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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变革先锋？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从来不会端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

在他身上你甚至都看不到成功人士惯有的傲慢态度。但是，他在新闻界浮沉多

年之后也开始意识到，在收购了自己梦寐以求多年的道琼斯公司和《华尔街日

报》之后，他和自己的公司新闻集团将在世人的瞩目中，去履行更加崇高的使命。

默多克开始意识到收购道琼斯公司是一个提升自己公司品牌形象的大好契

机，原先他是不太看得上这种营销手段的。他甚至想过要改变新闻集团的名称，

这个普通得让人感到有些沉闷的名称容易把人的思绪拉回到创业之初，当年他

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创立的第一份报纸就是《阿德莱德新闻报》，而他想要起一

个能真正体现公司存在意义的新名字。

默多克用整版的宣传文章施放了一些烟幕弹，文中宣称，当他接手报社的

第一天，就会遭遇劲敌《华尔街日报》，尤其是《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

挑战。

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内奸”。而另一篇文章则想要把新闻集团打上

“海盗”的烙印，这篇文章指出，新闻集团在运营 �0 年以来，即便说不上是一

个十足的“违法乱纪者”，也还是……

在和默多克长谈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依然觉得很难从他嘴里挖出一句自我

反思的话。他在伦敦从事公关业的女婿马修·弗洛伊德（Matthew Freud）建议

我问问默多克对“变革先锋”这个说法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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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倒是很对默多克的胃口，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这些宣传文章，尽

管他脑子里的想法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他依然兴冲冲地说起“我们是变革先

锋”，而且还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就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对新闻集团的定位一

样，这一定位甚至可以用在默多克身上。不过，这也使得与默多克关系最亲密

的一些高管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对他们而言，默多克突然开始追寻一种崇高的

指引方针，这让他们感到愠怒，一方面是因为这让人们再次想起新闻集团为了

得到道琼斯所用的残忍手段，这一点是高管们不愿意再看到的；另一方面是因

为他们觉得“变革先锋”这一说法并不相称。

自我反思并不是新闻集团典型的企业文化。这使得新闻集团内部人士会带

着不安的情绪去猜测，大老板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为什么。

默多克这种凸显自身正义（或是自己很酷）的做法主要是儿子詹姆斯的点

子。詹姆斯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唱片工作室，20 世纪 �0 年

代负责打理新闻集团的新媒体业务，之后又负责新闻集团在英国的卫星电视业

务，担任英国天空电视台（BSkyB）的首席执行官。几年前，默多克最宠爱的

接班人还是他的大儿子拉克伦，在拉克伦之前他也考虑过女儿伊丽莎白。但是，

现在默多克最心爱的孩子要数詹姆斯了。令新闻集团其他人出乎意料的是，因

为默多克想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打理《华尔街日报》上，因此詹姆斯最后被委

以重任，负责管理新闻集团在英国、欧洲和亚洲的业务，默多克此举的动机也

是要让詹姆斯登上新闻集团内最耀眼的舞台。

因为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的原因，各种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对此詹姆斯比

默多克更忧心忡忡。詹姆斯和父亲一样争强好胜，所以也在寻找机会进行绝地

反击。事实上，我们发现默多克突然间对品牌战略开始感兴趣了，我们无法排

除默多克关注这种战略不是为了他最钟爱的小儿子（默多克非常兴奋地在新闻

集团里炫耀詹姆斯掌管的英国天空电视台的年报，默多克认为新闻集团的其他

人也应该向詹姆斯看齐。尽管制作这样一份精美年报的成本不菲，但默多克说，

新闻集团里的任何员工如果想要看的话，都可以领取一份）。在新闻集团内部，

到处都洋溢着一种让每个人都感到欢欣鼓舞的胜利主义情绪。

新闻集团发言人加里·金斯伯格是新闻集团负责全球营销和公司事务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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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裁，也是在默多克身旁出现频率最高的新闻集团高管。金斯伯格除了负责各

