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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薦序　　謠言止於智者，起於⋯？
　　俗話說得好，謠言止於智者。
但，謠言起於何處？
　　以前，我們在玩團體遊戲時，有一種遊戲規則是：「第一個人含一口水之後，把一段話轉述給第
二個人聽；第二個人含口一水後，再把這段話傳給第三個人。
餘類推。
」傳到最後一人時，他公開傳述給大眾的內容，一定與第一個人所述的內容相距十萬八千里。
　　另外，「吐一口痰變成吐出一隻鵝」的故事，也告訴我們，訊息在層層轉述時，會如何的失真、
誇大、扭曲，最後終於變得和原貌完全不同。
　　謠言似乎無所不在。
　　以前跑新聞時，最常被採訪對象笑說：「謠言，都是你們這些記者搞出來的！
」這話，雖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但細究下來，其實與事實也相去不遠。
　　因為，除非是記者會現場的一問一答，除非是有著書面新聞稿的照本宣科，否則，記者採訪新聞
時，常常得動用扒糞、挖掘、旁敲側擊、迂迴轉進、威逼利誘⋯等各種不同手法，讓受訪對象說出不
欲為外人知的內情。
而有時，面對堅不吐實的受訪者，或是「見面只說三分話」的保守份子，記者蒐集到手的，只有一些
斷簡殘篇。
要如何把這些零碎的資料串連起來，變成可用的資訊，或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就要靠記者發揮高度
的想像力，去填補訊息中間一段又一段的空白了。
　　這種「補白」的行為，其實不是記者所獨有。
在本書中，作者就明白的點出：「人性討厭解釋的真空。
在團體中的人，對於曖昧不明的狀況，會利用謠言去建構、評價以及提煉出解釋。
」人際之間的謠言，就是這麼發生的。
記者筆下的謠言，也就是這麼創造的。
　　謠言被創造出來後，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隨著傳播的速度及管道，自己長大。
　　這其中，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發生在1990年9月間的「中廣丐童事件」。
　　當年9月4日上午，由中廣主播的全國廣播聯播節目中，進行到「聽眾熱線」時段時，有一名馬小
姐Call in到電台，如泣如訴的指出，在台北行天宮附近，有一名殘障小孩跪地行乞。
她仔細一瞧，才發現，這名小孩是從朋友家走失的孩子。
但在廟口前見到他時，卻發現他已被斷手割舌。
馬小姐說，顯然這孩子是被不法集團擄走後，被殘忍的製造成殘障孩童，並被送到街頭行乞。
她泣訴，警政單位應該想想辦法，救救這名可憐的孩子，並把不法集體一舉成擒。
　　由於馬小姐說得逼真萬分，且她call in到電台的時間，剛好是上班尖鋒時段，再加上當時又是全國
聯播節目，開車族只要扭開收音機，幾乎都能聽到她泣訴的說法。
因此，她的投訴馬上轟動全國。
　　警方面對如此令人髮指的暴行，自然也不能坐視。
但是，在接連調查之後，卻發現行天宮前，並沒有如馬小姐所說，具有缺手斷舌特徵的孩童。
警方循線找到馬小姐，馬小姐卻說，她並沒有親眼目擊丐童，而是聽朋友轉述的（這很妙，聽朋友轉
述，還能邊說邊哭，說得跟真的一樣！
），警方查證到後來，發現這是一則謠言，傳到馬小姐時，已經是第十八手傳播了。
　　從「中廣丐童事件」這則謠言傳遞的過程中，即可發現，在之前的十七手傳播，都是靠著茶水間
的口耳相傳，以小眾傳播方式傳遞訊息，但傳到馬小姐耳中後，她決定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將訊息傳播
給所有的閱聽眾，所以謠言也就傳遞得特別快，影響也就特別的深遠。
　　馬小姐為何要透過大眾傳播讓社會大眾都知道此事呢？
之前的十七手為什麼要不斷轉述此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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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述的人，是基於什麼心態？
本書作者迪方佐告訴我們：「分享謠言是一種社會交流。
」這句話，說明了一切。
　　我們再想想，如果「中廣丐童事件」的第一手訊息，就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散布出去，那麼，它
