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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本文对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后，媒体

在初期报道中存在的报道失实、新闻伦理争论

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灾难报道案例进

行剖析，分析互联网环境下此类报道的分寸把

握问题。同时提出在网络飞速传播、大众媒介

素养意识逐渐强化的当下，记者要用更有力的

报道巩固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彰显新闻

的力量。

关键词：灾难报道 新闻伦理 媒介素养

人文关怀

互联网提供了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传播

速度是媒体在报道新闻时能否占据高地的重要

指标之一。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后，官方媒体和

自媒体以及普通网民都在充当信息发布者的角

色。海量信息中伴随着严重的混乱无序，甚至

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部分专业媒体的报道存

在失实，或引发新闻伦理的争论。互联网环境

下如何把握灾难报道的分寸？

一、“抢”时效切忌不核实

今年 3 月 22 日，东航 MU5735 客机事件发

生后第二天，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关停处置

876 个严重违规账号，清理发布传播不实信息、

恶意营销等1482条违规内容。抖音、微信、小

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也相继发布处理违规账

号的公告。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官微更是对一段被

广为流传认为是坠机现场画面的视频进行了辟

谣，指出这段视频事实上是福建一地祭祖引发火

灾的画面。更加令人疑惑的是，网络上相继出现

近20位自称自己是没登上飞机的“幸运儿”。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情况错综复杂、信

息来源混乱，在新媒体越来越追求快速刊发信

息的情况下，部分“小编”习惯通过复制、粘

贴、转发新闻。“快”意味着点击量。此时更要

警惕，因追求“快”可能会丧失真实性。真实

是新闻的生命线。

3 月 25 日 10 点 15 分，中国民航报刊发失

事飞机第二个黑匣子找到的消息，此后各大媒

体争相报道。10点52分新华社发文，东航事故

国家应急指挥部澄清此为不实消息，抢发新闻

的媒体纷纷删除稿件。这样的教训提醒新闻从

业者，无论争抢新闻时效性的心情如何迫切，

也不可失去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使用非权威

信源得到的消息必须秉持多方求证的严谨态度。

二、“拼”独家不可逾越记者身份

见人、见事是优质新闻追求的共性特点。

新闻职业惯性促使记者把报道精力放在挖掘和

访问典型人物上。但空难这样的灾难性报道初

期，事故救援进展是报道焦点，在事态尚未明

朗之前，记者应明晰作为新闻记录者的身份，

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是行业专家，在采访时

要避免传递不合适的媒体判断信号。

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在东航坠机事故后 24

小时内，刊发了一篇题为 《MU5735 航班上的

人们》 的文章，迅速获得 10 万+的点击量 （现

已删除），此文引发广泛争议。在抢救黄金 72

小时还未到的情况下，以访问失联人员同事亲

友的方式展开采访，甚至部分受访对象尚不了

解情况时，记者成为第一个透露机上失联人员

与受访者相识信息的人。有网友在评论中留言：

“我唯一好奇的就是，官方结论都还没出，为什

么就能写得他们好像都死了？”这句评论一针见

血指出了问题的核心。22 日晚间，国家应急处

置指挥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搜救工作尚未

发现幸存人员”。人们都还在关心失联者的下落

时，这篇报道传递了模糊的新闻判断信号，从

某种层面上说是逾越了新闻记者身份。

3 月 25 日东航集团宣传部部长刘晓东在发

布会上表示：“所有航班的旅客名单都属于受法

互联网环境下灾难报道的分寸把握互联网环境下灾难报道的分寸把握
——基于东航坠机事故初期报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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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护的隐私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畴。

