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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次讀完⼀整本書是甚麼時候呢？⾃從網路、智慧型⼿機相繼問世後，⼈們似乎漸漸
喪失了閱讀⻑文的耐⼼；與此同時，新聞報導、網路影片的篇幅也越來越短，這到底是怎麼
⼀回事？在這個資訊爆炸、⼈⼿⼀機的時代，每天接觸到的資訊量⼤到令⼈難以招架，不論
是內容產製者或閱聽⼈，都朝著「速食化」的⽅向發展。本文將帶領讀者⼀窺速食化資訊的
利與弊，以及⾯對如此趨勢，⾝為閱聽⼈的我們該如何應對。

▲  網路上常⾒的等介紹短片

（照片來源／主頻道【⾕阿莫】）

加速的⽣活步調 加速的資訊傳遞
相信⼤家都曾在YouTube、Facebook或是Instagram等平台上看過介紹電影劇情的濃縮短片，
「三分鐘看完」、「五分鐘系列」諸如此類的影片標題，讓追求快速資訊以及對⻑片缺乏耐⼼
的觀眾點開⼀部⼜⼀部的電影介紹短片，⽤最少的時間看完⼀則⼜⼀則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oXIWMPEtE&t=142s


在這個資訊爆炸、⼈⼿⼀機的時代，每天接觸到的資訊量⼤到令⼈難以招架，⼈們對於要花時
間研讀才能獲取資訊這件事感到不耐煩，創作者產製的資訊篇幅也越來越短，讓觀眾得以快速
得知內容後，接著前往下⼀份濃縮過的資訊。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對於「資訊爆炸」（Information
Explosion）的解釋是「快速增⻑的資訊量及這些⼤量資訊所產⽣的影響」，也提到學者估計現
代⼀份報紙上的資訊就超過⼗七世紀⼈們⼀⽣所需要的資訊量；然⽽⼤部分⼈們在網路上獲得
的資訊，卻遠超閱讀報紙獲得的，⾜以得知現代⼈每天接觸到的資訊量有多麼龐⼤。

▲  ⼀份報紙資訊比⼗七世紀⼈⼀⽣需要的更多。

（照片來源／Pexels）

濃縮簡化內容 快速抓住重點
在資訊爆炸的背景下，閱聽⼈變得傾向選擇快速且重點明確的資訊與傳播媒介，再加上現代⼈
⾼壓、快節奏的⽣活型態，「速食化」的現象也就隨之成形。速食化的⽣活型態反映在現代⼈
⽣活中的各個⾓落，但最為明顯的，還是最普遍、最⼤宗的資訊來源——網路。

網路資訊速食化的趨勢在許多文本類型，或資訊形式中都可以觀察到，從前述的電影介紹短
片，擴⼤到整個YouTube影⾳平台來進⾏檢視，除了將兩個⼩時的電影濃縮成三分鐘的短片，
還有各類型的知識型介紹影片，不外乎都是將極⼤的資訊量濃縮成極短的影片時⻑；⽽球賽或
是其他運動項⽬，也常常會有稱為「精華片段」的剪輯短片，讓觀眾能夠透過影片快速抓到比
賽的重點。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99/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0/pexels-digital-buggu-167538-min.jpg?ssl=1
https://www.pexels.com/zh-tw/


提到影⾳內容就不能不提近年⽤⼾量和受歡迎程度都⼤幅成⻑的短影⾳平台TikTok，與
YouTube相比，TikTok在「壓低每份資訊觀看時間」的⽬標上做得更加徹底和完善，加上其獨
特的觀看機制讓⽤⼾欲罷不能，在短短幾分鐘內，可能就接收了超過⼗份以上的資訊。

▲  TikTok 近年⼤受網路使⽤者歡迎。

（照片來源／Pexels）

比起YouTube，社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也不遑多讓。除了Instagram推出模仿TikTok模
式的連續短片（Reels）功能之外，本⾝以圖片為主、文字為輔的發文機制也讓許多產製者採⽤
懶⼈包圖片搭配少量文字進⾏資訊傳遞；⽽懶⼈包作為「幫助普通⼈⽤最短時間，掌握事件的
來龍去脈與核⼼問題」的⼀種網路傳播文體，追求簡單扼要和快速的特質體現了網路資訊速食
化的精髓。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0/S__13778946.jpg?ssl=1
https://www.pexels.com/zh-tw/