所造成的影響性，會有多大？
　　2005年6月，時任台北市議員，也是電視主持人的王育誠，在記者會中公布錄影帶指稱，有某些殯
葬業者把供奉死人的腳尾飯回收後，拌入自助餐的菜餚中販售。
由於各家電視台都播出此一消息，馬上轟動全國。
一時之間，殯葬業者有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台北公館商圈的自助餐店面，生意馬上一落千丈。
但最後，警方查出，這件事根本就是王育誠和他的助理自導自演的假事件。
　　無獨有偶，大陸地區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2007年6月，北京電視台報導有黑心商人製作「紙餡包子」，消息一出，震驚各界。
結果，大陸公安最後查證發現，整起新聞根本是電視台員工自導自演的假事件。
　　前述的例子，只是有心人透過媒體散布謠言的事例，至於記者本身，就是謠言製造者的例子，更
是不勝枚舉。
　　1980年，華盛頓郵報記者珍妮特．庫克獨家調查報導，一名8歲名叫吉米的黑人小孩，因為母親男
友吸毒，而致使吉米也跟著吸毒的故事。
庫克因「吉米的遭遇」此篇感人肺腑的報導獲得普立茲獎，但隨後被查出整篇報導完全是她坐在辦公
桌前杜撰出來的。
她被炒了魷魚，獎項也被收回。
　　2006 年，TVBS電視台獨家報導，有某些不肖業者用瀝青幫鴨子剔除細毛，並呼籲警政及衛生單位
應該重視國人飲食健康。
在輿論的壓力下，檢警及衛生單位全面動員，並將查扣疑似瀝青的膠狀物送驗，但化驗結果卻發現，
這些黑色的膠狀物只是對人體無害的松脂，並非瀝青。
但鴨農卻因為「瀝青鴨事件」的報導，而使得銷量狂跌，損失慘重。
　　看過前述這麼多的「恐怖謠言」，或許讀者們心中都會浮起一個問號，那即是：「為什麼會有那
麼多人都相信謠言？
」事實上，謠言之所以能夠存在、生長、茁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聽過的人都相信它，而且因
為相信，所以才會轉述它。
本書作者迪方佐告訴我們：「缺乏反駁，是導致相信謠言的另一個因素。
」　　因此，作者在書中也提供我們一個防堵謠言竄生的方法─「檢查」。
是的，透過檢查，我們才能究明每一項訊息的真實性，同時避免在尚未證實前，就將它任意散播出去
。
所以，不管謠言是不是「起於記者」，但它一定能「止於智者」。
　　其實，不管謠言製造者的心態如何、不管謠言散布的管道如何，套一句美國前總統林肯說的話：
「你可以矇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也可以矇騙一些人於一世，但不可能矇騙所有的人於永遠。
」水落、石出。
再怎麼美妙的謠言，還是敵不過時間的沖刷，真相，總是會有浮現的一天。
　　文∕范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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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謠言，在每個耳朵裡傳播，在每根舌頭上成長。
　　為什麼人們相信謠言，無論它有多離譜？
　　政壇、商場、職場上的謠言如何產生，又如何影響我們？
　　謠言在飲水機四周、咖啡壺附近、在酒店、在廣場、在中庭、在聊天室、在街上、在理髮廳、在
部落格，或者跨越後院籬笆而傳播。
尼古拉斯．迪方佐研究流言超過十五年，在這本富有啟發性、有趣又重要的書裡，他顯示了讓人煩憂
的謠言之形成過程，基本上與在公司茶水間四周的交頭接耳是相同的，故又稱為「飲水機效應」。
為什麼流言普遍存在？
為什麼謠言以如此驚人的速度傳播？
為什麼我們會相信荒誕不經謠言？
還有，為什麼人們未查驗真偽就傳播謠言？
　　謠言對人們的活動影響甚鉅，迪方佐便如是探討發生在各個角落的飲水機效應，並佐以經典實例
。
在政治上，德國特工便曾在二戰期間輪流於法國人之間，散播樂觀和悲觀的謠言，企圖使法國人民陷
入混亂。
在商場上，股市謠言可能使投資者背離買低賣高的的基本策略，最終導致不獲利的投資。
而職場謠言的產生，往往是因為人們意識到不公平的存在。
　　其實，謠言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人類有一種與生俱來、想理解這個世界的慾望。
身為社會人，當遭遇一個模糊不清或受到威脅的狀況，我們的反應是說給別人聽。
