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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去
年 11

月刊登題為「一宗
校園強姦案」的報
道，化名「傑姬」
的UVA女學生稱
在 2012 年參加學
生 團 體 「Phi
Kappa Psi」活動
期間，被7名男同
學輪姦3小時。報
道刊登後在全美引

起哄動，UVA宣布檢討政策，並一度禁止
涉案學生組織活動。不過經當地警方調查
後，並無證據顯示有關事件曾經發生。
哥大的調查由新聞學院院長、普立茲新聞
獎得主科爾主導，報告批評《滾石》把查證
等新聞編採的必要過程放在一旁，記者厄德
利沒額外求證受害人「傑姬」的說法，甚至
連「疑犯」是否真實存在也沒去查證，編輯
伍茲及執行總編輯達納忽略報道中的明顯漏
洞，沒要求厄德利再查證，也有責任。報告
指，雜誌承諾以匿名方式報道，卻忽略消息
來源是否可信的基本原則，是明顯的錯誤決
定。

撤報道道歉 無人受罰
報告在美國新聞界引起巨大回響，《紐約
時報》分析指，在資訊科技發達、網媒興起
的環境下，新聞工作者面對爭分奪秒的高度
競爭，使得一些被認為會阻礙報道、拖慢刊
登速度的過程容易受到忽視。有評論亦指
出，部分傳媒經營環境不佳，未必有足夠人
手進行繁瑣的查證，亦有傳媒為了保持消息
的爆炸性去爭取讀者，刻意忽略查證。
《紐時》指出，要報道性侵案非常困難，
除了要求受害人回憶噩夢，很多時故事細節
亦很難查證，因此報道時必須取得平衡。美
國校園性侵風氣猖獗，UVA亦被教育部列
入調查名單，都可能使厄德利及達納過分信
賴「傑姬」，未有向其他涉案人物求證，結
果釀成大禍。
《滾石》同日刊載調查報告，並宣布正式
撤回該篇報道，以及再向有關人士及公眾道
歉，厄德利則向美聯社發公開信，承認錯信
「傑姬」。據報《滾石》出版人已決定不會
處分涉案記者及編輯，厄德利、伍茲和達納
已表示會繼續留任，並會汲取教訓。多位美
國新聞工作者則對此表示質疑，認為《滾
石》不辭退任何人或宣布任何政策改變難以
服眾，亦無助挽回公眾對新聞界的信任。

憂令性侵受害者噤聲
UVA校長沙利文發表聲明，批評報
道錯誤指控校方無情對待性侵受害
者，只會令其他受害人更加抗拒
揭發事件。「Phi Kappa Psi」
發言人則指報道構成誹謗，
正尋求法律意見。警方早前
以缺乏足夠證據為由，暫
停「傑姬」一案的調查，
但強調若有新證據，便會
重啟調查。■美聯社/法新
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疑點一：事發日期與經過
「傑姬」聲稱在2012年9月28日參與「Phi Kappa Psi」入會活動期間，遭帶上2樓並被7人
輪姦3小時。組織其後發表聲明，澄清當晚並無舉辦任何活動，入會活動亦不會在上學期舉
行，並強調活動受校方及學生會限制，絕不涉及性侵。有「傑姬」的朋友事後亦透露，她最初
聲稱遭5人輪姦，不過之後卻改口稱是7人。

疑點二：施暴者身份
「傑姬」事後向朋友透露，施暴者是她兼職大學救生員時的同事，但名字從沒於
「Phi Kappa Psi」會員名冊上出現。傳媒事後聯絡上該名男性，他證實曾擔任大學救
生員並認識「傑姬」，但沒與她有任何交流，亦從未加入「Phi Kappa Psi」。

疑點三：「傑姬」朋友反應
《滾石》稱「傑姬」事發當晚曾向3名朋友求助，當時她因被輪姦時受傷，
裙子染滿血跡，朋友聽取事發經過後，認為她不應求助。3人之後透過其他
傳媒澄清，當晚確實應「傑姬」要求見面，當時她神情有異，似乎受驚，

但並無明顯外傷，裙子亦沒有血跡。3人又稱曾嘗試幫助「傑姬」，但
她拒絕並稱只想返回宿舍。3人又稱《滾石》由始至終沒接觸過他

們。
■《華盛頓郵報》

撰寫問題報道的《滾
石》雜誌記者厄德利，過
去幾個月一直消聲匿跡，至
前日終於打破沉默，發聲明形
容自己經歷了「一生中最痛苦
的幾個月」，承認錯信受害人
「傑姬」的說法，又希望她的失誤
不會使其他受害人抗拒發聲。
厄德利在聲明中向《滾石》讀者、編

輯及同事，以及弗吉尼亞大學(UVA)和涉
案學生團體致歉，她稱自己在逾20年的調查
記者生涯中，曾多次處理敏感話題及消息來
源，每次也會在希望揭露真相的熱情，以及小心
查證的新聞原則之間取得平衡。她承認今次太信賴
「傑姬」一面之詞，因應她要求未有向其他人進一
步求證，承諾不會重犯這錯誤。
厄德利1994年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同年進入《費

城雜誌》工作，開展記者生涯。根據她在社交網站的資
料，她在大學期間曾贏得《滾石》的大學新聞獎，2010年
成為《滾石》特約編輯。

兩提名雜誌獎
厄德利調查報道經驗豐富，曾兩度獲提名美國國家雜誌

獎。曾與她工作的人都大讚她的工作表現，當年聘請她的
前《費城雜誌》總編輯卡普蘭形容她是辦事最細心的記
者，認為她絕非走捷徑的人。曾與厄德利合作、目前在
《Cosmopolitan》雜誌任職資深副總編的奧斯汀則讚揚對
方是她遇過「最佳及最聰明的記者」，擅長應對一些曾經
歷傷病或有心理陰影的人。 ■《紐約時報》

