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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81年以来，美国一家首屈一指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公司：宝洁（P&G）公司，每个月都要接
到成千上万个电话。
这些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消费者打来的。
因为外面谣传宝洁公司与魔鬼有联系，他们想了解个究竟。
根据谣传，该公司的图案标志上，实际上隐匿着许多撒旦的符号。
图案上绘着一张男子的脸，正凝视着点点繁星。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这些星星恰好构成了魔鬼撒旦的数字：666。
于是有人便谣传该公司为了使生意兴隆，与魔鬼缔了约，将其利润的百分之十交付给一个信奉撒旦的
教派。
这个谣言从1980年在密西西比州西部悄然降临以来，很快就不胫而走，一直蔓延到美国东部。
谣言引起了一场大战，一场特殊的“星球大战”，对此，宝洁公司毫无准备：被那些无辜的星星所激
怒的形形色色的宗教组织纷纷出场，到处宣扬抵制刊有这个不祥印记的商品。
　　1966年，法国北部鲁昂市。
谣言指责该市一家遐迩闻名的服装店是贩卖白人妇女的诱饵，于是威胁的电话纷至沓来，无论女经理
如何辟谣，也无济于事。
最后她不得不放弃斗争，离开该市，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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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谣言已经是人类社会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了。
本书作者搜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流行的种种谣言，阐述了它们的起源与流传路径、人们为什
么会相信它们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谣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他还分析了谣言在明星生活、金融、政治和商业行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辟谣的手段。
本书不仅着眼于谣言本身，更是对谣言背后所附带的文化与社会背景的深入探讨，让读者对这个熟悉
的事物有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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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　　不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哪一个领域，谣言无所不在。
　　谣言还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
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便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
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
报纸和后来的无线电广播的问世，以及最后视听设备的急剧发展，都未能使谣言烟消云散。
尽管有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仍继续以口传媒介的方式获取一部分信息。
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远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从此以后，两者各有其流通的
领地。
　　尽管如此，我们对谣言仍然不甚了了。
对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研究却如此之少，实为罕见。
谣言作为一个神秘乃至神奇的事物，至今依然是知识领域的真空地带，或者是人烟罕见的荒漠地区。
　　被称之为谣言的现象究竟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方？
它和人们通常所谓的口头传递有何区别？
事实上，每当我们以为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总是溜之大吉。
人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分辨谣言，但却无人能给谣言下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
总之，如果说我们每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谣言的存在，那么我们却未能对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划定一个
一致公认的精确的界线。
　　如何解释研究此题目的著作寥若晨星呢？
第一条理由就是这项任务难乎其难。
研究报纸、无线电广播或电视轻而易举，因为它们的资料都保存着。
人人都能去查阅杂志或报纸的合订本。
同样，录音机和录像机也使人们可以重听或重看过去的节目。
而研究谣言却完全不同。
除了少数例外，研究者在获悉谣言的存在时总是太晚：谣言要么已经过去，要么已进入最后阶段。
于是研究者只能通过采访去追寻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谣言，而记忆容易遗漏、容易理性化和失真。
这样进行工作，研究者实际上研究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
然而记忆是很难供人观察的。
　　第二个理由就是人们更注重于对谣言的道德分析，而忽略对谣言结构的分析。
　　一个令人尴尬的信息　　首先对谣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沸沸扬扬的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人民士气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很多研究小组
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
　　他们是如何给谣言下定义的呢？
这个领域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参考书目5]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
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
。
而纳普[参考书目853]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
的情况下广泛流传”。
彼得森和吉斯特[参考书目115]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是，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
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这三种定义十分接近。
这三种定义首先都确认，谣言是一种信息：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或某事一些新的因素。