謠言是當人們面臨不確定時，集體意義建構的結果，並在所有人們互動之處迅速繁殖：在職場、商場
、政壇、網路、家族和宗教團體中，還有在茶水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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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　　是羅契斯特理工學院的心理系教授。
曾經出版許多以謠言為主題的論文，並且是學術書籍《謠言心理學》的共同作者。
其有關職場謠言之現象的作品，被刊登在二○○六年《紐約時報雜誌》的「年度創意」專輯中，以廣
招徠。
目前住在紐約州羅契斯特。
　　■譯者簡介　　林錚顗　　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
旅居西雅圖十餘年，為當地華文報紙《西華報》林錚顗，台大歷史系畢業，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
碩士畢業。
旅居西雅圖十餘年，為當地華文報紙《西華報》和《華聲報》撰寫評論、專欄多年。
譯有《住宅巡禮》、《住宅讀本》、《意中的建築》、《鏡像下的日本人》、《西洋住居史》、《華
麗的雙輪主義》、《罪惡的代價》、《自然的建築》、《隱私不保的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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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薦文：謠言止於智者，起於⋯？
　　范立達（資深媒體人、評論家）　　俗話說得好，謠言止於智者。
但，謠言起於何處？
　　以前，我們在玩團體遊戲時，有一種遊戲規則是：「第一個人含一口水之後，把一段話轉述給第
二個人聽；第二個人含口一水後，再把這段話傳給第三個人。
餘類推。
」傳到最後一人時，他公開傳述給大眾的內容，一定與第一個人所述的內容相距十萬八千里。
　　另外，「吐一口痰變成吐出一隻鵝」的故事，也告訴我們，訊息在層層轉述時，會如何的失真、
誇大、扭曲，最後終於變得和原貌完全不同。
　　謠言似乎無所不在。
　　以前跑新聞時，最常被採訪對象笑說：「謠言，都是你們這些記者搞出來的！
」這話，雖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但細究下來，其實與事實也相去不遠。
　　因為，除非是記者會現場的一問一答，除非是有著書面新聞稿的照本宣科，否則，記者採訪新聞
時，常常得動用扒糞、挖掘、旁敲側擊、迂迴轉進、威逼利誘⋯等各種不同手法，讓受訪對象說出不
欲為外人知的內情。
而有時，面對堅不吐實的受訪者，或是「見面只說三分話」的保守份子，記者蒐集到手的，只有一些
斷簡殘篇。
要如何把這些零碎的資料串連起來，變成可用的資訊，或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就要靠記者發揮高度
的想像力，去填補訊息中間一段又一段的空白了。
　　這種「補白」的行為，其實不是記者所獨有。
在本書中，作者就明白的點出：「人性討厭解釋的真空。
在團體中的人，對於曖昧不明的狀況，會利用謠言去建構、評價以及提煉出解釋。
」人際之間的謠言，就是這麼發生的。
記者筆下的謠言，也就是這麼創造的。
　　謠言被創造出來後，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隨著傳播的速度及管道，自己長大。
　　這其中，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發生在一九九○年九月間的「中廣丐童事件」。
　　當年九月四日上午，由中廣主播的全國廣播聯播節目中，進行到「聽眾熱線」時段時，有一名馬
小姐call in到電台，如泣如訴的指出，在台北行天宮附近，有一名殘障小孩跪地行乞。
她仔細一瞧，才發現，這名小孩是從朋友家走失的孩子。
但在廟口前見到他時，卻發現他已被斷手割舌。
馬小姐說，顯然這孩子是被不法集團擄走後，被殘忍的製造成殘障孩童，並被送到街頭行乞。
她泣訴，警政單位應該想想辦法，救救這名可憐的孩子，並把不法集體一舉成擒。
　　由於馬小姐說得逼真萬分，且她call in到電台的時間，剛好是上班尖鋒時段，再加上當時又是全國
