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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消逝的生命成为媒体娱乐的盛宴

***从陈琳之死看自杀新闻报道的底线伦理

李东晓

#!% 月 D! 日! 陈琳在北京的朋友家中跳楼自杀! 这一天! 刚巧是前夫%%%捧红她的竹书文化老总

沈永革的生日( 这个巧合! 给了外界太多猜测的空间( 自此之后! 纠结在前夫沈永革) 现任丈夫张超

峰之间的 *舆论角力+! 便没有停过( 不断有 *知情者+ 跳出来说话" 因前夫花心! 陈琳与之离婚, 与

现任丈夫结婚不到百日! 却发现感情不和! 身受家暴, 因事业屡遭不顺! 一度身患抑郁症--$

!

这是歌手陈琳自杀后某报纸对此事的报道' 随后此则报道又被多家网站转载( 不仅这篇报道' 相似

的描述几乎出现在所有对此事的报道中' 难怪有人说" 明星走了' 带来的是媒体的收看P视率以及与之

毫不相干的细节( 不仅陈琳' 从 $%%F 年初的韩国女星张紫妍' 到 G 月份的天王巨星迈克尔3杰克逊'

仅 $%%F 年' 人们就一次又一次在媒体密集的明星自杀事件的报道中消费着冷漠的生命娱乐(

一& 明星自杀的娱乐奇观

自杀事件具有反常性' 常常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 而名人自杀' 在反常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显著性

和重要性' 更是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 虽然' 一切的名人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 但明星与媒体的关系

较为特殊' 由于明星的人气和知名度依赖于媒体的曝光率' 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时' 明星常常显得比

较被动, 而媒体则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和自由度( 为了提高受众的注意力' 媒体将明星的方方面面都

加工成可供消费的娱乐产品' 其中也包括 )明星之死*( !FEH 年美国批评家尼尔3波兹曼在 %娱乐至

死& 一书中说道" )我们的政治! 宗教! 新闻! 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的批判不无道理' 面对明星的自杀事

件' 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 常常不是止于自杀事件本身' 不是挖掘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不是致力于良

性的社会心理疏导' 而是关注于死者的隐私' 死者自杀的细节' 甚至为了挖掘独家消息' 不惜用冷漠

的语言和采访刺痛着死者家人悲伤的情绪( 面对这种被异化了的娱乐盛宴' 面对媒体生产的 )生命娱

乐*' 面对被消费和戏谑的生活隐私' 媒体所缺失的社会责任和良知是否该遭到质疑呢1

通过对陈琳及其它明星自杀事件报道的分析' 我们发现媒体在处理明星自杀事件中' 惯常的报道

策略是故事化情节' 悬念化叙事' 具体来看包括"

!@耸人听闻化的细节描写

)陈琳于前夫生日跳楼身亡' 疑为情所困*

" 这是某网站在陈琳自杀后第二天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

!

"

参见 %新闻晨报& 报道 %陈琳自杀' 两任丈夫掐架&' $%%F 年 !$ 月 $E 日' 此文被新浪网转载( 088C" PP1+8@73+,@>(=@>+P

eP$%%F M!$ M$EP%E!$$E$G!%%@708=-@

资料来源于搜狐网站" 088C" PP=)73>@9)-1@7(0)@>(=P$%%F!!%!P+$G"E"E&EF@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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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满了对死者自杀现场的细节描写' 包括 )戴着口罩' 身穿灰色外套! 牛仔裤' 下巴处贴有一块口

罩大小的白色纱布' 头戴一顶帽子' 脚上还穿着一双红皮鞋*, )地面被砸了一个坑' 有人曾听到重物

砸地的声音' 分析女子应该是坠楼* 等' 这些冷酷无情的细节描写却成了媒体建构明星 )死亡故事*

的素材(

$@隐私挖掘和合理想象

名人隐私吸引人的眼球' 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 媒体常在寻找原因! 复原真相的旗号下' 毫无底

线地挖掘死者的隐私( 比如某报纸的报道"

为何选在前夫生日自杀. 选择在前夫的生日自杀不禁让人联想到陈琳未能从与前夫的感情中走出

来! 和前夫到底有哪些纠葛呢. 在朋友家自杀让人生疑! 难道是在报复张蔷. 那么! 张蔷和陈琳到底

有什么矛盾呢. 陈琳婚后复出后! 不少人都发现她极度消瘦! 她自己也承认生了一场病( 有传说是抑

郁症! 陈琳会不会是因为这种病的影响而跳楼呢.

!

