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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5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市长竞选电
视辩论一度陷入混乱：候选人若塞·路易斯·达泰纳和巴勃
罗·马萨尔发生口角，达泰纳一怒之下抡起一把椅子砸向马
萨尔。据称，马萨尔被砸得肋骨受伤，退出辩论去就医。达
泰纳则因动手打人被驱逐出当天的辩论。对此，有美国媒体
评价称，这一场景即便是在政治暴力频出的巴西也足以令人
瞠目结舌了。

据报道，圣保罗市共6名候选人参加了电视辩论，角逐
这座城市的市长职务。辩论进行期间，巴西工人革新党候选
人马萨尔屡次将矛头对准新闻工作者出身的候选人达泰纳，
先是揭露他在2019年牵涉一起性骚扰丑闻，之后又对他进行
言语挑衅。马萨尔提到发生在另一场辩论会上的风波，称：

“你（达泰纳）当时登上辩论台，想要扇我一记耳光……然而
最后还是怂了，你不够男人。”达泰纳再也抑制不住怒火，将
椅子对着马萨尔的背部就抡了过去，直播现场乱作一团。

事发后，深谙“流量密码”的马萨尔在社交媒体上一连
发布了好几段视频，戏剧化地展示自己被“匆忙送往急救”
以及“戴着氧气面罩、呼吸艰难”的场景，借这场闹剧为自己
进行了一番炒作。马萨尔的竞选团队称，他被达泰纳打得

“一根肋骨骨折”。但当地媒体披露的另一段视频显示，马
萨尔被打后仍在与达泰纳“对骂”。

这场闹剧也引爆网络舆论，甚至还有好事者制作了“表
情包”，戏谑称巴西自此以后的辩论赛现场都得使用无法移
动的固定座椅。

有分析提到，此次袭击事件给了马萨尔更多的曝光度，
作为市长候选人的他将从这些额外的新闻报道中受益，而
达泰纳的行为则会进一步削弱他吸引选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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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台两个月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妻子维多利亚陷入
“衣橱门”的风波，当地媒体追踪报道称，斯塔默夫妇收取富商
礼物，却没有及时全数申报。斯塔默因涉嫌违反英国国会规
则，面临调查。执政党工党高层竭力平息争议，但反对党保守
党则要求一查到底。英媒9月17日引述斯塔默的回应说，自
己接受礼物馈赠的方式没有错。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消息人士上周末透露，
工党著名捐助者、英国企业家阿里勋爵为维多利亚提供了
多件高档服装、私人购物以及衣物修改服务的费用，价值超
过5000英镑。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称，任何议员在收到礼
物或捐赠时，必须在28天内申报。然而，维多利亚今年5月
收到阿里赠送的衣服，但斯塔默直至上个星期才申报此事。

报道称，阿里虽然没有担任公职，却是目前为数不多、
据称获准自由进出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人。英国《卫报》报
道称，这位富商自 2020 年以来，已向工党捐款 50 万英镑。
此外，斯塔默已不是第一次没有申报获赠物品和不遵守议
会规则。

据《每日邮报》报道，斯塔默为他接受阿里的馈赠辩护
称，他会继续接受他人的馈赠。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早前在接受BBC访问时，也尝试为
斯塔默夫妇辩解，说首相夫妇外出着装的开支并没有纳税
人提供的专款预算，还暗指斯塔默的身家远不如苏纳克，所
以情有可原。但这样的解释似乎是火上浇油。

保守党表示，在政府决定取消数百万养老金领取者的
冬季燃料补贴后，斯塔默夫妇接受奢侈礼物的行为“令人难
以置信”。

据BBC报道，英国反对党保守党抓住这个话题，呼吁国
会展开全面调查。唐宁街表示，英国议会的标准监督机构不
会调查斯塔默是否因没有申报阿里赠送给其妻子的衣服而
违反规定。加上目前工党在议会下议院席位数上的绝对优
势，有英媒分析这次事件不会给斯塔默带来太大麻烦，但显
然对于上台不久的工党来说，声誉上还是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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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默夫妇陷入“衣橱门”风波

巴西两市长候选人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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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默多克家族内部就曾为财
产分配闹得不可开交。

