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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纽约时报》王位争夺战再起
家族三个年轻人：一个老板还是各司其职？

! ! ! !美国报业“豪门”《纽约时报》在
!"世纪 #" 年代就是个上市公司，
然而现在手握公司大部分股权的仍
是 $%"多年前买下《纽约时报》的大
亨的后裔们，于是家族企业内常见
的继承人之争，成了这个现代媒体
巨头的困扰。几大家族分支都对掌
舵企业未来表现出浓厚兴趣。谁能
脱颖而出？

两个家族的争夺
犹太裔大亨阿道夫·奥克斯在

&'(# 年收购经营不善的《纽约时
报》，之后不久就陷入谁来接班的纠
结。
奥克斯膝下只有一位千金伊菲

吉妮，但他从未考虑让独女继承大
业，候选人是两个男人：外甥朱利叶
斯·奥克斯·阿德勒和女婿阿瑟·海
斯·苏兹贝格。明里暗里的竞争搞得
双方身心俱疲。老人也曾幻想两人
携手并进、共掌大权，但被苏兹贝格
泼了冷水。他告诉老丈人：“一家企
业只能有一个老板。”

老奥克斯决定不操心了，在
$()*年去世。他一死，伊菲吉妮成
了关键一票。她选择支持丈夫，阿德
勒家的人一个个被迫出局。两家从
此不相往来好多年，而苏兹贝格家
族则得以稳占《纽约时报》出版人大
位连续 '"年。
到了今天，苏兹贝格家族第五

代已经长大成人，而现任《纽约时
报》董事长兼发行人小阿瑟·奥尔
斯·苏兹贝格已经 #+岁，继承权问
题被提上日程。比起上世纪那场内
斗，这场竞争更多了复杂因素。当年
只有两雄之争，而这回，第四代家族
成员中则不少人手握公司重权，第
五代 !, 个年轻人中，!* 个都享有
公司股权。
这些人都是伊菲吉妮四个孩子

的后代，最激烈的竞争在两个家庭
之间展开：姓苏兹贝格的和姓戈尔
登的。三个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现
任掌门小阿瑟·奥尔斯·苏兹贝格的
儿子、现年 )*岁的阿瑟·格雷格·苏
兹贝格，江湖人称“-./.”；小苏兹贝
格异母姐姐凯茜的儿子、)'岁的戴
维·珀皮奇；还有 )+岁的山姆·多尔
尼克，小苏兹贝格表姐琳恩·戈尔
登·多尔尼克的儿子。

三位出色候选人
三位候选人都是家族第五代中

的佼佼者，都是三四十岁风华正茂
的年纪，也有名正言顺的继承权，猜
他们的排位成了《纽约时报》集团内
部人士一个乐此不疲的游戏。

-./. 血统上无疑占最大优势。
从他的外曾祖父老奥克斯往下，爷
爷、姑爷、父亲都当过发行人，而他
是嫡子长孙，该是名正言顺的接班
人。只是，!&世纪不再是唯血统论
的时代。尽管现任掌门小苏兹贝格
更属意儿子来接班，也不得不受制
于其他家族“长老”的眼光。

-./.从布朗大学毕业后在《普
罗维登斯日报》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他身上并无豪门公子哥的傲慢浮夸
习气。不过他虽然作风谦和，内心并
非没有雄心壮志。公司高管说他很
少开怀大笑。私底下，-./.曾向朋友
解释，他的有所保留和冷漠其实是
身为名门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当
你在 *岁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报道你
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隐私了。”

珀皮奇有哈佛大学 01- 学
位，商业经验是个加分项：他曾参与
经营颇有名气的音乐教育机构，向
音乐发烧友教授混音、搓碟技术。珀
皮奇主要负责营销，利用关系让这
家机构 (次上了《纽约时报》的报
道。!"&"年，他被召回家族企业，很
快崭露头角。他成功推出《纽约时
报》电子版付费订阅业务并实现盈
利，!"&!年夏又主导推出手机客户
端，将《纽约时报》往数字化方向又
推了一把。在集团内，大家公认珀皮
奇是个“数据控”，熟练运用互联网
营销手段。

山姆·多尔尼克比珀皮奇早几
个月进入时报，当他的老本行———
记者。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有丰
富的新闻业务经验，曾当过美联社
驻印度记者，也为其他地方报纸工
作过。他的父亲爱德华·多尔尼克是
成功的作家，弟弟也是一名小说家，
山姆也对文学更感兴趣。
工作不久，这三人都登上了新