种广告中的媒体形象宣传之外，也有他自己心中的品牌设计规划。在新闻集团

任职多年，金斯伯格不仅仅担当一个公关总监的角色，他还在策划、构思公司

长远的品牌战略。例如，他积极推动新闻集团投标，同曼哈顿一家主要的房地

产开发商—美国联合房地产公司合作，在曼哈顿一块没有开发的地块上盖一

座地标性的大厦（比洛克菲勒中心还要宏伟），新闻集团享有对这栋建筑的命名

权（除非新闻集团自己改名字）。

默多克已经拥有全世界第二重要的报纸，打造出了全球最成功的媒体公司，

也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至少是戴着这种光环时间最长的商

人），他为什么会不想要享受辉煌成就以及别人的歌功颂德呢？（不过，也有人

提出另一种实际的观点，默多克这辈子都在生意场上辛苦打拼，恨不得每分钟

都要做成一笔生意，可人们却觉得新闻集团版图的扩张似乎缺乏意义和精心的

规划。不过没关系。）

实际上，默多克还是有些沾沾自喜的，他正享受着成功带给他的晕眩感。

当收购《华尔街日报》的交易完成后，他感觉有些筋疲力尽了。在交易的谈判

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期待和兴奋都压抑在心中，因此当交易成功后，他有精力

透支的虚脱感。也许成功收购《华尔街日报》是默多克人生成就中难以逾越的

一座丰碑，而不仅仅是通往下一个更高目标的中转站。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事。默多克要考虑家族遗产问题，太太邓文迪给他

生下了两个小女儿，格蕾丝于 2001 年出生，克洛伊于 2003 年降生。格蕾丝和

克洛伊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父亲，又该怎样看待她们的未来呢？另外，默多克还

有 � 个成年子女，他需要考虑留给这几个孩子的公司对他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

么。这也是默多克的女婿、公关高手马修·弗洛伊德时常向岳父提出的建议：

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品牌越大，那么子女得到的遗产也就越多。

默多克还要考虑 �2 岁的第三任妻子邓文迪。她精力充沛，发展空间广阔，

拥有雄心壮志，如果给她机会的话，她有可能会像默多克一样成功。或许，这

对夫妻会成为竞争对手。

默多克已经是 �� 岁的老人了，对他这样一个知天命、不骄狂的人来说，也

3



T he Man Who Owns the News
一个人的帝国

许该立遗嘱了。如果不趁现在，又待何时呢？

如果把默多克收购屡有大动作的原因归于他想要获得更多名望，那就错了。

你可以发现这样一点，吸引默多克做大新闻集团品牌的原因，并不是他想

将公司打造成商业帝国，而是要给他反感的人一点颜色看看。默多克收购《华

尔街日报》一事就是想向世界传递一个声音：他才是胜者。

在班氏家族投票卖掉自己的祖业《华尔街日报》后一个月左右，默多克邀

请《华尔街日报》1� 位资深编辑到纽约城中心的丽斯卡尔顿酒店吃午饭。默多

克带着《纽约邮报》的编辑科尔·艾伦一同赴宴，艾伦向来以举止猥琐、嗜酒

如命、脾气暴躁闻名（有一次，《纽约邮报》的销售量刚刚出现下滑，艾伦就劈

头盖脸地训斥自己的一位下属，他用手狠狠地拍桌子，竟然把警察局局长送给

他的袖扣都敲碎了）。在记者们看来，艾伦和《华尔街日报》丝毫搭不上边儿。

不过，艾伦赴宴也再次提醒《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这份百年老报已经被新

闻集团收购了（在默多克看来，他这个大老板带着艾伦赴宴，把这些刚履新的

编辑们吓得屁滚尿流也是件好玩的事）。

默多克雄赳赳、气昂昂跨进《华尔街日报》编辑室的那天，陪同他的是两

位心腹干将：一位是负责新闻集团英国业务的莱斯·辛顿；另一位则是《泰晤

士报》的总编罗伯特·汤姆森（罗伯特·汤姆森是默多克内定的《华尔街日报》

总编），默多克来到《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根本不期待自己的壮举会得到满

堂喝彩，他背着手，摆出一副刚刚攻克一座重兵把守的城池的胜利者姿态。在

他看来，《华尔街日报》很多即将离任的员工不过是被历史抛弃的小人物而已，

他们都是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而他则是变革先锋。有一天下午，默多

克谈起自己最新的“战利品”时说道：“让一些该滚的人滚蛋，也是不错的选

择。”默多克毫不犹豫地免去了道琼斯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赞尼诺和发行人

戈登·克罗维茨的职务。默多克在有意给总编马库斯·布劳克利一个下马威。

因为根据收购《华尔街日报》协议中保护采编独立性的条款，默多克不能单方

面解雇在任总编，但是默多克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他带来了自己的总编人

选—澳大利亚人罗伯特·汤姆森，只是暂时让他担任发行人过渡。新闻集团

的人都感到纳闷儿，《华尔街日报》的人怎么这般眼拙，竟然没有看出罗伯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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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姆森到《华尔街日报》任职，实际上是把现任总编给架空了。 

