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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你還看報紙嗎？

隨著時代變遷，電視頻道、網路陸續崛起，以紙作為主要媒介的報業逐漸式微，街頭巷尾人手一

報的景象已不復見。作者湯姆‧瑞奇曼在《我們不完美》一書中，將個人工作經驗與觀察融入十

一篇短篇故事，讓荒謬的故事情節與鮮明的角色呈現報業由盛轉衰、最終走入歷史的無奈。

不完美的平凡人不完美的平凡人

故事主軸發生在位於羅馬的一家國際英文報社。每一個短篇故事的主角都與報社有關，從總編輯

、校稿中心主任、財經記者到遠在巴黎的特派記者，他們煩惱的是哪裡有大新聞、廣告與外電在

版面的比例，也擔心自己的薪水和職位，以及發生在生活週遭許多無奈的事件。

一疊看似平凡無奇的報紙，背後的產製過程卻有數不盡的故事。（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故事從巴黎特派記者洛伊說起，他是一個不願意改變舊式報導觀念的資深記者，堅持用傳真機而

不是電子檔和報社聯繫，總是構思各種專題報導而非聳動的戰爭、流行新聞，因此越來越多合作

的報社和他解約。為了保住工作，他想盡辦法向在外交處工作的兒子打探消息，卻在最後發現兒

子沒有工作的事實，自己再也無法寫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聞。

財務長艾碧自認對報社盡心盡力，卻尷尬地在飛機上發現因預算縮減而被自己開除的編輯就坐在

她旁邊。兩人在飛機上的互動讓她以為雙方產生曖昧情愫，最後卻發現是對方報復的手段；而應

徵開羅特約記者的溫斯頓，在埃及被身為競爭對手的資深記者耍得團團轉，甚至拋棄當記者的想

法。

十一個平凡人的故事背後，代表著報社隨著大時代轉換下，從創辦到凋零的過程。這間報社自19

54年成立到2007年停業，和創辦人奧特的家族一起走過五十多年歲月。這期間有奧特從美國遠

赴羅馬辦報的初衷；有報社財務狀況一度賺錢，之後連年虧損的過程；更有發行人歷經轉換，最

後在不願意了解報業產製過程、個性軟弱的第三代奧利弗手裡結束報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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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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奇曼運用記者敏銳的觀察力，在書中寫實地描繪。（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敏銳觀察　寫作引人入勝敏銳觀察　寫作引人入勝

《我們不完美》的場景以媒體圈為主，雖然是虛構的故事，呈現的卻是寫實的人生。作者瑞奇曼

在出書前，是一個美聯社駐羅馬特派記者，主要負責海外新聞編輯。在記者背景的影響下，瑞奇

曼對於書中角色的性格描寫和背景設定都非常寫實，凸顯出各個角色懦弱、狡詐、好強的個性。

他的寫作筆調順暢，使用的形容詞不過份華麗，卻能清楚描繪現場。以第九篇讀者歐奈菈的故事

而言，瑞奇曼就用「她壓一下噴頭，噴出藍色薄霧，在玻璃上形成水珠，停了一秒，便開始往下

滴溜。」描述女傭和歐奈菈互動時，手上的動作。

有趣的是，十一篇故事標題都使用新聞標題，例如「布希民調指數創新低」出自故事主角本人或

身邊同事手中的新聞標題；「研究顯示：歐洲人好吃懶做」則帶有雙關意味，嘲諷財經記者哈黛

為了填補內心空虛，將一個偷過她東西又沒工作的男人帶回家。

在故事背景的安排上，瑞奇曼將十一個短篇故事和報社的興衰過程，分別以兩條時間線進行敘述

。

瑞奇曼寫創辦人奧特與報社間的關係、奧特集團從大力支持到拒絕給予更多經費，運用事件或對

話強調時間的變化，因此報社的背景時間從1953年開始，2007年結束。短篇故事則發生在2007

年，記者關心國際戰爭的情勢、總編輯和財務長忙著與出資的奧特集團總部溝通、報社即將走入

尾聲。

但這同時也是本書較為可惜的地方，雖然同時了解兩支互相關聯的故事性，有一定的趣味性，卻

容易中斷讀者的閱讀與思考。1953年到2007年的變化，則拆成十一個年次紀錄重大事件，分別

附於十一篇故事後面，因此每當結束一個記者或編輯的故事，報社的背景故事便隨著書中紙張顏

色的變化，以灰色的背景出現。

本書不以重大的歷史事件強調報業凋零的原因，也不在尾聲對讀者大聲呼籲，只是輕快地讓宛如

喜劇般的故事攤在讀者眼前，諷刺現實中報業不得不接受的結局。瑞奇曼將新聞產業和時代互動

的議題淺顯地起頭，剩下的就交由讀者從中體會。

紙媒黃金歲月已過紙媒黃金歲月已過

2010年9月的新聞報導指出，自1851年起發行且為美國發行量第三高的百年老報《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宣布將在今（2011）年停止出版平面報紙，推行全面電子化。根

據《看雜誌》9月30日的電子報，美國報業協會也表示2010年第二季的美國報紙廣告收入下滑5.

6%，只有64億美元。

電視影響、網路快速發展，重挫平面媒體的發行，報紙等印刷媒體不斷失去廣告主和讀者。「今

日截稿，明日出刊」的產製流程無法和網路的即時性競爭，網路廣泛的消息來源和個性化也佔有

一定優勢，甚至連過去對於新聞可信度的高度要求，也因為網路可以隨時對訊息進行修改的特性

而大幅削弱。

再加上報紙印刷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報業電子化已成為趨勢，許多指標性報業紛紛推出線上閱報

瀏覽器與付費新聞制度，因應時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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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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推出線上報紙閱讀器。（圖片來源／「扎誌」部落格）

人們依舊渴求知識，但是獲得資訊的管道早已不再侷限於平面報紙，使用電腦、手機閱覽線上新

聞已逐漸成為普遍現象。雖然科技帶來的影響是一種必經過程，但是往後大眾所接觸的新聞，因

為媒體業縮編人事、即時傳送到讀者眼前而缺乏過濾和校正，對於接收訊息的閱聽眾究竟是好是

壞，可想而知。

《我們不完美》一書點出報業工作群其實是平凡人，報導大事，也關心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各種小

事。身為閱讀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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