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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者认为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中立者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反对者

觉得，名人成名有媒体的功劳，成名后不应过河拆桥，忘记铺路人。  

  事件背景：  

  近日，广州一媒体记者因为采访需要，致电老艺术家孙道临，表明了采访意图后，却遭遇

了“支票簿新闻”难题，孙道临表示接受采访要收费，这让毫无准备的记者颇感意外。此事经

媒体披露后，引起一阵波澜。  

  坊间网上，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孙老先生的一句话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恐怕连他自己都

始料未及。本报也邀请多方人士，对此做法进行了一番探讨。  

  赞同派： 

  为稀缺资源付费是理所当然的 稀缺资源就是有价值的 

  发言人：陈韬（MBA研究生）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稀缺的资源就有价值，而且，这种稀缺性会随着名人的知名度增

加。孙道临作为著名的老艺术家，他在采访中将要说出的话无疑属于稀缺资源，处在市场竞争

中的媒体为自己争夺稀缺资源，付费理所应当。  

  名人之所以接受记者采访，无外乎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将自己希望宣传的理念、信息广而

告之。从等价交换的角度上来看，名人会将自己消耗在采访上的时间、精力方面的投入，与所

获得的推广力度进行权衡。如果发现有差异，自然需要通过货币、或者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

行弥补。所以，那些名气日减的名人会付费给记者以换取更多的曝光率。同样，记者为什么就

不能给名人付费呢？简单的价值交换问题，还是留给市场解决吧。  

  “支票簿新闻”是“黄盖的支票簿” 

  发言人：老猫（自由撰稿人）  

  付酬采访这一概念的出现不无道理：媒体作为资讯商品之一种，虽然有着其特殊的职能，

一样有着商品的职能。而付酬采访不同于“有奖征集新闻线索”，那些方式仅仅作为媒体强化

自身形象或者内容的手段之一，并不是媒体的主属职能，而“支票簿新闻”是指采访对象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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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采访而收受费用的方式，这有异于借用采访的方式提升媒体价值或采访“附加”非新闻价

值。因此，这个费用到底是“红包”还是“车马费”，抑或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我们很难在

这种毫无标准的取向中，准确地定位“支票簿新闻”。  

  相反，采访对象如有一定的要求，我认为有几种情况可以取酬：一是采访内容为采访对象

的独家观点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再有就是采访内容具有轰动性等，涉及到新闻竞争的；最

后还包括媒体和采访对象有特殊协议的。以上等情况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黄盖充当的绝不是“冤大头”，而且也不是“作秀”，“黄盖的支票簿”所带来的远不

是表面现象所能言说的。  

  不成气候就成了角力  

  发言人：张嘉佳（青年作家）  

  名人问记者要采访的稿费，给不给？爱给不给，爱采不采，嘴大的吃包子，嘴小的吃瓜

子，没有嘴的干脆别吃了。  

  给的规矩似乎是没有，但从道理上说总扯得通。写文章也是字，说话也是字，一样印成铅

字，稿费也不该打个折扣。记者经过二次加工，原材料使用费总得给人家吧，好歹人家也名声

显赫，那叫无形资产，借你用了擦擦嘴就走，也没这么仗义的故事。  

  但国内平面依稀没这规矩。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大抵是做电视的要付费，晚会或者嘉宾

访谈，明码标价，少一分钱拿交情来抵押。除非牛成了可以含糊的单位，譬如春节联欢晚会，

记得早前流传不管是流星巨星，还是伴舞领舞，一律五百。就连去年，蔡依林拿到才区区一万

的车马费时，虽然惊奇，也不吱声。  

  不成气候就成了角力，角个几年力，估计就有了成型的规矩。不给我就不给你采，采了我

就不给你，这平衡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一旦先例，全线崩溃，那时平面的大家伙儿一声长

叹，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反对派:  

  非商业采访不能破坏公益性原则媒体的义务是传达信息给大众，不是卖言论 

  发言人：李安科（某网站内容主管）  

  媒体何以成媒体？无论中外，媒体人士对此的回答，大抵都不会脱出“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基本法则。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专业媒体，展示在版面上的信息，都是从人民中来的，

同时也是给人民看的。难道这也要付费？  

  如果把人民分拆来看，当然不会是每个具体个体都会有在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很多媒体的

