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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拷问新闻职业道德和公正 

时间：2005-3-29 10:38:44 来源：新华社 作者：叶伟民 阅读975次

  

   第五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１８日在长沙已以“石佛”李昌镐蝉联冠军画上了句

号。然而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悄然成为比赛外的另一大焦点。围绕李

昌镐的“假新闻”风波让人们皱眉的同时，也翻出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命题――在信息对等的

时代，我们该如何采写新闻？ 

    本届春兰杯决赛期间，除了关于周鹤洋和李昌镐的常规新闻见于媒体版面外，一些“爆炸

性新闻”也在一夜之间捕获了人们的眼球，如“李昌镐比赛期间被安排住在地下室”、“暗恋

少女遭拒绝”等。随后，媒体间的揭露和反驳此起彼伏。某报发表在３月１４日的一篇“李昌

镐专访”更成为众媒体重点质疑的对象。后经查实表明，撰稿的记者当天只是进过李昌镐的房

间，但未进行过专访。１８日，一位记者在李昌镐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向“石佛”求证

此事，李昌镐在镜头前认真地回答：“没有” 

    韩国棋院网站也登载了《韩国棋院关于李昌镐假新闻的声明》。从转载的网站上看到，

《声明》认为这些报道是“荒唐”的，是在“创造新闻迎合棋迷口味”，并称其中具有典型和

代表性的是号称“李昌镐２０００字直击采访”的报道，这是既没有见过李昌镐一面，也没有

耳听其弟弟李英镐一言的１００％的“创作式小说”。 

    在随后的比赛时间里，假新闻风波成了众媒体仅次于比赛的重点着墨处。《中国青年

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先后发表文章，称此举为“炮制新闻”，并重申了新闻真实原

则。 

    中国围棋协会副秘书长武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赛事是国际性的围棋比

赛，并且以后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性赛事也将越来越多。无论从记者的职业道德还是文化水平来

看，出现假新闻是很不应该的，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国际上对中国媒体的看法。 

    武力说，以前一些围棋比赛也出现过假新闻，但只是某些信息不太准确而已，此次的假新

闻却是捏造的，情况严重。 

    谈到假新闻出现背后的动机，武力认为，哗众取宠、商业驱动、抢新闻、猎奇等心理状态

都是诱导某些记者撰写不真实报道的因素。她说：“我们理解记者要挖掘独家新闻的心理，但

绝对不能因此而造假，这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 

    李昌镐的中文翻译、韩国棋院棋战事业部课长田在现在一次就餐时跟李昌镐说起这件事

情，李昌镐第一个反应是“不敢相信”。韩国棋迷从网上看到假新闻后非常生气，纷纷打电话

到韩国棋院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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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田在现说，“在韩国，假新闻是不允许的，仅仅是网民

在聊天时就某些话题开开玩笑而已。但愿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韩国棋院的《声明》还称，从中国全境赶来的媒体记者在采访大战中，最头疼的莫过于报

道内容的雷同。所以想让编辑的眼睛一亮，必须采写有特色的报道。这些报道随着记者的资质

和个性、人格的相异都会有所不同。  

    回顾本届春兰杯的采访可用“新闻大战”来形容，１００多名记者让赛事变得热闹非凡。

然而因为围棋是一项高脑力消耗运动，国际惯例要求组织方尽量保证参赛棋手的休息时间，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记者与棋手们的接触，缺“料”在无形中推动了“假新闻”的出现。 

    另外，某些国内媒体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过分强调商业效益，实行“唯眼球论”。当报

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效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法宝时，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新闻界长期奉行的公正、

客观、真实的原则必然会遭到淡化甚至抛到脑后，加上侥幸心理作祟，某些记者不惜造假来哗

众取宠。 

    新闻记者作为信息传播的使者，被称为是历史瞬间的记录者，先有“记”，才可能有写的

新闻，应该以客观、求实的形象出现，真实准确是新闻的生命，假新闻则不是新闻，而是子虚

乌有。将“没有的事”传播给媒体受众，最直接的后果只会在媒体和受众之间竖立起一堵厚厚

的墙。信任一旦被打破，恢复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因为我们始终无法忘记“狼来了”的惨

痛教训。 

    当前，新闻竞争越演越烈，特别是能“吸引眼球”的体坛，新闻竞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

度。过去，曾出现过太多的似是而非的“新闻”，有的媒体或记者因此被体育部门宣布为不受

欢迎的。但愿新闻界恪守新闻职业准则，靠水平竞争，而不是靠弄虚作假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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