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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媒体抉择：在新闻价值和伦理道德之间

    韩裔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制造的枪击悲剧命案成为全球关注的最大焦点。在人们谴责凶手、慰问死难，

并集中火力诘问美国的枪支管理政策的时候，人们忽略了将新闻自由奉为圭臬的美国媒体的作为。就在赵承熙4月16
日上午持枪大开杀戒之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收到并播放了赵承熙精心谋划制作的杀人音像资料。这些独家

猛料在该公司的晚间节目播出之后，立刻成为美国各媒体的新闻来源而克隆复制，连绵不断地冲击着美国民众的耳

目。可以想象，在布什总统“整个美国为之悲痛”的民意氛围中，美国媒体看客式的“凶手纪录片”给予美国人心灵

的再度伤害多么严重。难怪很多死难者家庭杜绝了NBC的访谈作为抗议。向来笃信新闻自由的美国民众对媒体行为产

生反感，足见在公共伦理道德和人类普世情感面前，新闻价值的选撷也要慎重。何况，在美国民众看来，美国媒体对

赵承熙炮制的新闻素材的过分追捧，不仅出于提高收视率的功利目的，还被凶手利用，完成了帮其实现嗜血“英雄”

的作用。事实上，美国媒体长期形成的“第四权”的信马由缰心态，虽然对美国政府层面的监督居功至伟，但是在偶

发的灾难事件面前往往举足无措，陷入新闻价值和伦理道德两难抉择的深度迷茫中。 

  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对美国民众的遭遇给予充分的同情，美国人更是沉浸于全国性的悲戚中。基地

组织头目本.拉登已经成为人类公敌。但此时美国媒体不知轻重，对9.11事件做出了许多哗众取宠的解读。更有甚

者，美国广播公司（ABC）一谈话栏目主持人更称恐怖分子是“烈士”、美国是“懦夫”。人们往往将9.11事件之后

美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批评为限制新闻自由，殊不知也是美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挑战人类伦理价值的

无奈调节。 

  遗憾的是，对于攸关反恐、“文明冲突”这样决定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美国政府才会借力“爱国主义”或

伦理道德去管制桀骜不驯的媒体。而对于美国内政方面的民事或刑事案例，又对新闻媒体对公共价值体系的冲击视而

不见。赵承熙案是个讽刺的范本，民众可以公议，可以抗议新闻媒体对凶手的渲染，媒体亦可做出自己的辩解。但是

政府不会去干涉媒体作为，因为这将给媒体以公权压制新闻自由的借口，从而背负沉重的政治负担。更为吊诡的是，

即便是对媒体缺乏社会公德报道的民众，在政府介入新闻自由的情势下，也会倒戈转而支持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 

  对于美国社会的这种悖论，不惟何其有着文明差异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即便是同属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体系的英国

和澳大利亚也有迷惘。譬如在赵承熙案发生之后，英国和澳大利亚和国际社会一样公开批评美国的枪支管理政策，霍

华德总理甚至建议布什总统学习澳大利亚。但他们都忘了新闻自由和合法拥有枪支皆是美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作

为自由主义传统沿袭至今的美国，对于宪法的终极尊重使美国人不敢更改“祖宗成法”。而在宪法权利发生瑕疵性冲

突对权利造成伤害时，美国社会就会出现彼此矛盾而又视为正常的现象。 

  但是，美国媒体监督政府的不屈不挠并不适用美国民众。因为相较于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相较于媒体属于弱者。

如果媒体将监督政府的那一套用之于民众，要么是对权利的嘲讽，要么是对权利的欺凌。赵承熙案显然验证了这一

点，在死难者家属被全球的同情所包围时，媒体对凶手行为只有渲染而无道德批评的做法显然偏离了公道人心。这同

播放色情暴力素材才迎合人类恶质的好奇心并没有两样。然而，美国政府对制约媒体侵犯普世道德的规范并不令人满

意。1996年才以电信法的形式规范节目内容，限制色情和暴力等低俗内容的传播。至于新闻行业的自律，虽然有广

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董事会1987年8月31日制定的行业规范和1996年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的《伦理规范》。但

这些规范并无相应的处罚担责措施。这无疑更鼓励了新闻媒体在报道公共事件时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束缚。当然也有

例外，ＣＮＮ新闻负责人伊森·乔丹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称，ＣＮＮ在过去十几年里，压下了很多关于萨达姆暴政的

报道，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它们，可能会给提供消息或接受采访的伊拉克人带来生命危险。这表明，在美国新闻

自由至上的价值理念下，加之激烈的媒体竞争，媒体的自律意识往往是虚妄的道德摆设，除了极少数权威媒体，大多

数媒体依然摆脱不了追求新闻轰动效应的诱惑。 



  所以，正如枪击案尾大不掉一样，美国新闻媒体道德失范的根源同样源自于美国宪法约定的基本权利的掣肘。当

然，美国宪法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好宪法，但是瑕不掩瑜，内中的瑕疵对现代美国人带来的困扰也同样不容忽视。美国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不仅不象过去那样支持媒体的“监护人角色”一说，而且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都

是些坏家伙。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度表明公众不再尊重新闻工作者，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能信任新闻媒介。他们并非对

我们的职业技能有所不满，令他们不满的是我们的道德和我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办演角色的认识。” 赵承熙案件，

无疑为美国人再添怀疑媒体的现实注脚。 

  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1994年7月27日自杀身亡的悲剧也验证了新闻工作者如果耽于新闻旁观

的理念而缺乏悲天悯人的 道德良心，自己也会陷入负罪苦恼甚至死亡。这也给美国媒体当头棒喝，新闻媒体缺乏公

共伦理而偏执于新闻形式崇拜，害人害己。 

  美国媒体何日才能摆脱新闻自由和公共伦理的深度迷茫？ 

来源：http://star.news.sohu.com/20070420/n2495757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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