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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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晚上 8 點鐘，美國民眾正收聽著收音機裡播出羅曼拉瑰羅和他的交響

樂團演奏的優美音樂。突然廣播被紐澤西來的現場連線報導打斷了──依據目擊的陳述──火星人剛

開始了對地球的攻擊。 

雖然整個報導都是虛構，但一小時的收音機現場播出卻報導了很多真人實地的指證，令無數聽眾

大為驚恐。紐約時報指出，有些人「因為震驚和歇斯底里而需要送醫治療」。為什麼這麼多有理性的

人會相信這宗荒謬的外星人入侵報導呢？ 

1938年時美國人對於媒體操縱還完全不懂，又惑於收音機這項新科技──當時正逢二次大戰前，

收音機固定會把歐陸吃緊的消息帶進民眾的家庭裡。在這種凡事都不確定的惶恐氣氛下，新聞報導的

真實性也就不受苛責了。 

如今，媒體對於公眾意見的影響力更大了。英美政府釋出誤導的消息，以獲得支持攻打伊拉克的

爭議，即是證明。後續的媒體報導讓多數人認為此一戰爭無可避免。雖然自從 1938 年的那一個星期

日以後，媒體或許已經有所改變，但是民眾對於夜間新聞的信賴卻絲毫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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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利和伊蓮正在傑利家看電視： 

傑利：你曉得嗎，最近我覺得電視的內容都很唬爛。 

伊蓮：是啊，所有事情似乎都很偏頗，或者極盡聳動。 

傑利：正是！就像是 SARS 的例子。你會以為美國沒有 SARS 問題，因為新聞很少播出來。 

伊蓮：有必要嗎？畢竟疾病管制中心【註】的網頁報導，在近三億人口只有 421 件案例。若與香港作

個比較，情況可以說是不很嚴重。 

傑利：而且那些案例是遍及 42 個州！為什麼媒體不報導那些統計數字？無論如何，當我們聽到愈多

所謂的事實或常態，就愈難去質疑它的真實性。 

伊蓮：我同意你的看法，媒體對民眾意見的影響力應該不要這麼大。同樣地，如果我們經常看到酷行

被當成娛樂來播出，就會變得對它無動於衷。 

傑利：妳知道嗎，美國小孩平均每年從電視上看到大約一千次的暴力犯罪。 

伊蓮：你可以瞭解為什麼研究人員發現，看電視太多的小孩通常相信這個世界比實際上更為暴力。 

傑利：我們應該要教小孩對媒體挑剔。 

伊蓮：最好是，把插頭拔掉！ 

【註】：CDC 是「疾病管制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字首的組合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