美國《滾石》雜誌去年底報道弗

吉尼亞大學(UVA)一宗校園輪姦

案，但報道內容被指疑點重重，例

如偏信「受害人」片面之詞、缺乏

向其他當事人查證等，《滾石》隨

後承認報道失實，並邀請權威的哥

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調查。哥大調

查4個多月後，前日發表報告，狠

批《滾石》從報道、編輯、監督到

查證均嚴重出錯，形容事件是「應

可避免的新聞工作失敗」。有評論

指出，在如今新聞業競爭激烈、

「先報先贏」的環境下，事件猶如

新聞專業標準淪喪的活教材，是對

新聞界一次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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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滾石》雜誌撤回報道並道歉，但
美國校園性侵風氣嚴重卻是不爭事實，不少
美國傳媒及評論員亦強調，涉案各方及警方
至今仍未排除「傑姬」可能真的遭性侵的可能
性。外界擔憂《滾石》的報道可能搶去社會討
論焦點，加劇「性侵受害者說謊」的形象，只
會為解決性暴力問題造成更多阻力。
弗吉尼亞大學(UVA)學生團體「Phi Kappa Psi」
被指涉案，其實這類團體在美國大學內十分常見，
由於它們以男生為主，內部亦往往有不尊重女性的
風氣。大學男生血氣方剛，一旦受酒精影響便很容易
失去理性，而一些女生喝醉後亦可能被男同學帶回家。
美國全國終止性暴力聯盟主席霍斯勒憂慮，誤報事件
會加劇外界對強姦受害者的懷疑，使受害人不敢挺身而出
指證強姦犯。她表示強姦對受害人造成難以想像的傷害和
心理陰影，腦部可能因此啟動防衛機制，把記憶改寫或變得
模糊，因此受害人對事件描述前後矛盾不一定是說謊。
政治專欄評論員米利根則指，性暴力問題核心是植根社會的父
權觀念，即認為男性有權支配女性，才會令女生受性騷擾甚至性侵
威脅，因此要根治問題，還得從錯誤觀念着手。

■《赫芬頓郵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著名主播威廉斯，多
次聲稱於2003年採訪伊拉克戰爭時，乘坐的直升
機被火箭炮擊中，但這段經歷年初被踢爆造假，
引起嘩然。事件不單影響他個人聲譽，連帶其他
新聞工作者、以至美國整個新聞業的新聞誠信亦
備受質疑，認為愈來愈多傳媒為催谷收視，不惜
作出嘩眾取寵、誇張失實的報道。
過往也有傳媒報道出錯，一貫處理手法是追查

出錯原因，要有關員工向公眾道歉、交代並停
職，冀重獲觀眾及讀者的信任。然而威廉斯事件

後，外界質疑為何NBC沒處分他，令人不禁猜
想他捏造故事的背後原因為何。
民調機構蓋洛普去年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人認

為大眾傳媒報道的可信性及如實中肯報道的能力
大不如前，跌至40%的歷史新低。
另外，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初訪問3,000人，發

現美國人眼中最具公信力的傳媒，竟是來自英國
的《經濟學人》及英國廣播公司(BBC)。

■Townhall網站/Business Insider網站/
Variety網站

《滾石》報道三大疑點
《滾石》雜誌的報道經其他傳媒跟進後，發現疑點重

重，與現實證據有多處矛盾。被指涉案的學生團體「Phi Kappa Psi」
經內部調查後更公開發表聲明，逐點反駁報道，最終雜誌承認報道失實並致歉。

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台女
記者科拉格羅西上月不幸猝
死，終年49歲，她的母親據報
在葬禮上當面質問女兒的上司
愛德華茲，稱「我只想討論你
如何把我女兒壓榨到死」。
科拉格羅西是ABC紐約第七
頻道的著名記者，也是該台早
上新聞節目的主播。她上月19
日採訪火警新聞後，因腦動脈
瘤昏倒送院，翌日不治。目擊
者透露，在23日的葬禮上，愛
德華茲上前欲向科拉格羅西的
母親擁抱致意之際，遭到拒
絕，對方更當場直言：「你就
是我站在這裡的原因。」愛德
華茲最後狼狽離開。
愛德華茲是第七頻道新聞總

監，作風強勢，被人在背後稱
作「女魔頭」，只要有人惹到
她，就會被她「對付」，且以
女性居多。她早前被指無故解
僱一名有30年經驗的資深女記
者，因此惹上官非。
■《每日郵報》/《紐約郵報》

誤報恐成焦點
蓋過校園性侵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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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記者終發聲
「一生最痛苦的幾個月」

NBC大話主播 重創美媒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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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一宗校
園強姦案」的問
題報道。

■■記者厄德利記者厄德利無查證無查證

■■執行總編輯達執行總編輯達納納沒受罰沒受罰

■■編輯伍茲編輯伍茲續任職續任職
■報道出街後，大批人士湧到被指涉案的學生團體「Phi
Kappa Psi」建築外示威。

■外界一直質疑為
何NBC沒處分大話
威廉斯。

網上圖片

■科拉格羅西上月在一次採訪
後，因腦動脈瘤去世。網上圖片

■問題報道的《滾石》
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