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20 页 

公众知情权与公民

隐私权的冲突 
               ——  从“文章出轨事件”谈起 

小组负责人：章馨月  13301010044 

小组成员：   曹蕾   13301010022 

            邓慧子  13301010025 

            李凯莅  12400180147 

 

 

 

 

课程：    应用伦理学   

课程代码：PTSS110005.03 

任课老师：陈金华 

 

 

调研时间：2014 年 4 月~2014 年 5 月 

	  
	  
	  
	  
	  



 

第 2 页 共 20 页 

目录 
一．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 研究方法 

二． 研究内容与结果 

2.1 调查问卷分析 
2.2 采访稿 
2.3 采访分析 

三． 总结与反思 

四． 附录 

调查问卷及收集数据 
组员信息以及具体分工 
参考文献 

 
 
 
 

 

 

 

 

 



 

第 3 页 共 20 页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文章出轨事件”在三月中旬被媒体披露，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三月二十一

日，著名演员文章发微博发布婚外情的道歉声明。随后其妻子马伊俐发布微博回

应文章，表示原谅。但此事并没有就此完结，当晚十点，文章又发微博叫板《南

都娱乐》。四月一日，《南都娱乐》作出回应，当天马伊俐爸爸发微博致信《南都

娱乐》负责人陈朝华和谢晓。这一出轨丑闻，最终却演变为了一场全民“狂欢”，

并打破社交媒体转发记录。	  
从“周一见”到“贱命一条，陪你们玩到底！”，文章出轨事件给上半年的娱

乐板块贡献了太多，也引发了无数相关问题的讨论。“文章出轨事件”究竟是不是

新闻事件？在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的娱乐报道领域，报道者和媒体有没有违背新闻

职业操守？该如何看待新闻人物的隐私权？进而，该如何看待公众一边消费明星

绯闻，一边指责报道者的怪现状？娱乐记者和明星究竟在事件中分别扮演着什么

角色？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文章出轨事件所反映出的明星与娱乐记者的矛盾，公众

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矛盾。旨在调查复旦大学学生对其中所含的伦理问题

的态度和看法，而并非单纯探讨“出轨”这一敏感话题中的道德问题。 
通过前期和中期的调研与分析，我们小组在后期确定了更加深层次的研究方

向和目的：了解娱乐记者的生存现状、探究娱乐新闻的意义以及新闻伦理中的隐

私界线。希望能够引导同学们正确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娱乐新闻工作者与娱

乐新闻。 
 

1.3研究方法 

我们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及访谈法。	  
想要对一件事有深刻准确的认识，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分析。首先必须打好基

础，充分阅读，了解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的基础知识。

除此之外，为了我们的研究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更加贴近生活，我们还必须对现

实生活中人们的看法加以了解和分析。	  
因此，我们小组通过前期查阅文献，确定研究主题方向；参与相关讲座，获

得灵感；制作中期调查问卷，发放问卷，分析结果，从而确定后期深入探讨的主

题；后期进行采访调查，收集相关信息；终期整合，呈现研究结果的四个主要环

节，进行这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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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与结果 

2.1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问卷填写人数：167	  
问卷题目及选项设置：	  

共 10个问题，其中单选题 6道，多选题 4道。按照问题的内容可以分为三

个部分：基本信息、对名人娱乐新闻的关注情况和对娱乐新闻与名人隐私的态度。

具体问题与选项将在下文图表中连同调查数据一起详细给出。	  
PART	  1	  基本信息	  

	  
第 1、2问调查了样本的基本信息——在性别方面，男女人数基本相同。专

业方面，理工科同学明显多于文科和医科，成为了填写本问卷的主要人群。	  
	  
PART	  2对名人娱乐新闻的关注情况	  

	  

男 � 
51% � 

女 � 
49% � 

1、性别 � 

文科 � 
21% � 

理工科 � 
64% � 

医科 � 
15% � 

2、专业 � 

59，35.3%	  

104，62.3%	  

4，2.4%	  
0	  

20	  

40	  

60	  

80	  

100	  

120	  

3、你是否了解文章出轨事件？ � 

了解，且关注较多 

听说过，但不特别了解 

不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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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轨事件作为本次课题调研的切入点，我们首先了解了一下它在同学们