聯播節目，開車族只要扭開收音機，幾乎都能聽到她泣訴的說法。
因此，她的投訴馬上轟動全國。
　　警方面對如此令人髮指的暴行，自然也不能坐視。
但是，在接連調查之後，卻發現行天宮前，並沒有如馬小姐所說，具有缺手斷舌特徵的孩童。
警方循線找到馬小姐，馬小姐卻說，她並沒有親眼目擊丐童，而是聽朋友轉述的（這很妙，聽朋友轉
述，還能邊說邊哭，說得跟真的一樣！
），警方查證到後來，發現這是一則謠言，傳到馬小姐時，已經是第十八手傳播了。
　　從「中廣丐童事件」這則謠言傳遞的過程中，即可發現，在之前的十七手傳播，都是靠著茶水間
的口耳相傳，以小眾傳播方式傳遞訊息，但傳到馬小姐耳中後，她決定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將訊息傳播
給所有的閱聽眾，所以謠言也就傳遞得特別快，影響也就特別的深遠。
　　馬小姐為何要透過大眾傳播讓社會大眾都知道此事呢？
之前的十七手為什麼要不斷轉述此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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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述的人，是基於什麼心態？
本書作者迪方佐告訴我們：「分享謠言是一種社會交流。
」這句話，說明了一切。
　　我們再想想，如果「中廣丐童事件」的第一手訊息，就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散布出去，那麼，它
所造成的影響性，會有多大？
　　二○○五年六月，時任台北市議員，也是電視主持人的王育誠，在記者會中公布錄影帶指稱，有
某些殯葬業者把供奉死人的腳尾飯回收後，拌入自助餐的菜餚中販售。
由於各家電視台都播出此一消息，馬上轟動全國。
一時之間，殯葬業者有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台北公館商圈的自助餐店面，生意馬上一落千丈。
但最後，警方查出，這件事根本就是王育誠和他的助理自導自演的假事件。
　　無獨有偶，大陸地區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二○○七年六月，北京電視台報導有黑心商人製作「紙餡包子」，消息一出，震驚各界。
結果，大陸公安最後查證發現，整起新聞根本是電視台員工自導自演的假事件。
　　前述的例子，只是有心人透過媒體散布謠言的事例，至於記者本身，就是謠言製造者的例子，更
是不勝枚舉。
　　一九八○年，華盛頓郵報記者珍妮特．庫克獨家調查報導，一名八歲名叫吉米的黑人小孩，因為
母親男友吸毒，而致使吉米也跟著吸毒的故事。
庫克因「吉米的遭遇」此篇感人肺腑的報導獲得普立茲獎，但隨後被查出整篇報導完全是她坐在辦公
桌前杜撰出來的。
她被炒了魷魚，獎項也被收回。
　　二○○六年，ＴＶＢＳ電視台獨家報導，有某些不肖業者用瀝青幫鴨子剔除細毛，並呼籲警政及
衛生單位應該重視國人飲食健康。
在輿論的壓力下，檢警及衛生單位全面動員，並將查扣疑似瀝青的膠狀物送驗，但化驗結果卻發現，
這些黑色的膠狀物只是對人體無害的松脂，並非瀝青。
但鴨農卻因為「瀝青鴨事件」的報導，而使得銷量狂跌，損失慘重。
　　看過前述這麼多的「恐怖謠言」，或許讀者們心中都會浮起一個問號，那即是：「為什麼會有那
麼多人都相信謠言？
」事實上，謠言之所以能夠存在、生長、茁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聽過的人都相信它，而且因
為相信，所以才會轉述它。
本書作者迪方佐告訴我們：「缺乏反駁，是導致相信謠言的另一個因素。
」　　因此，作者在書中也提供我們一個防堵謠言竄生的方法──「檢查」。
是的，透過檢查，我們才能究明每一項訊息的真實性，同時避免在尚未證實前，就將它任意散播出去
。
所以，不管謠言是不是「起於記者」，但它一定能「止於智者」。
　　其實，不管謠言製造者的心態如何、不管謠言散布的管道如何，套一句美國前總統林肯說的話：
「你可以矇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也可以矇騙一些人於一世，但不可能矇騙所有的人於永遠。
」水落、石出。
再怎麼美妙的謠言，還是敵不過時間的沖刷，真相，總是會有浮現的一天。
　　內文試閱：　　第五章　 茶水間四周是個小小世界　　－－謠言在何處、如何散播、散播何事　
