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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自己的目標
－專訪彭玉賢學姐

邱秋雲

　　身為記者，必須能迅速吸收大量資訊，而且二十四小時待命。這樣的工作除了學

理上的知識，還需要一股熱忱。

　　彭玉賢學姐現任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研究員，在進入交大傳播研究所就讀前，曾

從事新聞工作，她表示傳播界相當看重資歷，往往要闖蕩個十年以上才算資深。

新聞工作，需要熱忱新聞工作，需要熱忱新聞工作，需要熱忱新聞工作，需要熱忱新聞工作，需要熱忱

　　在擔任記者的那段期間，為了以最快地速度進入狀況，她向身邊的長輩及朋友請

教、觀察同事的作業方式，努力從別人的經驗中去了解並學習，再慢慢摸索出自己在

新聞業的生存法則。她說，身為記者，必須能迅速吸收大量資訊，而且二十四小時待

命，往往凌晨兩、三點接獲通知時，都要立刻準備、到現場採訪新聞，這樣的工作除

了學理上的知識，還需要一股熱忱。

　　玉賢學姊回憶在新聞採訪工作時，最辛苦的就是跑警政新聞，有一回檢察官查察

某農會改選賄選案，約談該農會總幹事，一談就是二十四個小時，當時各家媒體都在

新竹地方法院苗栗檢察官辦公室前面守候，所有人都在戶外等到半夜一、二點，當時

天氣寒冷，氣溫只有十幾度，連檢察官都看不下去，只好出來跟媒體說一些話，讓在

外守候的記者有些資料可寫稿，記者們才各自回辦公室或回家，但第二天一大早又得

繼續「站崗」，實在很辛苦。

培養圓融的待人處事態度培養圓融的待人處事態度培養圓融的待人處事態度培養圓融的待人處事態度培養圓融的待人處事態度

　　傳播圈子很小，繞來轉去總會碰上認識的人，因此人際關係是一項重要資產，千

萬不要把關係搞得太僵，應互相尊重。個性直接的玉賢學姊表示，以前她是個好惡分

明的人，對於不喜歡的人，常採取不交談、不往來態度；工作之後，發現個人的好惡

不能表現得太明顯，即使不喜歡，也要尊重對方的意見、想法，待人處事變得更圓

融。

重回學校，獲益良多重回學校，獲益良多重回學校，獲益良多重回學校，獲益良多重回學校，獲益良多
　　談起重回校園唸書的原因，玉賢學姐表示：「大學求學時期就已決定要繼續念研

究所。因為一種風氣吧！老師鼓勵我們，同學們也以此為目標。」但是大四那年，她

因忙著畢業製作，準備考試的時間不夠，加上對自己的信心不夠，在徬徨的心情下，

她選擇先進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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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工作，她覺得理論與實務並不