中的“知晓度”。绝大多数同学都表示知道这一事件，其中还有多于三分之一的

同学对此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而不知道此事的仅仅占到了 2.4%。这说明文章出

轨事件确实是近期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事件。	  
	  

	  

大部分同学对名人娱乐新闻并不感兴趣。在这部分人中，80.5%仅仅偶尔从

朋友或网络上获取相关信息，而不会自己主动关注；其余则表示对此毫无兴趣。

在对娱乐新闻感兴趣的少部分同学中，仅有 2人在这方面热情很高。	  
	  

	  

2，4.5%	  

99，80.5%	  

42，95.5%	  

24，19.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感兴趣,44,26.4%	   不感兴趣,123,73.6%	  

4、你对涉及名人个人生活的娱乐新闻是否
感兴趣？ � 

17.4%	  

63.5%	  

37.1%	  

16.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5、你关注名人的个人生活的原因是？ � 
（多选） � 

是某个明星的粉/黑 

出于娱乐，满足好奇心 

跟风，大家都在关注，因
而也想了解一下 

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其生
活应该受到公众监督 

非常感兴趣且

会主动关注 

感兴趣，会关注 

不太感兴趣，偶尔从

朋友或网络上得知 

完全没兴趣，

也不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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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问对同学们关注或不关注名人生活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在关注名人生活的理由中，最为普遍的就是“满足好奇心”以及“跟风”。

这个现象非常符合第 4 问中反映出的大部分同学获知相关新闻的来源是朋友和

网络这一事实——随着社交平台的飞速发展和网络信息的迅捷更新与传播，我们

常常会收到手机上新闻 app推送的娱乐新闻，或在微博、“朋友圈”等了解时下

最热门的话题并随大流、参与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只是一个娱乐圈“看

客”的角色。仅有六分之一的同学是因真正喜爱/讨厌某明星而关注他们的生活，

也仅有六分之一的同学对此抱有关注是出于一种较强的公民意识。	  
在不关注名人生活的理由中，有同学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也有同学认为此类新闻毫无价值，不仅无关民生国事，甚至连起码的真实性都可

能无法做到。这两类“漠然处之”的态度占据了主流。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感

到这样做侵犯了名人的权利而让自己远离娱乐圈的是是非非的。	  
	  
PART	  3	  对娱乐新闻与名人隐私的态度	  

	  

37.1%	  

18.0%	  

44.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类别 1	  

6、你不关注名人的个人生活的原因？ � 
（多选） � 

与自己无关 

这样做侵犯了名人的权利 

此类新闻毫无价值 

他们从事的工
作是靠爆料他
人隐私赚取利
益，很可鄙 

32%	  

他们和其他新
闻工作者没有
什么区别 
44%	  

他们所做
的事情很
好的迎合
了公众的
趣味，值
得肯定 
9%	  

娱乐记者付
出了更多的

努力 
15%	  

7、你对娱乐新闻记者持有什么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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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想要了解大家对于娱乐新闻记者的印象。不出所料，对他们的态度

贬大于褒，在更多人心目中，娱乐记者就是那些靠着挖掘、爆料一些当事人并不

愿意公开的隐私而牟取利益的无聊而粗鄙的人士。	  
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态度比较中立，或许他们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

待问题的。毕竟，作为新闻中的一个大类，娱乐新闻极其从业者与其他类别的新

闻类似，遵循着一些基本的方法与原则。	  
	  

	  
名人的高知名度、高关注度、高曝光率与他们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一直是一

个热门议点。在该问题中，96%的同学都肯定了名人也有自己的隐私权，他们的

隐私需要得到尊重，而在程度上则又分成了两个势力比较接近的阵营。其中，略

占多数的观点是“名人有隐私，但只要不存在违法行为，就可以报道”，较少数

认为“名人与普通人在隐私权方面应该享受同样的保护”。余下 4%的同学则认

为，名人既然选择站在了公众舞台上，就必须得放弃他们的这部分隐私权，以免

公众利益受到侵害。	  
换一个角度，超过一半的同学都承认在隐私权方面，名人确实是一类较为特

殊的群体。因而在有关个人生活的新闻报道上，名人的情况也与普通人大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6 问中我们知道，思考有关名人隐私权的人仅占少数，

