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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報導透過訪談兩位以撰寫中⻑篇文章內容為主，經營個⼈社群的文字⼯作者，透過看似對立的眼
光與⾓度，探討⾯對資訊逐漸速食化的當今，各媒體之間，甚⾄作為閱聽⼈的你我，當以何種態度看
待此趨勢。

速食化資訊消化不良
 
「把各種環境因素放進來看，會發現資訊速食化的結果非常⾃然且合理。雖說可以理解，但不⾒得就是好。」是
新聞⼯作者張珮歆對於資訊速食化趨勢的看法。濃縮過後的內容不僅存在偏頗與缺漏等弊病、近幾年來抖⾳和 IG
上 reels 1的設定與發展趨勢，更剝奪受眾接收資訊的主控權。不僅無法快轉影片段落，更會在影片結束當下隨即
跳轉、接續下則影⾳播放，致使⽤⼾毫無意識、也無法⾃拔地，被動吞食媒體所投餵的資訊內容。

▲ 隨著世界運轉的節奏⼀再加速，致使效率成為多數現代⼈的追求。（照片來源/Pexels）

然⽽，即便存在問題也無需以偏概全，資訊速食化所創造的便利，亦是有⽬共睹。「如果你喜歡快，是不喜歡浪
費時間的⼈，就去追求⾃⼰想要的⽣活模式，這樣很好。」對於時尚編輯Queenie（化名）⽽⾔，挑選適合⾃⼰的
訊息接收模式，是在如此快速運轉、資訊爆炸的世代裡，如何接軌且摸索世界的重要課題。⽽作為順應時代發展
⽽⽣的產物，速食化的資訊本⾝並沒有問題，錯誤是媒體惡意刪減、拼湊訊息，致使文字、影像等各式傳播載體
破碎⽽不成形。例如藉由懶⼈包濃縮、歸納的特性，實現操弄輿論、擺動事件風向的⽬的，誘導閱聽⼈掉落難以
察覺的意識框架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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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換⼝味，來點中⻑篇內容
以文章為例，與簡潔扼要的速食化資訊相比，由文字層層堆砌的中⻑篇文章，能夠保留較為寬廣且⾃由的想像與
詮釋空間；卻也必須投入較多的⼼思和精⼒，才能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將內容轉化為⾃⼰能夠運⽤的知識。期
間所需耗費的時間之⻑，是⽣活節奏快速的現代⼈敬⽽遠之的主要因素之⼀。

▲ 現代⼈的⽣活時間碎片化，因⽽仰賴接收速食化的網路資訊（照片來源/Pexels）

即便乏⼈問津，中⻑篇文章仍然存在其⽣產的必要性。正如張珮歆所⾔：「如果要把事情講得清楚，我更在意事
件發⽣的脈絡。」⽽為梳理事件脈絡，絕非單憑幾句話和圖像即能完善；勢必得以細膩的敘事處理，以及事件的
因果鋪陳，梳理⼈物的所感、所為如何推進故事發展，以上因素促使文章篇幅隨之增⻑，⽽難以三⾔兩語概括、
簡述。撰寫⼈物專訪如此、評論議題時事如此、以明確表達想法為出發，進⽽⽣產的文章皆應如此。

順應網路以及現代快速消費的習慣與喜好，短影⾳與懶⼈包等速食化資訊善⽤⼝語、淺⽩的敘事技巧，實現即
時、廣泛傳播的⽬的。「我希望我的讀者對於事件本就稍有認知，⽽我可以講的更多、更深，甚⾄成為擺渡者的
⾓⾊，讓他們知道如何貼近真實。」是張珮歆對於文章⽣產抱持的態度。⽽在如此駁雜、爭鳴的傳播環境當中，
⾃⾝的⾓⾊定位如何？優勢為何？應當成為媒體從事資訊產製的過程中，反覆檢視與⾃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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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傳播並非⼀昧搶快，媒體應當⾃我檢視，⽣產符合⾃⾝優勢的內容。（圖片來源/Pexels）

在同⼀條船上，他有他⽽我有我的客群
如果資訊爆炸的時代不得不仰賴吸睛、直觀的速食化資訊，作爲訊息接收的入⾨與啟蒙；那更不得缺少具有深度
的中⻑篇內容作為引領，引領閱聽眾歷經價值判斷和思緒的琢磨，完善⾃⾝對於事件的認知與感受，進⽽引發起
⽣⽽動的轉變。
 
「我們既需要速食化資訊，⼜不希望他們養壞讀者的胃⼝。」是張珮歆⼀再提及的看法。⽽不同類型的媒體之間
該如何進⾏分眾與分⼯，共同提升當今意⾒市場的效率與品質，成為資訊爆炸世代裡，作為媒體⼈應當思考的問
題。如果中⻑篇文章不易傳播，那麼在文章完稿之後、事件發⽣之時，該如何才能獲得⼤眾的關注與迴響？那勢
必得仰仗速食化資訊的快速與廣佈，簡短以及易於吸收的特性。例如藉由濃縮後、碎片化的懶⼈包為媒，觸及更
多的閱聽眾。這樣的分⼯，有異於為了競爭即時、獨家，以及產製勁爆話題的速食內容，只為流量與曝光，貶低
資訊與知識的公共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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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動裝置與網路的普及，不僅⼤幅提升資訊傳遞與接收的效率，也造成意⾒市場與媒體⽣態的諸多問題。

（圖片來源/Pexels）

「像是短影⾳的資訊量太⼤，雖然在感官上會很享受，但後續所留下的印象會比文字少很多。」是當Queenie被問
到為何使⽤文字進⾏傳播時的回答。即使認同也深知速食化資訊的傳播⼒道既廣⼜強，卻仍以中⻑篇的文字內容
經營個⼈社群，是Queenie釐清媒體定位及⾃⾝優勢後，以書寫主觀意⾒與觀點，期許能夠完整傳遞所思所想⽽發
展的經營模式。於媒體⽽⾔，博得關注並非⼀切，⽽該以分眾與分⼯合作發揮媒體價值，為資訊接收與產製端的
循環⽣態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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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世代資訊爆炸，不僅要呼籲閱聽⼈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媒體也該以傳遞正確且完整的資訊為⽬標，

分⼯合作為了資訊循環市場共同努⼒。（圖片來源/Pexels）

均衡調配，養出⼤眾健康好觀念
正如Queenie所⾔：「如果能夠從中得到他們所需的，⼤家也不需要浪費時間。」即便速食化資
訊仍然存在偏頗、缺漏以及空洞等諸多疑慮，卻也實實在在地提升現今資訊傳播的效率與規
模。速食化資訊雖然無法取代中⻑篇文章的功能，但也不應遭受抵制亦或為⼈詬病。兩者該以
並進的互動模式，藉速食化去擴張資訊的傳播之廣，⽽以中⻑篇文章挖鑿訊息討論之深，無需
競爭誰優誰劣，只應考量資訊的傳播如何⽅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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