着眼点还在于典型人群—————特别优秀的和特别不优秀的。前者比如漂亮的歌唱工作者孙

燕姿、潇洒的电影工作者刘德华，后者比如凶残的杀人犯张君、无耻的贪污犯赖昌星。二者均

可以称作“明星”，只是正负方向不同。媒体自从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承担的主要责任就是

把典型人群的所作所为传达给非典型人群。  

  在各类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中，一个明星也就渐渐成了人民的共同资产；人民同时也在塑

造明星的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有人认为邓丽君只属于她自己吗？  

  所以，当我听说我一直崇敬的孙道临老先生在接受某报采访时提出收费要求，并拿出“知

识产权”说辞时，感觉与周星星在电影《功夫》里看到“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大楼时的心情



有些类似。他可能是忘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媒体的参与成分———他自己之所以成名，电影

演得好是一方面，媒体的传播也是一方面。而明星对社会、对公众应该是负有责任的。如果孙

老先生把自己对于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观点思想著书立说，那情形则当另说。 

  竞报陈词 

  存在即是合理 

     发言人：本报记者尉迟 鸿雁  

  对于已很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现代人来说，孙道临受访讨钱事件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竞报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它是在该出现时出现的一种必然。  

  记得多年前，深受观众尊敬的演员李默然第一个吃了“柿子”———在电视上为“999胃

泰”做广告，从而导致全国各界的口诛笔伐。可时至今日，哪个明星电视广告费最高，成了其

名气和在业界地位的代名词，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动向时，谁还把在电视上做产品广告当成他

的缺点？  

  社会裂变的今天，当孙道临步李默然的后尘，吃下新时期的第一个“柿子”时，我们也有

理由相信，多年以后，人们的心，也会再一次波澜不惊。  

  在美国，普通人与总统进餐的机会不也得花钱买吗？你不吃不就得了？要钱与花钱各随其

便。  

  究其引发热论之源，恐怕还是市场经济的意识不够成熟和传统文化观念的阻碍在作怪。民

族的各种理性思维的培养需要的只是时间。  

  律师发言  

  拿钱后言论的可信度最值得观望 

  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李琳琳就孙道临接受采访收费的问题是否有法律依据，北京市环中

律师事务所的李琳琳说：“据我所知，我国现有的法律中，还没有一部法律就此类问题作出规

定。”也就是说，孙的做法，既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允许他这样做，也没有对应的法律不允许

他这样做。  

  事情的关键是：被采访对象拿钱之后的言论，怎么保证是他自己的言论，而不是付钱者想

要他说的言论？一旦媒体付了钱，被采访对象就可以在遇到问题时说，这可是他们给钱我才说

的。这才是最值得观望并在此时对此做法保持中立的原因。  

  网络声音 

  来自“西祠胡同”  

  从国际惯例看是合理的 

  回应人：大米  

  按照国际惯例，媒体采访名人付给相应的费用是合理的，因为你占据了别人的时间，获得

了人家的信息。国内，电视台录制节目，请明星大腕儿都是付费的，这很正常。孙是老腕儿，

当然要收费。不是说报纸采访就和请明星去电视台表演节目付出场费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

 



的。  

  孙启发了我们的维权意识 

  回应人：江东大侠  

  支持孙道临！不是因为孙道临说出这样的话就支持，而是被采访者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媒

体向公众出售这些报道，就应该付费，这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过被采访者要用媒体达到其

炒作和宣传作用的则另当别论。谢谢孙道临启发了我们的维权意识！  

  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 

  回应人：hatepast  

  市场经济的一个含义是：什么东西都应该显示出其应该有的价值，其中价格是最重要的衡

量标准之一，接受采访是给记者提供信息资源的行为，当然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孙的行为代

表社会的进步潮流，应该值得推广。  

  新闻报道不是电视商业节目 

  回应人：里盎  

  新闻报道不是电视商业节目，是为了赚钱。为了提高收视率和广告费。新闻的目的是满足

公众知情权，孙有要求报酬的权利，但要分清楚对方是新闻采访还是商业电视节目采访，一味

向利而生，有悖人生道义，我们不反对讲钱，但毕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谈钱。  

  被采访者不能否定公众知情权 

  回应人：玛丽  

  如果新闻报道也要付费的话就属于不可思议了，跟警察破案一样，如果群众都因为给警察

提供信息而要求报酬，那案子也难破，妨害的还是群众的利益。对于公众的知情权来说也是一

样的道理，新闻采访不可能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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