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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踏進客家電視台的記者辦公室，看見所有人都坐在辦公桌前，緊盯著電腦螢幕，似乎是報

導截稿時間又迫在眉睫了，只覺得一股忙碌嚴肅的氣氛不斷湧現。而暫時卸下手中工作的陳君明

，帶著略顯疲憊的神色卻充滿自信的語氣說：「我們到會客室吧！」，準備抽空接受採訪。

客台當文字記者　屢獲大獎客台當文字記者　屢獲大獎

　　陳君明，苗栗客家人，三十五歲。因為在客家電視台擔任文字記者的工作，所以與家人一起

搬到台北生活。投入記者工作以來，入圍與獲獎無數，包括客家新聞首獎、卓越新聞獎等。

　　大學主修公共衛生的陳君明，其實一直以來都很熱衷於寫作，也非常關心社會議題。大學時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人文社團上，像是文化社、詩社、刊物社，還有與台灣族群相關的河洛社和

客家社，也參與了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這些豐富的經歷，使他更加確信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也讓他在大四畢業那一年決定放棄公衛的專長，轉而投入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後來陳君明去學

習拍紀錄片，因緣際會下到客家電視台擔任現在文字記者的工作。

　　陳君明在近三十歲時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就愛上記者這個職業，從來沒有考慮過轉換跑道

。他認為記者可以到各地探訪，深入地了解社會各個角落的情形，能碰觸很多沒接觸過的議題，

而主播就只能坐在攝影機前呈現報導，因此記者的工作相對而言非常吸引人。此外，陳君明也很

喜歡客家電視台的環境，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商業主流電視台的工作環境，電視上那些記者問的問

題常常被民眾罵，其實並不是記者自身願意的，他們只是遵從上司的要求，是有苦說不出的。

熱血直率的陳君明，對非主流的環保和農村議題相當關注。(陳聖文/攝)

傾聽不同的聲音　走出台北傾聽不同的聲音　走出台北

　　陳君明強調，觀眾是有選擇權的，如果選擇收看商業電視台的新聞，讓他們收視率不斷提高

，這些電視台就會持續播報使觀眾憤怒的新聞；相對的，若是民眾選擇收看非主流電視台，或許

會鼓勵商業電視台做更優質的報導。

　　當初陳君明投入客家電視台的記者工作，其實就是希望能藉由傳播人的角色，讓大眾知道一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kp.nctu.edu.tw/
//hkp.nctu.edu.tw/group/2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5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4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3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2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0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9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8
//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all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kp.nctu.edu.tw/user/122
//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_??.pdf


些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問題，並且把「麥克風交給他們，讓他們的聲音可以出來。」他強調，很多

的媒體都是採取台北觀點，身為一個專題記者的他，其實就是要學習走出台北，去其他地方看看

，去傾聽不同的聲音，尤其到鄉村地區看見了農民與土地的問題，就希望能竭盡所能，為他們發

聲。

　　陳君明在《客家新聞雜誌》的採訪作品「六龜產業恢復沒」，就是探討八八風災後地方民眾

致力於發展自然農法，卻面臨農產品不知銷往何處的窘境。「公館柿子紅了」報導苗栗縣公館鄉

的柿農面臨生產過剩，行銷不出去以及遭遇大陸低價競爭的困境，還有當地農民的應對方法。「

璞玉誰的玉」則是報導新竹縣政府在竹北高鐵站附近預定開發的璞玉計畫，陳君明相當關注其中

土地收購的問題，由於交大也涉入其中，他甚至一度與交大的教授鬧得不愉快，一切都是為了替

弱勢的農民與土地問題表明立場。

關心農民與環境議題的陳君明，也曾到蘭陽溪進行採訪報導，希望大家重視河床被占用的嚴重性。(陳君明/提供)

不固守客家觀點　看見融合不固守客家觀點　看見融合

　　由於在客家電視台工作，陳君明的報導也多與客家有關，不過他並不固守於客家觀點。他認

為台灣其實是個族群大融合的社會，不論是閩南、客家還是原住民族群，彼此都是交互影響的。

陳君明舉例，他在八八風災發生之前曾到高雄縣三民鄉採訪，發現那裡的客家人和布農族原住民

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幾乎被同化了，說的原住民語比客語還好，他說:「那你能認定他是什麼族群

呢？」

　　在陳君明的眼中，客家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像是他到馬來西亞採訪的「聚焦西馬系列報導」

，就是想了解客家人移民到海外的演變，因為客家文化在台灣是獨樹一格的，那到了海外是否也

會有不一樣的文化表現？實地採訪後，陳君明發現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確發展出獨特的農作與生活

方式，就連使用的語言也很有趣，融合了客語和當地馬來語。

　　對於目前有很多人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廣，陳君明質疑，為什麼客家文化需要被推廣、保存

？他說客家應該是一種生活的元素，現今政府常常花大錢舉辦一些類似客家湯圓節等活動，其實

是本末倒置的作法。陳君明強調，他從沒上過任何客語課程，但因為從小在家裡會說，所以他會

一口流利的客語，因此要推廣客語，不如讓它融入生活環境，而不是獨立成一門課程。

報導被看見看懂　辛苦值得報導被看見看懂　辛苦值得

　　這樣的思維也展現於陳君明的報導，雖然以客家農村為主，但他把客家當做是台灣大社會下

的一個元素和縮影，而不是一再強調客家，他反問：「難道客家人只能談客家的嗎？一定要那麼

限縮嗎？難道不能更寬容一點？」

陳君明不做主流的傳聲筒，堅持將麥克風交給弱勢者。(陳君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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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無數獲獎無數　卻只求別人看得懂卻只求別人看得懂

　　陳君明從事文字記者以來，以出色的系列報導拿下許多獎項，例如「六堆系列報導」、「璞

玉誰的玉」皆是客家新聞獎第一名。不過陳君明強調，獲獎其實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他希望

別人能看見甚至是看得懂他的報導，而獲獎的好處正是可以讓別人看見。例如「聚焦西馬系列報

導」就是去陳述移民社會、族群關係、政治民主運動等議題，其實一開始沒什麼人懂他的報導，

獲獎後才漸漸有人注意。

　　文字記者的工作其實很辛苦，沒有假期可言，有事情就要處理，甚至偶爾會遇到寫作上的瓶

頸，或是對工作感到厭倦，他說:「幾乎我身邊每個記者都會有，每年一、兩次職業倦怠。」而這

都需要靠自己調適的，頂多只能跟上級示意一下，說明最近不能處理太重的採訪，但該完成的還

是要完成。

　　儘管如此，陳君明還是熱愛客家電視台的工作，他表示:「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秤，而我心中

決定離開或留下來的這個天秤，目前是傾向於留下來。」不過他也開玩笑地補上一句：「說不定

你明天就看不到我了。」

　　從陳君明對記者工作的熱忱與對社會議題的關懷，相信他會繼續做下去，持續把麥克風交給

那些需要發聲管道的弱勢族群。

附件下載：
陳聖文.文嘉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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