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還是燙手山芋? 

NBC1如何處理持槍者自拍影片初探 
 

                    公視策發部 陳信聰 2007/04/19.2

 

「我不是非殺人不可，是你們逼我的，你們有太多的機會可以避免這件事，是

你們自己選擇手上沾滿永遠無法洗刷的血跡…，時間一到，我就開了槍。」…（

嫌疑犯趙承熙自白）3

 

媒體自律範本 

美國維吉尼亞理工學院十六日發生舉世震驚的連續持槍殺人事件，當全世

界都摸不清持槍者的殺人動機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在東岸時間十八

日上午十一點，收到持槍者趙承熙所寄來的包裹，裡面裝著一封 1800字的自白

書、多張趙承熙持槍瞄準鏡頭與拿刀作勢自殺的照片，最重要的還是許多可能

是趙承熙自己拍攝，自訴殺人動機的片段畫面。 

對噬血成性的台灣媒體來說，收到這份包裹就像是撿到天上掉下來的禮

物，肯定大播特播，而且一定佔為己有，等過了一個下午自己的大獨家播爛

了，再拿給別的電視台繼續炒作。 

不過對 NBC 來說，這份包裹卻是對媒體專業的最大考驗。 

一收到這份包裹，NBC 的第一個動作是立即通報聯邦調查局以及紐約警

局，而 NBC 新聞總經理（News President）Steve Capus 也在第一時間全權處

理後續作業以及對外發言，Steve Capus 以非常審慎的做法處理這件包裹，其

                                                 
1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偶被誤認為美國公共電視，事實上美國公視是由 354個地方公共
電視台所共同組成公共廣播協會（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與NBC毫無關係。NBC一
開始是由通用電力公司GE、西屋電子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聯合水果公司 the 
United Fruit Company以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四家公司所共同擁有，之後GE買下大部
分股權，後來又與法國維旺迪環球合併，成立「NBC環球公司」（NBC Universal, Inc.）。換言
之，NBC是徹徹底底的商業電視台，跟台灣商業台一樣，也一樣面臨龐大收視率壓力。 
2 因時差問題，本文完成於台北時間 19日下午即美東時間 19日凌晨，為NBC收到包裹次日，
因此本文依據均為NBC第一天的反應以及新聞報導。之後許多人批評NBC根本不該播出這段影

片，相關討論請見本文後記。 
3 本文部分文字劃底線者為超連結內容，點擊滑鼠左鍵可連結至相關影片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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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包括提供 FBI 跟警方最大的協助，禁止 NBC 散佈臆測性的報導或是不正確訊

息，以及拷貝相關照片與畫面。 

一直到中午，距離NBC收到包裹已經過了一個多小時，NBC才以Breaking 

News的方式，報導NBC收到趙承熙包裹的訊息，儘管NBC早已做了影片備份，

不過電視上並沒有出現任何有關包裹、照片或是影片的畫面，只是由記者相當

保守的談到包裹的大致內容，並強調NBC必須審慎處理這些影片，在此之前，

NBC都坦承相關資訊不足，無法進一步告知觀眾有關持槍者自白的內容（此段

訪談內容）。 

此時 NBC已經和 FBI開始進行溝通，究竟哪些內容可以對外公開，在取得

FBI 同意之後，NBC 又一直等到警方對外公佈趙承熙寄出自白包裹的訊息後，

才在網上貼出單張照片。 

一直到 18日晚上六點半，NBC才正式公佈部分影片內容，而在電視上所呈

現的畫面，也全部都是經過審慎討論以及剪接處理。之後再由主播Brian 

Williams以訪談的方式，謹慎地討論這些影片，但NBC並非以灑狗血式的手段不

斷重播這些畫面，而是透過跟專家訪談來分析了解趙承熙當時的心理狀態、以

及警方關注的關鍵問題（何時拍攝影片、何時郵寄以及是否有其他人協助）。 

用語中立不帶情緒 

面對美國史上最慘重的校園連續殺人事件，美國人的情緒可想而知；如果

在台灣，媒體的形容詞肯定極盡仇恨憤怒，包括殺人狂魔、屠夫、喪心病狂、

禽獸不如、地獄惡魔等各種用語肯定一台比一台嚴重，不過 NBC 則是選擇最中

性的用語:持槍者(gunman)或開槍者（shooter）來稱呼趙承熙，無論主播、記

者、以及受訪來賓，沒有人會刻意渲染仇恨，每個人在寫稿用語以及訪談時，

顯然刻意避開任何情緒上的宣洩，當然更極力避免仇恨的散佈。在電視上，看

不到主播、記者或來賓指控韓國偏激的民族性格、媒體這時候不會討論亞裔移

民的適應困難、不會製作校園或職場有多少類似趙承熙這種怪學生或是亞裔族

群，更不會直接把精神疾病患者與恐怖殺人魔作任何連結。 

不過類似這種刻板歧視的偏見卻充斥在台灣媒體；例如台灣新聞經常可以

發現這種報導模式：精神疾病引爆不定時炸彈、又是 XX人惹的禍、心理變態宅

男狂殺 32人…。 

NBC刻意避免類似的膚淺偏見，反而有一則新聞探討大腦受損與殺人者行

為的醫療新聞，以及探討美國是否該管制槍之買賣的政策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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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死者與家屬 