在这则报道中' 不但死者的私生活被揭露' 还用疑问句式' 编织故事情节' 以吸引读者的阅读

兴趣(

D@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评价

对明星自杀事件的故事化报道还体现在毫无根据的猜想和评价上' 比如某篇报道"

陈琳! 一生为情而歌! 最后生命因情而终( 回顾她并不算长的人生轨迹! 性格正是害死她的最重要

的凶手(

"

在这则报道中' 媒体无限放大死者幼时的成长经历' 无端进行原因总结和评价' 无视死者的人格和

尊严(

通过对陈琳事件的报道分析' 我们发现媒体在处理名人自杀事件时' 多采用的是揭秘性质的报道(

这些报道不仅无视死者的人格和尊严' 对于受众来说也成为一种软性的媒介暴力' 甚至构成了一种负

面的示范作用(

二& 明星自杀新闻报道的传染和示范效应

大众媒介对于明星自杀行为耸人听闻的娱乐化报道并非只产生了娱乐作用' 还会激发现实中潜在

的自杀行为' 诱发自杀者模仿自杀方法(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 在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地区' 自杀行

为会有一个突然的总体上的增加( 并且对于某个自杀事件的报道程度和自杀率的提高之间有着直接的

正相关关系(*

# 对于大众媒介对自杀行为的示范作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E 世纪晚期( !""& 年' 歌

德的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中' 主人公维特为情开枪自杀( 小说面世以后' 许多青年男子用同样的

方法结束生命( 自此后 )维特效应* 被用来专指模仿自杀的行为( 虽然导致自杀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

但自上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对自杀事件报道的社会效果至今' 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显示了媒

介的报道与自杀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在青少年当中尤为明显( 媒体对自杀事件报道的传染和

示范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一定时期内大规模的自杀行为的报道会诱发自杀行为的发生( $% 世纪 "% 年代' 美国社会学

者 ,̂63; ]03--3C7研究发现' 报纸与电视上的自杀新闻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数量成正比, 自杀报道出

!&

!

"

#

资料参考 %陈琳自杀谜团&' 重庆晚报' $%%F M!! M%!(

资料来自于 %竞报& )陈琳" 性格注定她悲剧的一生*' $%!% 年 %! 月 !& 日' 并被新浪等多家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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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头版比其他版面更易诱发自杀行为, 自杀报道的传阅率越高' 影响力越大' 其诱发的自杀率也就

会越高! 越严重( 在电视报道自杀案例后' 自杀数量在 !% 天内逐渐攀升' 如自杀者是名人' 且在多台!

多栏目相继报道' 其负面影响及诱导效应尤为明显( 当然' 媒体对自杀行为的报道所产生的示范和传

染效应根据受众的年龄! 性别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也会根据所报道的自杀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据

Z8,>L的研究发现' 对明星自杀行为的报道更容易产生示范作用' 从而激发潜在自杀者的自杀行为(

!

)名人自杀显然是有新闻价值' 能够吸引广泛的公众兴趣( 然而' 对名人自杀事件的报道' 特别能够影

响脆弱者的个人行为' 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社会的榜样' 是受到社会尊敬的( 而具有社会荣耀的名人

自杀可能赋予自杀行为以某种程度上的荣耀感' 从而激发人们的模仿(*

" 典型的例子是" $%%D 年 & 月

! 日' 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后' 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 大肆渲染( )从 ! 日深夜到 $ 日凌晨 F 小时内'

全香港有 G 名男女跳楼自杀' 其中 H 人不治' 轻生原因涉及感情! 失业! 经济! 病痛困扰等方面( 心理

学家指出' 艺人张国荣自杀身亡' 强化了原本已有自杀倾向人的寻死欲念*(

# 香港的专项研究也显示"

自传媒大篇幅报道张国荣死讯后' & 月份香港共有 !D! 宗自杀身亡个案' 较 D 月份增加 D$W' 亦较 $%%$

年 & 月份高出 !E 人( 在这些自杀案中' 死于跳楼的占 D$W' 在所有自杀方法中比例最高( 在当月的自

杀者当中' 有几名死者轻生前留下的遗书中' 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

第二! 大量细节和自杀方式的描写会导致自杀者的模仿(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

中心的报告" !FFE 年' 香港传媒曾经广泛报道港岛第一例烧炭自杀案' 甚至图文并茂登出自杀者的平

静面容' 令人错觉烧炭自杀较其他自杀方法舒适( 短短两个月内' 在香港' 烧炭即成为最普遍自杀方

法的第三位, D 年后烧炭占所有自杀方法的比率由 GW增至 $EW, H 年后香港每 & 个自杀个案中' 便有

一个是烧炭自杀( 韩国的调查也为此结论提供了佐证' $%%E 年 F 月' 男演员安在焕在汽车内燃煤自杀

后' 韩国全国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的自杀行为( !% 月 $ 日' 著名女演员崔真实在浴室上吊自尽后' 有些

患了忧郁症的妇女开始效仿崔真实上吊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 H% 多个模仿自杀的案例进行调查'

发现媒体报道中对采取自杀行为的某一特定方式的描述可能会导致利用这种方式的自杀行为的增加(

%

对明星自杀行为的报道' 除了会产生传染和示范的社会影响外' 对死者隐私的挖掘以及耸人听闻

的故事化的叙述方式' 也伤害着死者及其家人和社会支持者的情感' 在表现方式上缺失了最起码的人

文关怀和社会道德( 作为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明星' 虽然他们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

