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第二届“中国研究国

   研究论文

   藏书楼

   田野报告

   学术访谈

   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论坛》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跨学科话题

 口述史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濒危语言：受威胁的思想

 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多样性，文化的同义词

 历史记忆

研究论文 

首页 → 民俗学文库 → 研究论文 

[施爱东]大灾之后必有妖言

——“5·12”汶川地震之后的灵异谣言分析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23 | 点击数：3807

 

 

一、灾难谣言是灾后恐慌的表现 

1976年，地震之后的唐山一度滋生大批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什么神灵”、“国家事先知道震情，怕引起混乱故隐瞒了实

情”、“外国专家事先测出来了，但我国不相信没有发出预报”、“地震以后要发大水，唐山市要下陷，或成为汪洋大海”之类，尽管事后都被

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曾引发唐山以及周边地区的极度恐慌。 

历史总是以一种相似的结构不断重演，同样，谣言也在以一种相似的结构不断重述，正如法国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所指出的，“谣言

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事件而现实化的结果”。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全力投入了抢险救灾，旁观者可以通过各种新闻传媒，宏观、清晰地了解整个救灾

进程，可是，处身灾难漩涡之中的灾民们，却由于通讯中断、信息闭塞，以及对于次生灾难的恐惧，依旧生活在各种可能性灾难的威胁之中，这

种不稳定的灾难情绪再度激发了各种谣言的兴起。 

地震重灾区绵竹市市委书记蒋国华说，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少数人的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谣言四起。我查了些关

于唐山大地震的资料，好像大灾以后谣言都不可避免。比如说洪水来了，在汉旺，我从没见过那个恐慌场面，老百姓喊着往外面跑，一个记者开

始就往汽车上跳，好像那个水要淹到颈子了。我说你们看到水在哪里嘛？你们跑什么嘛”。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奥氏

列出的谣言强度公式为“R～i×a”。R为谣言传播的广度，i为谣言内容对于传播人群的重要性，a为谣言证据的含糊性。也就是说，越重要、越难

求证的谣言，其传播的速度和强度越大。 

灾后谣言的兴起契合了灾后民众对于不明朗信息的高度渴求。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不断放大的趋势，当它放大到一个“能被相信的最大值”

的时候，就会逐渐趋于稳定。5月15日上午10时过，成都某银行一位员工从防震部门的亲戚口中得知，成都当天还会有余震，于是，银行安保部

通知大家撤离办公楼。11时，银行员工熊小姐电话通知了自己的父亲熊老师，声称将有较强余震发生，熊老师考虑到银行的信息应该可靠，马上

向所在学校办公室主任做了汇报。学校于11时15分通知各教学组长，声称当天将有7级余震，各教学组长又将此事通知到所有老师。该校一位李

姓老师马上电话通知女儿和母亲，慌乱中却把电话拔给了西南食品城。食品城负责人举棋不定，11时30分，电话向《成都商报》求证“7级余

震”一事，该报记者追踪出以上传播路线。 

从这则预报谣言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余震”到“较强余震”再到“7级余震”，灾难程度不断被放大，但当它放大到一个极值点

的时候，就不再放大了。也就是说，7级余震是这一谣言能被相信的最高灾难程度，此后，谣言将会逐渐趋于稳定。 

稳定的灾难谣言都有相似的形态结构。依据形态差别，我们可以把谣言分为预报谣言、灾情谣言、灵异谣言、问责谣言四类，每一类都可以

归纳出一个相对固定的谣言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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