在这一点上，谣言与传说不同，传说只与过去的某桩事实有关。
其次，三种定义都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
人们一般不会仅仅出于使人高兴或使人产生梦想便去传播谣言的，在这一点上，谣言与滑稽故事或童
话泾渭分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谣言>>

谣言竭力使人信服。
　　在对谣言下了定义之后，作者们便举出一系列的例子和试验。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举出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涉及“虚假的”谣言：公众曾一度相信的那些谣言其实毫
无根据。
然而有根有据的谣言并不罕见，如有关里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以及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
乔治?蓬皮杜等人生病的传闻。
每次货币贬值之前，总有谣言先导。
在企业内部，谣言透露人员的解雇或调动。
在政界，谣言总是比部长们的去职先行一步。
另一个例子，1985年，在得到官方证实的几个星期之前，谣言就流传开来，宣告了法国工业的一大成
就：美国人希望使用法国汤姆森无线电报总公司制造的陆军流动通讯网系统来装备其地面部队。
果然，这一陆军流动通讯网系统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采用了。
　　这些研究人员所举的例子都是有倾向性的。
他们只是就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进行发挥，他们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没有参考谣言所传达的信息中的
任何真实性成分。
他们没有一处说到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而只是提及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
他们闭口不谈后来谣言核实的结果。
　　于是。
尽管煮识到谣言并不绝对是虚假的。
似乎也必须竭尽全力去阻止这种表达方式。
因此，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实际上只是介绍了“虚假的”谣言的情况。
更有甚者，在读者对谣言的危险性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他们展示了谣言不可避免地走向错误的过程。
他们的试验遐迩闻名：一个人在观看一张街景照片数秒钟之后，将他所见转述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
再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第三个人，如此类推。
到了第六或第七个人获悉这一信息时，与开头的照片内容已相去甚远。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的试验企图证明，谣言只能走向错误：在流传过程中，无论从其本义还是转义
上来说，谣言都离真实越来越远，反映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
于是求证完毕。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模拟试验与谣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并非完全吻合。
有时，消息在流传过程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准确传递。
　　这些美国研究者在战争情报处供职，除了其他职责外，担负着控制谣言的消长起伏的任务，因此
他们特别注重于使这种交流方式信誉扫地。
既然谣言的概念是中性的，那么就必须仔细选择合适的例子来证明它的虚假性。
然而这样的做法，存在着一个矛盾：既然谣言都是“虚假”的，又何必去担心它呢？
根据经验，老百姓应该早就学会不信谣言了。
　　事实上，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
在战争中，敌人和他们的耳报神——第五纵队——能够从谣言中获取某些隐匿的实情。
这证明了谣言并非总是无稽之谈。
　　为了避免机密情报泄露，战争情报处到处张贴广告，告诫人们，要做一个好公民的话，就不要去
传谣（“嘘，隔墙有耳”）。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劝告都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如何教会公众识别谣言？
于是我们实际上又回到如何给谣言下定义的问题上来了。
上面所列举的三个定义在这一点上完全无法帮助公众：“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什么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
耶稣基督本人不也粗暴地对待圣托马斯吗？
后者要等亲眼目睹之后才肯相信，耶稣基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
”社会生活建立在信任和委托他人去核实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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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传播一条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时，我们也是假定它已经被证实是真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任何
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显然，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对这个人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对沃伦报告疑窦丛生。
他们认为报告中的论断根本没有经过证实：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人的孤立行动。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最后，将谣言定义为正在流传而未经“证实”的消息，公众将更难以辨认谣言，尤其是谣言的出
现往往伴随着最为理想的证明，即直接的证明：“我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从爱丽舍宫驶出一辆救护车
。
”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戚传到我们身边的，而且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
，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
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为可靠的呢？
还要等什么更好的证明呢？
这个目击者具有一个自发且无私的记者身份：他之所以讲述他的所见所闻，仅仅是出于和朋友们进行
交流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愿望而已。