邓文迪想为两个女儿争取家族信
托基金投票权，却被其他4个孩子挡了
回去。为平息纷争，默多克决定，让两个
小女儿拥有新闻集团和福克斯公司
8.7%的股份，但她们没有家族信托基金
投票权，无法参与业务决策和集团经营。

所以这一次，“继承大战”一触即
发，但两个小女儿并未卷入。

就在开庭前，有外媒比较巴菲特家
族和默多克家族的财产继承情况。根

据《2024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财富
数据分析，今年 94 岁的“投资之神”巴
菲特坐拥 1330 亿美元（约合 9435 亿元
人民币），排在第六位。而默多克的财
富为 195 亿美元（约合 1383 亿元人民
币），排在第100位。

有报道称，“虽然巴菲特的财富远
在默多克之上，但他的子女都听从父亲
的安排”。实际上，巴菲特早早就表明
了自己的财富观，计划将大部分资产捐
给慈善事业。如今，他的子女在各自领
域大放异彩。

有分析认为，是默多克一直以来对
继承人的模糊态度，让家族内部矛盾升
级。此前，几个孩子“大打出手”，没想
到这一次，3个子女和自己的父亲对簿
公堂。

有分析称，在这场世纪争夺战中，如
果默多克获胜，拉克兰将接手新闻集团
和福克斯公司，继续推动保守议程；如果
3个子女获胜，一旦默多克离世，詹姆斯
很可能联合两个姐妹架空拉克兰。

因“窃听门”等丑闻，默多克的“传
媒帝国”早已开始显露衰落迹象。如
今，连续上演的“继承大战”则有可能会
让其在分崩离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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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舵“全球媒体帝
国”的默多克家族，自身
也是重磅新闻的制造
者。

不久前，93岁的传
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
迎娶67岁的生物学家朱
科娃，开启了他的第五
段婚姻。而最近，默多
克又要与他的3个子女
对簿公堂。这场官司是
围绕着默多克家族信托
基金的控制权进行的。

默多克家族的“财
产争夺战”早已不是新
鲜话题。如今，这场“继
承之战”即将升级。

默多克算得上全球传媒界的传奇
人物。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在其长达70
年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传
媒帝国——新闻集团和福克斯公司。
公司旗下拥有英国《泰晤士报》《太阳
报》以及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
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等众多知名媒体。

随着一天天变老，守着庞大帝国的
默多克，开始考虑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财
产。

默多克与3任妻子帕特里夏、安娜
和邓文迪育有6名子女。1999年，默多
克与安娜离婚，迈入了与邓文迪的婚
姻。当时，安娜以“放弃一半财产”为条
件，三方同意成立家族信托基金。默多
克正是借助这个信托基金，控制新闻集
团和福克斯公司。

默多克家族信托共设有8票，其中
4票由默多克本人控制，其余3票由他
前两段婚姻的 4 个孩子——和帕特里

夏所生的长女普鲁登斯，和安娜所生的
二女儿伊丽莎白、长子拉克兰和小儿子
詹姆斯掌握。

但这两年，默多克改变了主意，想
推翻这一已确定多年的家族信托结构。

早在去年9月，默多克就发表了一
则令人震惊的声明，宣布自己辞去新闻
集团和福克斯公司董事长的职位，退居
幕后担任名誉董事长。同时，默多克还
宣布，集团董事长将由当时 52 岁的长
子拉克兰接手。在外界看来，默多克这
是把自己的“传媒帝国”交给了他。

不过，拉克兰的接棒更多是作为
“行政权力上的继承”，默多克家族信托
的控制权仍然有待明确。眼下拉克兰
虽然坐稳了集团一把手的位置，但一旦
默多克离世，家族信托的掌控权就分散
到了4个子女的手里。

也是在去年9月，默多克开始秘密
筹备更改基金章程，试图收回普鲁登

斯、伊丽莎白、詹姆斯享有的投票权，让
基金控制权集中到拉克兰手里。默多
克认为，集团需要一个手握大权的人领
导，“过于自由”的权力结构会让集团分
崩离析。

对于这一决定，詹姆斯、普鲁登斯、
伊丽莎白 3 个人自然不接受，一场“遗
产争夺世纪战”就这样上演了。

据报道，为了打赢官司，双方各自
雇佣了一支律师天团。3个子女聘请了
柯史莫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伯恩斯
坦。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顶尖律所，在
美国百强律所名单中排第一，而伯恩斯
坦更是商业纠纷案的行家里手。

