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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2  記者 鄭伊婷 報導

某天早晨，梳洗完畢的你悠閒的坐在沙發上，打開電視準備收看今天的晨間新聞，然而映入眼簾

的不再是你想像中的新聞畫面，而是手邊報紙的標題與內容出現在電視螢幕上。你瞄了電視一眼

，又瞥一下手邊的報紙，腦中浮現兩個選項：把電視關掉看手上的報紙，或是乾脆丟掉手上的報

紙聽新聞主播縮減過的摘要整理......。

電視新聞使用翻攝畫面已經變成一種常態。（攝影／鄭伊婷）

最近電視新聞興起一股讀報與翻攝風潮，打開電視後所看到的一則則新聞，大多已不再是傳統的

訪問畫面與實景拍攝，而是以報章雜誌圖片與網路平台影片為主的翻攝畫面，再輔以簡單的訪問

段。這種讀報風與多媒體平台的混合使用，間接造成電視新聞品質的下滑。其內容亦漸漸趨向速

食化的變質，美味快速但卻是一些不具營養價值的垃圾食物。

 

讀報何來？電視新聞廣播化讀報何來？電視新聞廣播化

各大電視新聞台最近吹起一股晨間讀報風，其靈感源自廣播的晨間讀報，自從某間電視台開始嘗

試這種「播報」方式之後，其他家也陸續跟進。然而從幾何時，以畫面為血肉的電視新聞，竟開

始大大方方的將以文字為主的報紙做為主要的新聞素材，塞到觀眾面前。傳統的訪問段與畫面越

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主播與記者們所做的讀報心得摘要，還有死板板的單調翻攝畫面，「從電

視看報紙」這種以前想像不到的資訊獲取方式，將逐漸地變成一種常態。諷刺的是，彼此競爭激

烈的電視新聞台，播報內容卻相差無幾，會造成這種同質性極高的情況，無疑是由於資料來源相

同的緣故，而這也間接地表示觀眾可以的獲取的資訊內容與選擇將更加貧乏。

 

針對這個現象，業界人士有一套不同的解讀方式，資深記者謝國安表示，報紙跟電視新聞本質完

全不同，而性質的相異也造成了受眾的區別。從業界的角度來看，不同的媒體平台就可算是不同

的資料來源，只要有新聞性與報導價值就可以拿來用。「但通常都會補拍一些畫面和訪問段，如

果只有報紙畫面的話真得很乾。」，謝國安描述電視新聞記者負責的新聞件數從早期的早一晚一

，演變成現在的早一晚三或早二晚二，記者工作量的爆增可能是造成新聞品質內容下滑的主要原

因。「記者幾乎沒有時間去補拍畫面和琢磨內容，小一點的新聞常常這樣帶過就算了，這算是整

個業界的惡性循環。」謝國安說。

  

原地打轉的速食新聞原地打轉的速食新聞

台灣電視新聞的題材雖然多元到讓外國媒體嘖嘖稱奇，但仔細思考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報導帶給觀

眾所得到的收穫近乎於零。社會新聞與人情趣味佔去太多版面，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李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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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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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教授說：「我們觀眾都是被剝削的一群，當我們花費時間看這些沒有營養的新聞時，我們都在為

業者從廣告主那裡賺錢。」李美華認為電視台讓觀眾花太多時間去瞭解沒有必要知道的瑣事，她

提到前陣子吳育昇的緋聞事件讓她感到不可思議，「有電視台甚至把緋聞女主角的祖宗十八代都

給查出來，如果是綜藝節目或談話性節目就算了，但它是用一個正統的新聞規格方式去報。」

 

對於此種現象，謝國安做了一個比喻「就像是收看台灣鄉土劇一樣，觀眾總是一邊看一邊罵劇本

和拖戲，但還是會一直看下去，偏偏這又會影響收視率。」謝國安表示商業電視台會將收視率視

為觀眾喜好指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播小狗小貓的新聞時的收視率總是會高於國際新聞。」謝

國安說觀眾的回饋結果，常會促使新聞台業者傾向國內報導而疏遠國際新聞。

 

「我覺得已經像是一種習慣。」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吳雨璇說，台灣觀眾即使對新聞內容不甚

滿意，但還是會默默看下去，「也不能改變什麼，事實上生活週遭較淺顯易懂的新聞事件的確比

政治和國際新聞更引人注意。」對於整個電視台讀報潮流，吳雨璇認為是因為電視台彼此間都害

怕如果自己沒有讀報的話，收視率會輸給其他有讀報的電視台。曾在電視新聞界擔任主播的交大

傳科系黃靜蓉教授則表示：「以前是一種戒慎恐懼的態度，找不到其他畫面才拿來用，但現在的

情況是將翻拍和讀報行為光明正大的看成一種常態，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樣。」

 

台灣媒體曙光何時再現台灣媒體曙光何時再現

令人感到憂心的是，若各新聞台繼續視短暫的收視率變化決定報導內容，就好比像是店家間互打

削價策略的惡性競爭，用更廉價的價格吸引顧客的同時，商品的品質也越來越差。電視新聞是瞭

解外界資訊的重要管道，也影響國人如何去看待世界與國際情勢，在這種過度報導社會事件、政

治口水及地方美食等等國內新聞時，觀眾失去的並不僅有時間，恐怕失去更多瞭解國際資訊的機

會。

 

然而，悲觀與批判並不能有效的改變現狀，謝國安提到現在有很多電視新聞台漸漸轉向節目企劃

與專題包裝的方式，像是《文茜世界週報》、《台灣看天下》以及《消失的國界》等較具國際視

野的專題節目皆頗受觀眾好評。「台灣觀眾不是不喜歡國際新聞，但可能就是需要被包裝過，或

是用專題的方式推出。」謝國安提到觀眾自己會有分眾的概念，也就是平常可能不看某一家新聞

台，但會因為喜歡某個節目而固定收看。「《消失的國界》剛開始做的那時候也是很怕沒有人看

，但後來的結果告訴我們，台灣的觀眾對國際資訊還是有一定的興趣與需求。」謝國安說。

 

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台灣觀眾的媒體使用習慣正是間接造成電視新聞內容貧乏的原因之一，而

其中最消極的抵抗莫過於拒絕收看。從積極層面來發想，觀眾可以主動向電視台投書或是上網去

電視台的討論區發表意見，適當的向業者送出正面或是負面的回饋；另一方面，業者也應鼓起勇

氣多做一些前瞻性的嘗試，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收視群，而不是只在彼此內容同質化的漩渦中載浮

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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