　謠言立刻飛向四方，佈滿整個小鎮──維吉爾，《埃涅阿斯紀》　　一九七二年二月八日凌晨三點
四十五分，奧勒岡州立大學的學生南希．威可夫，被發現死在她的宿舍房間內；胸口遭到致命的刺傷
。
這個女孩的宿舍鄰居聽到南希的慘叫聲後，召來了警察。
這是一樁殘忍的罪行，但也令人費解：兇手在高度警戒以防範可能性攻擊的校園中作案。
他是如何辦到的？
謀殺案發生的前一周，因為兩名女性遭到攻擊，已讓校園管理局採取更嚴密的安全措施。
通往住房的門在晚上七點便上鎖，來訪只限於公共區域內，而且也須檢查學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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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校園於十點半實施宵禁，而且晚上九點以後所有大學的建築物便會全部上鎖。
通往女學生公寓的入口日夜都有人守衛。
另外，案發前的星期三，有位男學生宣稱被勒昏。
而在案發後的星期三，另一位女學生也聲稱遭遇同樣的事。
警方曾懷疑這兩件聲明，而這兩件案子確實也是捏造的，可是當時整個校園卻信以為真，還被加油添
醋得形成了明顯威脅。
謀殺案之後，百分之七十的學生在週末離開了此鎮。
　　心理學家約翰．薛爾頓和瑞蒙德．桑德斯，將發生在奧勒岡州立大學學生心理上的磨難都記錄了
下來。
住宿者，尤其靠近案發地點的那些人，經歷了「恐懼、廣泛性焦慮症、悲痛、沮喪和困惑。
」毫無意外地，許多學生難以成眠，而且還有噁心、嘔吐、頭痛和下痢等症狀發作。
根據薛爾頓和桑德斯的記錄，在南希．威可夫死後的幾天，歇斯底里達到頂點。
學生由於疲乏與消沈而變得沮喪與憤怒，而且難以集中精神，無法做決定。
宿舍照理應該是安全的──特別是有宵禁、警衛和上鎖──但即便如此，南希．威可夫還是在自己的
房間內被刺殺。
很容易理解地，住宿者感到易受傷害，或是，用比較流行的字眼來說，感到恐怖威脅。
他們不但要面對兇手和攻擊，還要應付國內新聞媒體的入侵以及警察反複的詢問。
特別是有些女學生變得歇斯底里，而她們悲痛的表現更促使校園內的恐慌感成長。
學生們開始武裝自己。
某些人對安全人員、記者和管理人員表現出敵意。
有些男學生為女學生組織起小規模的護衛服務，這也再次加強他們容易受到傷害的感覺。
某些人組織小團體巡視每個宿舍樓面──類似「守望相助」。
　　進行輔導的心理學家注意到，在這個時間點上，學生變得「更易受影響，而謠言的傳播隨著〔男
學生的〕被勒昏的傳說變得尤其明顯。
」許多學生發覺，自己無法按奈住一股不斷回想起那個事件，並擔心未來可能受到攻擊的的衝動。
這個狀況類似於自然災害的創傷：「許多學生，全神貫注於設法解釋這個攻擊者的行為，有些人則對
兇手的心理狀態和動機做無止境又沒有結果的猜想。
這些行為反而使歇斯底里更廣泛地發展。
」有趣的是，這個危機提供某些學生滿足個人心理需求的機會。
例如，那些似乎擁有任何「內幕消息」的人，立刻被給予較高的地位。
此外，有許多學生把這個危機當作迴避讀書與家庭作業的正當方法。
　　這個可怕的事件，戲劇性地為以下的問題提供了幾個答案：是什麼引起謠言的傳播？
換句話說，引導人們傳播謠言的即時心理與情境要素是什麼？
這是在謠言傳遞方面的「什麼」問題，而且它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散播謠言背後的原因。
順便一提，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問問題的方式會使得答案有所不同。
譬如，「某個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是強調在那個現象中發揮作用的無生命力量，這很像是在回答「是什麼引起某人的死亡？
」，你可能把注意力放在氰化物發生在人體器官上的化學特性。
法醫會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反之，刑事會問，為什麼他服用氰化物？
他（或某人）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類的問題會使我們去檢驗在這個事件中牽涉的動機、慾望及看法。
不過，我們講的太超前了；我將從謠言傳播的原因開始。
　　首先，不確定感會導致謠言的傳播。
而在奧勒岡州立大學充滿了不確定。
