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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见影响新闻事实选择 
——“长沙7•26奔驰肇事案”报道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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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26日，长沙发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交通事故，一女子驾车连撞5辆机动车，撞伤7人

案。这一事件引起了媒体的极度关注，《长沙晚报》于7月27日率先报导此事，随后，长沙市

几大媒体都从7月28日起在显著的位置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对此事作了大篇幅的追踪报道。其报

道总量远远超出一般的交通事故报道。究其原因，与报道者受成见影响对新闻事实所作的价值

选择偏差有关。 

今年以来，涉及高档轿车宝马奔驰的新闻不少，好几次事件都特别引人关注，如年初的哈尔滨

“宝马撞人”事件；又如3月份西安体彩中心黑幕事件，也与宝马车有关；在长沙，3月份也发

生了宝马车连撞7人的事故。在短短几个月的相关报道中，“宝马”不仅仅成了金钱权力的象

征，甚至已经成了“为富不仁”的符号。因此，有关“宝马车”的新闻，自然特别引人关注。 

7月26日的这场交通事故，《长沙晚报》7月27日的报道题为： 

《疯了，司机简直疯了！（主题）奔驰车肇事狂逃又连撞５辆机动车，至少４人受伤（副

题）》 

这篇报道仅仅强调这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题中虽然提到“奔驰车”，但尚未加以特别突

出。到7月28日，长沙的几家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一齐将肇事车的商标作重要因素加以突出： 

《三湘都市报》：《才开宝马伤7人，又驾奔驰撞6车（引题）“杀手”黄娅妮再度“出镜”

（主题）》； 

《潇湘晨报》：《3月29日，开宝马车伤7人，7月26日，驾奔驰再伤7人（引题）撞人的又是

她！（主题）》； 

《东方新报》：《3月29日曾驾宝马连撞7人（引题） 神秘女又驾豪车撞7人（主题）》； 

《长沙晚报》：《３月份无证驾驶撞伤７人 ，如今肇事逃逸再伤人（引题）肇事者系“宝马

撞人案”主角（主题）》。 

从四家媒体的大幅标题可以看出，“宝马”、“奔驰”、“豪车”成了新闻报道中一个十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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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价值因素。《东方新报》的报道甚至说，肇事者“家中还有多辆高档小轿车”。此外，这

些报纸刊登的照片和文字报道都无一例外突出了肇事车的牌号“6888”。豪车加“吉祥”号

码，报道者欲表达的潜台词呼之欲出。 

月29日曾驾宝马连撞7人一案联系起来。而3月份的报道中，早就将“‘宝马’撒野连撞七

人” 在标题中特别加以突出了。可以说，新的撞人事故的出现，又一次唤醒了人们头脑中关

于“‘宝马’撒野”的记忆，并且进一步印证了“撒野”之说。 

传播学理论认为，不管是传者还是受者，在传播或接受信息时，都不同程度地要受到头脑中已

有认识的影响，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将此称为“固定的成见”。他说：“在非常嘈杂混

乱的现实世界中，我们领会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解释的东西，我们倾向于接受我们的

文化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固定的成见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诸多媒体在报道这一事实时，特

别注意肇事车的标牌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意肇事车的标牌与号码，隐含的深层的成见是什么呢？正如《红网》上一篇评论所指出的：

“如今的人们和社会舆论，对‘名车撞人’已经形成习惯性‘质疑’：肇事者是否是个贪官污

吏？是否是某个高官的亲朋好友？是否是社会名流、大款？如属美女，是否是某个贪官的‘情

人’、‘二奶’？就连黄娅妮驾车撞了人拿出3万元医疗费为伤者治伤也得打个问号。”  

正是因为出于这一成见，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对于肇事者黄娅妮的身份特别关注。《东方新报》

称之为“神秘女”，而一些外地媒体则干脆将肇事者黄娅妮想像成“美女”，如7月28日《华

西都市报》一则转发新闻的标题就是：《专开名车撞人，美女太拽了》。一些网民虽然看到了

报纸刊载的照片，还要说肇事者“从侧面看像湖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燕”，可见其成见之

深！在获知黄娅妮只是一名下岗女工后，对其丈夫（已离婚）的身份又有了种种猜测。一家媒

体报道，“黄娅妮丈夫是名商人”另一家媒体在转载这条消息时，变成了“肇事者丈夫是长沙

有名商人”，还有的报道则说肇事者是“知名企业老总之妻”，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传播过

程中的偏差与讹传，都明显地受到“固定的成见”的影响。正如李普曼所说：“即使是见证人

也带不回真实的情况。因为经验证明，他本人带着一些成见到出事地点去，事后他带回来的多

半是他想像的、已经真正改观了的一个事件的报道。” 

