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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新聞幕後　記者囧很大

2016-05-01  記者 許人文 文

近年來，記者經常受到社會大眾嚴格檢視，凡遇到新聞出錯或是記者出糗，免不了成為社群媒體

上眾人調侃的對象。《記者囧很大》作者林靜梅為現任公共電視記者，長期關心環境、生態及動

物保育等議題，其作品【火蟻大對抗】曾獲得第四屆電視類卓越新聞獎。本書以作者自身豐富新

聞實務經驗，由新聞事件帶出台灣媒體現況，搭配詼諧犀利的文字風格，深入剖析記者生態，寫

實呈現新聞採訪現場。

 

真正的記者　以人性出發真正的記者　以人性出發　

記者走入每個新聞現場，都重複著一樣的步驟。他們透過文字和影像記錄著事件經過，確保每個

瞬間都被如實地保存，並將其有條理地輸出。「如果記者能為社會貢獻什麼，也不過就是做個

『真正的記者』。」所謂真正的記者，肩負著提供訊息、監督政府的重責大任。這樣的責任，也

讓記者面臨嚴峻的道德考驗。有些人過度簡化各方說法，因其職務之便，火力全開批評權力者，

不自覺過度消費正義；有些人則刻意美化事實，為了利益出賣閱聽眾。林靜梅面臨如此艱難的道

德考驗，仍深信若以人性出發。抱持著「不偏信、不盡信」的態度，獲得更多元的說法及證據

後，避免個人情感投射，試圖一步步還原事件經過，也許就能趨近事實。

然而回歸現實，專業形象不再的記者，不只被貼上文化流氓的標籤，更被定義成社會亂源。多數

民眾遇到記者上前採訪，往往避之唯恐不及，可說是人見人厭。公關公司則大不相同，為求獲得

客戶正面報導，對記者百般討好，甚至下重本送出豪華禮品。如此矛盾的處境，讓新聞記者的工

作難度增加不少。林靜梅鉅細靡遺地將心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拔河，忠實呈現在讀者面前。從中

不難看出，她堅守古典新聞價值，出自於她對自我的要求及對記者的期許。

 

新聞背後　血汗交織的結晶新聞背後　血汗交織的結晶

書中提到每日電視新聞的難處，在於每日都須如常，除了做好求證、平衡報導等基本功，更須兼

顧時間壓力及篇幅限制，環境生態等議題還得仰賴記者多年專業知識累積，才得以精準掌握新聞

脈絡。談及媒體生態，身為公視記者的林靜梅，與商業台記者相較之下，報導方向有較多討論空

間，卻也免不了面對來自上級的壓力。舉凡堵人採訪失敗、獨漏畫面等狀況，或許還能以其他折

衷方式處理，但採訪災難新聞則難以跳脫嗜血記者的角色。

災難新聞通常都要前進災區，不只要克服交通、安全問題，更時時考驗著記者的道德底線。當記

者一拿起麥克風採訪，便不斷攪動著災民的痛苦，甚至是見獵心喜地消費著災難。這樣災難報導

究竟是滿足了電視台的收視率，還是滿足閱聽眾知的權利。林靜梅詳述自身於莫拉克颱風的採訪

經歷。她除了強忍災難現場帶來的震懾，更約束自己不過度消費災難，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她在

新聞專業與人性之間的拉拔。

回到林靜梅主要負責的環境、生態新聞議題，她提到政府資訊不夠公開，甚至是政府帶頭忽視記

者採訪權等問題。從環保署的環評會議、農委會食安會議到營建署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甚至土地

徵收等會議，仍須記者據理力爭，才能獲得部分採訪權，而最關鍵的審查階段還是不得拍攝。臺

灣政府利用公權力約束媒體的種種跡象，一再指出政府對於環境議題的輕忽，不禁讓人質疑當中

是否存在見不得人的秘密協商。即使每日新聞現場充滿挑戰，林靜梅仍堅守崗位，藉著自我調侃

和反思，在這兇猛的新聞環境中站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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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鄭淇云鄭淇云