而这个问题却反映出大家对隐私权还是有相当的见解。或许在我们看到娱乐新闻

与明星八卦的第一眼，我们并不会深入而仔细地思考这背后可能存在的有关伦理

道德的一系列矛盾所在，而只有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才“被迫”地去搜索自

己的答案。	  

名人的隐私权应
该受到与普通人
同等程度的保护，
这样的报道应该

被取缔 
43% 

名人虽有隐私，
但只要不使用违
法手段，报道名
人私生活就是允

许的 
53% 

名人与公
众利益相
关，不应
有隐私，
记者有义
务将其生
活报道出
来，保障
公众知情

权 
4% 

8、你怎么看待名人私生活的报道和名人隐
私权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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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新闻已经报道披露，其引发的社会公众如潮的评论有时也会对事件走向

造成巨大影响。不同于当事人，公众大部分时候只是站在一个看客的立场上对此

加以一些自己主观的评论。在本问题设置的四个选项中，每个选项都有三分之一

或以上的同学支持，说明大家对此的态度也比较多样——其有利的一面在于，可

以造成舆论压力，对名人生活起到监督的效果；可以反映出当下的社会价值观念。

例如，文章出轨事件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家庭婚姻伦理、“小三”现象的大探讨，

从细处看，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自省”，而宏观来说则可反映

出这些年来价值观念的变化，有助于相关研究。当然，公众评论也会招致批评，

这主要体现在一些过激的、片面的言论对当事人及其他持不同观点者造成的伤害

和对整个舆论环境的“污染”。	  

	  

32.3%	  
47.3%	  

44.3%	  
46.7%	  

9、你如何看待公众对名人私生活的评论？ � 

公众评论对明星行为取到了监督作用 

公众评论可以很好的反映出一些社会价值观念，需要被重视 

公众妄加评论是对名人不尊重、缺乏素养的表现 

公众无权对名人私生活指手画脚 

22.4%	  
40.8%	  

53.3%	  
37.1%	  

34.7%	  
52.7%	  

10、像文马姚事件这样的八卦娱乐新闻引起
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对此你如何评价？ � 

民众娱乐至死的心态、窥探名人隐私的社会风气十分让人担忧 

这是一个命中得以反思自身生活、思考相关情感伦理问题的好契机 

在名人隐私权方面还需要更多法律或道德规范 

类似的实践中，炒作和公关成分令人十分反感 

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很快就会被淡忘 

自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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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同样比较开放，询问大家对于此类事件的看法。我们设置了几

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它们都有一些支持者。其中，普遍引起同学们共鸣的

是“对娱乐至死、窥探名人隐私的社会风气的担忧”和“对炒作与公关成分的反

感”——都是较为负面的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说明，涉及娱乐新闻、

娱乐圈的事情已经让大家非常失望。充斥着名利斗争、情感纠葛、真假难辨的信

息的名人生活圈子和潜规则给公众留下了负面的印象，而一些缺乏了解就妄加评

论、人云亦云的看客们则将局面搅得更为闹心。	  
不过，这些事件也可以引发更加深刻的思考，例如在新闻行业的伦理道德规

范、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以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方面。	  
	  
	  

总得看来，本次问卷调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大部分人对有关名人生活的娱乐新闻不太关注，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网络或

朋友的影响。大部分人对此类新闻的态度也只是停留在“好奇”、“随大流”方面。	  
2.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娱乐新闻没有什么价值，对娱记也持有贬低的态度。	  
3.大部分人认为名人也有隐私，但是与普通人相比还是有区别的。	  
4.像文章出轨这样的事件暴露出了公众素养、相关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等一

些社会问题，也给了人们反思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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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采访稿： 