謠言是如此盛行，以至於一個謠言控制中心得以建立，並且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為它工作──特別是為
了對抗不確定。
不確定是一種懷疑，是對於事件的意義或者未來將發生何事充滿了疑問的一種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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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麼多的安全措施中，這個兇手是如何辦到的？
這個人是誰？
是同學嗎？
為什麼有人會做出這麼殘忍的事？
我如何保護自己？
這樣的攻擊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存在主義哲學家曾說過，不確定是人生的基本狀況，而且我們經常面臨許多不確定的狀況。
社會學家稱這些狀況為「不明確的」──它們被認為是缺乏連貫的模式或意義。
不確定，使身處其中的人感到不快。
例如，根據一個尋找失蹤愛人的人所描述，最難以承受的負擔並不是失去──而是永無止境地尋找。
因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實際上，等待消息可能比接到消息還難過──而人們企圖利用謠言終止不確定感。
　　對世界上數百萬尋求政治庇護的人而言，等待和不確定便充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是一些在其他國家內尋求居留身份的難民。
他們逃離家鄉，是因為恐懼自己的宗教信仰、種族、民族或政治理念會招致迫害。
今日的尋求政治庇護者，經常是因為戰爭或暴力鎮壓，而逃離他們原來的國家。
他們有時被安置在特別的營區，等待判決是否可以留下來，或者必須返回自己的家鄉。
在這種政治的不確定狀態下，往往謠言滿天飛。
在丹麥某個尋求政治庇護的集中營裡，賈瓦德曾把營中猖獗的謠言事例記錄下來：「一個遭拒絕的尋
求政治庇護者，被遞解回母國。
」「某個尋求政治庇護者，被轉送到一個關閉的營區。
」「某個尋求政治庇護者在同意回國後，獲得金錢的獎賞。
」「政府正討論尋求政治庇護者的困境。
」賈瓦德說，這些謠言積累的影響是消極且令人洩氣的，但是，謠言在這裡是舒緩長期不確定感的（
無益的）嘗試。
等待是一種情緒性的折磨，而且使人們更易於接受各色各樣的謠言。
　　有時候，是因為可得知的信息不夠多而使得狀況充滿了不確定性。
而且問題通常在於不信任官方的消息來源。
在蘇聯解體之前，政府機關謹慎地監督和控制新聞；任何與蘇維埃官方政策相反的東西都不能出版。
因此，毫無意外地，官方新聞不受到信任。
政治科學家瑞蒙德．包爾與大衛．格萊葛爾按事件先後記載了從一九三○年代到一九四○年代，蘇聯
人民是如何大量地依賴謠言。
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間，這些研究者對三百名以上居住在歐洲或美國的蘇聯難民做了口頭訪問
。
雖然遭到政府抑制，但謠言依然昌盛。
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將口耳相傳的訊息當作正常的消息來源，並且認為是最重要的消息來源。
這個用來衡量消息來源的「影響力」或「重要性」的方法，顯示出謠言比其他所有的信息來源──包
括報紙（百分之四十八）、電台（百分之二十四）、會議（百分之十一）和個人的觀察（百分之三十
六）──更有說服力。
換句話說，在一個官方新聞不受信任的環境下，口耳相傳的信息──謠言佔了大部分──是最有力的
。
　　除了不確定感以外，奧勒岡州立大學的學生也充滿了恐懼和焦慮──而且還導致諸多謠言的傳播
。
恐懼有個對象──譬如「我怕蛇」──而焦慮往往沒有──「我就是害怕」。
焦慮並沒有對象──只是對於悲痛、緊張、心神不寧有一種模糊不清的、瀰漫的和不愉快的感覺。
事實上，學生們害怕和擔心的是他們的安全。
知道一樁殘酷的謀殺案發生在你的宿舍樓層，當然是一個讓你感到真正──以及合理的──恐懼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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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原因。
此外，學生們還感到強烈地焦慮。
