉克战争饱受指责。
但新闻集团的 175 份报纸，
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世界新
闻报》等都坚决支持布莱尔
出兵伊拉克。

本月早些时候，布莱尔
前任发言人在接受调查时
承认布莱尔在任首相期间
曾 与 默 多 克 进 行 三 次 会
谈。尽管他无法回忆起两
人谈论的具体内容，但该发
言人承认，如果没有默多克
媒体力量的支持，布莱尔绝
不可能顺利出兵。

此外，布莱尔与默多克
私交甚 笃 早 已 众 所 周 知 。
他不仅是默多克在英国宴
会上“固定的座上宾”，去年
默多克的妻子邓文迪还曾
不留神“说漏嘴”爆料布莱
尔是他们小女儿格蕾丝的

“教父”。对此，布莱尔至今
没有做出回应。

政客挺默多克副手

对新闻集团的调查不断
爆出牵涉其内的政客，英国
首相卡梅伦誓言严惩违法
者，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他自己也卷入其中。

本月 11 日，《世界新闻
报》以及《太阳报》前主编丽
贝卡·布鲁克斯在出席听证
会时，公开了英国现任首相
卡梅伦发给她的部分短信内
容。“有时候他会在信息末尾
处带上‘LOL’，以为那是表
达‘love’的缩写。事实上，
直到我告诉他这个符号表示

‘哈哈大笑’后，他才改变了这
种落款方式。”当接受质询时，
丽贝卡这位满头红发的“小
报女王”紧张得满脸通红。

窃听丑闻曝光后，丽贝
卡被迫辞去新闻国际的职
务，并遭到逮捕，获得保释
后仍在接受警方调查。但
丑闻并未影响政客们对她
的“力挺”。她说，“我从唐
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和 11
号（财政大臣官邸）以及内
政部和外交部都获得了一
些间接信息。”

丽贝卡承认，卡梅伦在
短信中鼓励她继续昂首前
进。但卡梅伦同时也表示自
己正面临巨大政治压力，不
可能公开表达支持。“据悉，
2010 年，卡梅伦在角逐首相
期间，每周至少都会给丽贝
卡发一次短信。甚至有媒体
报道称，丽贝卡根本不愁与
卡梅伦会面，因为他们每周
都有私下聚会。

更令人震惊的是，丽贝
卡提交的电子邮件显示，英
国文化大臣亨特在窃听丑
闻曝光后，居然向丽贝卡征
询意见，询问政府“该在调
查中采取什么立场”，这遭
到媒体一片炮轰要求其必
须辞职。

此外，丽贝卡还透露，尽
管 2010年英国选举中，新闻
集团改变立场支持保守党，
前首相布莱尔也没有因此
责难丽贝卡，两人依然保持
友好关系。丽贝卡“落难”
后还曾收到布莱尔“贴心的
安慰短信”。 （冯中豪）

政客难拒默多克 英两首相陷丑闻
布莱尔被曝纵容默多克以换取媒体支持；卡梅伦被曝与默多克副手传暧昧短信

面对越来越多指责声音，默多克在接受英国
《新政客》杂志访问时否认自己是“傀儡大师”，从
未操纵英国首相，也没有向编辑下达过命令，更没
有什么魅力。

尽管默多克表现得很谦逊，但英国《金融时报》
指出，很明显新闻集团不光彩地控制了英国政客，
在新闻集团1981年收购《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
晤士报》、1990年收购天空广播公司时，政客曾帮助
该集团绕过了反垄断法。政客对默多克敬畏有加，
以至于不需要他默多克开口，他们就争着巴结他。

对于英国政界与默多克盘根错节的关系，《金
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认为，虽然默多克表
示并没有向历任首相索取过什么，但首相们却自
己把支持和公信力拱手献给了默多克。（冯中豪）

默多克否认操纵政界

■ 链接

新闻集团“窃听丑闻”曝光近一年,5月28
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接受传讯,他被质疑在
任期内曾与默多克集团存在“亲密关系”，并
通过“讨好”默多克获得有利舆论。而就在几
天前,现任首相卡梅伦也被爆向默多克副手
发送暧昧短信。分析人士称，两位首相被牵
扯进默多克丑闻揭开了政府和媒体最深刻问
题——默多克对英国政坛究竟影响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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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伦敦，前首相布莱尔离家准备前往听证会现场。

28日，伦敦，在高法门前抗议
者高举“布莱尔审判日”的牌子。

2010年默多克集团在英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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