一号采访： 	  
采访对象：新闻学院大二女生小陈	  
采访人：李凯莅	  
	  
Q：在新闻界，是否有一些行规是专门规定在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上新闻报道应

该有个什么度呢？	  
A：成文的条规似乎是没有。	  
	  
Q：所以都是靠记者和编辑自己把握的吗？	  
A：感觉是这样。但是每个报社自己会有一些报道手册吧。我还没有实习过，所

以也不太清楚。	  
	  
Q：那你觉得是不是需要制定出这种行业规范呢？特别是在报道公众人物方面。	  
A：我觉得是需要的。应该给公众人物做个界定，明确他们哪部分的生活与我们

有关、能报道到哪种层面。	  
	  
Q：根据我们的问卷情况，大概是像明星的绯闻八卦之类的东西太过泛滥，大部

分人对此类娱乐新闻，还有娱乐记者的态度都十分鄙夷。但是娱乐新闻作为新闻

大类里的一个分支，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些规矩和专业水准吧？你对此了解些什么

吗？	  
A：（小陈给了我三篇文章的链接推荐我阅读。这三篇文章都是关于报道文章出轨

事件的记者卓伟的。其中，有卓伟的自我陈述，也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评论。它们

都传达出了一种思想——在娱乐新闻圈中，同样有着高水准的专业素养与职业道

德，而这些同其他新闻无异的精神却被目前铺天盖地的花边与八卦给掩盖了。）	  
应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报道吧，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态。有的明星、剧作

都是娱乐新闻给他们加热度的，乃至于会有内部合作，也有人因为八卦而名声倒

掉。我个人感觉，合作出来的公关新闻应该来说娱乐新闻最多，有可能商业新闻

都要其次。而他们自己也是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报道专业规范的。	  
	  

Q：学新闻的学生今后分方向是怎么分的呢？	  
A：应该是进报社以后会有条线的分别。	  
	  
Q：那你了解的以后想做娱乐新闻的人大概有多少呢？	  
A：貌似不多。	  
	  
Q：你们会不会觉得娱乐新闻感觉比较 low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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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我同学有实习去娱乐新闻剪片子的，说对于剪辑和后

期的锻炼蛮大的，大家也没有觉得她 low，而且她那里也还是有复旦的学姐。	  
	  
Q：作为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你怎么看现在大众的关注/兴趣/新闻的卖点和需要

遵守的道德方面的规则之间的矛盾？	  
A：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去东方早报，也和那里的编辑老师一起探讨了。我觉得首

先是要看你所在的报刊的立场和定位——如果是网络媒体，那做这样一些迎合其

实也是生存需要（但当然还是以不伤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但是如果是相对严肃

的媒体，还是要自己做好把关，可以做标题党，但也要做有品位的标题党。这一

层面的矛盾还是新闻的逼格方面的，可能不得不去迎合。但如果说是道德良心方

面的矛盾，我觉得作为我是很难接受的。	  
	  
二号采访： 	  
采访对象：大一新闻系某同学 A	  
采访人：邓慧子	  
	  
Q：你在进入新院学习后有没有对这个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A：算是有了吧，首先认识到了新闻产出的大概流程，第二点就是更多地认识到

了行业目前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Q：你对娱乐记者有什么看法呀。	  
A：也是记者的一种嘛，只不过他们更多地关注个人隐私，因此容易遭受攻击，

他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	  
	  
Q：那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侵犯了公众隐私权？	  
A：他们侵犯的是明星的个人隐私权吧，虽然确实是侵犯了，但是做明星就要有

这样的准备呀，感觉做明星就要做好被曝光的准备呢。	  
	  
Q：那你觉得我们这么关注娱乐八卦新闻是什么心理阿？	  
A：我其实平时不太关注这些，我想可能是无聊吧，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重心。	  
	  
Q：你对这些记者是怎么工作的了解嘛？	  
A：娱乐记者不太了解，因为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话就是接任务，写稿，忙的时

候很忙，想空一下也很容易。	  
	  
Q：所以你对娱乐记者的态度还是肯定的咯？	  
A：对的！他们的工作需要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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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采访： 	  
采访对象：大一新闻系某同学 B	  
采访人：曹蕾	  
Q1：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娱记？	  
A1：我觉得现在的娱乐记者也要分两种来看待：第一种是他们还是很专业，很