默多克的一位心腹高管一边用手拍着脑袋，一边说道：“难道他们看不懂

吗？《华尔街日报》已经是我们的了。”这位高管笑着说，如果在公开场合和马

库斯·布劳克利保持距离都没法让他察明局势的话，“那么默多克不再和他说话

这一做法应该能让他清醒了”。在同《华尔街日报》员工见面的时候，尽管默多

克吝啬地从嘴里挤出几句客气话，新闻集团的人却解释说，大老板言下之意就

是如果犯错就卷铺盖走人。事实上，这些员工的工作就是制作、印刷一份报纸，

一份默多克家的报纸。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与默多克对着干已经成为自己职场生涯的主要动力。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和他的老板、《纽约时报》发行人小阿瑟·苏

兹贝格逢人就说，听默多克在鸡尾酒会上讲笑话真是一个记者这辈子最悲哀的

事了。比尔·凯勒还嘲笑新闻集团的发言人加里·金斯伯格说：“你怎么能给

那样的人卖命呢？”后来《纽约时报》日益把“非默多克报纸”当成了自己的

身份标签。

同行对默多克的这种评判和他自己的看法相近：世上分为两种人，第一种

人看不上他，这就使得他也更讨厌这种人；第二种人是替他工作的，自然也是

对他顶礼膜拜的。

众所周知，对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感到最不满的记者往往自己过得

也不如意。他们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他们的铁饭碗有可能不保，他们的影响

力日益削弱，他们的工作压力在增大，收入却在减少，因此得知默多克收购了

《华尔街日报》更让他们觉得很烦躁。然而替默多克打工的记者都更高兴了。作

为新闻集团的员工，你在业界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有所提升。福克

斯新闻网和《纽约邮报》的记者都因为影响力的扩大而感到庆幸。大老板默多

克本人很纵容自己的下属，哪怕你像比尔·奥赖利那样出言不逊，或是像《纽

约邮报》第六版“闲话”专栏的主编理查德·约翰逊那样收采访对象的钱都没

有关系。

现在，默多克也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宣扬自己残酷的动机，他想把《华尔街

日报》当做和《纽约时报》分庭抗礼的斧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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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是藐视默多克的大本营。 

如果说世上最好的报纸有两份的话，那么默多克收购其中一份的目的是要

把另一份报纸给搞垮（新闻集团外的记者认为，默多克有可能毁掉《华尔街日

报》）。对于默多克本人而言，这就像一种寻仇行为，也有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商

业战略。  

这是报界的一场肉搏大战，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场大战了。

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几周后，默多克表示会接受我采访的消息也传开了（这

也有可能意味着我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或者有出卖灵魂的危险），我在曼哈

顿的一家电视演播厅碰巧遇到了《新闻周刊》以正直、刚毅著称的资深记者乔

纳森·奥尔特。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利用能接触到默多克的机会，”奥尔特直言不讳地对我

说，“把他榨干。”

“这不正是我们平时的工作方法吗？”我略带嘲讽地回答。

奥尔特继续一针见血地说：“你必须要扪心自问，这对国家是有利的还是有

害的，反正默多克对这个国家是有害的。”

著名记者蒂娜·布朗欣赏默多克在伦敦报社云集的舰队街成功的经历，主

动告诉我有些问题在采访时不要提，并建议我在书中就是向世人介绍默多克的

“道貌岸然”（这也是蒂娜·布朗身为记者觉得会遇到的心魔）。

朱迪丝·里根曾是默多克手下的干将，也是默多克式工作方法和价值观的

践行者，她于 200� 年秋天起诉她所遭遇的各种暗算。尽管朱迪丝·里根也赞成

小报理念，但是反对默多克的记者马上就开始重视她了。事实上，你只要成为

默多克的敌人，那么马上就能成为其他受人尊敬的记者的朋友。

把默多克刻画成恶魔的人很多，但如果你要想了解他的下属是如何看待他

的，却并非易事。在一次采访中，我逼问《纽约邮报》的编辑科尔·艾伦对默

多克的看法，他的回答是：“默多克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记者，他能完成世上所有

记者需要干的活。”伦敦《太阳报》主编丽贝卡·韦德兴致高昂地告诉我说，她

翻来覆去一个晚上，从多个角度思考到底是什么成就了默多克的丰功伟绩，最

后得出的结论是，默多克是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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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对道琼斯的收购大战如火如荼地进行，记者也逐渐分化成两派阵营：很