许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P她没有告诉我们' 而我们' 尤其是媒体在报道事实之余' 是否应该

对于死者以及死者的亲人给予更多的尊重呢1 虽然名人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价值' 加之自杀事件对受众

注意力的刺激效果' 使之天生具有被媒体关注和操纵的属性' 但在新闻实践中' 是否应该建立对此类

事件报道所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从业规范来限制和规范媒体' 从而将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呢1

三& 避免伤害) 处理自杀新闻报道的底线伦理

出于对逝者人格和隐私权的尊重' 对逝者家人的人道主义关怀' 以及对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的

考量' 媒体在处理明星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从业规范( 在具体的操作上'

许多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关于自杀题材的报道规范"

$&

!

"

#

$

%

ZXB<d' Z@!FE"@<1-1S*38317,+; 7)3>3;1" ,8,e(+(=9,+; ,+,-9737' !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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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61+83+47)3>3;1" ,*17()*>1.(*=1;3,C*(.1773(+,-7@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 #J(*-; b1,-80 Q*4,+3g,83(+$ 网站提供资料'

088C" PPKKK@K0(@3+8P=1+8,-T 01,-80PC*161+83(+P7)3>3;1P*17()*>1T =1;3,@C;.@

马汇莹" %媒体应该怎样报道自杀1&! %新闻记者&' $%%G #!%$" &F M$F(

叶兆辉" %名人自杀效应" 张国荣个案分析&'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

参考" ]*161+83+47)3>3;1" ,*17()*>1.(*=1;3,C*(.1773(+,-7@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 #J(*-; b1,-80 Q*4,+3g,83(+$ 网站提供资料'

088C" PPKKK@K0(@3+8P=1+8,-T 01,-80PC*161+83(+P7)3>3;1P*17()*>1T =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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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OO<制作人报道守则中规定" 自杀是一个正常的新闻题材( 不过若按真实情况报道自杀消息'

会有可能引致他人模仿( 报道时应避免美化自杀或简化死因' 也不应令受影响人士更加悲伤' 照片和

自杀方法的细节也不应刊登' 尤其是当该方法并不常见' 小心报道的用词亦十分重要,

香港的教育及社会福利工作的机构呼吁媒体以正面及以负责任方式报道自杀新闻' 并呼吁媒体遵

守世界卫生组织指引来报道有关新闻' 包括" 只是在内页报道有关事件! 应该采用 )自杀致死* 而并

非 )自杀成功* 等字眼' 以及不可片面断定自杀原因,

加拿大自杀预防协会制定的媒体工作手册中建议" 媒体关于自杀行为的报道应该提供客观但是具

有预防性的信息' 许多地方媒体都同意只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报道自杀事件" 自杀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

自杀者是知名人物, 对自杀事件的报道能够改变某种已形成的认知偏见( 而在具体操作中应避免对细

节和自杀方法的描述, 或只给出一种简单的原因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在提供的 %自杀预防" 供媒体工作者参考& #$%%E$ 的文件中' 列举了媒体对待自杀

事件报道的具体操作建议!

"

!@抓住机会来传播自杀的正确信息以教育公众,

$@避免耸人听闻化的语言或视自杀为正常的表述' 或者将自杀描述为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D@避免在显著位置进行过度的重复报道,

&@避免对实现自杀方法的描述,

H@避免提供有关自杀实施地点的详细信息,

G@谨慎地处理报道标题,

"@谨慎地使用图片和录像片断,

E@对名人的自杀报道要给予特别谨慎的处理,

F@充分考虑自杀者亲人的情感' 给予特别的关怀,

!%@在报道中应当提供遇到困难时可以获取到帮助的途径和信息,

!!@认识到媒体从业人员自己也有可能受到自杀报道的负面影响(

这些伦理守则值得中国媒体参考( 据世卫组织统计' 世界各地每年约有 !%% 万人自杀身亡' 其中

D%W来自中国( 另据统计' 在中国' 每年约有 $H 万人死于自杀' 至少有 !%% 万人自杀未遂( 自 $%%% 年

以来' 每年 !% 万人中有 $$@$ 人自杀' 每 $ 分钟就有 ! 人自杀! E 人自杀未遂( 当然' 中国自杀比例的

提高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急剧' 人们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压力越来越大等有直接的关系' 自杀行为的增加'

也不能全部怪罪于媒体( 但正如诸多研究成果所揭示的' 媒体对自杀事件尤其是明星自杀事件的过度

及耸人听闻化的报道与现实中自杀行为的增加确实有不可回避的关联( 不负责的报道也对逝者家人的

情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因此' 在对待自杀事件的报道中' 媒体应该秉承恰当的报道原则和职业操守"

求真的报告' 避免伤害' 应是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底线' 在面对明星自杀事件时' 别让消逝的生命成

为媒体的娱乐盛宴' 也不要为更多潜在的悲剧提供转化为现实的条件(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 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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