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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假新闻屡屡发生的今天，许多人在批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防范之计，本期刊发的

这篇文章再次以具体事例证实了编辑认真把关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据我们网上搜索的结果表明，文

中所提到的假新闻仍大有“出笼”的地方，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媒体自身的关注与深思。 

版面编辑按说不用跑来跑去地找新闻，但新闻猛料有时却也会没头没脑地
撞到你的手上，让你觉得不写出来，便对不起自己的职业。 

来稿内容梗概 

2002年9月9日，我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一篇来自重庆的社会纪实稿件，稿件
的题目很长：《丈夫乱性放纵最后的风流，妻子侮尸把自己送进监牢——
一声叹息：500万巨奖引发的人性大碰撞》。 

稿件的内容更是惊人—— 

赵军和李春兰原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不幸的是，2001年5月，赵军被
确诊为肺癌，医生说可能只有几年的生命了，通过吃药能把病抑制住，要
想根治已经不太可能了。就在这让人揪心的日子里，他们居然中了重庆风
采福利彩票500.38万元大奖，扣除个人所得税后还有480余万。这对不幸
的夫妇顷刻之间成了百万富翁。然而，两口子开始为钱吵架。当李春兰感
觉到赵军不会轻易把这笔钱拿出来时，为了获得她应得的那一半巨款，便
在重庆市江津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财产。李春兰起诉离婚后，赵军
便离家在外面租房子住了。有了钱的他也不在乎绝症的侵扰了，在加紧治
疗的同时，他疯狂地嫖娼享乐，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为了逃避李春兰
的纠缠，他到一些外省流窜，住豪华宾馆，吃山珍海味，过着非常逍遥的
日子。找不着赵军，也就意味着追款成了泡影。李春兰在遍寻无着的情况
下，委托私家侦探调查赵军的下落。私家侦探终于查清了赵军的住处。
2001年6月14日晚上，几位民警和李春兰一起敲响了赵军住处的房门。三
个月后，他们在法院的调解下离婚，李春兰总算得到了120万。离婚后三
个月，赵军就死了。按说俩人的故事已彻底结束了，可就在2002年6月，
却出了赵军父亲坟墓被挖的事。与赵军闹得很凶的李春兰当然嫌疑最大，
她被带到江津市公安局刑警队讯问。面对警察，李春兰说她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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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父亲的坟墓在哪儿。虽说挖坟之事查无实据，可民警在李春兰的提包
里搜出一把弹簧刀。她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行政拘留15天。李春兰第一
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文章的最后结论是：钱这个东西真的可以使天使变
成恶魔！ 

疑窦丛生 

故事的结论有点老套，但情节的确曲折刺激，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一
个意外连着一个意外，“虎头”“猪肚”“豹尾”俱全，可读性极强。做
编辑的不就盼望叫得响的好稿子吗？似乎只需全文编发，等着收获读者的
轰动反应了。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原因是情节太蹊跷了，蹊跷得令人难以置信。再仔细
一分析，又会发现这蹊跷之中其实破绽颇多。比如，稿子似乎写得很细，
连一些并非十分关键的时间，都细到几月几日几点，但一些十分关键的情
节，却不知什么原因，都写得含含糊糊，莫名其妙。特别是，赵军明明得
了癌症，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知怎么就有闲心和闲钱跑到医院外边买彩
票，不知怎么中的奖，怎么领的奖，反正是突然来了好运，糊里糊涂地存
折上多了480万元。又不知怎么赵军父亲的坟墓就被挖了，不知警方怎么
破的案，总之都牵扯到了李春兰身上。另外，还有不少地方自相矛盾。比
如，李春兰一会儿是被行政拘留，一会儿是被刑事拘留；赵军一会儿是在
外租房另住，一会儿是在各省流窜，住豪华宾馆。既然是委托私家侦探查
清了赵军的下落，但却不是私家侦探而是几位民警和李春兰一起敲响了赵
军住处的房门，民警会插手离婚案吗？ 

