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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的系列調查報道《至死不分離》(Till Death Do Us Part)由4名
記者負責，他們透過翻查2013年9月發生的個案，訪問超過100

名受害人、律師、警員、檢察官和法官，然後從司法、政治、文化和
經濟上的因素，探討為何南卡州女性遭男性殺害的比率為全美最高。

遺憾修例未通過
報道揭露過去十多年有超過300名南卡州婦女因家暴致死，亦點出南

卡州法例對家暴施虐者阻嚇力不足。報道刊登後迅即引起外界關注，
不但令南卡州州長黑利下令調查相關問題，更成功推動州議員提出加
重家暴的刑罰。但因法例改革會觸及從施虐者家中拿走槍械的問題，
令法案受阻，暫時仍未通過。
評審委員會形容這項調查報道引人入勝。參與的記者帕杜表示很高興看
到這類報道獲獎，並指報道觸動很多人的心。但帕杜表示，若州議會無法
通過家暴修例議案，獲獎對他們來說根本毫無意義。
今次是《信使郵報》90年來第一次獲獎，該份由家族擁有的地方小報共
有80名員工，每日發行8.5萬份。執行編輯皮尤指，老闆十分關注報章的
報道，沒有老闆的支持，便不會有獲獎的報道。南卡州出版協會執行主席
羅傑斯讚揚《信使郵報》是全州的驕傲。

《紐時》3獎成大贏家
《紐約時報》則憑着3個獎項成為今屆大贏家，當中兩個獎項涉及伊

波拉疫情的報道。另外兩份傳統大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
報》則各奪一獎。彭博新聞社則以企業避稅的報道首次得獎。
普立茲奬分新聞、文學和戲劇等類別，今年21個獎項分別頒給22個

位得獎單位。評審委員會今年共審閱2,946份作品，從中選出65個入圍
單位，最終由18人委員會投票決定得獎名單。公共服務獎得獎者除獎
金外，還會獲贈金章，其餘獎項的得獎者則可各獲1萬美元(約7.75萬
港元)獎金。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信使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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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前日在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揭曉本年度得

主。傳統大報《紐約時報》以3個獎項成為大贏家，「含

金量」最重的公共服務獎則由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的

《信使郵報》奪得，是近5年來首次由地方小報贏得此重

要獎項。《信使郵報》以系列調查報道揭露南卡州婦女遭

受家庭暴力的苦況，成功促使州政府推動立法，加強保護

受虐婦女，彰顯新聞媒體改變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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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小報《每日微風報》：揭露貧

窮校區貪污問題
相片是新聞一個重要元素。

《聖路易斯郵報快報》便以一輯
照片，呈現美國弗格森鎮居民在
黑人青年布朗遭警槍殺後的悲憤
心情，成功奪得普立茲突發新聞
攝影獎。專題新聞攝影獎則由
《紐約時報》一輯記錄伊波拉疫
情的照片奪得。
《聖路易斯郵報快報》是南

卡州《信使郵報》以外，另一獲
獎的地方小報。該報記者一直在

最前線拍下弗格森鎮居民騷亂的
情況，評審形容他們的照片在服
務社群之餘，也向全國表達訊
息。
《紐約時報》的照片由自由攝
影師貝瑞胡拉克所拍，他隨《紐
時》團隊前往西非抗疫第一線，
拍下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畫面，評
審形容貝瑞胡拉克的照片「充滿
勇氣及牽動人心」。
■《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

弗格森伊波拉照片奪攝影獎

南卡州的家暴問題存在以久，但一
直未受重視，當地議員、執法機關、
社會工作者甚至教會從未盡力打擊家
暴。《信使郵報》在報道中揭露問題
根源所在，猛烈抨擊南卡州的保守文
化，指該州存在男性至上的思想，在
婚姻及性別問題上極度保守，變相縱
容家暴。
報道指，即使有研究證實將家暴受
害者與丈夫分開，能有效降低謀殺案
發生，但該州仍傾向將有家暴問題的
夫婦安排一起，漠視受害人的安全。

家暴監禁30天 虐狗囚5年
雖然要改變一個州的文化相當困

難，但該報記者指出政策上有很多地
方可以改善，以保護家暴受害者，例
如加重對首次家暴施虐者的刑罰。該
罪行的最高刑罰只是監禁30天，反而
虐打狗隻的最高刑罰是監禁5年，阻
嚇力明顯遠遠不夠。該報又建議禁止
施虐者擁有槍械，有研究指若施虐者
擁槍，家暴謀殺機會會上升。

