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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選舉已經塵埃落定，但特首選戰報

道中的跟風新聞卻令人深刻印象，所顯現出來

的弊端實在值得新聞業界甚至整個社會反思。

「跟風新聞」（Pack Journalism），又名

「套裝新聞」或「一窩蜂新聞」，是指來自不同

媒體的大群記者蜂擁到一起，報道同一新聞事

件，引用的消息來源相同，報道的目的相近，

報道的手法相似，報道出來的內容高度同質。

這種新聞現象，無疑帶有了貶義的色彩。

跟風新聞常常和美國總統競選報道聯繫在

一起。每到選舉年，大群的記者乘坐同一巴士

或同一飛機，追訪同樣的候選人數周甚至數

月，一起吃，一起喝，相互核對採訪筆錄，相

互影響議題設置，寫出來的新聞常常被批評為

同質、膚淺、誤導、乏味等等。

這次香港特首選舉，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

和梁振英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媒體對他們的

追訪報道就是典型的跟風報道：大群記者不辭

辛勞，對候選人圍追堵截，長達數月，但報道

出來的內容和角度卻大同小異。 

跟風新聞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引發群體效

應，任何一個小的事件通過各種媒體鋪天蓋地

的渲染報道，都會迅速聞達於天下，但它引發

的負面效應卻遠遠大於它的優點！

我以這次香港特首宣戰的報道為例，闡釋

跟風報道四個方面的主要問題，以期引起傳媒

業界和整個社會的重視和反思。  

跟風新聞養成新聞記者的惰性

跟風新聞最遭人詬病之處，就是由於記者

的懶惰而形成的不動腦筋的抄襲行為，他們經

常相互分享消息來源，甚至照抄他人的報道內

容，包括標題和內文，每一個記者都仔細觀察

別的記者寫什麽，做什麽和強調什麽，別人說

啥就報啥，而不願意主動去核對事實。所以，

有人又將跟風新聞叫作「懶惰新聞」。

參與這次特首報道的一些記者告訴我，他

們整日追訪候選人很辛苦，也很無奈，如果採

訪去遲到了，就問問同行前面講了些啥，無形

特 首 選 舉 中 的跟風新聞
中形成人云亦云的現象；沒有聽清楚候選人的

講話，也會問同行；有時候交稿時間緊迫時，

甚至只根據對方提供的文宣稿件來寫作，他們

自已也擔心這種惰性慢慢會形成習慣。

給報道對象造成傷害

跟風新聞另一常見後果是無視被報道者的

隱私權，給對方造成極大傷害。跟風記者往往

抓住被報道者的一個錯誤，以醜聞報道的形

式，以譏諷的口吻，甚至用誹謗性的新聞和言

論，損毀對方的名譽。而且，相對於單篇新聞

報道或獨家新聞報道而言，跟風新聞的報道者

眾，報道量大，輻射範圍廣，傳播效果強，因

而對被報道者的隱私侵犯程度就大。這就不得

不讓我們思考跟風新聞的倫理道德問題。

這次特首選舉報道中，「唐宮風暴」報道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上百名記者在唐英年約

道大宅門外守候，電視台和報館租用了近10部

吊臂車，把記者吊到高位拍攝，有如荷裏活大

片開拍。吊臂車及長臂搖控攝影機伸縮自如，

如入無人之境，大宅沒有遮掩的地方一覽無

遺，連唐家的寵物狗也不能倖免被報道，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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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事後唐太表示這樣的採訪影響到她和家傭

的起居生活，唐英年也指鄰居晚上遭強光照

射，感到騷擾，還說自己都是人，期望傳媒尊

重他和他家裏的私隱。可惜的是：他們的合理

訴求，沒有人聽；他們的私隱權，很少有人在

意！

我承認唐宅風波事關公眾利益，應該報

道 ， 但 傳 媒 有 必 要 如 此 大 的 陣 仗 用 攝 影 機

二十四小時對著人家的屋內拍攝嗎？難道唐英

年及家人僅僅因為大宅僭建就不應該有私隱權

了嗎？長此以往，傳媒不就蛻變成了可以肆意

侵犯他人私隱權的暴力機器？

導致報道獨立性喪失

跟風行為影響的不僅僅是前綫記者，還影

響了後方的編輯，造成整個新聞傳媒機構的群

體思維（groupthink），最終結果是導致媒體失

去報道的獨立性。本來，記者採寫新聞需要批

判性地分析和解讀新聞事件，但這種報道的獨

立性往往讓位於編輯的群體思維：編輯很多時

候不經過記者同意就擅自根據其他媒體的報道

來修改和確定報道內容和角度，以保證能跟隨

主流報道左右。這種跟風心態使得一些值得爭

議的觀點、客觀中肯的意見、有創意的想法沒

人提出，即或提出也會被壓制，從而造成新聞

報道的單向度和片面性。久而久之，記者失去

了報道的動力和熱情，新聞也就漸漸失去了可

信度。所以，某種程度上而言，跟風新聞真正

要怪罪的不是那一群被派去追訪候選人的新聞

記者，而是幕後的編輯和傳媒機構本身。

本次特首選戰報道中，編輯修改記者的稿

件以切合報道立場這樣的「小事」應該司空見

慣，不勝枚舉，有的報刊，例如《成報》，連

時事評論員的專欄文章也改，以配合自己支持

特定候選人的立場。劉銳紹一篇特首選戰專欄

文章的原標題是：「唐梁都不值得幫」，被《成

報》改為：「兩人中揀，甯揀梁振英」；認為

梁振英即使當選「也無法統領群雄」，被改為

希望梁振英「能發揮應有的魅力，好好統領群

雄」。短短數百字文章，被刪改、增添多達10

處。選舉報道的不客觀、單向度和片面性由此

可見一斑。

傳媒機構顧此失彼

這次特首選舉報道，各個傳媒機構都派出

了大批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去追蹤採訪、報道

特首候選人，這樣強勢的跟風報道足以把候選

人任何瑣碎的小事放大到萬眾關注的程度。然

而，大批精兵強將被抽調去跟風報道，大量的

設備和資源被調配到選戰報道中，報館、電

台、電視台可能就沒有足夠的人力、精力去報

道別的有價值的新聞、關注別的重要議題了。

因此，跟風新

聞使得傳媒機

構顧此失彼，

從中所能獲取

的經濟效益恐

怕也遠遜於預

期。

當然，跟風新聞也許是傳媒迫不得已的生

存之道，每當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幾乎所有

媒體都不希望缺席。如果別的媒體都趕到現場

去做報道，而自己的記者還沒去或去遲到了，

老闆一定會責備直至責駡。

雖然我們不能奢望跟風新聞會停止，但至

少我希望傳媒業界和整個社會能認識和反思它

所引發的問題，盡量減少其負面效應。也許，

我們可以從以下《華盛頓郵報》的做法中獲得

一些啟迪。

1998年初，正當美國媒體在哈瓦那等待

報道教皇到古巴的歷史性首訪時，爆出了總統

克林頓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大批

記者迅速撤離古巴，星夜趕回華盛頓，開始了

對萊溫斯基的盯梢與跟風追訪。然而，沒過多

久，《華盛頓郵報》做出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

的決定：從大群追訪、盯梢萊溫斯基的各路記

者中撤出自己的多位新聞攝影記者，因為《華

盛頓郵報》的編輯認真反思了這種狗仔式的跟

風報道，反思的結果是：傳媒這樣瘋狂的跟風

報道，熱情過頭了，完全不必、也不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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