默多克雇佣的是亚当·史翠珊，此
人战绩也很辉煌，曾代理迈克尔·杰克
逊、布兰妮等诸多名人的财产类案
件。此外，默多克还专门邀请美国前
司法部长巴尔为他重新起草家族信托
章程。

该案于当地时间9 月16 日在美国
内华达州地方法院开庭。除了法官和
律师外，其他信息和流程都将保密。

默多克大女儿普鲁登斯今年 66
岁。她曾担任英国《泰晤士报》董事会成
员，但并不在家族核心圈。有报道称，普
鲁登斯是最让默多克头疼的孩子。她小
时候在学校很不听话，屡教不改。

“继承人之战”主要在默多克与第二
任妻子安娜所生的3个子女中展开。姐
姐伊丽莎白很有商业天赋。她曾跟父亲
借了 3500 万美元（约合 2.48 亿元人民
币）买下一家电视台。短短几个月后，电
视台重组售出，伊丽莎白净赚1200万美
元（约合8512万元人民币）。

伊丽莎白曾担任英国天空广播公
司二把手，将公司经营得很好。但默多
克似乎从没将伊丽莎白视作继承人。
默多克曾说：“一个有孩子的女性，在最
高领导岗位上只能集中 95%的精力。”
伊丽莎白不服气：“我用 95%的精力就
足够了。”但她没能说服父亲。后来，伊
丽莎白总是被排除在集团重大决策之
外。如今，她和普鲁斯登一样，都公开
表示，要与家族集团保持距离。

长子拉克兰只比二儿子詹姆斯大
15个月。这对兄弟“自小就在继承人争

夺战中长大”。小时候，兄弟两人在父
亲面前比赛引体向上，直到其中一个人
手掌磨出血来才会停止。

拉克兰出生时，默多克40多岁，事
业有成，身家不菲。拉克兰在纽约长
大，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如何在商界打
拼。他曾回忆自己小时候每天都起床
很早，只为能跟父亲吃一顿早餐，也曾
熬夜旁听父亲与他人讨论商业战略，假
期时还会在家族旗下的报社当助理编
辑赚零花钱。

1994年，23岁的拉克兰从普林斯顿
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先是在澳大利亚
工作了几年。1997年，26岁的拉克兰成
为新闻集团副首席运营官。1999年，拉
克兰开始负责家族公司在美国的报业与
出版业务。一年半之后，他被任命为副
首席执行官，新闻集团里的三把手。

据当时媒体报道称，“相比于强势
专横的父亲，拉克兰随性得多”。2005
年，因为“被集团高管们联合起来对
付”，拉克兰一气之下辞了职。直到
2014年，拉克兰重回集团。

詹姆斯则被形容为“精于营销”“具

有侵略性”，是“天生的商人”。早年的
詹姆斯和家族企业走得并不近，而是选
择了电影和历史专业。1995年，詹姆斯
辍了学，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也是在
这个时候，他的商业天赋开始显现。

1996年，默多克买下了詹姆斯的唱
片公司。詹姆斯由此进入了家族集
团。逐渐地，詹姆斯在公司的地位开始
上升。2007年，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
报》，詹姆斯立下汗马功劳。

默多克似乎曾想过让詹姆斯接
班。2015年6月17日，在那一年父亲节
的前夕，默多克做出了决定，要将传媒
帝国的核心业务交给詹姆斯打理。媒
体将此称为“父亲送给儿子的一份大
礼”。

而这一次，拉克兰“板上钉钉”获得
集团的继承权，是因为“他与父亲的政
治主张相同”。

长期以来，默多克家族集团旗下的
福克斯新闻频道等一直为美国右翼发
声，支持美国共和党。默多克和拉克兰
也都是资深的保守派，所以默多克“更喜
欢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同的拉克兰”。

而自由主义者詹姆斯却公开表示，
希望将福克斯改造为一个“党派色彩不
那么浓厚的新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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