　　因此，所有以“未经证实”来作谣言的定义时，逻辑上总是说不通的。
而且无法将其与众多其他通过口传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流传的消息区分开来。
假如我们回到战争情报处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制止谣言呢？
总不能禁止美国人民相互交流吧，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人们惶恐之极，更需要相互交谈，以求减轻焦
虑之情。
纳普提出的旨在制止谣言大量流传的五条“建议”颇为有趣。
它们无意中揭示了为什么在任何时代，谣言总是使人尴尬的。
它们是：　　第一，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无保留地信任，使之勿需另
求信息。
　　第二，必须使公众绝对信仰他们的诸位领袖，并相信政府在尽最大努力解决战争和危机带来的问
题。
必须竭尽一切努力避免不信任与怀疑，这种不信任与怀疑会形成培植谣言的土壤。
　　第三，当某个事件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是尽快播发尽可能多的信息。
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
谣言满足了人们理解扑朔迷离的事件的需要。
　　第四，播发消息并不能保证信息被接受。
因此最好能确保所有的人都接到这些消息。
必须消除一切未知（一无所知）的空白点。
比如，纳普就曾以英国军队的一项创举为例：组织“教育会议”，会上，士兵们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并
且得到最清晰的回答。
　　第五，既然百无聊赖会渴望获悉哪怕最微小的传闻，以消除生活之单调，那么通过工作和业余生
活的安排，使人们避免太过空闲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要求全民族共同努力，纳普的这些建议似乎是合法的，可以实行的
。
然而在和平时期重读这些建议时，就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极权国家。
第一条建议反映了对非官方传播媒介的疑虑：倘若人们到别处获取信息，他们就有可能得到有关事实
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官方传播媒介播发的说法可能不相吻合。
第二条规则是对领袖们的赞歌：公众必须对国家、城市、企业、工会、政党的领导人保持绝对的信任
。
第三条和第四条都是为了保证人民能接受官方的说法，排除一切信息的空白点。
如果不知道官方的消息，这个空白点就会产生自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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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条规则是建议妥善安排人民的时间：必须消灭空闲时间和无所事事。
　　因此，在谣言的定义中，强调谣言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属于人们对谣言的怀疑最为激烈的历
史阶段。
这类定义显然不能使人满意，因为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未经证实”标准带有主观性，它们
无法区分一个通过口传媒介而获悉的谣言和一则从晨报中读到的消息。
我们委托别人去核实，但我们却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所获信息已经证实。
因为谣言的出现总是源于一个直接目击者的叙述，它和任何其他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一样，从表面
上看已经得到了证实。
　　事实上，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来定义谣言，是意识形态上的定义，
反映了反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
纳普的规则在和平时期似乎确实具有讽刺意味。
它们的功勋在于明确地指出了偏见的根源。
谣言并不妨碍人，因为谣言是“虚假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把谣言放在心上。
然而，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如泄密和政治内情的曝光。
谣言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
针对官方说法，别的说法也接踵而至：双方各有各的真实。
集体议论　　那么，是不是所有口传媒介的消息都是谣言呢？
要是那样的话，则在社会上公布的所有新闻均可被冠以谣言的称号，甚至连向全市通报当天早晨总理
在巡视市政府时发表的谈话也将无法幸免。
因而，当我们想把这种传播定性为谣言时，我们却颇感迟疑。
显然，如果某人询问一组人：“什么是谣言？
”得到的答复决不会是官方消息或总理演说之类。
因此，谣言的定义应该排除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合法地传播官方消息的现象。
　　最著名的对谣言的定义应归功于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
他的充满了活力的定义是：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
他认为，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
举例说明：夜间，几十辆坦克穿过了一个突尼斯小镇。
在这个新闻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人们就产生了疑问：发生了什么事？
谣言便出现了，它是“一群人智慧的汇总，以求对事件找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参考书目137]。
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
希布塔尼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坦克的出现是否
意味着卡扎菲又重返突尼斯了？
是不是因为物价上涨引起了暴乱？
也许仅仅是一次演习？
是不是布尔吉巴①死了？
”在相互传播事件并加以评论时，这一群人逐步得到了一个或两个解释。
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和添油加醋的评论。
　　我们可以将希布塔尼的论点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出来：　　谣言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
的）含糊不清　　这是一个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
产生。
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力量根本不存在。
比如，人们总以为在市场上买东西最易传播谣言：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很少关心他们的牙膏或酸奶酪，大多数产品都很少同麻烦有牵涉。
而且，这些产品并无何含糊不清之处，它们一目了然。
　　在消费领域需要大做广告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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