謀殺和攻擊發生在一個理應是安全的避風港──宿舍房間。
再者，謀殺是在警察、守衛、學生守望小組與高度警戒下發生。
在如此狀況下，人們開始懷疑走廊那一頭的傢伙──他真的是來自迪摩因的農村孩子？
也許他是個惡魔般帶有精神病的虐待狂？
在學生宿舍的廁所、在圖書館的書堆間、在晚間人跡稀少的方庭中，學生們開始感到一種恐懼感。
人們敏銳地感受到，我們是多麼容易受到邪惡變態的傷害。
　　流言研究者查爾斯．沃克與卡洛．貝克羅在紐約上州的聖波拿文都大學校園做了一個巧妙的實驗
，顯示出焦慮如何導致謠言的傳播。
學生來到沃克與貝克羅的實驗室，並且被告知說，研究的任務是為了幫助一位教授改善測驗的題目，
而方法就是回答在模擬測驗卷上的問題。
接著一個假受試者──偽裝成受試者──隨意地透露幾個謠言給每個受試者。
這些謠言解釋這個研究到底（按照推測）是怎麼一回事。
例如，其中一個謠言說，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要抓出作弊的人；另一個謠言宣稱，教授真正的意圖是要
評定他在教室內上課的品質。
每一個謠言都貌似有理，且運用不同說法使它看起來在這個情況下有可能發生。
然後，所有受試者被隨意地分別安排在二種實驗狀況裡──高度焦慮或低度焦慮。
在高度焦慮的狀況下，學生們觀看著電視裡播出他們相信是發生在另外一個房間內的現場狀況。
在這些畫面中，教授嚴厲地質問某位受試者。
當然，這個畫面既不是真的，也不是現場的──事實上，為了保證每一個高焦慮組的受試者收到的是
完全同樣的刺激，便事先錄影了。
很容易理解的是，看著教授可怕的嚴厲待遇──而且預期很快地就會體驗同樣的經驗──是相當惹人
焦慮的。
（如果在你出庭之前，先在法庭中目睹一場法官訓斥被告的強硬談話，你就可以了解這個狀況下的感
覺。
）在低焦慮的這一組，並沒有觀看電視；他們只是閱讀某些測驗的問題。
過些時候，一個假受試者滿不在乎地問說：「今天還有什麼事嗎？
」如果大家都沒有反應，他們還會以不同的方式再被問一次。
在高焦慮狀況下的受試者（平均在刺激兩次以後）比低焦慮狀況的參與者（平均在刺激四次以後）更
快地分享了謠言的其中之一。
結論：焦慮導致謠言的傳遞。
　　焦慮，似乎是藉著剝奪人們心理的控制感而發揮效果。
控制環境使我們可以生存並且發展得不錯，故也是人類的基本動機之一。
控制感是個固定的信念，人們利用它影響周圍的人、事、物。
控制感，可以在僅僅按下電燈的開關，並見到整個房間充滿光線的狀況下而獲得。
擁有控制感的欲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
一個由羅格斯大學麥可．路易斯研究團隊所領導的研究顯示，嬰兒躺在小床上，面對著一個可顯示圖
片的螢幕，嬰兒的手臂和一個可以改變圖片的開關綁在一起，嬰兒很快地學會，每當他們拉動繩子，
就會有一個新而有趣的畫面出現。
嬰兒似乎不亦樂乎，還相應地發出格格聲。
可是，一旦控制被剝奪──也就是當拉扯無法變換圖片或者圖片自己隨意變動──嬰兒會抱怨：哭鬧
或嚶嚶作聲。
我們很容易便能理解他們為何不愉快；沒有一個人喜歡失去對環境的掌控。
當電腦螢幕定格且對我們的敲擊鍵盤相應不理時，失去這樣的控制就能打擊大多數人，而且令人非常
惱怒。
由此看來，我們和嬰兒並沒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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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當我們面對那些具潛在威脅的事件時，我們可能會有什麼反應。
我們或許會試圖建立和制訂一個計畫，以協助我們避開這個威脅或者避免在我們身上產生影響。
奧勒岡州立大學的學生是這麼做的：他們組織了護送服務與宿舍守望小組。
他們積極尋找信息以便更了解問題，並從而知道如何避免遭受攻擊。
管理人員與安全人員則採取實施宵禁以及設置安全檢查點的做法。
我們也許可以說，這些努力──包括分享謠言──主要目的是為了影響我們的環境。
它們是積極改變或處理狀況的嘗試。
這種類型的控制，被稱為初級的控制。
　　然而當我們真的無力避免負面結果的時候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只是設法了解這些威脅，或者在情緒上有所準備好讓自己好過些。
了解為何某些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以及有辦法「激勵自己」去面對最壞的狀況，都能帶來安慰。
