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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付出代价。戴安娜如此，阮玲玉如此，陈宝莲也是如此，

只不过，她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当我从新闻里听到陈宝莲

自杀的消息时，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不是滋味。 我脑海里第一

个跳出的是“阮玲玉”的名字，当然，陈宝莲是陈宝莲，阮

玲玉是阮玲玉，应把她们扯到一块有点牵强。但是我为什么

会想到了阮玲玉呢？难道仅仅因为她们都死于自杀？再深层

次地想一想，我想到了这个话题：隐私与媒体。 如今媒体的

曝光率越来越高，这是件好事。比如山西小煤窑事件就是因

为媒体的大胆披露才将真相告之天下。但这也未必都是好事

，尤其集中地反映在娱乐媒体上。娱乐记者向来不受欢迎，

由于报道娱乐界的新闻是他们赖以吃饭的行当，他们竭尽全

力，挖空心思地去搜集各种信息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

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少了，交不了差，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便

将一些道听途说的新闻添油加醋一番，甚至自己杜撰出一些

“引人注目”的花边新闻拿来交差。有些记者恪守职业道德

，不发表不真实的新闻，更不杜撰新闻，这是好的，但是不

幸的是，他们去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打听、公开他人的

隐私！ 随便翻翻你周围的娱乐杂志，浏览一下网上的娱乐新

闻，你就会见识到“狗仔队”的本领了。看着那些漫天遍地

的花边新闻，明星隐私，你就会感叹明星的日子原来也是那

么的不好过。从“姐弟恋”到“同性恋”，从赌博、酗酒到

吸毒、斗殴，从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到身上哪里有个胎记



，身高、体重、三围更是如数家珍，信口吟来。媒体就是这

样大肆披露着明星或者名人的隐私。戴安娜被狗仔队追出了

交通事故，结束了青春美丽的一生；阮玲玉被狗仔队屡次羞

辱和陷害，最终因承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尽；如今又出了一

个陈宝莲，因为种种原因而跳楼自杀。以三级影星发家的陈

宝莲，出道以来就受到了娱乐媒体的“青睐”，关于她的种

种报道可谓“大事经常有，小事天天有”，诽闻更是接连不

断地“发生”。这些无形的压力已经让陈宝莲暴躁不堪，在

加上产后忧郁症的影响，她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近来，谢庭锋也宣布暂时告别歌坛，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媒

体的特别关照，致使他从一出道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什么

“锋菲恋”、“打记者”、“飙车”等等，搞得满城风雨，

沸沸扬扬，难怪年纪尚轻的他被迫暂别歌坛，伤了不计其数

的歌迷的心。明星们的隐私被记者们披露的简直是惨不忍睹

。 何谓“隐私”呢？综合起来，学者们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隐私是指“不愿告人或不愿为他人所知晓和干涉的私

人生活”；（2）隐私是“不愿被窃取和披露的私人信息”；

（3）隐私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

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4）隐私是指

“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

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

入的个人领域”。从以上对隐私的诸定义中，可以看出，虽

然学者下定义的角度不同，隐私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有差异

，但都注意到，隐私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私人信息保密不被公开；个人私事

决定自由不受阻却。 何谓“隐私权”呢？隐私权就是法律赋



予公民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活动、私人

信息和私人事务进行决定，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的权利，属人

格权的一种。隐私权是旨在维护权利主体人格尊严的权利，

是公民保持其人格尊严和从事社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由于隐私权保护对象及其内容的特殊性，因而成为一种独立

的人格权。现今世界各国法制发展趋势表明，隐私权正在成

为一种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公民基本权

利。“法制日报”报道：“在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案件有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隐私权纠纷增多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尤其是

一些新闻媒体对公民的隐私和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没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甚至错误地以为我国法律对个人隐私权没有明

确保护，以至于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还不知是违法。” 考察

我国现行立法，有关隐私权的法律规定还比较少，还没有形

成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公民隐私权全面、

充分的保护。 我国宪法对虽然没有对隐私权作出明确直接的

保护性规定，但却间接地从其他方面对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

犯给予了确认。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包括用宣扬他人隐私的方式，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

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

民的住宅。”而公民的某些个人生活规律也属于个人隐私，

本条确保了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被非法干扰，也从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公民的生活隐私权；宪法第四十条还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



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

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私拆信件

和窃听电话，都是侵犯通信秘密的行为，宪法通过禁止这些

行为，从而对公民的隐私权予以保护。 我国刑法在现行的整

个法律体系中属于公布较早的法律，尽管立法中没有直接使

用“隐私”或“隐私权”的概念，也没规定诸如“侵犯公民

隐私权罪”之类的罪名，但其中的某些条款却可理解为包含

着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例如新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第二百五十二条规

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在所有保护

隐私权的法律法规层面中是保护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部门。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的民

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了公民隐私权不

容侵犯的民法保护精神；二是通过确定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

任而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三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保护，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

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

，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从上面的规定我们

不难发现，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法，它们对本文讨论的类似于

“明星隐私权”的隐私的保护都是空白的。即当个人生活安

宁权、私人信息保密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受到侵犯导致当事

人权利受到损害，造成严重后果时，法律到底应该给予什么

样的保护呢？笔者认为，这时候刑法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在刑法中统一规定“侵犯公民隐私权罪

”。当某一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性质、情节严重、手段恶

劣、造成严重后果时就有必要适用该罪名来加以调整，从而

充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隐私权。 有人认为，明星想出名，隐

私权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作为明星，要想成名，就必定

得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隐私，在成名之后，也必然得生活在观

众和媒体的关注之下，大家想知道你的生活，你也就得配合

配合，不能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受众有对其的知情权，也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生活习

惯，观众都感兴趣，想知道，而且也有权利知道。要想成为

明星，成为焦点人物，就不得不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隐私，这

已经是明星们公认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不是明星牺牲了

部分隐私权，媒体就可以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爆丑闻，泄

家底，绯闻的报道，要讲究分寸，过度地报道绯闻，导致明

星的权利受到伤害，新闻媒体不仅要承担侵害名誉权、隐私

权等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同时，也使媒体本身的权威性受

到了削弱。所以，法律应该规定“侵犯公民隐私权罪”，惟

有如此，娱乐界的“狗仔”们的行为才会有所收敛，类似于

阮玲玉，陈宝莲这样的悲剧才会少一些。我国的新闻媒体，

担负着沟通上下，传达民情的社会责任，同时，它还承担着

培养社会欣赏趣味，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发展的重要社会责任，因此，对于明星绯闻的报道，绝不

能流于庸俗和低级趣味，不能为了取得一时的经济利益，而

忽略了重大的社会效益，不能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兴趣，而

无限制的讨好媚俗，对于明星绯闻的报道和处理，要有冷静

的头脑和判断力，区分真假，辨别真伪，找到一个平衡的，



合乎法律规范的支点，才能真正做到明星和媒体之间的"双

赢"。 再扩展开来，加强隐私权保护是人类进步文明的表现，

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隐私是文明人的精神性人身要

素，隐私权不受侵犯是文明人的基本需要，注重保护公民个

人隐私权，有助于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倡导文明健康的社会

风气，从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加强隐私权保护也有利于保

护个人安宁与安全感，给人们---尤其是站在浪头的明星和名

人们---留出个人生活空间，充分发展个性，免受他人非法侵

扰。法律通过制裁损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保障公民人格利

益免受非法侵害，维护主体人格尊严，提高公民权利意识，

自觉尊重他人私生活方式。 但愿我不会再听到“朱宝莲”自

杀的消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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