有职业素养的，有道德底线的，他们还是知道有的东西应该让观众知道，但是有

些隐私也是要为艺人所保留的。我觉得那种潜伏跟踪一年，兢兢业业挖出小三这

样的娱乐记者就很厉害吖，精神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还有另一类就是那种完全

没有职业操守，没有道德底线的，不管内容是什么，只要够劲爆，能吸引观众的

眼球，以此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的那种娱记就是很令人唾弃的。我甚至觉得

应该颁布一项法律或者条文什么的明令禁止这种人存在。	  
	  
Q2：你以后从事工作之后，会不会选择做个娱乐记者？	  
A2：理论上来说，娱乐记者是在所有的分类中除了体育记者以外我最感兴趣的

一个方向了，毕竟很有趣而且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吧，我觉得这也就是想想，

我最后应该是不会选择做娱记的，甚至可能不会选择做记者。	  
	  
Q3：为什么不愿意做娱记或者说做个记着呢？	  
A3：因为毕竟做记者要到处跑，到处挖素材，太辛苦了，更不要说是娱记了，

那就更辛苦了，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安逸稳定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还是幕后工作，

或者说搞搞编辑，剪剪片子这种比较适合我的性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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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于采访的后期分析：	  
分析人：邓慧子	  

在前期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大致了解了普通大学生对于文章出轨事件以及娱

乐记者的看法，总体来说，大多数的同学对待娱乐新闻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在涉

及到明星个人隐私的问题上，同学们也大多表示需要被尊重，但明星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他们需要被曝光。而在对待娱乐记者的看法上，同学们多数是持不肯定的

态度的。在分析完问卷后，我们认为不仅仅需要了解普通大学生的看法，也需要

知道一些“专业人员”的想法。于是上一周我们小组采访了三名来自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的同学，向他们咨询了一些与本组课题有关的问题。	  
从三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娱乐记者的态度还是比较肯定的，在对

于娱乐记者的认识上也比我们要深刻许多，大家认为的娱乐记者主要分两类，第

一种是他们还是很专业，很有职业素养与道德底线的，他们还是知道有的东西应

该让观众知道，但是有些隐私也是要为艺人所保留的。但是还有另一类就是那种

完全没有职业操守，没有道德底线的，不管内容是什么，只要够劲爆，能吸引观

众的眼球，以此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的那种娱记就是很令人唾弃的。这里就

不得不提到卓伟，我们找到了一篇卓伟的自述，主要是说他是怎么完成自己所谓

的“狗仔”工作的，每一篇报道背后都有着他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跟拍，而他的

每一篇报道都是经过很多分析与研究，并不是信手拈来的。这样的记者或许值得

我们去尊敬，毕竟他这么做是为了迎合公众的娱乐需求，也是他自己本身职业所

必须的。	  
对于大众的关注/兴趣/新闻的卖点和需要遵守的道德方面的规则之间的矛

盾的问题上，同学的看法是要看你所在的报刊的立场和定位——如果是网络媒体，

那做这样一些迎合其实也是生存需要（但当然还是以不伤害他人利益为前提）。

但是如果是相对严肃的媒体，还是要自己做好把关，可以做标题党，但也要做有

品位的标题党。道德是底线，违背道德的事情是不屑去做的。	  
在问到大家未来的专业意向时，两名同学表示没有当娱乐记者的意向，其中

一位同学表示他其实自己认为娱乐记者有些 low，这样的看法可能已然跳出了专

业的层面，因为据了解其实娱乐记者与其他记者的工作并无太大区别，仅仅因为

工作性质的关系让大家对这个职业有了许多偏见。而另一位同学因为在读大一，

并没有接触专业课，所以对这一块也没有过多的了解。当然还有一位同学表示娱

乐记者是自己非常想做的一个职业，认为这个职业非常有趣并且感觉很厉害，但

是娱乐记者是非常辛苦的，大量的跟拍、跑场注定了今后的生活会不那么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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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反思	  
我们小组进行的这次调研，无可避免地有很多做得不够且需要反思之处。原