台灣的主播跟記者，總是以引誘受害家屬哀嚎哭泣憤怒仇恨為最大任務目

標，因此經常可以看到記者引導式地詢問受害家屬恨不恨加害人?會不會原諒兇

手?或是家人死了你傷不傷心?…。 

在台灣我們早以習慣數十記者一窩蜂地擠在在災難現場、靈堂或是家門

口，根本都還搞不清楚眼前的人跟罹難者有何關係，就硬生生地把堵住家屬前

進路線，所有媒體本能性地把麥克風擠到家屬面前，以禿鷹式的掠奪家屬的哀

嚎眼淚，不過在這兩天的 NBC 新聞中，很容易就可以發現，NBC 訪問家屬的方

式跟台灣完全不同。 

在NBC的畫面中看不到記者像是餓狗般地，把受害家屬團團圍住，大部分

罹難者家屬都是在自己家裡接受NBC的專訪。當然NBC也可以像台灣記者一樣，

在現場未經同意就直接以侵害式的方法訪問家屬，不過NBC記者選擇花費相當

大的時間跟力氣，去說服家屬接受訪問。於是在電視上呈現的是，受害家屬在

一個安靜而且熟悉的環境接受訪問，受訪者情緒已經稍微穩定，願意在電視上

談論受害者的各種故事。在NBC的新聞中，所看到的是傷心哀悼，是對親人的

懷念不捨。但同樣的事件在台灣所呈現的，卻總是崩潰失控以及無止盡的仇恨

與報復。 

同樣都是商業台、同樣都要衝收視率，難道台灣非得用那種灑狗血的方式

才做的出新聞嗎? 

 

後記： 

儘管NBC針對這些影片做了適當的處理，不過在NBC播出這些影片後的第

二天，許多人開始批評NBC根本不該播出這些影片。部分警察表示播出這些影

片對偵查案情沒有幫助，部分受害者家屬以及維吉尼亞校方更痛批，NBC是在

家屬的傷口灑鹽，讓家屬在電視上看到殺害他們親人的兇手的影像，是極為殘

忍的做法。另外也有不少人認為，趙承熙自以為這個世界不公不義，為了以個

人之力對抗這整個世界，他才會開槍教訓那些縱情聲色的紈绔子弟，（趙其實

是隨機開槍、受害者並非趙所批評的開著賓士車的道德淪喪者），趙這種荒謬

的個人英雄主義、甚至還自比為他是跟耶穌基督一樣的受難，趙這些自拍影片

一旦在電視上反覆播出，恐怕會造成恐怖的連鎖效應。 

http://video.msn.com/v/us/msnbc.htm?g=B9568CC6-773C-4E15-9A70-F54531BE17D8&f=00&fg=copy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mericas/6572743.stm


 面對許多質疑聲浪，NBC並沒有逃避這些批評，總經理 Steve Capus依然

在第一時間回應，表示 NBC已經做了適當的處理，但是基於媒體職責，NBC還

是決定播出這些影片，Steve Capus沒有道歉，但表示播出影片是痛苦的決

定，不過如果沒有這些影片，恐怕所有美國人對趙承熙的理解還停留在一個很

少說話的問號小子。另外 Steve Capus表示包括 CNN、FOX也都播出了這些畫

面， NBC所做的是所有媒體都會做的決定。除此之外， NBC當家主播 Brian 

Williams也在當晚節目上正式討論 NBC究竟該不該播出這些影片。 

作為商業電視台，NBC的做法當然有收視率考量，不過完全是由英國政府

所資助的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同樣也播出了這些畫面。非常值得參考的是，

BBC編輯Peter Horrocks公開表示，如果是事情發生在英國，而趙承熙是把影片

寄給BBC，那麼BBC應該也會播出這些影片，不過BBC的做法會跟NBC不太一

樣。 

BBC當然也會第一時間通知警方或更高層級安全部門，不過作為獨立自主

的媒體，BBC會參考警察的意見之後，自己決定要播出什麼樣的內容，而不像

NBC要經過 FBI同意後才播出。另外在播出前，BBC會透過各種方式讓受害者

家屬知道，BBC將播出那些畫面，以免家屬遭受再次傷害。另外 Peter 

Horrocks表示，BBC會相當謹慎的處理電視上播出的畫面，因為觀眾對電視畫

面沒有選擇權，因此 BBC只會在電視上播出相當簡單的片段訊息，至於較完整

的影片則會放在網路上，讓有意了解更多訊息的民眾進行個別瀏覽。 

根據 BBC這些編輯政策，BBC並不認為 NBC播出這些影片是犯了嚴重的

錯誤，只是在播出前後可以有更妥善的做法。  

儘管 NBC這次遭遇了許多批評，但這次 NBC對影片的處理方式以及正面

面對批評的態度，還是相當值得台灣借鏡。 

200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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