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人最信任的主播 

華特．克朗凱這位備受信賴的主播，替有意追隨他的腳步從事新聞業的後進，樹立了良好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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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簡稱 CBS）主播華特．克朗凱和觀眾建立起來的緊密關係，使他被譽

為全美最受信賴的人。對於他在一項意見調查中所贏得的這個稱號，克朗凱本人非常重視，但他是帶著

無比的幽默感來接受這個封號。 

「新聞人所能受到的最大讚美，無非就是受人信賴，」他曾如此透露，「但一旦人們開口說他們信

任你之後，無論你再做什麼也無法令他們更加信賴你了。」 

克朗凱漫長而傑出的主播生涯中，有許許多多的事蹟，而博得了大眾的尊敬。他在七月間以九十二

歲高齡辭世的消息，喚醒了人們有關與現今截然不同的電視時代的回憶，在有線新聞頻道問世前，全美

民眾每晚都會奉行如儀地觀看晚間新聞，當時這位主播贏得了堅定不移的忠實觀眾群。史朗凱的註冊商

標，是他每晚在結束播報前都會說的台詞：「實情就是如此」。 

 

傳奇性的新聞生涯 

克朗凱的生涯涵蓋了二十世紀許多重大事件，包括了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越

戰和美國的太空計畫。他在 CBS 的任期，也同時反映出電視新聞的成長與影響力。在很多觀眾眼中，他

簡直是完美的主播，為其他後起之秀樹立了良好典範。 

年輕一輩的觀眾可能無緣見識到克朗凱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八一年間擔任主播的風采，這些觀眾對他

的印象，可能來自一個時常重播的影像片段，那就是克朗凱在一九六三年播報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時，

拿下眼鏡，似乎暫時之間失去了平時的鎮定。 

克朗凱也因報導美國太空計畫而備受稱譽。他曾表示，非常樂於進行這項任務，而且認為征服太空

可能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了。 

「他真的都有做好功課，因此這就自然會顯現在他下的評語上，」太空人亞倫．雪帕德曾如此透露。 

 

12-11 

克朗凱的越戰相關報導也同樣令人難以忘懷，而且影響力更鉅。他曾表示，製作這系列報導的過程

中，他其實是從「天真的熱衷」，而逐漸轉化為夢想幻滅。他在一九六八年紀錄片《來自越南的報導》中，

以一段評論劃下句點：美國脫離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進行談判磋商。克朗凱在一九九六年 CBS 的特別

節目中曾透露，那段話可能有點自負。但詹森總統卻把克朗凱的評語視為轉捩點。「詹森總統觀看克朗凱

的報導，然後說：『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凱的心，就等於失去了全美國。』」作者華德．賈斯特在美國公共

電視的紀錄片中回憶道，「克朗凱表達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感受，但他卻能更高明地表達出來。」 

 

「新」新聞 

克朗凱在二００三年籌備《CBS 七十五週年紀念》特別節目時，曾對現今電視新聞的做法感到挫折，

對新聞和娛樂掛鉤，也覺得憂心忡忡。 

「我對有線電視最擔心之處在於，它們往往企圖變得娛樂化，」克朗凱表示。他對新聞媒體並未更

積極地對抗大眾的無知，感到相當擔憂。 

「告訴民眾他們必須知道的事實，就是新聞從業人員的責任，也應是我們的座右銘，」克朗凱表示，

「我們有責任去決定每日新聞中的重大事件，並確保能正確傳達出來，好讓民眾了解這些事件的重要性。」 

 

內幕消息 

克朗凱於一九一六年在密蘇里州誕生。他在一九九０年的一次訪談中，透露自己當年在高中新聞課



中學到了最寶貴的功課：那就是「必須盡全力保持公平、公正，且忠於事實。」 

他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就讀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並在《史克里普斯－霍華報》工作，後

來改任職《休士頓郵報》及電台播報員等工作。 

他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合眾國際社任職，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駐歐洲特派員。他曾

搭乘聯軍飛機赴德國上空進行轟炸任務，也報導了如「突出部之役」等重大事件（譯註：突出是二次大

戰期間德軍在一次戰役中的戰法，德軍在一九四四年於亞爾丁發動奇襲，希望把部隊戰線「突出」攻入

聯軍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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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倫敦慶祝勝利四十週年（譯註：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

被稱為歐洲勝利日）之際，克朗凱回想起戰爭如何形塑他的生命，而戰爭的陰影卻一直揮之不去。 

「雖然令人刺激興奮，但我同時卻也感到深惡痛絕，」克朗凱表示，「我想，我們大家終其一生都

會對戰事感到五味雜陳。回顧過往，你會記得同袍的情誼、友誼和美好時光…而傾向於忘記轟炸多時的

可怖影象、戰爭其他的恐怖面貌，以及在戰事中喪生的朋友。」 

克朗凱在一九四八年返回美國電台工作，並在一九五０年跳槽到 CBS，先是擔任華盛頓和紐約特派

員，之後才在一九六二年躍升為主播。他採訪過的總統包括杜魯門和雷根，而在一九五二年美國政黨大

會期間，他長時間主播全場實況的經歷，則使他一舉成名。 

克朗凱任職 CBS 多年期間，贏得了華特叔叔的綽號，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中，展現出穩定可靠的父

執輩形象。 

 

回顧一生 

克朗凱的自傳《記者的人生》（直譯）於一九九六年問世。在書中，他感謝妻子貝西，「我把我們婚

姻的歷久彌堅歸功於貝西異常敏銳的幽默感，使我們得以安然度過許許多多的障礙（大部份是由我所造

成的），以及她對新聞人行程多變和四處奔走的生活方式所付出的容忍、甚至是全力支持。」 

二００三年，克朗凱欣然對新聞生涯的成就加以評價。 

「首先，我以身為報人為榮，」他表示，「我也以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戰爭特派員、不失成功地執

行艱困任務感到自豪，此外，也以成為新聞界先驅感到驕傲。我在 CBS 所扮演的領導性角色，使我得以

協助樹立良好的典範，直至今日仍為後進所遵循仿效。」 

而實情總會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