先一直想征求老师的关于新闻伦理的看法，但是迟迟为采取行动，最后还是放弃

了，采访时想录像的计划也作罢。问卷的跳转也没有设计好，样本数量较少，调

查的范围也局限在复旦大学之内。并不能完善地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娱乐记者的认

识与看法。得出的相关结论仅供参考吧。	  
确实，在娱乐新闻领域，报道者和媒体的职业表现是堪忧的，在白晓燕被绑

架并被撕票、戴安娜王妃车祸、李亚鹏王菲离婚后王菲保姆车被逼停拍照等事件

中，“狗仔队”的行为备受社会批判。但是我们并不能这样“一棒子打死”所有的

娱乐记者。	  
在现代社会，隐私权是人类不可侵犯的权利，但社会所达成的共识是，公众

人物由于身份特殊，他们置身于公共视野中，不能期望得到和普通人一样的隐私

保护，其隐私权要作出部分让渡。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娱乐明星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工作和生

活为人们所关注，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兴趣。其私生活部分更是公众的兴趣所在。

因此，新闻媒体对娱乐明星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生老病死、婚姻

恋爱乃至各类讯息都甚为关注。	  
对娱乐明星工作、生活的关注是普通大众的一种普遍心理需求，是公民实现

知情权的内容之一。“一个普通公民的桃色新闻可作为隐私不予披露，但对于一

个娱乐明星来说，此类新闻恰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对娱乐明星隐私权实行有限

的保护或限制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明星不但不介意让渡自己的个人隐私，还想方

设法传播自己的观点、兴趣爱好，甚至主动制造绯闻等噱头，希望以此引起公众

的注意，获得知名度，从而获取利益。作为代价，明星们也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引发公众的模仿甚至崇拜，如果行为放荡不羁，道德

水平低下，必将冲击社会公序良俗。所以，公众有权知道明星们是否有不良行为，

媒体对明星不良行为的报道，不但有助于限制明星们的各种不良行为，而且对维

护社会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正如卓伟所言：“实际上我们无形中对娱乐圈也起到一种净化和监督的作用。

作为一个艺人，当他取得了一定名望和地位以后，公众形象对他来讲肯定也是一

个无形的法宝，他也得爱惜羽毛。但靠他自己监督自己、要求自己，肯定是不可

能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报道就没有限制，虽然知情权与隐私

权的平衡在公众人物的报道上很难把握，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的新闻界，

经过多年发展，也形成了一定规范，甚至细化到对于明星，镜头可以对准明星家

里的大门，而不能对准卧室等。整体而言，有如下几条：一是其住宅不受非法侵

入或侵扰；二是其家庭生活和正常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三是正常通信秘密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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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受侵犯；四是正常婚恋和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五是与社会政治和公

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不受侵扰。	  
我们认为隐私，始终应该应该先隐后私。	  
	  
另一方面，娱乐记者作为新闻记者中一个大类，却似乎始终没有受到人们平

等的看待，始终在被边缘化，妖魔化。不可否认，的确存在着一些只靠标题搏人

眼球的娱乐记者，一些丧心病狂的偷拍狗仔，甚至一些勾结不入流明星求出位的

记者。但是整个行业不应该因为这些人而被否定，被看轻。我们应该看到娱乐记

者为新闻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所坚持的调查性，真实性与独立性。	  
难道娱乐记者的报道就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调料？难道他们所揭

示的事件中折射的人性就毫无意义？在我们看来，“狗仔们”有身上更多的意义：

在关乎社会公正和社会知情权的报道上发挥正能量；用新闻的真实性还原人真实

的一面；娱乐圈本身光怪陆离，作为狗仔需要怀疑精神；坚持工作的独立性，不

被外界力量左右。付出比一般新闻工作者更多的努力，却没得到应有的尊重，被

指责炒作，收钱等等。不免让我们几个医科生想到同样努力却遭人背后捅刀的医

生们。	  
我们希望大家能更理智地看待娱乐新闻工作者和他们所呈现的工作。而不是

做一个一边消费娱乐八卦，一边又斥责娱乐记者没有道德的观众，只会满足自己

在道德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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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调查问卷 	  
	   	  回收时间：2014年 5月 11日	  

开始时间：2014-‐4-‐24	   	   	   	   结束时间：2014-‐5-‐11	  
样本总数：167	   份 	  

本报告包含样本数量：167份 	  

	  
数据与分析： 	  
1、	  性别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男 85 	   50.9% 

B 女 82 	   49.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2、	  专业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文科 35 	   20.96% 