吻合，於是她把學校所學的先丟一旁，靠

自己摸索，重新認識這個行業；但後來她

漸漸發覺自己的想法錯了，其實課本裡的

道理是其來有自，「理論是經過高度抽

象、整理出來的理論、原則。的確是可以

印證、是有用的。」這個想法觸發她回頭

去思考深造的問題，重燃她回到校園的志

願。

　　三、四年前，正是國內網路快速興

起、蓬勃發展的時候，大家都熱烈地討論

著與網路相關的話題，玉賢學姐不想重複

修讀大學時的相同課程，故促使她決定以新科技傳播為學習目標，而交大正是學術中

的科技搖籃，因此她決定以交大傳播研究所為第一志向。

　　從學生到就業，再回到校園求學，玉賢學姐羨慕地說：「當學生是一種幸福！因

為學生有從錯誤之中學習的權利.....」

　　辭掉工作，重拾學生身份，讓她覺得很幸福。回想研究所時的那段生活，玉賢學

姐笑著表示，每天都有唸不完的原文書，總要到星期五晚上才能放鬆一下，一到星期

日又開始緊張、趕緊準備功課，似乎沒什麼娛樂，壓力也大。

　　但是，這兩年緊張的生活卻為她現今的研發工作奠下基礎，她說研發部就像總經

理的幕僚，專門收集資料、讀書、寫報告，與做研究、寫論文相仿。例如他們收集各

國公共電視的動態，以做為國內公視發展的參考，或選擇自己想要的研究主題，不但

可以接觸新事物、新資訊，也鞭策著自己不能退步。

　　勤讀原文書，使她面對工作上的資料時游刃有餘；課堂的討論與報告，使她有開

口發言、表達意見的機會，知道如何在簡短的時間內將她的報告內容作介紹，並讓他

人易懂；至於收集資料，過濾、組織資訊，到完成一篇完整的論文，是一套嚴謹的學

術功夫，也是一套做事的方法；而口試的經驗，使她在就業面試與作簡報時不致感到

緊張；另外對網路、多媒體的接觸，使她在工作中更有利基，目前她亦兼任研究發展

部對公視內部網路的負責人。兩年的研究生生活既充實又紮實。

　　玉賢學姐並指出，師長們所給予的通常不僅僅是課堂上的知識，那些對於同學們

在日常生活上的指導，更容易使人銘記在心。她舉例說，她還記得有位老師教過他們

一個方法，當你遇到抉擇時，可以先把每個選擇的優點與缺點寫下來，優點是正分、

缺點給負分，隨身攜帶、想到就寫，並在重大優點或缺點旁註記，以方便作最後的加

總，所得出的結果，即可作為判斷的依據。往往，如果心中已有較偏好的選擇，所想

彭玉賢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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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該選擇的優點總會比缺點多，自然加總後也較高分，可以幫助你更清楚瞭解自己想

要的抉擇是何者。

　　有時，會有一種頓悟的感覺，腦中浮現：「喔！原來就是這樣」，以前所看過的

書本內容或他人的經驗中所表達的義理、情感等，在某時某地會突然領會、了然於

心。

　　訪談中，玉賢學姐自若的神色與多變的手勢、表情，實在讓人難以想像她高中時

曾是個害羞、內向的女孩，如今，經過大學的通才、啟發教育；研究所專業的訓練；

以及職場的歷練，她已蛻變為思路敏捷、能充分表達自我意見的傳播人，帶有一種善

於溝通、傾聽的特質，而且在接受大量資訊的同時，她也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

　　她提到就讀研究所時，有同學因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因而抱怨自己在研究

所裡浪費時間。但她認為，人不能為唸書而唸書；為了想唸研究所而唸研究所，對研

究所抱持著太大的期望與嚮往，結果到了這個環境反而開始迷惘。因為一開始他就不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在講求主動學習的研究所中，想要求老師給予完整的指導是不

太可能的。

　　當初她決定唸研究所時，即先對幾個相關研究所做了一番打聽跟瞭解，像課程安

排、環境適合與否等，以確定自己想要的主要目標，然後才準備考試；找工作亦是。

她強調，必須先凸顯自己的利基，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好惡、能力，對

目標做調查，再作選擇；不能盲從，跟著潮流走，盲從不一定是好的，因為主要潮流

也有退潮的時候，選擇自己的興趣並不斷地學習、進步，才不容易心慌。

　　玉賢學姐還表示，她時常在日常生活與書本的相互印證中，發現許多小道理其實

是生活上的真理。以前，她常會自我反省各個階段的價值何在，認真的問自己「是否

會白走？」但後來學業與工作上的經驗不斷有交疊的部分，使她漸漸了解到人生的際

遇難以預料，如同一部連續劇，發生過的事情環環相扣，就看當初種下的機緣何時出

現。

彭玉賢學姊小檔案

政治大學廣電系畢業，交通大學傳播

研究所87級，曾任信和有線電視台新

聞部記者，現任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

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