的台阶。!"&+年 ,月，-./.被任命
为策略部高级编辑。两个月后，山姆
则被任命为时报移动客户端高级编
辑。随后，今年 ,月，山姆和 -./.前
后脚升级为副主编。与此同时，为了
补足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从 !"&+

年 )月起就开始担任高级副总裁的
珀皮奇，也在积极参加新闻选题会
议。
“戴维、阿瑟和山姆都在为未来

接任《纽约时报》掌门做相应的准
备。”一位前高级编辑告诉《纽约杂
志》。现任执行主编迪恩·巴奎特说：
“我不想显得一副公关腔，但他们三
个确实都很出色。”

暗地里刀光剑影
小苏兹贝格曾表示，“我们对奥

克斯和苏兹贝格家族成员的承诺
是，只要愿意为《纽约时报》工作，只
要有能力，就能留下。”
表面上是任人唯贤，大家“竞争

上岗”，但暗地里已有些刀光剑影。
两三年前，广告周刊发表了一篇题
为“《纽约时报》王位继承人”、介绍
珀皮奇的报道。文章发表后，据说另
一位家族成员，!"",年就在《纽约
时报》工作的迈克尔·格林斯庞，走
进办公室质问那是谁的主意。一位
执行主编回答说珀皮奇并没有向他

们提过，迈克尔吐了一句：“珀皮奇
怎么可以这样呢？！”
《纽约时报》的一帮老臣一直帮

小苏兹贝格盯着 -./.的成长。!""'

年夏天，时任总编辑吉尔·艾布拉姆
森上报小苏兹贝格，是时候让 -./.

回《纽约时报》工作了。-./.在次年
!月入职《纽约时报》，在家族内部
带来了不小涟漪。
小苏兹贝格的姑母露丝与第一

任丈夫本·戈尔登生了四个孩子：迈
克尔、斯蒂芬、琳恩和阿瑟，他们对
《纽约时报》的继承权并非云淡风
轻。

!"世纪 ,"年代，戈尔登家的
男孩们找到舅舅、小苏兹贝格的父
亲阿瑟·苏兹贝格（外号“重拳”），希
望在家族企业谋个好位置。但“重
拳”给他们安排的都是二线岗位。戈
尔登家一直对此忿忿不平。
“老太君”伊菲吉妮仍在世时，

充当着整个大家族的粘合剂，所以
几家人嫌隙虽深，在大家长的威望
下仍维持表面的和谐。&(("年老太
太去世后，大家便打起各自的算盘
来。

琳恩·戈尔登就经常积极地向
公司高层举荐儿子山姆，确保儿子
不受 -./.阵营的排挤。在 -./.回到
《纽约时报》工作之前，琳恩就说服
同辈的家族成员，一起制定日后遴
选继承人的流程，最后大家同意公
司董事会成立“家族事业发展委员
会”，以确保指定继承人的情节不再
重演。&((#年，琳恩成为第四代中
首位家族信托基金受托人；!""*
年，她进入《纽约时报》董事会。

!""( 年至 !"&" 年，-./.、山姆
和珀皮奇先后进入《纽约时报》任
职。前高层向《纽约杂志》透露，让珀
皮奇加入是迈克尔·戈尔登的主意，
为的就是挑战 -./.的“太子”地位。

!长老"用心良苦
奥克斯2苏兹贝格家族信托基

金的 '位受托人掌握着时报公司 '

成以上的 1股股份，有权选举 ,"3

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同于 -股股
东，他们对公司所有重大事务都有
表决权。这种双层股权结构是许多
家族控制报业集团的习惯做法，为
的就是获得社会融资的同时保持家
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如《华盛顿邮

报》的格雷厄姆家族，拥有《华尔街
日报》的道琼斯公司幕后的班克罗
夫特家族，然而它们后来都不得不
把企业转手他人。
为了让这场继承人之争不那么

“狗血”，苏兹贝格家族第四代的家
长们也做了不少工作。第五代的三
位掌门候选人被安排每月共进午餐
一次，席间一起讨论新闻选题。心理
医生凯瑟琳·格雷迪被聘为企业顾
问，定期和三个候选人碰面，时不时
和他们身边的同事聊天，然后向家
长们报告其动态。

!%$)年，艾布拉姆森让 -./.负
责一个数字化创新委员会。-./.带
领他的团队起草了长达 (#页的《创
新报告》，分析了《纽约时报》落后于
新兴互联网媒体的原因，并提出大
刀阔斧的改革方案。!%$+年 #月 $(

