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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暴力媒介　是暴還是利暴力媒介　是暴還是利

2012-11-03  記者 龔霈鏵 報導

當〈暗黑破壞神3〉一上市時，造成全台搶購熱潮；台灣連續劇出現車禍、肢體衝突等場景，而

收視率依然屢創新高；許多的限制級血腥電影，所有殺人凌虐橋段都描述的鉅細靡遺，卻依然票

房開紅盤。今年五月，加拿大籍馬尼奧塔殺害中國留學生並分屍，他不但愛看開膛手傑克，手段

也跟電影情節非常相像；同年七月，霍姆斯將自己比擬成《黑暗騎士》中的反派角色「小丑」，

持槍進入電影院中掃射，造成了12個家庭的破碎；去年發生在挪威的77人喋血慘案，兇手布列維

克自稱玩《魔獸世界》訓練射擊準確度。社會上每天都充斥著這方面的暴力新聞，那為何大眾依

舊對這些腥羶的媒體趨之若鶩？

〈暗黑破壞神3〉一上市，就造成搶購熱潮。（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霍姆斯將自己比擬成《黑暗騎士》中的反派角色「小丑」，持槍進入電影院中掃射。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暴力　紓解的管道暴力　紓解的管道

人們對這些可以使自己生理造成反應的刺激物，總是有著莫名的偏好。而市場有需求就自然有供

給，電影電視場景中的衝突次數多寡直接牽涉到票房和收視率；而網路遊戲一直以來都是以打殺

射擊為市場的主要的賣點，現在的遊戲為了講求真實，他們將場景和人物，甚至是噴濺的血漬都

製作的栩栩如生，造成了家長對於這些媒介可能對孩童的影響疑慮。有研究顯示，過早讓孩童接

觸暴力電玩，會造成日後學習的影響。然而對於暴力媒介，傳播學者也分為兩大學派，各自表述

。

一派以宣洩理論，指稱閱聽眾在接觸這些媒介後，會因原本的憤怒有了抒發，因而不會做出暴力

舉動；而另一派則以引動說，認為這些媒體會引動閱聽眾暴力的行為傾向，長期曝露之下，會進

而減低了對暴力的敏感度和對受害者的同情。任教於交通大學的林日璇教授表示：「這些殺人魔

是『目的性』的學習媒介中所含的暴力，他們認同這些角色，而這些角色也同時滿足了他們的渴

望。而且有研究證實這些媒介對於一般人的負面程度不明顯，時間也相對較短。所以不需太過恐

慌。」

暴力不但是人類社會中自始以來就有行為模式，更是現代小說、戲劇和電影電玩最主要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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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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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不具名的男同學表示：「虛擬的暴力才能讓現實的自己有抒發和興奮感，感覺自己真正在掌

握自己，這是在真正的現實生活中很難去體驗的。」這想必也是許多愛好暴力媒介人的心聲，讓

現實中無法紓解的情緒找到一個發洩的管道。而接觸適當的暴力媒介，也可以使人對現實中激發

更多動力。暴力媒介的存在依然有它的重要性，這也是它歷久不衰的道理。

今年台北電競隊伍TPA奪下冠軍，重新詮釋了暴力媒介對大眾的正向影響。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暴力　誘發偏差產生暴力　誘發偏差產生

雖然說我們的生活依就離不開暴力媒介，但對於近年來國外這些驚世駭俗的殺人事件，依然引起

了大眾對於暴力媒體的疑慮和問題。台灣的槍械和國外相比，取得較為不易，所以目前沒有類似

於國外的殺人魔案件，但台灣是否也有類似的未爆彈？這個疑慮仍待釐清。而對於其可能造成的

偏差行為，若從法規規範方面下手，想必需要多方面的考量與決策。但又回歸到一般的閱聽大眾

，這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雖然大眾都知曉，會做出傷天害理的兇嫌通常都有精神病史。但對大眾而言他們更想知道的，是

兇手怎麼會有這種心理？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他們做出這麼殘忍的行為？他們究竟在想什麼？傳

播媒體瞭解這種渴求，也大幅報導，其實這也是變相的「媒體暴力」。這是否會牽引出某些潛在

的殺人魔？或許更助長了一些人一「殺」成名的想法，由於恐懼自己會被遺忘，因而背水一戰；

或者認為自己可以操縱一切，以為可以因此留名青史，這也是兇手的心態。

在媒體氾濫的時代，犯罪事件的報導似乎變像成了一種娛樂事業，一種另類的「媒介暴力」。新

聞業出動SNG車進行現場轉播，每一天循環式的轟炸報導，甚至會請許多所謂「評論家」上電視

講述自己的分析看法。對現在商業取向的媒體來說，收視率是一切指標，有議題就代表觀眾願意

收看；對觀眾來說，雖然報導一開始令人感覺驚悚，但最後會對不斷重複播送的新聞感到疲勞，

進而造成麻木感。就如同電視和電影中的暴力一樣，它雖會提升閱聽眾的興奮感和注意力，但時

間一拉長，反而會日漸反感與冷淡，對於此事件極少有正面的幫助或是有益於相關法律的推動。

然而這對受害者及受害家屬來說，反而是一種折磨。媒體的重複報導鞭笞著他們永遠揮之不去的

惡夢，媒體宣染到最後，兇手反而成了各個版面主角，而受害者只在第一時間被同情與關懷，但

隨著之後的報導卻不復存在，被整個媒體界和大眾遺忘，像是整件事和他們毫不相關。這種隱性

的媒介暴力，才是慢慢啃嗜著閱聽眾心靈，讓受害家屬不見天日的元凶，這才是真正令人感到心

寒。

作家宮部美幸的成名作《模仿犯》，就是在描述連續殺人犯的心境和

媒體對社會新聞的炒作。（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媒體　利弊操之在手媒體　利弊操之在手

媒體在現在社會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一般的娛樂媒介中暴力，或者社會新聞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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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

針對十二年國教實行的現況、明星高中備受爭
議的現勢以及大眾紛歧的觀點作探討，歸納出
可行的未來發展。

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

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以獨具的世界觀
和特殊省思角度，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
命態度。

暴力，媒體不管是在傳播方還是接受方，都掌握了消費者的選擇和注意力。暴力媒介的接觸，適

度的接收，不僅可以調和現實中的不平衡，也可以為生活添加一些樂趣；然而，從殺人犯事件觀

看整個暴力運作的軌跡，從暴力媒介到閱聽眾「知」的權利，我們該了解如何在每個議題當中找

到一個平衡點和停損點，才不會傷及到相關人士，或者造成潛在的威脅。暴力媒介最終或許沒有

一個肯定的答案，但至少當我們真的正視並加以去了解後，我們也就有能力去監督，去發揮它對

人有利的地方。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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