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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
路透社、法新社及《華盛頓
郵報》報道：巴以新一輪衝突7日
爆發後，社交媒體再次充斥着大量未
經核實、虛假或誤導性的信息，淪為
大型造謠機器。外界擔憂，社交平台對這些假

消息監管不力，放任虛假的內容傳播，恐進一步煽動暴力和雙方對
立，西方社交媒體成為各方角力的信息戰、輿論戰的戰場。

巴以衝突

10月7日，巴以戰火突然再次點燃，在
短短幾個小時內，X（前稱Twitter）、
Facebook、Instagram和TikTok等社交媒體
平台開始湧現大量相關的虛假視頻、照片和
誤導性信息，內容博人眼球，傳播量驚人。
社交媒體研究公司Cyabra指出，在衝突爆發
的頭48小時內，X、Twitter、TikTok和
Facebook上參與有關衝突的對話，超過4萬
個賬戶都是假的。在衝突頭三天內，至少有
14條與巴以衝突有關的虛假信息，在社交平
台上獲得了2200萬次瀏覽。

這些假消息 「造假」 的手法不一，有的
是篡改原圖，有的是拿舊的視頻魚目混珠，
有的是利用語言隔閡，偽造文字或視頻內
容，有的更是拿電子遊戲的視頻來混淆視
聽。例如，哈馬斯發動襲擊後不久，X上就
開始流傳一份經過篡改的白宮備忘錄，稱美
國向以色列提供了8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有
用戶分享了一段聲稱哈馬斯擊落以色列軍用
直升機的視頻，這段視頻取自模擬視頻遊戲
「Arma 3」 。敘利亞內戰，以及過去巴以
衝突的舊視頻和照片，也被拿來充當最新
「現場實況」 ，進行廣泛傳播。

X平台情況最嚴重
由於平台上虛假消息激增，但即便擁有

大量員工和資源來監管虛假或仇恨內容的硅
谷科技巨頭們，在過去一周也陷入困境。有
研究社媒人士指出，當前狀況最糟的恐怕是
X。

這是自馬斯克收購X以來，該平台面臨
的首次重大挑戰，就連馬斯克本人的做法也
引起爭議。10月8日，馬斯克在X上發帖，
親自向其1.5億粉絲推薦@sentdefender以
及@WarMonitors兩個賬號以關注戰場訊
息。由於馬斯克的背書，這個帖子在3小時
內被瀏覽了1100萬次。然而，許多X用戶發
現被推薦的賬號實際曾因散播謠言臭名昭
著，隨後馬斯克刪除了這條帖子。

分析人士指出，在馬斯克入主前，推特
在處理非英語假消息方面也遇到了挑戰，而
馬斯克後來大幅削減平台的審核人員，使得
假新聞審查進一步氾濫。X近期也修改了帖
文的顯示規則，不再顯示推文中鏈接的原始
標題，僅圖片和來源的域名，馬斯克給出的
改變理由是 「將大大提高美觀性」 ，但專家
表示，這將減少用戶從X平台進入新聞網
站的流量。X作為西方主流社交媒體平
台之一，馬斯克號稱要在該平台上實
現 「完全的言論自由」 ，反而導致平
台充斥着為吸引流量不擇手段的偽造
內容。

社媒成信息戰平台
針對社交媒體廣泛流傳的假新聞，歐

盟市場專員布雷頓近日特別致函X、Meta和
TikTok，要求他們詳細說明如何解決有關巴
以衝突的非法內容和假訊息。歐盟更點名要
求馬斯克作出回覆，否則歐盟將根據《數字
服務法》，對X展開調查以及罰款。《數字
服務法》規定，若社交平台違反規定，可要
求繳納全球營業額的6%作為罰款。

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13日致函社媒
公司，要求他們詳細說明，如何利用各自的
內容審核政策和服務條款，來限制基於仇
恨的威脅，並降低利用這些平台策劃
暴力行為的可能性。

社交媒體假消息大量傳播，
不僅加劇輿論的撕裂，更可能
進一步煽動以巴之間的
暴力。有專家擔
心，這些假消息
以訛傳訛，火上
加油，足以致命。
另外，有評
論指，在巴
以衝突的平
行戰場中，信
息戰十分激
烈。這是繼俄
烏衝突之後，大規
模的 「信息大戰」 再次
上演，西方社交媒體不僅
成為各方角力的戰場，更
成為 「參戰方」 。

西方雙標推波助瀾

大公報整理

挺以挺巴兩派對立 美國大學氣氛緊張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國會

山報》報道：隨着巴以衝突愈演愈烈，
遠隔千里之外的美國眾多大學也受到影
響，多個大學的校園氣氛緊張。支持巴
勒斯坦的學生組織發表的聲明，引起了
猶太學生的憤怒，還遭到政府官員和企
業的譴責。另有報道稱，支持以色列和
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都有受到騷擾和襲
擊，讓各種政治立場的學生處於高度警
戒。

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數百名學
生分成兩派，分別為巴以衝突的雙方聲
援示威，12日在紐約校園內進行緊張對
峙。基於安全考量，校方封鎖大眾進入

