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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教授退而不休
蓝采凤教授于1942年12月15日在台湾出生，爸爸是一位艺术家和哲学家，拥有一

个医药公司，妈妈是眼科医生。蓝教授在东海大学主修社会学，在很多志愿活动中她
体会到普通人的需求。爸爸和她说，台湾是一个小岛，不能坐井观天，应该看看大千
世界。于是她决定到美国留学，于1972年在密苏里大学获社会性博士学位。次年，印
城的通用汽车公司给蓝教授的工程师丈夫发了聘书，蓝教授就开始在印城大学教书。

今年8月31日，印城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授予蓝采凤教授荣誉奖（上
图），祝贺她在过去的45年中为学校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她对本校与国际接轨做出的
开创性工作。蓝教授不但受到学生们的尊敬，而且任该校出版社主任，出版了中、
英文图书30余部。与此同时，蓝教授还兼任该校亚洲项目主任和国际部副主席，帮
助印城大学与数所中国高等院校建立了关系。蓝教授也受到来自校外的关注。前市
长Hudnut曾将1991年7月26日命名为“蓝采凤博士日”；2003年，Indianapolis Business 
Journal将蓝教授评为印城33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张教授获博大百年校庆金质奖章
张德光教授1925年9月15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长汀县的一个教育世家。在台湾大

学政治学系毕业后，张教授又获得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及华府的美利坚大
学国际关系博士。1966年，张教授受聘印州博尔大学任政治学教授至今。从教53年，
张教授为博尔大学发展了数门国际研究课程，并到过八十多个国家任教、研究、演讲
及参加会议。他获选为亚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及国际研究学会顾问，也是数个世界
性学术机构的成员，曾被国际政治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授
予“领导亚太研究四十年”的水晶奖座。

张教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他曾受到美国总统里根邀请，参加1985
年 White House Pre-submit Briefing，为里根与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日内瓦高峰会议
提供策略建议。在各国访问时，张教授也受到多国总统的接待。张教授致力促进国民
外交，发展国际关系。印州州长波文接受他的建议，与台湾省、浙江省及欧亚各国城
市建立姊妹友好关系，使印州成为全美第一个与中国城市建立姊妹关系的州。

（← 上接第A6版）

川普与媒体对决在美国和世界的意义
川普白宫的第一发言人斯派瑟在其第一次媒体吹风会

上对记者们说：“对自己行为负责是双向的。今天我也要
确保媒体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不少川普的支持者指出，
美国主流媒体确实是常常有失偏颇。比如《世界日报》8月
19日刊登署名文章，题为“社论联合反川普，媒体宛如独
裁”，文章称“无论川普施政多成功，从股票高涨到失业
率新低，媒体总是从负面报道”。以我本人的阅读所到，
这些批评意见不少是有根据的。比如西欧国家瑞典、德国
因政府执行左派政策接纳了大批阿拉伯移民，这几年因为
宗教、文化隔阂，就业等原因出现多起大规模新移民骚乱
事件，让国民不胜其扰，政府也头疼。最近还有好几起中
国游客光天化日之下在法国遭到抢劫的视频在微信和台湾
的电视台播放，甚至令一位印州77级同学犹豫是否该按计
划于两周前去法国旅行。然而关于欧洲新移民问题的这些
新闻在美国的主流媒体都看不到。倒是看到以前反对川普
总统“禁穆令”的朋友在看到这些报道后转而支持“禁穆
令”，因为“总统把一切骚乱堵在了国门之外。保障了美
国国民的安全，决策英明。”

另一个问题牵涉到川普总统彻查非法移民的政策。从
中文媒体的报道，我们得知有不少国内退休的华人，在美
国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却来美国享受免费医疗、免费老
人公寓、免费食物券。有些人甚至领取慈善机构为救济美

国穷人发放的免费食物，有的还成袋领取，然后将自己
不喜欢的食物扔垃圾。想到我们在美国辛苦打拼还要受
高医疗费之重压，用我们缴纳的税收白白供养这批人实
在不合情理。而且推而广之，像这样蛀蚀美国的不仅仅
是华人，而是世界各国的人。这样一想，对川普总统彻
查非法移民的政策自然觉得应该支持。

尽管如此，正如《世界日报》2月26日社论的标题
所言，“川普待媒体如寇仇，重伤美国民主体制”。在
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网恪守职业道德，
多次针对川普对主流媒体的攻击提出严厉批评。比如主
持人史密斯（Shepard Smith）反驳说：“CNN的报道
不是假新闻”；另一位主持人华莱士（Chris Wallace）
认为川普将主流媒体斥为“美国人民的敌人”是“越过
了底线”。刚刚去世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卡恩身为共和
党员，同样认为川普对媒体的做法越过了底线。他指
出：“如果你想保持我们做知道的民主制度，那就必须
要有自由并且往往是与你对着干的媒体。如果没有自由
的媒体，我们最终会失去我们个人的自由。独裁者都
是从这里开始产生的——我们需要从历史吸取这个教
训。”

川普总统和媒体的对决不仅受到美国人民的关注，
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2015 年 1 月 7 日，法国巴黎《查
理周刊》杂志社遭到两名持突击步枪和霰弹枪的恐怖主
义分子袭击，导致包括周刊主编在内的至少12人死亡，

其中2人为警察，多人受伤。原因是该杂志出版的漫
画被恐怖主义分子认为侮辱了伊斯兰教圣人。这是
法国本土40年来遭遇的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5
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然而，1987年5月
3日日本《朝日新闻》阪神支局的两名记者惨遭射
杀，原因是右翼分子反对他们报道的观点。法国和
日本这些记者都是因为表达了与恐怖主义分子不同
的政治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因此两国人民对于川普
总统与媒体的对决都表示极大的关注，希望作为自
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言论自由这个民主基石的大是
大非问题上作出表率。

其实中国也有“记者节”，而且有两个。一个
是1933年为纪念镇江记者刘煌生而将每年9月1日定
立为“记者节”。刘煌生因为揭露时任江苏省政府
主席的顾祝同的腐败而遭到逮捕和杀害。那个记者
节在台湾延续至今。大陆方面，1999年国务院修订
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确定每年
11月8日为“记者节”。然而，2016年2月习近平视
察中央电视台时宣布，中国的媒体必须姓党。这样
一来，“实事求是，言论自由”这个“记者节”的
精髓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也应该
关注川普总统和媒体对决的走向和结果。

（评论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
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