根据国内外的惯例，是否要公开，应该首先服

从于旅客搜救和家属联络的紧迫需求，比如一

些国际航班如果不公开很难联络到所有的旅客。

但东航已经第一时间向调查组提供了完整的旅

客名单，也已经在事发后24小时内与所有的旅

客家属取得了联系，所以要充分尊重旅客隐私

和 家 属 的 意 愿 ， 依 据 法 律 的 规 定 。” 但

《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 一文对于机上失联人

员未使用化名。这一做法也存在逾越记者身份

的问题。有网民追问此文记者：航空公司没有

发布人员名单，相关信息如何获得？获得的手

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公布失联人员信息的行

为是否获得亲属的同意？

著名传媒法学者魏永征在马航空难事故后

曾有这样的论述：“发生空难那样的事件，记者

可不可以访问家属呢？一般情况下，家属忧心

如焚，对于陌生人突兀的提问，无法接受，表

现厌烦、抗拒、抵触甚至愤怒，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网友要求记者不打扰家属是合理的。我

们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新闻道德规范中都可以看

到类似的要求，如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 （PCC）

业务守则规定不要侵犯个人不幸和哀伤，瑞典

报刊、广播和电视道德准则规定必须对事故的

受害者以最大限度的体谅，美国广播电视道德

和职业行为准则规定要对悲剧的受害者给以特

别的同情等等。其出发点就是记者并没有凌驾

社会的地位，必须平等地对待他人，包括人道

地、设身处地地关怀处于痛苦中的人们。”①

三、“抓”表情要区分采访领域

大事件面前新闻报道不应缺失，灾难死亡

事件也需要及时的信息披露，官方媒体失声，

反而会造成信息空白，给不实信息以进一步扩

散的空间。但在牵涉到灾难亲历者和亲属的报

道方面，记者要区分采访领域。公共领域内的

采访是记者的天职，已经明确的私域领域，则

要有界限感。

此次东航事故发生后，广州白云机场在T1

航站楼遮挡出“临时接待区”安排接待机上乘

客家属。有官方媒体设法拍到家属悲伤痛哭的

场面后，在社交媒体开设#白云机场临时接待

区内有家属情绪失控大哭#的话题，被网友质

疑批评后删除；也有媒体在接待区封锁线外录

到家属大声哭泣的声音，配合隔离屏障外围的

画面发布，也受到质疑。网友认为此举是“在

受害者伤口之上获得热搜！”

灾难新闻发生后，相关人员的痛苦是否可

以进行报道？资深媒体人石扉客的观点很明晰：

“空难事件，出发和到达机场，与空难现场一

样，乃至与遇难者生前空间一样，都是敬业记

者应该抵达的广义现场。当事人的眼泪、家属

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

就是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

命运的无常，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悲伤，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更是追问事件原因

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②

悲伤的场面当然可以在新闻中呈现，新闻

表情往往是提升新闻贴近性最直接的表现手法，

但区分采访领域仍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注

意的职业规范。1986 年 1 月，美国挑战者号航

天飞机升空爆炸后一幅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照

片是摄影师在爆炸瞬间，将原本拍摄空中的镜

头，转过来拍现场目击者惊恐的表情。

为什么这样的拍摄被认可？因为观看航天飞

机升空这个场合是公开的，现场本身就邀请了媒

体记者，家属在前往之前对于新闻记者在场也是

知情的。挑战者号升空现场是公开场合，东航事

故家属接待区是封闭区域，突破已经明示的封闭

私域空间获得的新闻素材，尤其是牵涉当事人巨

大悲痛的内容引发争议是必然的，这是新闻记者

没有区分好公域和私域的界限问题。

四、“挖”细节不可缺失人文关怀

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马弘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提醒，“心理救援不是从专业人员到位了才开

始，而是应当从媒体报道就开始。”

此次东航事故报道中，一个直播细节被广

泛点赞。22 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核

心救援现场进行直播时看到一张乘务人员的证

件，记者马上伸手捂住示意镜头避开。网友评

论：“最大程度上尊重逝者，也是对关注者最大

限度的替代性创伤保护”。直播环节，记者的第

一反应十分重要，不同于录播节目或文字信息

传播，直播中的内容是否适合公开传播，没有

时间给资深编辑审核把关，此时考验的是记者

的业务素养。搜救阶段人员生死未卜，直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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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细节都可能会引发连串的解读。乘务人员