最叫人生疑的还是文章所附的照片。在这幅室内近距离拍摄的特写照片
上，一个男人面无表情地坐着，一个女人俯下身子，双手抓着那男人的
手，一脸的焦急和关切。照片的说明词是：李春兰说：“我终于找到你
了！”（见图一）虽然照片的说明词与画面比较相合，但这画面与说明词
却都与文章本身相矛盾。 

请看，文章对李春兰和赵军的这次相见是这样记叙的：“这时，赵军从卧
室走出来。李春兰立即扑上前去：‘你这个贱货，真是太狠心了，钱一分
不留，却在这里包养情人，这几个月来，我找你找得好苦……’赵军面无
表情，任李春兰在那里疯狂地撕打……你来一句狠的，我就出一句最毒
的，赵李两人骂红了眼，恨不得把对方撕成两半。”很明显，照片中那个
一脸焦急和关切之情的女人和这番描述毫无相同之处。 

用经验猜测 

至此，我对这篇稿件已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这是一篇编造的假纪实稿，而
且编造得很拙劣，以至于留下了明显的漏洞和硬伤，无法自圆其说。 

作为一个多年的周末版编辑，我很清楚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喜欢写
“新闻”，但又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去寻找新闻，发现新闻，采写新闻；他
们有一定的文字创作能力，但还写不了小说或者不愿意去下苦功夫写小
说，于是他们就编造各种情节离奇感人的“社会纪实”“大特写”稿件，
骗取报刊的稿费。他们最拿手的就是善于规避因编造而可能带来的名誉侵
权纠纷，如果大地名（如重庆）真实，小地名（如乡村和街巷）则肯定是
假的；如果小地名看起来真实，则大地名肯定要虚化处理（如长江上游的



一个大城市）；文章的主人公，他们要么给起一个极大众化的名字，如
“李春兰”和“赵军”，一个城市里能有几十个、几百个，要么就来上这
么一句，“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人物都是化名”。 

但是，我也知道，这些新闻造假者有一个最大的苦恼就是照片。编辑一般
会要求配上照片，造假者为了让人相信，也需要用照片来佐证其文章的真
实性。于是就先用家人的，甚至自己的照片来充数。记得好几年前，一篇
描写一对男女主人公几十年生死苦恋的“社会纪实”稿被揭露是假稿时，
那幅注明“图为本文男女主人公某某和某某某”的合影照，原来就是这个
造假者的老爹老娘。再说，即使不被揭露，家人的和自己的照片也不能老
用，于是只好四处乱抓照片。我就曾采访过这样一个由新闻造假引起的肖
像权纠纷，因为将邻居夫妇的照片抓来作为文章的配图，被人家告上法庭
并最终被判赔了1.5万元。可以这样说，附照已成了新闻造假者最易被人
识破而又不得不冒险进入的“事故高发区”。 

具体到李春兰寻夫的这张照片，我甚至猜测这是一幅专门导演拍摄的“剧
照”。 

直接交锋 

猜测毕竟是猜测，为了对报纸和读者负责，也为了对作者负责，我给这位
作者用电子邮件回了一封询问的信。虽说是询问，但事后看来，这封信已
无法掩饰我内心的怀疑，而且词语尖锐，太欠礼貌，甚至很有点咄咄逼人
的味道—— 

某某同志： 

本文照片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李春兰寻夫时你还跟着并且那么近距离地拍摄吗？另外，赵军被确诊为

肺癌了，医生还说有几年的生命，这肺癌是不是太温柔了？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还能长期嫖娼吗？怎么