B 理工科 107 	   64.07% 

C 医科 25 	   14.9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3、	  你是否了解文章出轨事件？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了解，且关注较多 59 	   35.33% 

B 听说过，但不特别了解 104 	   62.28% 

C 不知道这件事 4 	   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4、	  你对涉及名人个人生活的娱乐新闻是否感兴趣？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非常感兴趣且会主动关注 2 	   1.2% 

B 感兴趣，会关注 42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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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太感兴趣，偶尔会从朋友或网络上得

知 
99 

	   59.28% 

D 完全没兴趣，也不想了解 24 	   14.3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5、	  你关注名人的个人生活的原因是什么？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是某个名人的粉丝/特别讨厌某明星 29 	   17.37% 

B 出于娱乐，满足好奇心 106 
	   63.47% 

C 跟风，大家都在关注，因而也想去了解

一下 
62 

	   37.13% 

D 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其生活也应该受到

公众监督 
27 

	   16.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6、	  你不关注名人的个人生活的原因是什么？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与自己利益无关 62 	   37.13% 

B 感到这样做侵犯了名人的权利 30 	   17.96% 

C 此类新闻毫无价值 75 	   44.9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8、	  你对娱乐新闻记者持有什么态度？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他们从事的工作是靠爆料他人隐私赚

取利益，很可鄙 
53 

	   31.74% 

B 他们和其他新闻工作者没有什么区别 74 	   44.31% 

C 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好的迎合了公众的

趣味，值得肯定 
15 

	   8.98% 

D 娱乐记者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25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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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9、	  你怎么看待名人私生活的报道和名人隐私权之间的关系？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名人的隐私权应该受到与普通人同等

程度的保护，这样的报道应该被取缔 
72 

	   43.11% 

B 名人虽有隐私，但只要不使用违法手

段，报道名人私生活就是允许的 
89 

	   53.29% 

C 名人与公众利益相关，不应有隐私，记

者有义务将其生活报道出来，保障公众知

情权 

6 

	   3.5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10、	   你如何看待公众对名人私生活的评论？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公众无权对名人私生活指手画脚 54 	   32.34% 

B 公众妄加评论是对名人不尊重、缺乏素

养的表现 
79 

	   47.31% 

C 公众评论可以很好的反映出一些社会

价值观念，需要被重视 
74 

	   44.31% 

D 公众评论对明星的行为起到了监督的

作用 
78 

	   46.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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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像文马姚事件这样的八卦娱乐新闻引起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对此你如

何评价？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民众娱乐至死的心态、窥探名人隐私

的社会风气十分让人担忧 
88 

	  
52.69% 

B 这是一个民众得以反思自身生活、思

考相关情感伦理问题的好契机 
58 

	   34.73% 

C 在名人隐私权方面还需要更多法律或

道德规范 
62 

	  
37.13% 

D 类似的事件中，炒作和公关的成分令

人反感 
89 

	  
53.29% 

E 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很快就会被淡

忘 
68 

	  
40.72% 

F 自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有发言权 38 
	  

22.7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7	   	  
	  
	  
	  

附录二、组员信息以及具体分工	  
小组四位女生，总共进行了三次讨论面对面讨论，无数次微信群内讨论，共

同参加了一次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晚会，并且分别采访新闻系的同学，分工进行

了问卷扫邮。可以说都利用特长为这个课题调研付出了努力。	  

小组负责人：章馨月	   	   13301010044	   	  基础医学	   	   tel:15905721110	  

小组成员：	   	   	  曹蕾	   	   	   13301010022	   	  基础医学	  

	   	   	   	   	   	   	   	   	   	   	   	  邓慧子	   	   13301010025	   	  基础医学	  

	   	   	   	   	   	   	   	   	   	   	   	  李凯莅	   	   12400180147	   	   	   	  数学	  
	  

问卷设计	   李凯莅	  
问卷发放	   全体组员	  
问卷分析	   全体组员	  

问卷分析稿撰写	   李凯莅	  
深入采访	   李凯莅、曹蕾、邓慧子	  

采访报告撰写	   邓慧子	  
研究报告撰写	   章馨月	  
PPT制作	   章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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