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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揭黑记者生存调查
为求真相面对暴力和官司

王克勤、简光洲、刘畅……这些名字，乍看之下可能你会觉得很陌生，但那些被他

们揭开的黑幕，你必定相当熟悉——山西疫苗黑幕、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山西

繁峙矿难黑幕……每一次，他们的报道都让我们能够直面那些被掩盖的触目惊心，

那些血与泪交织的真实；每一次，他们的报道都极有力地推动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让我们离阳光、安全的生活更近。他们，就是中国揭黑记者，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也

是权利的守望者。

这个已经46岁的中年男人，

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更被媒

体同行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

斯”(美国上世纪初新闻界“扒粪运

动”中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他的成

名作，是2001年的《兰州证券黑市狂

洗“股民”》，这篇报道引发了证券业

的大地震。之后，《公选“劣迹人”引

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

磅作品亦陆续登场。因这些报道锒

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有一百多人，

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

势力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同年11

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

职。

2002年，王克勤历时半年调查

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

再度震惊全国。

接下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

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揭黑

报道也先后问世。王克勤近来最为

人熟知的作品，则是今年3月份在

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山西疫苗乱

象调查》。一次次震惊全国的揭黑

报道，都与这个漂泊半生的中年男

人相关，说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

队，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

并不为过。

王克勤的微博上，私信功能是

对所有人开放的，这也是他重要的

线索来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接

到一百多个投诉。

“我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

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

都报道。”这种职业特有的煎熬，在

王克勤眼里，其实也是调查记者应

该具备的最起码的激情。

“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调查记

者。”这是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

的感慨。有鉴于此，他现在正在有

意识地留下更多时间去参加各种讲

座和培训，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揭黑

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

如何保留证据、如何保护自己。

“有时候记者还得学点化装的

本事，我有一次采访完了，

就是化装成当地农民的

样子才逃出来的。”王

克勤大笑。

但让他觉

得离死亡最

近的一次，

仍然是

兰 州

证

券黑市的报道出来后，黑恶分子

叫嚣要花500万买他人头的那

次。“那时候有四个全副武装

的警察保护我，但我仍然

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至于采访中经常遭

到 对 方 拳 脚 相

向，那已经“只

能算是锻炼

身 体

了”。

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 有人出价500万买他人头

“问题奶粉掘墓人”简光洲：

想像自己站在被告席上

于 揭

黑记者本

人而言，来

自 资 本 的 收

买是风险之一，

滥用的公权力更

会让他们面临被拘

留、被通缉这样的风

险。

简光洲这个名字为人

熟知，是因为2008年轰动全

国的“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9月11日，简光洲供职的《东方早

报》率先点名披露三鹿问题奶粉事

件，随即引发中国乳业持续至今的三

聚氰胺风波。这次让三鹿破产，让中国

乳业伤筋动骨的揭黑报道，被称作“中国乳

业的9·11事件”，简光洲本人也因此被称作

“英雄记者”、“中国的良心”。

在简光洲心里，感觉到危险最近的一次，仍

然是三鹿事件报道签发前的那个晚上。“当我把

稿子上传到编辑部后，心中其实也有过一些害怕

和犹豫，我担心这个报道出来后，我明天还能否

回到这个办公室，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新闻工

作。毕竟对方是市值100多亿的乳业巨头，能量

肯定大得很，且当时正值残奥会，类似的问题也

相当敏感。”

报道签发之前，简光洲的脑海中甚至已经

见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但一个个不

足一岁的孩子全身麻醉后被推进手术室的场面，

让简光洲良心难安。“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

这样含糊其辞？”

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更让他作出决定，即

使被起诉，还是要点名。

让简光洲感觉危险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

最后在媒体集体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下，终于

按照一条正常的轨道演变下去了——三鹿的破

产，不仅让中国乳业痛定思痛检视自身，并且让

中国的乳业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佳曝光勇士”刘畅： 克服困难报道真相是天职
自1992年从业以来，刘畅作为一个调查记

者，采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调查性报道。其中

2002年写就的《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已经成

了调查性报道的经典。

提起调查记者这个话题，曾获得全国“十佳

曝光勇士”的刘畅，考虑更多的是调查记者自身

的问题，调查记者的责任，调查记者应该恪守的

新闻伦理等等。在他看来，虽然目前的调查环境

还很糟糕，这两年发生了许多针对调查记者的伤

害甚至暴力事件，但克服困难报道真相，是一个

调查记者的天职。“当你从事这份工作时，你就应

该想到它可能带给你的危险和困难。”

在接听电话前，刘畅刚刚参加了人民大学

关于调查记者的一个研究会。他认为目前国内

存在调查性报道这个文体，但是不能说有调查记

者这个职业，“目前专职的调查记者人不多。”他

的这种认识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的

观点类似。“调查记者是时代的守望者，我们可

能泪流满面，可能拍案而起，但是我们绝不绝

望。”作为调查记者中的前辈，刘畅相信，无论有

多大的困难，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始终都会坚定

地走在寻找真相的路上。据《现代快报》

注：据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传播学博

士张志安调查研究，

我国国内调查记者

约有 350 人左右，不

超过 400 人，其中报

纸是 300 人，其余主

要在电视台，目前调

查记者以80后为主。

相关链接
2010年记者被打不完全档案：
南方都市报 11月7日 记者在东莞虎门采访一宗纠纷时遭治安员围殴

西安晚报 9月1日 记者暗访油毛毡黑作坊遭十几人围殴

山东电视台 8月10日 记者在德州采访火灾时遭一群黑衣人殴打

北京电视台 8月1日 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殴打记者

每日经济新闻 7月30日 报社遭到疑似霸王集团员工冲击，记者被打

中央电视台 7月5日 记者在山西运城采访防洪水库建别墅时被打

生活新报 3月27日 记者采访昆明城管与小贩冲突时，遭多名执法人员围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