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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何时停

空军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此同

时，微博、推特、telegram 等平台上

出现了多段表现城市发生爆炸场面

的视频。

《澎湃明察》指出，无论是“战

斗机低飞掠过城市上空”，还是“城

市高楼附近发生连环爆炸”，表现

的均不是此次俄乌冲突中的场景。

这些视频的画面尽管真实，但解释

画面的语境却被人为篡改了。此次

俄乌冲突中，将他地军演、战争、

爆炸等事件的视频或图片挪用至乌

克兰的案例可谓层出不穷。更有甚

者为博眼球，还将一些军事题材的

游戏——如《战争雷霆》《武装突

袭 3》中的画面剪成了片段，以假乱

真。

在冲突发生地乌克兰，网上流

传着“乌克兰老人废墟中淡定抽烟

斗听黑胶”“乌克兰战地记者摄影

棚里摆拍”“抗议者闯入乌克兰电

视台直播间要求泽连斯基投降”“乌

克兰用假尸体摆拍俄军轰炸受害

者”“乌克兰军队自毁战车阻挡俄

军前进”“乌克兰军队冒雨加班布

置布查事件现场”“顿巴斯火车站

袭击是乌克兰自导自演”……这些

视频和照片中，普通老百姓一时间

很难分辨。

而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

谣言比例也不小。

2 月 26 日，俄乌冲突第三天，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

沃洛金在社交平台表示，泽连斯基 2

月 25 日离开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此，

泽连斯基当天在 Telegram 发布自己

在基辅街头拍摄的视频。

到了 4 月，互联网上又流传了

一段有关泽连斯基在采访中承认吸

毒的视频。事实上，这段视频取材

于乌克兰《真理报》2019 年 1 月对

泽连斯基的专访，其中泽连斯基的

原话是表示自己“不吸毒，喜欢咖

啡”。而截取的视频是 3 月下旬从

俄罗斯的社交平台流传出来的，其

中的声音经过了剪辑。

到了 5 月，“乌克兰村民怒怼

泽连斯基”的视频又甚嚣尘上。事

实上，网传所谓老人“劝说泽连斯

基不要相信北约和美国佬”纯属子

虚乌有，这段视频出自 2019 年 10

月泽连斯基考察顿巴斯地区的一个

小镇，老人当时表达了对和平的渴

望和对基辅当局的支持。由于视频

里泽连斯基和老人对话用的是乌克

兰语并穿插着俄语单词，很多人听

不懂。这也让造谣者有了可乘之机，

不仅张冠李戴，还进行了歪曲解读。

到了 6 月初，有关“经马克龙

和默克尔斡旋，普京和泽连斯基面

对面会谈”的视频在朋友圈广为流

传。事实上，视频画面源自 2019 年

12 月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主持的法德

俄乌四国领导人会谈。

除了泽连斯基，有关普京的谣

言数量也不少。

俄乌冲突第三天，有一段普京

发表演讲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字幕

显示，普京表示，若北约在黑海挑

衅，将“使用核武器回击”。事实上，

这一视频片段截取自普京 2 月 24 日

凌晨发表的演讲，网传片段是呼吁

乌克兰人放下武器投降，并不涉及

北约。同样，对于大多数不懂俄语

的吃瓜群众而言，随意翻译的字幕

明显是在造谣。

到了 5 月，有关普京讲话时发

音困难的视频又在中文网络流传，

坊间猜测他可能生病了。事实上，

这段视频源自普京 4 月 27 日在立法

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制作者将其

讲话时的停顿、语气变化等细节剪

辑在一起，给人造成一种“多次停顿、

喘息、吐字不清、中气不足”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乌冲突的

信息战中，中国也被拖下了水，有

些谣言就和中国有关。

6 月 11 日，有传闻泽连斯基在

视频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中国代表团拒绝听取他的演讲，走

出会场。而泽连斯基本人则呼吁国

际社会在中国发动攻击前就支持台

湾当局。事实上，泽连斯基发表视

频演讲时，中国代表团并没有离开

会场，这一点也由乌克兰外交部发

言人证实。而泽连斯基本人在对话

会上也根本没有提到“中国”或者“台

湾”。

有关中方代表团的谣言不止这

个。

5 月 23 日，泽连斯基以视频连

线方式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

同一天，美国 CNN 援引美国共和党

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的言

论称，泽连斯基演讲结束时，全场

起立鼓掌，但中国代表团拒绝鼓掌，

并离开了会场。

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对网传消

息进行了严正声明，泽连斯基演讲

时，中国代表团正与国际能源署署

长会谈。事实上，麦考尔本人错把

坐在身后的越南代表团成员认作了

中国代表团成员，自导自演了一场

“乌龙事件”。

为何白宫召网红开会

在俄罗斯看来，有关俄罗斯的

谣言出自乌克兰和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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