证件暴露牵涉个人身份信息，这个捂的动作，

体现了记者的人文关怀。

这位叫张腾飞的记者在直播时紧接着说了

一句：“这个不要给特写了，距离黄金 72 小时

还有机会，希望它们的主人还能平安。”更是高

度遵循新闻伦理的专业表现。一则报道是否专

业，既看新闻价值，也看新闻伦理。此次空难

事故发生后，针对新闻伦理的争论很多，事实

上新闻伦理问题在新媒体时代，其标准越来越

不具有唯一性，但媒体报道是否从善意角度考

虑，是追求新闻价值还是仅仅满足情感消费，

是判断的核心。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联社摄影

记者理查德·德鲁抓拍到一位白衣黑裤男子头

朝下，一条腿蜷缩着从世贸中心北塔坠落的画

面，名为“坠落的人”（Falling Man）。这幅画

面高度清晰的新闻图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

立即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投诉。人们认为照片侵

犯了罹难者的隐私，对活着的人也是难以忍受

的残酷冲击，此后，美国各大主流媒体迅速禁

止了这类照片的继续传播。

F1 赛车直播时发生车辆严重事故后，在确

认车手生命安全之前，一般不回放事故镜头。

2020 年 F1 巴林站比赛中法拉利车手维特尔就

对持续重播事故录像的做法提出质疑：“我知道

人们喜欢车撞车，着火，这很刺激，但其实当

你在车里的时候就没那么刺激了，车手是人不

是物！”。何为新闻伦理？尊重当事人的尊严以

及与此相关者的感受，包括对大众的影响是否

有价值、有意义，而不是仅仅在定格痛苦。

五、“追”故事切忌滥情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

取习惯，网络稿件的点击量成为衡量变现可能的

直观数据。在追逐点击量的背景下，报道的煽情

化、追求吸睛度也成为网络时代新闻报道越来越

突出的问题。凌驾于新闻事实之上动辄热泪盈眶

的情绪化表达，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新闻价值的

弱化。忽略客观事实和深度思考的报道，仅仅停

留在情绪化语言和悲情故事的描写还会导致“生

动性偏见”。灾难事件中用户最渴望的是信息，

但与此同时，用户又更容易沉溺于具体的故事。

大量生动性的故事会导致“生动性偏见”。即，

人们被个案所左右，而影响对事件的总体判断。

此外，大量的故事会消耗人们的悲情与感动，进

而很快使读者产生“同情疲惫”。这意味着过量

的情感故事消耗了人们本应从理性关注、跟进、

参与事件讨论的热情。③

媒体报道的公共价值是判断一则报道优劣

的基本要素。灾难报道并不是仅有冷冰冰的数

据，也不应该停留在毫无人物故事的书写上，

对于新闻表情的捕捉和对新闻的理性阐述及思

辨并不对立。灾难中的痛心、悲伤也是构成事

实的一部分，只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要警惕类

似自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而放大情绪、催泪滥

情的“知音体”写作手法。

重大灾难的调查过程十分专业，报道初期

大部分新闻事实要等待官方通报。目击者拍摄

的视频比事发后赶往现场的记者要快，专业新

闻记者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立足于媒介的

公共价值，探究灾难事故的发生原因，就如何

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进行严谨的调查，更应该

成为报道的重点。

强调灾难新闻报道分寸把握，貌似官方媒

体的报道禁忌比自媒体多，事实上是提醒真正

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价值的重视。此次东航坠

机事故发生后，那些消费灾难、蹭流量的内容

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广泛批评。这反映出近年来

大众媒介素养意识已经在不断强化，受众的理

性思考能力正在觉醒。在社交媒体越来越活跃

的背景下，公众的媒介素养觉醒使得此前仅在

新闻业界内部进行的讨论溢出到社会场域。对

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种变化是压力更是契机。

新闻工作者应该用更有力的报道巩固媒体在受

众心中的公信力，从而彰显新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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