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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第三世界

2015-11-22  記者 林湘芸 文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正逢西方國家通稱的「黑色星期五」，法國巴黎發生連環恐怖

攻擊事件，聖戰組織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簡稱IS）在多處發動槍擊和爆炸，死亡人

數一百多人，逾四百多人受傷。事發過後不久，無論國際或是台灣，各大媒體大幅報導，不斷更

新死傷人數；各國元首紛紛發表聲明，譴責IS的行為；全球著名地標點亮象徵法國國旗的藍、

白、紅三色哀悼；社群網站出現＃prayforparis的主題標籤。

艾菲爾鐵塔熄燈為恐怖攻擊哀悼時，全世界知名地標點燈為法國祈福。

（圖片來源／ShareOnion）

然而，在巴黎恐怖攻擊的前一天，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也遭受IS的爆炸襲擊，四十多人死亡，超過

兩百多人受傷，此次爆炸事件是自一九九○年黎巴嫩內戰結束後，最嚴重的自殺式炸彈攻擊。同

樣都是恐怖攻擊，在大家都為巴黎哀悼、祈禱的同時，黎巴嫩卻未獲得和巴黎恐怖攻擊相同的關

注度，不禁讓人探討，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人民的生命，是否真的平等？

 

國家背景　造成親疏有別國家背景　造成親疏有別

在巴黎恐怖攻擊後，Facebook先前只用於自然災害的平安通報站（Safety Check），開啟

「Paris Terror Attacks」服務，引來黎巴嫩部落客喬伊．阿尤布（Joey Ayoub）不滿，寫

下：「我們並沒有獲得Facebook為黎巴嫩開啟的平安通報站服務，也沒有國際領袖及百萬多名

的網友在深夜為我們發表聲明。」黎巴嫩醫師艾里．費爾（Elie Fares）同樣在他的部落格上寫

道：「當我們的人民死亡時，沒有國家在它們著名的地標上點燈，Facebook也不在意我們的人

民是否有標記『安全』。」而在Facebook後續推出一鍵頭像換法國國旗濾鏡，更使許多人質疑

是否厚此薄彼，忽視發生在黎巴嫩的恐怖攻擊。

Facebook推出一鍵頭像換法國國旗。

（圖片來源／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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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喀報第二百二

十七期，共有二十五

篇稿件，各項類目都

至少有一篇文章，種

類十分多元。側欄廣告為IS（伊斯
蘭國）的介紹，與最近的重大時事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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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一枚，請多指

教，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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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楊淑斐，對珍奶

異常狂熱；對橘色異

常偏愛；對韓樂異常

著迷，喜歡一件事情

就不會輕易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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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接收資訊的同時，事件與自己是遠是近的「距離」，在關心的程度上會造成親疏有別。不

可否認的，當相同類型的悲劇事件發生在西方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無論是媒體或是社群網站，

關注前者的人遠超過關心後者，即便在地理位置上，和第三世界的距離較短，但是心理距離上，

卻與西方國家更貼近。生活中，人們一直以來深受西方國家的影響，舉凡語言、穿著、文化、娛

樂等。雖然和西方國家處於不同的地理位置，對於他們的文化甚至是歷史卻相當熟悉，這樣的

「心理距離」使得比起黎巴嫩，人們更傾向關心巴黎。

另外，事件所帶來的震撼度不一，同樣影響關注度。西方國家多年和平、沒有戰亂，而人們對第

三世界的印象往往停留在落後、戰爭不斷、局勢動盪不安。尤其在黎巴嫩鄰近的國家時常有戰

爭，儘管相較鄰國已經是比較安定的國家，黎巴嫩仍然難逃「戰爭中國家」的刻板印象。而貝魯

特南郊是真主黨的勢力範圍，真主黨是伊斯蘭教什葉派政治及軍事組織，為黎巴嫩反對派政黨，

協助敘利亞對抗IS，也被英、美視為恐怖組織，讓人們間接認為貝魯特被IS攻擊，是意料之中的

事。再者，西方國家遭遇攻擊後，對全球的經濟造成的影響大於第三世界，種種因素，造成第三

世界被忽略。

 

誰忽視第三世界誰忽視第三世界

對於造成西方國家與第三世界受到不平等的關注，大家把矛頭指向媒體，指控媒體厚此薄彼。當

兩件恐怖攻擊發生後，關於巴黎的新聞鋪天蓋地而來，占據媒體頭版，卻鮮少看到關於黎巴嫩的

新聞。對此，美國《每日星報》記者艾瑪．凱莉（Emma Kelly）提出反駁，認為：「媒體都有

報導其他國家發生的爆炸案，但是對於平常很少關心第三世界的閱聽人，自然不會主動關注媒體

對黎巴嫩恐怖攻擊所花費的心力。」

雖然媒體同樣有報導關於第三世界的新聞，但是關注程度不及西方國家卻是不爭的事實。二○一

五年一月七日，法國政治諷刺雜誌《查理週刊》的總部，遭到伊斯蘭恐怖份子持槍射擊週刊工作

人員及警察，國際媒體不斷進行即時報導，從事發乃至警方追擊嫌犯，全球人們幾乎是同步得知

實際狀況。但是在一月三日至七日，奈及利亞同樣發生恐怖攻擊，博科聖地（Boko Haram）以

手榴彈及槍攻擊巴加鎮，屠殺至少一百人，另有消息指出屠殺人數高達兩千人。奈及利亞大屠殺

死傷人數遠遠超過《查理週刊》槍擊案，媒體後續報導的篇幅卻是相差懸殊。CNN指出：「用博

科聖地、屠殺、兩千人的關鍵字在Google搜尋相關新聞，僅出現一萬五千三百條結果；用巴

黎、查理週刊搜尋，則會出現二十二萬一千條新聞。」

博科聖地在奈及利亞發動大屠殺，房舍建築夷為平地。

（圖片來源／時尚華爾滋）

新聞價值中的影響性和接近性，使關於西方國家的報導遠多於第三世界；長時間動盪不安，閱聽

人對第三世界戰亂的新聞已經感到習以為常，讓第三世界的新聞缺少異常性；在多數閱聽人對第

三世界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時，講求收視率及點閱率的新聞只能把更多關注焦點放在西方國家。

閱聽人指責媒體，自身的選擇卻是影響媒體該報導什麼的關鍵因素，在責備媒體忽視第三世界的

災難時，更應該主動去了解。

 

為世界祈禱為世界祈禱

發生黎巴嫩炸彈襲擊及巴黎恐怖攻擊後，媒體報導的篇幅不平均，以及全球人民對事件所發起的

後續行動，讓人們開始探討黎巴嫩人民的生命是否不如法國人？大家不斷提倡人生而平等，但現

實中生命是否有貴賤之分？也開始有人批評那些只為法國祈禱，而不為黎巴嫩哀悼的人，然而每

個人都有權利選擇關心自己所想關心的事，但是在選擇只關心西方國家時，不該去責怪媒體忽視

第三世界，而是思考自己應該也要了解發生在第三世界的戰亂。

在這兩起恐怖攻擊事件後，第三世界被遺忘的問題逐漸受到重視，每個人都該反思，在為法國或

黎巴嫩祈禱的同時，更該為世界祈禱，為那些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人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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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鍍金　量身打造的青春黑手鍍金　量身打造的青春

黑手這項職業普遍受到排斥，但兩個孩子反其
道而行，到修車廠當學徒，證明黑手也能出頭
天。

淺談馬習會爭議淺談馬習會爭議

馬習會的召開，象徵兩岸和平新局，但也爆發
許多爭議，人民對於馬習會的看法，也將影響
明年初的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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