多报纸的头版都对默多克大张挞伐（《纽约邮报》就对默多克展开了敌意调查）；

而很多报纸的商业版又怀揣极大的好奇心，目不转睛地盯着默多克的一举一动。

在收购道琼斯的过程中，《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不仅担任着班氏家族喜怒哀

乐的记录者，也成了这些情绪的散布者。《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其实代表道琼斯

的股东向默多克发起了一场战争。

随着收购道琼斯交易的完成，各大媒体都忙着息事宁人、阿谀奉承，甚至

去挖掘这位买主身上的闪光点。《纽约时报》长期关注媒体动向的记者戴维·卡

尔在收购过程中评价默多克时说：“他向世人展示了他的一贯做派，他擅长用自

己掌握的媒体资源来为自己的组织谋取更多利益。”在收购成功后，戴维·卡尔

则话锋一转，称赞默多克是他最欣赏的新媒体领军人物之一，因为默多克把所

有的媒体业务整合到了一起。《纽约杂志》把默多克从纽约最佳名流的地位抬高

到了纽约最佳福祉的榜单中。《华尔街日报》的“跛脚鸭”总编马库斯·布劳克

利身处冷宫得不到大老板的垂青，但他对别人说默多克丰富的从业经验将给业

界带来福音。不过，默多克的行事方法还是会四处树敌，因为有些人会屈尊俯就、

低声下气地讨好他，但默多克对待这些人就像拂去身上的灰尘一样不屑，这种

傲慢态度让这些人很受伤。

默多克愿意坐下来接受我采访的请求，不排除是因为出于自身的关切或是

自省的原因，他过去很少愿意坐下来和传记作者详聊。

默多克愿意接受采访，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因为我和他“志同道合”

的缘故，对于他的一些竞争对手我同样也看不上。默多克在聊起自己的时候显

得有些别扭，但是在谈起自己的竞争对手时就变得口若悬河了。我曾经指出攻

击默多克的记者的一个致命弊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苍白了，愿意去读

这些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或许默多克因此而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也许，默多克也把我看成了一个和他有家族渊源的人。人们常说，新闻集

团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人们之所以这么评价既是因为新闻集团的家业代代相传，

也是出于内外有别的感情因素。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曾经在新闻集团任职过，那

么你会更容易得到信任；反之，你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局内人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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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我太太从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Squadron，Ellenoff，

Plesent and Lehrer律师事务所担任助理律师。从默多克初来美国打拼，该律所就

担任着他的代理人。尽管我太太只是 30 年前在这家律所工作了两年而已，但她

当年的多位同事现在都在新闻集团担任要职。在一般的企业中，人际关系往往

是人走茶凉的，但在新闻集团里，人际关系往往会延续好几代人。如果你曾经

踏上过默多克的疆土，那么这辈子都可以算是默多克的人了，这种身份你想甩

都甩不掉。

当我女儿伊丽莎白 200� 年从大学毕业后，我在《名利场》杂志的同事维

奇·沃德（曾在《纽约邮报》担任编辑），把她的简历推荐到了《纽约邮报》。

伊丽莎白受雇担任助理记者，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便辞职了（在这一方面，

我的看法和默多克一样：只要世上还有报社招聘员工，那么去报社当记者就是

世上最好的工作）。

在纽约的新闻界工作了 30 多年，毫无疑问，我自然也是一个反默多克主义者。

在网络经济繁荣的日子里，我和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还有过公开的争执。

当时，詹姆斯负责运营新闻集团内并不十分成功的网络业务，我嘲笑他作报告

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嘴脸，詹姆斯（在接受《男人装》杂志采访时）

说我是个“招人烦的白痴”，我 � 岁的儿子听了这个说法很是开心。（在写作本

书的过程中，我和詹姆斯提起了这段往事，他对我坚称肯定是当时的记者听错

了，他只说过我是个“怪人”而已。）

1��� 年，在我成为《纽约杂志》负责媒体新闻的专栏记者后，我写的第一

篇新闻就是关于默多克马上要和共同生活了 32 年的安娜离婚。我当时颇为欣喜

地发现，婚姻波折或许会使整个新闻集团帝国的根基发生动摇（尤其是默多克

当时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但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之后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抨击了《纽约邮报》，而且分