本期為喀報第兩百四

十期，一共有二十六

篇稿件，以文字為

主，動畫五篇、圖表

五篇、電視專題一則、廣播兩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黃吏玄黃吏玄

桃園八德人。 及時
行樂的實踐者。 如
果可以呼吸一片不同

的空氣，寫出一句不

同的風景，我願意試著遠走天涯。

我是黃吏玄，Carpe Diem。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孔婉寧孔婉寧

世界很大，不走白不

走。夢想是到世界各

地衝浪，蒐集各種海

的藍。旅居新竹20
年，不吃福源花生醬，我，是孔婉

寧。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4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1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https://twitter.com/share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3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8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8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82?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2?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0?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76?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50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user/357
//castnet.nctu.edu.tw/user/384
//castnet.nctu.edu.tw/user/370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8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user/38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73?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user/39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5?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user/3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3?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user/36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9491?issueID=6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自煮工作坊　喚起食物意識自煮工作坊　喚起食物意識

自煮者能力養成工作坊希望能透過為期六周的
實作課程，讓大學生對食物議題有更多的認
識。

千里之外的幸福　千里之外的幸福　

報導范裴倫在連天戰火之下來到台灣的艱辛故
事。

《記者囧很大》集結林靜梅多年新聞工作經歷，

以犀利筆鋒寫實呈現臺灣新聞實況。（圖片來源／博客來）

 

熊貓新聞熱潮　獨家詮釋熊貓新聞熱潮　獨家詮釋

二〇〇八年轟動一時的熊貓團團、圓圓，曾以可愛樣貌佔據各大新聞版面，林靜梅在書中以兩岸

關係的角度切入，詳述台灣及中國兩方協議熊貓來台的經過。陳水扁執政時，以動物保育的原則

婉拒了熊貓外交。馬政府執政時，中國堅持此為「國內贈送」，馬政府低調達成協議，接受此矮

化國格的條件以獲贈熊貓。正當目光聚焦在熊貓來台的花絮新聞時，她試著呈現多元觀點，不僅

採訪保育團體反對熊貓輸入的觀點，還捕捉到中國大熊貓飼養員動人不捨之情。而後來圓圓人工

受孕成功，當眾人關注小圓仔剛出生的一舉一動，林靜梅卻以此深入探討動物人工繁衍與保育觀

念。揭開人類以保育之名，美化贈送動物、人工繁衍和觀賞的動機，實為消費野生動物的生命、

妄想掌控世界的貪婪。如此深入且獨到新聞點絕非靈光一閃，必須經過長時間關注動物保育議

題，熟悉環境與動保等專業知識，才能從中推理出假說，再進一步採訪各方人士。

 

懷抱記者夢的唐吉軻德懷抱記者夢的唐吉軻德

本書以記者自述方式，平易近人的口吻勾勒出臺灣新聞環境，分成四個單元，前半段探討記者自

律、媒體生態，後半段則偏向採訪實錄，最後則以她的主播經歷結尾。前半部對於媒體現況提出

許多質疑，但採訪實錄部分結構較為鬆散，人物間的連結度不高，並以自身主播經歷結尾，缺乏

較完整的結論，實為可惜。《給年輕記者的一封信》同樣是關於新聞記者的書籍，作者塞繆爾．

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則以書信體的方式，向所有抱持記者夢的年輕後輩，重申

古典新聞價值的重要性，對於新聞教育提出精闢見解。

新聞業永遠歡迎懷抱理想與熱忱的唐吉軻德加入，但光憑熱情很難改變現況。林靜梅曾表示，當

現今各大媒體因商業考量，以即時新聞取代深度報導，電視上充斥著行車記錄器和監視錄影畫面

拼湊而成的新聞。這不僅拉長記者工作時數，也無法深入耕耘新聞線，記者難以從中累積專業素

養，間接破壞了培養記者的環境。

而弗里德曼則認為新聞教育不該再強調戰地記者的英雄事蹟，而應從最基礎的新聞採訪工作開始

訓練。若要求記者以「水門案」為目標，不如關心當前公共政策。以臺灣為例，同志人權、食品

安全及居住正義等熱門議題皆須經過長時間耕耘，並從中累積專業知識、磨練新聞素養，對於臺

灣社會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期待懷抱記者夢的唐吉軻德們，投身推動臺灣媒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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