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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其人
李翔，30 岁，洛阳电视台新闻部记

者。据说，他平时为人热情，好打抱不
平。

今年3月9日，李翔开通了微博，内
容大多和工作有关，半年多他发表了
260 条内容，除了发布一些警务新闻和
社会新闻，他还经常关注体育赛事。

李翔是一个忙碌的记者，他在网上
称经常累到“腿抽筋，手发麻”。

事发后，众多媒体同行时刻关注着事
态进展，巧合的是，李翔也曾通过微博温
暖其他同行。

今年 5 月，他转发微博关注一名猝
死的记者。7月，一位记者身患重症，急
需联系专家，他转发了这条求助微博并
评论“哥们！挺住，百姓需要你！”

李翔没有想到，时隔不久，他自己也
成了同行关注的对象。

工作之余，李翔还曾在微博中晒出
多张他和未婚妻“顺顺”的合影，大秀恩
爱。“老婆又给了好多好吃的啊！开心死
啦！”在这些爱意浓浓的文字后面，有李
翔遇害前朋友送上的祝福，更多的是网
友“点燃”的蜡烛。 据《东方早报》

“记者遇害”“地沟油”如何被联系？
微博信息链如何越传越偏？

这是一起
关怀背后的误传事件

李翔遇害案，
最近三天成了最
热的新闻，“记者
被杀”、“调查地沟
油”、“遭报复”，这
些词语串起来，的
确引人关注。

一起抢劫杀
人刑事案件都经
过了哪些环节，被
演化成“记者调查
地沟油遭报复被
杀”这样一条“新
闻”？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误传？微
博时代，信息传播
如何才能达到准
确？我们试图对
这些问题还原和
探讨？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记者遇害遭遇误传亲朋好友很受伤
李翔的被害，让亲朋好友痛苦不堪，但让他们更加伤心的，还有

对于李翔死因的不负责任的报道。
洛阳某媒体的王先生，由于工作关系，平日和李翔接触较多，他

说：“关于李翔的报道，我们都不忍心让他的父母知道。”
李翔的未婚妻在看了一些信息后，也忍不住说：请不了解情况

的人不要再转发了，扭曲误解了很多事实，请你们祝福翔子一路走
好，谢谢大家了。

网络说法是这样一步步发展的
19日上午，微博上出现了“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被害”的信息。
很快就有人发现，李翔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关于“地沟油”的。“报

复说”在微博上快速传播开来，并开始发酵。
当天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阮长安在微博中提醒网友，最后一

条微博里面的内容是转发的。“提醒网友不要受人误导，混淆警方的
侦查视线。”但这条微博，在“报复说”的强大热潮中被淹没。

20日，一些媒体官方微博中，把“疑”字去掉了，“记者被杀”与
“地沟油报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还有个别媒体猜测此案属于
情杀。

遇害报道的第二天，“报复说”就被证实是不实消息。据洛阳电
视台一位人士说，李翔从来没有参与洛阳电视台关于地沟油事件的
报道。但这种辟谣的声音依然微弱。

误传背后是怎样的群体心理？
洛阳市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人

士说，记者被杀，这本身就是非常引人
关注的事件。大家很容易去联想：他是
因为曾经的报道引来杀身之祸吗？

在大众心中，记者的形象往往被正
义化，他们身负重任，为民请命。因此
事件发生后，网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激
愤。再加上媒体对于“地沟油”的猜测，
更是引发网友的哗声一片。同时，也不
排除个别人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写上几
笔，引发读者猜想。

这位媒体人士还称，信息传播应坚
守新闻真实性原则，让每一个字都有出
处和证据，应该拒绝“疑”“被传”字眼。

郑州一位姓陈的媒体人也表示，最
近地沟油正是全国媒体报道焦点，令公
众产生了谈油色变的地沟油舆论焦
虑。恰在此时，记者李翔遇害前还在关
注地沟油，一下子成为公众情绪的集中
爆发点。李翔遇害被疑与地沟油有关，
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公众对地沟油
焦虑舆情的宣泄口。

这就是李翔生前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这就是李翔生前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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