這個世界是否始終可以理解且可預料，是很重要的──這會使得這顆星球看起來稍微正常一點。
的確，大部分的現代壓力管理，都是試圖幫助個人看出潛在負面事件的可理解性及可預料性，從而減
少壓力。
奧勒岡州立大學的成員便是透過試圖集體理解兇手的動機與心理狀態，來執行這項策略。
藉著討論和反覆思考這個事件，學生意圖實現所謂的二級控制感。
譬如，試想這個兇手小時候遭嚴重的虐待，能夠為這些可怕的事件提供一個（幾乎）可理解的原因。
　　在查爾斯．沃克和他的同事的多數其他研究中，他們所蒐集的謠言也支持了這個概念。
在一項研究調查中，沃克的團隊蒐集了流傳在聖波拿文都大學的一百一十一個學生之間的兩百條謠言
。
然後他運用一組受過訓練的學生，分析每個謠言可能提供的控制類型。
例如，假使一個謠言聲稱，「那門課程有一個非常難以討好的講師──要盡可能避修！
」這個小組會將它歸類為初級控制，因為學生可以利用這個信息去避開一個令人不愉快的課程。
一個謠言接受者可以乾脆不去修那門課，而且對於可以這麼做感到很幸運。
然而「校董會投票通過提高學費百分之十」之類的謠言，則使學生意識到一個他們無法影響的事件。
那麼，為何還要分享這個謠言？
因為聽到這個謠言仍能得到二級控制感：僅僅知道這個事件，也能幫助人們在情緒上做好準備去面對
最壞的情況。
雖然學生們無法避免大幅提高的學費，但心理上會覺得好過些，因為他們知道將要發生。
而把大幅提高的學費歸咎於成本提高或通貨膨脹，也使他們能夠對此事表示相互的同情。
沃克的團隊期待發現許多二級控制的謠言，但意外地發現所有的謠言都是為了二級控制。
也就是說，學生分享謠言的目的，往往只是為了對於無法控制的事件感覺好些，只是嘗試去了解這些
事件或者順從地接受它們而已。
簡單地說，他們是利用謠言試圖重新獲得一種控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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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范立達（資深媒體人、評論家）專文推薦　　◆這是一個對於被忽視的話題──儘管所知的訊息
不多，人們仍熱切地傳遞和散佈貌似真實的消息──傑出而才氣縱橫的探討。
《茶水間的八卦效應》是本年度最有趣的、非小說類書籍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發現你的經濟天才》（Discover
Your Inner Economist）作者，以及MarginalRevolution.com的部落格作家　　◆《茶水間的八卦效應》
對於非正式溝通，以及信息如何在那些意圖集體理解我們社會的不同群體之內和之間的迅速散播上，
有著新鮮的觀點。
一本引人入勝又令人信服的書。
　　─丹尼爾．J．列維亭（Deniel J. Levitin），麥基爾大學心理學教授，《音樂塑造下的大腦》（The
World in Six Songs and 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　　◆尼古拉斯．迪方佐在關於謠言何以流傳這個領
域上，是世界級專家之一。
如果你曾懷疑謠言來自何處或者某些新謠言是否為真，這本書會強烈地吸引你。
　　─奇普．希思（Chip Heath），《創意黏力學》（Made to Stick: Why Some Ideas Survive and Others
Die）的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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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書特色　　◆一般人不論在職場、家族、媒體、網路⋯⋯等各處，只要有人的地方，永遠都會
有各式各樣的流言蜚語。
對於謠言，人們也永遠存在興趣，更會好奇的去打聽和傳播，這樣的心態很值得探索，人們為何如此
喜歡談論八卦流言？
作者在這方面的研究超過十五年，舉出各式各樣的實例，既有趣又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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