日，-./.把《创新报告》提交给董事
会，大获肯定。
《创新报告》改变了《纽约时报》

的运营方式。珀皮奇的客户端开发
团队虽成功招揽很多用户，对增加
营收却没什么帮助。山姆文笔好，但
没做出太多看得见的业绩。这么看
来，这场竞争中 -./.有很大胜算。
然而，家族信托基金的八位受

托人并不都支持 -./.上台。戈尔登
家在人数上占优势：山姆的舅舅迈
克尔、舅妈特露迪、表兄海斯都是受
托人。
另两位受托人———小苏兹贝格

和妹夫史蒂文·格林支持 -./.。珀
皮奇的主要支持者是他的父亲乔。
还有两位受托人摇摆不定：第五代
成员卡罗琳·格林斯庞据说可能倾
向于山姆或珀皮奇；小苏兹贝格的
表弟詹姆斯·科恩则意向不明。《纽
约时报》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你要
是认为所有受托人都会投自己的儿
子、外甥或侄子，你就大错特错了。”
也许理想状况是让三个年轻人

各司其职：-./.当发行人兼董事长，
珀皮奇当首席执行官，山姆则主管
新闻业务。这样既能发挥三人所长，
也能避免家族分裂。然而这就打破
了时报让外人管业务和经营、保持
客观专业的一贯做法。何况，分权本
身潜藏着风险，就像当初阿瑟·黑
斯·苏兹贝格告诉老奥克斯的那句
话：“一家企业只能有一个老板。”

沈敏

! ! ! !根据公司规定! 小苏兹贝

格可以担任董事长直到 !"岁"

他今年已经 #$岁!对自己的退

休计划和接班人选讳莫如深"

相比之下!他父亲阿瑟#苏兹贝

格$外号%重拳&'%& 岁时就任

命他为发行人助理! 等于明确

了他的接班人地位! 并在 $年

后把掌门之位(((%发行人&的

头衔正式传给他"

即使小苏兹贝格自己!当

初的继承之路也走得并不顺畅"

他 '岁时!父母就离婚了!他随

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 尽管与

生父感情上并不亲近! 他仍在

&$岁那年搬进父亲家! 与继母

和两个异母姐妹同一屋檐下"

他成年后!%重拳&着力培养他"

他的继位资格也遭遇过质

疑" )华尔街日报*在 &((%年 &

月 )&日的头版刊登一篇报道!

暗示当时已是发行人的小苏兹

贝格不会一并继承父亲%重拳&

的董事长职位! 而集团正在寻

找家族之外的贤才来担任下一

代的领航人+

发行人和董事长这两个至

关重要的位置向来是同一个姓

苏兹贝格的人担任" 这篇报道

却引用了来自家族和集团内部

的消息来源! 质疑小苏兹贝格

的领导能力" 被援引的包括朱

迪斯,苏兹贝格"她是小苏兹贝

格的姑母! 同时也是公司董事

会成员" 她说-%谁都可能当上

$董事长'" &

这篇报道让小苏兹贝格颇

受打击"但不管如何!%重拳&只

要和三个姐姐商量好! 就可以

决定把权力交给自己儿子" 但

现在的掌门人小苏兹贝格需要

考虑更多!毕竟家族开枝散叶!

其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利益关

系!而)纽约时报*的股份和红

利是其中最大的利益制衡点"

%我们在选继承者的问题

上需要很全面的考虑和严密的

流程" &小苏兹贝格今年 %月在

纽约城市大学一场活动上表示!

%其中涉及董事会!整个家族还

有管理层!因为!很明显!选继承

者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

小苏兹贝格
继任也不顺

! ! ! !阿道夫,奥克斯 !"#"年生

于俄亥俄州辛辛那堤! 父母是

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

小学毕业后! 奥克斯成为

一份报纸的印刷助手" !$ 岁

时! 他借 %&'美元买下一份频

临破产的报纸!成为其出版商"

!"$(年!)(岁的奥克斯再次借

*+&万美元买下了濒临破产的

)纽约时报*"当时!)纽约时报*

发行量约为 $'''份! 负债 ,'

万且每周亏损 %&''多美元"

奥克斯在接手 )纽约时报*

后确定了时报的新闻报道原

则-%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

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

特殊利益"&他及时地将报纸的

卖价降低 $从每份三美分减到

一美分'" 这些措施使得)纽约

时报*获得了很多读者"上世纪

%'年代!)纽约时报*的发行量

提升到 *"万"

奥克斯确定
新闻报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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