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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動新聞用3D動畫試圖重建「虎女郎」事件的始末。（圖片來

源／翻拍自動新聞）

動新聞　凍不了的新趨勢動新聞　凍不了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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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齊聚壹傳媒大樓，抗議動新聞內容涉及煽色腥，並要求禁播。（圖片

來源／中新社）

壹傳媒的台灣蘋果日報在今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推動了線上動畫新聞──「蘋果動新聞」，該媒體

以3D動畫的方式重演新聞事件，並搭配新聞照片、訪問、旁白以及配音的報導形式，在新聞界投

下一顆史無前例的震撼彈。然而，如此善用新傳播科技的媒體，竟利用動畫大量重現了社會事件

的血腥、色情以及暴力；在新聞倫理的界線上，「動新聞」明顯地是逾越了。

動畫重演　萬惡或者趨勢動畫重演　萬惡或者趨勢

蘋果日報除了讓讀者閱讀報紙之外，某些新聞只要透過手機鏡頭辨識條碼，就可以連結上網看到

「動畫版」的該則新聞，讓讀者透過「更快速、更清楚、更完整」的影片內容了解事件的來龍去

脈。而這些附有條碼的新聞，多半是社會新聞，其中又以暴力、色情、八卦、醜聞等「限制級」

內容為大宗，試圖引導讀者跟著「蘋果眼」的角度觀看新聞。除了傳統新聞原本該有的記者旁白

、訪問段以外，動新聞更增添了3D動畫，以數位模擬的方式重建案發過程等記者拍不到，而觀眾

卻想看又好奇的畫面。

 

以美國超級運動員老虎伍茲的「虎女郎」事件為例，動新聞用動畫「還原」伍茲與誹聞對象的互
動、與老婆爭吵、開車撞樹等情節，讓讀者無須透過冗長的文字，直接就看到事件的始末。不論
是真是假，只要該事件的一種推測情況傳到動新聞的耳裡，動新聞馬上變出動畫給觀眾，如伍茲
開車撞樹，起先其老婆供稱自己是在屋內聽到撞車聲響後才出外察看，發現意外，動新聞便將整
個過程用動畫重建；而後，又有消息指出是伍茲老婆拿著球竿追打伍茲的車，才導致這起撞樹意
外，動新聞當然也做了一則動畫描述這個「最新版本」。此兩者誰為真、誰為假，沒有人知道，
甚至可以明確地說，其中一則必為假，那麼蘋果就是在做假新聞，跟記者自己當導演重新安排新

聞畫面沒有兩樣。

蘋果日報用高成本培養動畫師製作動畫，目的
就是在滿足台灣閱聽人的「偷窺慾」，等動新
聞漸漸被大眾接受甚至成為主流後，收取觀看
的費用自然可以吸收製作成本。許多學者與媒
體認為動新聞根本不是新聞，它既不客觀，又
失去了新聞應該「普及大眾」的基本要求，如
此背離新聞常規的表現方式，到底是萬惡，還
是趨勢？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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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長郝龍斌對動新聞連續兩次開罰累計一百萬的高額罰

金，要求動新聞改善新聞品質。

（圖片來源／翻拍自中天新聞台）

動新聞的生死，何不交由社會大眾自行公斷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從反對到禁止　動新聞再出招從反對到禁止　動新聞再出招
動新聞首度發表後一周以來，各界的反對聲浪從來沒有停歇。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勵馨基金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等許多民間團體號召群眾到壹傳媒公司前表達不滿，抵制的態度堅定。台北市
政府也在短時間內對動新聞連續開罰一百萬元，更表示會依照妨礙秩序罪、妨礙風化、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兒少性交易條例等法律持續監看動新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在１２月９
日開會決議，駁回了壹蘋果的新聞台、資訊綜合台等申請，ＮＣＣ副主委陳正倉表示，動新聞已
違反了至少是《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五條，「維護人性尊嚴的核心價值」。

  
蘋果日報似乎無畏政府的開罰，雖然已大幅度
調整限制級動畫的過度寫實與血腥程度，在新
聞取材上也更趨多元，不再集中於社會事件或
誹聞刑案。１２月９日ＮＣＣ宣布駁回壹電視
申請的隔天，蘋果日報依然使用十五則以上的
動新聞，並在自家新聞中表示遺憾，重整再出
發的氣勢相當濃厚。

蘋果日報、壹周刊已經將台灣閱聽眾對新聞的
口味越養越重，對於腥羶色的內容似乎已經漸
漸習慣了。回顧當初蘋果日報進軍台灣時亦引
起各界的反對聲浪，但人民的消費結果卻一再
顯示，這是台灣民眾喜好的口味。壹蘋果創辦
人黎智英似乎在試探台灣人對於新聞媒體的尺
度，從壹週刊、蘋果日報到最近的動新聞，又
再度引起接二連三的討論，各大新聞媒體重篇

幅的報導、談話性節目熱烈地討論，抨擊也好、支持也好，以及北市府大舉動重金開罰與禁止，
似乎讓蘋果動新聞的知名度越來越廣，不同的立場也紛紛出現；「反對」，也只是其中之一。

蘋果給台灣的震撼教育蘋果給台灣的震撼教育
說穿了，如果攝影機拍得到伍茲偷吃、獸父虐童的畫面，那就根本不需要動新聞了！但也就是因
為拍不到，因此動畫模擬的報導問世。歸納目前動新聞受爭議的點，第一，內容太過羶色腥；第
二，動畫無法客觀描述事實。若除去以上兩點顧慮，動新聞也許可以合理存在，甚至會成為未來
新聞結合報紙與網路的新趨勢。動畫無疑是非戰之罪，有疑慮的是其報導的題材與手法。

  
如果動新聞報導健康、醫療新聞，以動畫模擬的方式，教導
民眾如何正確刷牙、增進人體常識等，那想必會是閱聽人的
福音。報導財經新聞，以動畫搭配專家訪問，動畫趨勢圖讓
大眾以視覺的方式輕鬆了解股市未來走向和起伏。災難新聞
、意外新聞，用動畫解說颱風的行程以及可能造成的災害、
還原專家推測車禍的原因、路線等，都有助於觀眾強化對此
事件的概念。以上的類型一般電視台都早已用過，很顯然壹
蘋果覺得這樣還不夠。

既然壹蘋果發表了動新聞，那就不太可能會中途停止，如果
真如黎智英所說，台灣是最適合辦報、辦雜誌的地方，因而
期待用動新聞再次擄獲台灣觀眾的心，似乎有點太小看台灣
人的「品味」了，台灣的觀眾可以用自己閱讀的行動來選擇
媒體報導的方向，只要不聽、不看，動新聞想必也覺得自討
沒趣。但台灣人有可能不看嗎？在現今「一派清流」的新聞
文化中，總算出現了一個不同口味的網站敢如此辛辣地報導
社會事件、揭露誹聞、批評政府，某種程度上讓社會事件更
受到大眾的關注，也扮演了監督的角色。要用重罰抵制動新
聞的發展，幾乎不可能，何不讓動新聞以自己的力量繼續生
存下去，讓明智的社會大眾宣判它的生或死，接受它、反對
它，又或者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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