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在圖書館外
的草地手舉 「解放巴勒斯坦」 、 「存在
即是反抗」 標語，僅僅30米開外，便是
支持以色列的學生，舉着印有遭遇劫
持的以色列人質的海報。一些反對抗
議者朝支持巴勒斯坦的團體怒吼，頗
見緊張氣氛。在學生為巴勒斯坦受害者
默哀時，一名相反立場的抗議者喊道，
他們應該悼念那些被哈馬斯殺害的孩
童。

耶魯大學教授格魯瓦爾（Zareena
Grewal）因在推特上發表譴責以色列、
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而面臨辭職壓力，
迄今已有超過4萬人簽署了請願書。

加州多所學校13日加強維
安、部分學校停課，史丹福大學法學
院也改採線上上課，不安氣氛蔓延整個
校園。史丹福大學一名講師在課堂針對
猶太裔學生談論殖民者惹議，已遭停
職，校方介入調查。

該校的 「巴勒斯坦正義學生團體」
（SJP）於校報《史丹福日報》（The
Stanford Daily）刊文指出，西方媒體將
烏克蘭人譽為英雄，卻在巴勒斯坦人反
抗以色列殖民時出現雙重標準，巴勒斯
坦的正義是所有人的正義。外界預計，
隨着加沙局勢進一步升級，在未來幾
天，校內氛圍只會變得更加緊張。

兩段視頻
都是普京

在數月前談論俄
烏戰爭時的片
段，其中一段於
去年12月，普京
在俄羅斯人權議
會上發言時所拍
攝；另一片段
則是在今年2月
慶祝二戰斯大
林格勒戰役紀
念活動時所
拍。

該視頻其實是敘利亞內
戰期間發生，早在

2014年2月份該視頻已經由
CNN上傳到網上。

有網民在X發布
一段視頻顯示大

量火箭彈被發射至空中，
發布者稱這是哈馬斯對以
色列發動突襲。

一段廣泛傳播的視
頻顯示，加沙城遭

以色列空襲，整個城市一片
紅色。

網上有兩
段視頻顯

示，俄羅斯總統普
京警告美國不要介
入以色列和哈馬
斯之間的戰爭。

普京談俄烏戰爭
變巴以衝突

敘利亞男孩
變為加沙人
一段15秒的視
頻顯示，一名

男孩在廢墟旁哭泣，
網民稱該男孩在加沙，

因為在以色列的襲擊中失
去了妹妹痛哭。

電子遊戲電子遊戲
變轟炸現場變轟炸現場

經過核查，該視頻實際上來自於一款
電子遊戲《武裝行動3》（Arma

3），原視頻在2022年上傳至YouTube。作為
一款軍事模擬遊戲，其遊戲場景經常被冠以現
實的戰爭被造謠傳播。

加沙城紅光一片

實際上，該視頻中
的場景來自阿爾及

利亞，在貝盧茲達德足球隊
贏得阿爾及利亞聯賽冠軍之
後，阿爾及爾市的球迷慶祝
的場景。

「40嬰兒被斬首」
指控未經證實

移花
接木

故意
傳播

▲俄羅斯總統普京講話原視頻字幕翻譯
被篡改。 網絡圖片

巴以衝突

主要的假新聞例子

▲西方媒體持續炒作哈馬斯
「殺害兒童」 一事，卻使用巴
勒斯坦受傷的兒童作為配圖。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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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遊戲內容被當做
戰場視頻瘋傳。

網絡圖片

▲加沙遭遇以色列空襲的
視頻，被證實發生在阿爾
及利亞。 網絡圖片

▲▲ 「「加沙男孩加沙男孩
為死去妹妹哭為死去妹妹哭
泣泣 」」 的 視的 視
頻頻，，被證被證
實發生在實發生在
敘利亞敘利亞。。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12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示威。 路透社

◀◀馬斯克在今年馬斯克在今年
收購收購XX平台平台（（原原
稱推特稱推特）。）。

路透社路透社

▶以色列民眾在等候飛往以色
列的航班時查看手機。 美聯社

巴以戰火燒至網絡巴以戰火燒至網絡
社媒恐淪造謠機器社媒恐淪造謠機器

一個自稱是《耶路撒
冷郵報》的賬號報道

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被
送往醫院的消息，原因未
知，該貼獲得了超過70
萬次瀏覽。

個人賬號冒充媒體散播謠言
弄虛
作假

該賬號
實際為

他人假冒，並
非為官方媒體

賬號，內塔尼亞
胡 根 本 沒 有 生
病。

以色列媒體i24 News記者澤德克
稱，一名以色列國防軍指揮官告訴

她，他們發現了大約40具嬰兒遺體，其中
一些嬰兒遭斬首。以色列外交部官方賬號
@Israel在X平台上轉發了i24 News的相關
報道，並附文 「40名嬰兒被殺害」 。

然而，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10日
援引以軍方發言人稱，尚未有信息

「證實」 此事。以色列外交部11日表示，
「現階段」 無法證實有關哈馬斯 「殺害」
40名嬰兒的報道。

▶賬號假冒《耶路
撒冷郵報》稱以色
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被送往醫院。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