析了它在商业运作上的种种失败之举，因此得出结论默多克应该关闭这家报社

（我的判断又错了）。这篇文章引来了《纽约邮报》的报复，不过攻击的对象不

是我个人，而是升级为攻讦《纽约杂志》当时的母公司Primedia媒体集团。

在 20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我在鸡尾酒会上同一些坚定的左翼分子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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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他们在商谈如何通过攻击默多克的方法来对付福克斯新闻网。在这些人眼

中，默多克不仅仅是邪恶媒体大鳄的代名词，也是一个结了三次婚的外国人（默

多克的澳大利亚口音很重，在这个歧视外来者的大本营，每个人都能认出他是

个外国佬），没有谁比他更适合当靶子了。

因为我负责报道的是媒体界动态，因此我对这个行业中谁成功、谁失败日

益关注。不仅如此，我对一个能够如此自得其乐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因别人

的指点而或东或西的人很感兴趣。如果我们说得比较严苛一些，可以说因为默

多克的首创，当代的几乎每家媒体公司都变成了多元化的经营实体。也许你不

喜欢默多克，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势不可当，而且自己也乐在其中（很多骗

子和暴君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

我也突然间想到，或许默多克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他毕竟已经年过

古稀了。这个世上，很少有近 �0 岁的老人还在掌管这么大的上市公司。夕阳总

有落山的那一刻吧？

1��2 年，曾写过默多克传记的作者威廉·肖克罗斯作出了默多克“廉颇老

矣”的判断。现在来看，这一判断并没有错。（默多克的第二任太太安娜也这么

认为，她经常对人说，默多克已经向她承诺马上就要退休，默多克和第一任太

太所生的孩子普鲁登斯说道：“安娜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新闻集团也正是从

这个时期开始迈入最波澜壮阔的上升期的。尽管如此，人终有定数，事事皆有

尽头。不管默多克多努力，他还能再打拼多少年呢？ 

2002 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次科技会议的时候和默多克偶遇。他看

起来有些落寞，手提包里放着一个像是买给小女儿的玩偶，也有可能是买给自

己爱妻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与会者见缝插针地问默多克要不要去喝一杯，默

多克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当地的一家酒吧，在这个懒

散成性的城市，酒吧的服务生在工作时没有请假就离开了，默多克只好自己招

呼起自己。他穿着一件从沃尔玛超市买的普通法兰绒衬衣，非常引人注目，他

喜欢开玩笑，随和亲切，没有什么架子。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祖父，

让我奇怪的是，他和我的祖父真有几分相似之处。最后，我们在一起共进晚餐，

畅谈了几个小时。当我在《纽约杂志》上撰文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默多克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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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反应就是抱怨我把他和我的祖父相比。