■《信使郵報》/Slate網站

文化保守刑罰太輕 南卡州縱容家暴

今屆普立茲新聞獎的本地報道
獎，由加州托蘭斯的小報《每日
微風報》(Daily Breeze)摘下。該
報披露當地貧困校區的貪污問
題，成功令收取高薪的校長離
任，以及促成州法改革。然而這
篇獲獎報道背後隱藏辛酸，其中
一位撰文記者庫茲尼亞已因薪水
過低離職，轉任一個基金會的公
關。他承認對轉行感到婉惜，但

做記者連在洛杉磯交租也不夠，
不勝唏噓。
《每日微風報》是地方小報，

訂閱數量只有6.3萬份，全報社
僅7名本地新聞記者，一般以基
本新聞為主。任職記者15年的
庫茲尼亞與另一名記者探究南加
州一個校區的行政人員薪酬紀錄
時，深入披露箇中問題。

■Slate網站

美國小說家多爾憑着長篇二戰小說《我
們看不見的光明》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奪得普立茲小說獎。該小說
是去年暢銷作品之一，以失明法國女孩與
年輕納粹士兵作主角，探討戰爭期間的
生存、忍耐與道德困境。評審讚揚多爾
「用簡潔、優雅的章節，探討人性與科
技力量的矛盾」。
41歲的多爾花了逾10年時間創作，
比二戰的時間還要長，他表示曾有一
段時間想過自己永遠無法完成這部作
品。聽到獲獎消息時，他正在巴黎
與家人一起享用雪糕。
普立茲小說獎以往傾向頒給描述
美國生活的作品，今次則罕有地頒
給沒涉及美國人物的小說。

■美聯社

二戰小說奪小說獎

普立茲獎新聞類別得獎作品(部分)

薪水不夠交租 得獎記者無奈轉行

地中海近日接連有人蛇偷渡船沉沒，引
起各方關注。意大利高級檢察官斯卡利亞
警告，單是利比亞已有50萬至100萬人準
備偷渡到歐洲。歐盟成員國外長前日在盧
森堡開會，同意採取10點措施阻截偷渡
潮，將於明日的歐盟特別峰會上討論。

意大利總理倫齊透露，當局前日再接獲
兩艘共載有450人的偷渡船求救。他把現時
情況與1995年波斯尼亞斯雷布雷尼察大屠
殺相提並論，稱歐洲人不能再視而不見。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對
被指應對偷渡危機不力表示歉疚，稱歐洲
不能再找藉口，強調對難民有人道責任，
不應輕言遣返。
歐盟委員會前日提出10點建議，包括加強

在地中海巡邏、搜捕人蛇船，並調查偷渡集
團頭目的資金來源，同時與利比亞等國家合
作。偷渡客抵達後，歐盟各國會共同處理庇
護申請，並推動自願試驗計劃，把難民分散
各地，並可能設立緊急重新安置機制。各國

也會收集難民的指紋，以及成立快速遣返計
劃，把非法移民遣送回國。
今年首4個月地中海偷渡客死亡人數已是

去年同期的30倍，國際移民組織(IOM)警告
假如情況持續，今年恐多達3萬名人蛇葬身
地中海。

周日沉船800死 意拘船長大副
一艘人蛇船上周六滿載偷渡客從利比亞

出發後，周日沉沒，至今僅28人獲救，聯
合國難民署昨表示有多達800人遇難。意大
利當局證實已拘捕船長及大副，或控以協
助偷渡及過失殺人等罪名。
■英國《金融時報》/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意：百萬人準備偷渡 歐研10招阻截 難民為生活投奔怒海，偷運人蛇
的不法集團卻肚滿腸肥，估計地中
海偷渡船每船盈利達350萬英鎊(約
4,041萬港元)，而且大部分落入經
營人蛇集團的意大利黑手黨中。
侯賽因從事偷運人蛇7年，被問

到人蛇的安全，他坦言他們通常不
懂游泳，多半十分害怕，但認為偷
運人蛇不過是生意。
43歲的貝基爾去年10月與家人從

敘利亞北部科巴尼逃出，每人支付
4,000歐元(約3.3萬港元)購買人蛇套
餐，但一直未等到機會上船。他慶
幸及時逃離家鄉，否則在戰火下必
死無疑。他表示親戚說英國的生活
不錯，也希望前往德國或英國。

■英國《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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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孩獲救後神情呆滯。 電視圖片

■《信使郵報》得
獎報道《至死不分
離》。

■參與報道的記者帕杜擁
抱同事慶祝。 美聯社

■《信使郵報》
員工得悉獲獎，
開心到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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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沉船的船
長被捕。美聯社

伊波拉疫情

弗格森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