中的奖，怎么存的钱，都语焉不详。而且，500万奖金扣税后还有480余万，你是否连税率都没有搞清

楚呢？ 

恕我直言，大作是编的吧？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邵文海 

很快，这位作者的解释来了—— 

邵老师： 

文章是真实可信的。李春兰在重庆寻找丈夫时，重庆的媒体记者都到了的，照片是我们摄影记者照

的。当时有派出所的人，媒体的人，事务调查所的人，照片也当然是近距离照的。 

在确诊为癌后可以有一年左右的生命，也可能活上几年，这是医疗上的问题，没有什么奇怪的。而一

个患有癌症的不能嫖我就不理解了，他虽然患有癌症，他就不能进入夜总会？一个身患艾滋病的人可

能变本加厉地伤害他人。 

而怎么中的奖，怎么存的钱，语焉不详，这是因为采访不够，而且就做文章来说可能是详略处理不当

吧。中奖500万后应该是400万，是我写文章时出现的一个笔误，这的确是我的一个错误。要说我的文

章是编的我就不同意了，如果我能这样编文章的话，我应该去写小说，而不是做纪实。 

 



还有一个感觉，邵老师对作者总是一种批判而不信任的态度。编辑与作者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好的关系

呢？ 

某某 

这封信令我一连好几天都心情郁闷。在此之前，类似置疑性的信件我也发
过几次，有的明显心虚，只字不回；有的则坦率承认稿子经过“加工”，
并称别的报刊编辑都顺利通过而只有我太认真太苛刻等等，都曾让我充分
享受到了一种难得的成就感。而这一次，对方却反责“我对作者是一种批
判和不信任的态度”。我原来是一直这样对待作者的吗？ 

我甚至这样剖析过自己——自己对此类“撰稿人”可能有一种暗暗的嫉妒
之心：自己为了采访东奔西跑，有时还要碰钉子，受冷遇，发出来也可能
被批评对象威胁谩骂，甚至告上法庭。而这些“撰稿人”只是坐在家里编
造，无须辛苦采访，无须承担任何风险，照样“新闻”作品不断，甚至更
受某些刊物欢迎。但我还是认为自己问心无愧。重庆一些编辑同行早就告
诫过我，编重庆投来的特稿时一定要注意，假的不少。在假新闻泛滥的今
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编辑，我多操些心没有错。 

事后的印证 

一切能豁然开朗是在两个多月以后。 

当时，我的电子信箱里又收到了一篇稿件《富贵大易位：千万富翁沦为街
头流浪汉》。虽然此文的作者署名与前边“500万巨奖”的作者姓同名不
同，但两者的手机号码却完全相同，不难看出是同一个人。这篇稿件的内
容仍然是发财加嫖娼那一套：重庆市奉节县山村青年邓富财，靠着勤劳和
才智，打拼成了令人艳羡的千万富翁。然而，他在事业有成之时却在灯红
酒绿中迷失了自己，包养情人，疯狂嫖娼，嗜赌如命，很快就变得一贫如
洗，最后被迫流落街头成为乞丐。邓富财告诫人们：“千万别学我……”
有意思的是，文中描述的邓富财与前妻的相见情景，与“500万巨奖”中
李春兰和赵军的相见情景如出一辙，都是女的扑上去又打又骂。 

这篇文章的内容和情节我们已无须理它，关键依然是所附的照片。当我点
开所附的照片时，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你当作者附的是什么照片？依然是那一幅“李春兰寻夫”！只不过作者做
了精心的剪裁，只选取了赵军一个人这半边。而说明词也变成了“如今的
邓富财不愿再提起过去”。（见图二） 

同一幅照片，配给不同的文章，解释为不同的“新闻人物”和不同的“新
闻情节”，这样的“灵活使用”，可算是新闻写作中的一大奇事。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奇事呢？我分析，胆大心粗的作者可能已把我们之间的交锋
淡忘了，而且他低估了我对这幅照片的深刻印象。他大概没有想到先前那
篇文章和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电子信箱里，打开一对照，顿时真相大
白。总之，我认为他利令智昏了。 

对是否揭露这件奇事，我踌躇了很长时间，我本来还希望能等来这件奇事
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天，又收到该作者的另一篇什么文章，再配上李春
兰那半边照片，并将她解释为另一个“新闻人物”在如何如何，将一幅照
片“用足”。只怕本文刊登以后，这样的奇事不会再出现了。说来，还真



有点遗憾。 

（宝鸡日报 邵文海） 

 

文章管理：肖克 （共计 794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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