这就是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和默多克相识以及他出人意料地接受我采访的

背景。我认为，这本书在默多克看来或许是一个品牌宣传或是遗产分配的策略。

倘若如我所想的话，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新闻集团的公关部门并没有对我有什

么限制。新闻集团并没有要求我出版前把稿子给他们先审定，对我采访时要提

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限制。 

延续 � 个月之久的采访在多个地点进行，有时候是在他位于曼哈顿第六大

道 1211 号新闻集团总部的办公室，有时候是和他在新闻集团的高管餐厅共进午

餐时边吃边聊（也分享了他的健康饮料），或是在他位于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临时

寓所里聊天（他在第五大道的新居正在装修）。当他太太不在家的时候，他还要

照顾家中的孩子（默多克的孩子们过着典型的曼哈顿式的童年生活，享受着保

姆、宠物狗、玩伴和上学由父亲接送的各种惬意）。

有几次是我单独采访默多克，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的研究助理莉拉·德·克

雷斯特陪我一同前往的。莉拉·德·克雷斯特曾是《纽约邮报》的记者，更久

以前，在她的出生地澳大利亚墨尔本，她在默多克旗下的《先驱太阳报》（周日版）

工作。采访的时候，金斯伯格也经常在场，偶尔也会参与讨论，不过大多数时

候都只是旁听。

默多克是一位风云人物，采访起来并不容易。他往往一句话还没说完就中

断了，说话的时候含混不清，他的澳大利亚口音很重，有时候还会警惕地陷入

沉思，既像是在斟酌用词，又像是在打盹儿。

默多克并不善于替自己圆场，如果别人要求他这样做的话，他会恼羞成怒。

此外，他对谈论过去没有什么兴趣，不过他记忆力惊人，连几十年前的日子都

能记得一清二楚。当谈起自己的愿望和性格时，默多克就显得不善言辞了。不过，

如果正聊到兴头上时，他倒是愿意长聊一番。他的想法从来都像一湾湖水那样

清澈、不加任何掩饰。他在和我描述起当天是怎样过的时候，总是说得详细而

具体、趣味盎然。我很期待对他进行下一次的采访，我希望他也能享受采访的

过程。

只要我提出采访新闻集团高管和他家人的要求，默多克都会尽量满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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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约见的新闻集团的高管都沉默寡言，对于谈论大老板默多克也没什么

经验。默多克还帮我在纽约、伦敦、墨尔本和悉尼约见了他的母亲、姐妹、太

太和孩子。默多克对自己在悉尼的女儿普鲁登斯说：“采访的时候有什么就说什

么，说得多难听都没关系。”后来的情况表明，普鲁登斯还真的很听父亲的话。

遇到默多克家的每个人，我都会问他们：“你觉得默多克为什么会像现在这

样？”

但没人能给出一个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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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他的讯息  

第一章 蝴蝶效应

默多克的成功似乎要归功于他的洞见。媒体行业

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在1���年时并不明显，但也正

是因为这种新兴发展趋势成就了日后的默多克，

同时也让默多克发生了改变。

第二章 逼入绝境

默多克成年的孩子们都战战兢兢地想要知道，为

什么原来对任何浮华都看不顺眼的勤俭父亲现在

要高调地告诉周围的人，默多克的时代到了。

第三章 恋旧者

默多克在全球拥有巨额财富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但在家族内部只是伊丽莎白的儿子。伊丽莎白说：

“别提他那个新闻帝国，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是我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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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峙的家族

快乐的报业家族情况是相同的，而不快乐的报业

家族情况也是相同的，最后他们都会出让家族的

报纸。

第五章 独狼

为什么默多克会这么桀骜不驯？为什么如此特立

独行，像个异类？为什么自己想好了一个主意又

总是变卦？为什么他总是那般犹豫不决，既希望

别人能接纳他，却又那般执拗地坚持自己的独狼

主义。

第六章 玩的就是生意

默多克做生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搜集各种小道消

息，这是让他得以前行的方式。他是一个爱打探

消息的人，他会用心了解人们想要某样东西的迫

切程度、人们争议或抱怨的程度、机遇什么时候

出现，这是让他前进的引擎。

第七章 华尔街弄潮儿

在20世纪�0年代初的时候，默多克对全球媒体业

的定位还不清楚，那时的媒体业也无关紧要。他

当时关心的只是利润。如果银行愿意贷款的话，

那么谁不借款就将错失良机。默多克的父亲就缺

少这种企业家精神。默多克明白，你必须要有掌

控别人钱的能力，你不去掌控，自然就会有别人

去掌控。



第八章 小报雄心

《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是默多克小报经营

模式的典型代表。它们都是低端市场上的“小

报”，定位精准，能根据读者的口味不断进行调

整，它们的销量都很惊人。

第九章 谁是老板？

正是因为他的自信满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前

主编安德鲁·尼尔把他称为太阳神。默多克拥有邪

恶、奇异的力量，使他能够控制别人的思想。

第十章 政治筹码

默多克在谈生意的时候往往很快就会把话题引向

政治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政界的尔虞我诈感

兴趣，也是因为这就是做生意的基础。你在政界

的人脉关系和你的资产负债表一样重要。

第十一章 变革之路

默多克遇到两个很难应付的对手，一个是银行，

另一个则是他太太。

第十二章 坠入爱河

一天早上，默多克给戴维打电话，一本正经地说：

“你可能在想，邓文迪休完假之后怎么还不回来上

班？不用瞎猜了，她跟我在一起，她也不会再回

星空卫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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