▲  IG的發文機制讓產製者採⽤懶⼈包圖片搭配少量文字進⾏資訊傳遞。（照片來源／陳昀 攝）

 

資訊速食化是好事 還是壞事？
你我已經⾝處在速食化的網路環境中，但是這種現象和網路⽣態到底是好是壞？對⾝為閱聽⼈
的我們⼜會產⽣甚麼影響？

逐漸速食化的網路環境，提供閱聽⼈快速了解事件或特定資訊的管道。在過去，要學會某項技
能可能需要讀完⼀整本書，但在追求快速、簡要、精華的現代網路資訊環境中，可以很輕易找
到速成的教學影片或圖文教學。雖然經過濃縮的資訊無法和⼀整本書的細節知識相提並論，卻
能夠讓閱聽⼈快速學到基礎及重點。

⽣活在現代的網路使⽤者⽣活節奏越跑越快，能運⽤的時間越來越少，每天接觸到的訊息量卻
⼜⼤到難以想像，因此重點明確、篇幅短⼩的資訊，對於閱聽⼈⽽⾔是更好吸收的資訊型態。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0/S__13623351-min.jpg?ssl=1


▲ 現代⼈⽣活步調快速，能運⽤的時間變少。（照片來源／Pexels）

然⽽速食化的特性事實上是⼀體兩⾯，速食化趨勢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缺點。先前提到經過濃
縮、刪減後的網路資訊讓閱聽⼈可以快速獲得資訊重點，但同時在刪減過程中犧牲掉的，就是
資訊的細節和完整性。若是新聞報導或議題類的網路資訊，在速食化的網路環境下為了達到快
速、簡要的⽬標⽽對資訊進⾏刪減，容易省略掉細節⽽導致閱聽⼈無法掌握事件的全貌，甚⾄
被誤導⾄錯誤的結論。

在這樣⼦的網路環境之中，閱聽⼈也漸漸對閱讀⻑文報導、篇幅較⻑的完整資訊失去耐⼼，⽽
網路使⽤者的不求甚解也讓內容農場有機可乘。就連許多新聞媒體也漸漸以聳動標題搭配簡
短、空泛的內容作為主要的報導形式，犧牲了報導的深度與廣度，讓台灣網⺠普遍認為台灣新
聞媒體素質低落，從常常被⽤來抨擊新聞媒體的笑話——「⼩時不讀書，⻑⼤當記者」就可略
知⼀⼆。

主動代替被動 速食也可以很健康
⾯對內容深度逐漸低落、完整性不⾜的新聞媒體，與追求快速、精簡的網路環境，有些⼈會認
為產製者⽋缺專業性，但供給也是來⾃相對應的需求，受眾不買單的話產製者也不會朝這個⽅
向發展。因此，我們很難把如今的網路環境單⽅⾯歸咎於產製者，如果閱聽⼈普遍擁有媒體識
讀的⾃覺，或許新聞媒體和整個網路資訊⽣態也不會演變成如今的樣貌。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0/pexels-mike-chai-842339.jpg?ssl=1
https://www.pexels.com/zh-tw/


▲  不論哪種資訊型態都有助於構築閱聽⼈⾃⼰對事件的理解和觀點。（照片來源／Pexels）

網路資訊速食化的趨勢和資訊爆炸已是現況，⾝為閱聽⼈的我們在接受網路便利性的同時，也
需要檢視⾃⼰的網路使⽤習慣並提升媒體素養。然⽽光有媒體識讀的能⼒，⽤來評判資訊的對
與錯並不⾜夠，在跟上時代的同時，要活得進步⼜健康，閱聽⼈需要具備主動蒐集資料的能
⼒。

就算資訊簡短、經過濃縮，仍然可以⼀點點地去拼湊事件的⾯貌，構築⾃⼰對事件的理解和觀
點。因此，在資訊充⾜和便利的時代，我們絕不能被動地任憑媒體餵養，在智慧科技當中反倒
失去⾃主思考的能⼒。速食化資訊固然⽅便，但是⻑篇內容的存在也有其必要性。接收訊息、
形成認知的過程，要以誰為主、以誰為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閱聽⼈不該屏棄任何⼀種資訊
型態。如果時代如此資訊爆炸，那麼就該接收更多，⽽不是拒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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