媒体这种带有成见的报道产生了什么样的传播效果？  

首先，它与受众“固有的成见”一拍即合，并进一步强化了受众的成见。从网上对此事发表的

一些评论来看，绝大部分的意见都成了对有钱人的声讨：“部分人有权，有钱就可以乱来，在

现在的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不奇怪。”“有钱人家的老婆怎么都喜欢开车撞人？撞人

玩！” 这些议论无疑与上述报道中的价值选择偏差有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决

定意识”，人们心中的成见，当然是因为社会上先前存在类似的事实。要消除成见，首先固然

是社会的情况要发生变化，要让产生成见的土壤——某种社会存在消失。但是，成见是有着很

强大惯性的定势思维，被强化过的成见是很难轻易地改变的，即使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信息接

受者还是可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 

其次，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如果我们完全让成见主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那末我们就无法发

现新的变动了的信息。正如李普曼所说：“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

并影射到记忆中的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这对于求新的新闻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之伤。如

过去一些典型报道中的“模式化”做法，就与此有关。比方说一提起劳模，那就是有病不歇，

有假不休，有钱不要，有家不回，一心扑在工作上。这种先入为主的对劳模的认识，让我们难

以去发现特别是新时期的劳模的新的时代特征。所以，当年在对上海劳模徐虎的报道中，《徐

虎的七情六欲》就给人真实自然、耳目一新的感觉。老科学家袁隆平在武汉同青少年座谈时，

有少年问及袁隆平是否只在实验室工作而没有一点生活情趣没有一点业余爱好，这位老科学家

 



即指出，这完全是媒体报道的误导，生活中的他兴趣广泛，特别是擅长拉小提琴，还可以上台

表演。对于黄娅妮开车撞人案的调查结果表明，肇事者既称不上“美女”，其已经离婚了的丈

夫也称不上“有名的商人”。对于该事件的认识，因为“固有的成见”，媒体的确一开始在新

闻价值的判断上就出现了偏差。所以，招来一些批评就不足为怪了。如湖南省公安厅宣传处的

发言人就指出：“对于长沙奔驰车撞人案，我个人认为报道有点过头了。这就是一起肇事案，

但一些媒体对事件的关心有些超越了事件的本身。”“希望媒体理性对待此事”。 又如有律

师就说：“黄娅妮现在已经被‘妖魔化’了。在事实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她就被舆论狂潮

吞没了。”  

最后，这种带有成见的报道还有可能混淆视听，遮蔽事实的真相。7月26日长沙发生的这起交

通事故，由于对新闻事实所作的价值选择的偏差，一定程度上将事件复杂化了，造成了强大的

舆论的压力，影响到有关部门对事实真相的调查。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有些媒

体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和单方面的说法入手，开始对此案作出推论和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舆论的公正性。至于黄娅妮驾车逃逸是否构成犯罪及其所涉嫌的罪名该如何确定等，尚

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随着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深入，一些媒体很快对最初的

认识也有了反思。如8月1日《潇湘晨报》“湘江评论”就刊载专栏文章《为什么关注“黄娅妮

案”》。该文指出：“如果仅仅注目于肇事车的标牌，也许会让我们放弃了对于公正的追问。

如果仅仅将事件的关注异化成为对于标签的关注，其结果除了加剧一种对社会了无益处的“仇

富情结”之外，也无益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真正解决。”《三湘都市报》“三湘论坛”也专栏刊

出“黄娅妮案”系列评论，强调该案应当按法律处理，指出“以‘不治罪难以平民愤’的舆情

因素来介入司法的做法，容易影响司法公正，也是我们应该尽力摒弃的。”这些言论，开始显

示出媒体有了成熟的理性思考。 

“固定的成见”成见影响新闻事实的价值选择，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复旦大学李良荣先生说

得好，新闻是一门选择事实的艺术。选择如此重要，我们更要警惕不要让成见模糊了我们的视

野，影响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注释： 

孙金栋：《“名车”或“美女”与撞人何干？》http://www.rednet.com.cn 2004-7-29 

0:37:37  

随意从2004-08-04 TOM网论坛上下载的 两则对长沙奔驰撞人事件发表的评论。 

《长沙宝马奔驰撞人事件后续：传言众多真假待辨》，2004-08-04 《新闻晨报》。 

《偏颇推论影响“黄娅妮”事件》，2004-08-04《新闻晨报》。 

《省市联合调查“奔驰”肇事案，警方希望社会理性看待》，2004-08-03《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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