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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5  記者 尤意茹 文

我懷念那個人人看報的時代，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些時刻，新聞是可以完全被信任的，從政府到財

團，甚至是被觀眾控制，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我們應該接受到什麼樣的訊息？

 

新聞之於我新聞之於我

從大一客家人物專訪，直到大三的喀報，在傳科系裡有許多跟新聞相關的課程與訓練，我也曾經

被誤以為念的是新聞系。在我心中，「新聞」一直都存在著一種神聖的價值，雖然以前對於新聞

記者的認識不多，但是總有那麼一種印象：記者們是用他們的筆，替大眾揭露真實，做觀眾的眼

、觀眾的口。但比起從前，現在似乎更容易聽到「記者都隨便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啊」、「媒體就

是這樣」等，諸如此類失望消極的評斷。時不時在朋友間的交談間了解到，大多數的人對於「新

聞」的價值越來越不以為然。以前人說：「沒知識也要看電視」，現在多半會認為，電視上連新

聞都可能是假的，對於這樣的改變，我感到十分哀傷。

對於記者開始有更深刻的認識，是來自一個進入報業工作的學姊，從她個人的部落格裡，她談到

一些所學與現實的差異。我當然可以理解在學校跟在職場有一定的距離，許多事情也不能照自己

想要的樣子，但是當她提到，她必須被迫寫自己不想要寫的東西，甚至是自己寫的文章被大改特

改，但見報時仍舊掛著自己的名字。而文章被改的原因也並非內容有誤，而是不符合市場的口味

時，我感到十分震驚。原來在學校裡被耳提面命要求的「深度」、「廣度」，到頭來還是只看觀

眾的臉色、觀眾的口味。

曾經有個學長問我：「以後想不想要當記者？」我二話不說就拒絕了，但是同時也有不只一個人

跟我說，「你感覺很適合當記者」。內心夾雜著矛盾，我喜歡做記者能做的事，但是現實的媒體

環境中，似乎並沒有辦法做記者真正能做的事，所以還是選擇逃開。

 

彙集理想　《彙集理想　《The Newsroom》》

2012年美國HBO的影集《The Newsroom》，描述了一個虛構的ACN電視台中，新聞主播威爾

˙麥卡沃伊與她的製作團隊，在面對收視壓力與新聞專業操守兩相衝突下的一系列表現。劇中的

主要人物體現了「新聞的理想主義」，抗拒或說不顧收視率的壓力，依照自己的新聞專業決定什

麼是應該被報導的新聞，也點出一些媒體的盲點。我用很短的時間看完了這部影集，除了已經不

是新聞的收視率問題外，這部影集也點出了一些觀眾平常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劇中談到，媒

體會「因為傾向而不在乎真假」。在台灣，族群的分化十分明顯，而台灣的媒體也有顯而易見的

黨派色彩，無論是報紙或是電視媒體，都曾經因為政治傾向，而對不同的事件有偏頗的報導。另

外一個是「媒體是偏向公平的」，一件事情很可能沒有絕對的對或錯，也可能有許多面向，但是

媒體的報導當中，可能因為時間的壓力或其它因素，容易忽略邏輯思考，選擇一種價值觀上或是

意識上的正確。

看完這個影集，頓時一陣熱血沸騰，好像這些理想只要經過堅持，就真的都能輕而易舉的實現，

但是反觀另一部更為真實的紀錄片，又不免讓我感到十分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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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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

我的啦啦隊人生是由無數次參與的賽事累積而
成，場場都獨特、場場都難忘。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
威，他下棋的心路歷程，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
境的看法。

美國HBO的影集《The Newsroom》劇照。（圖片來源/www.oyag.com）

 

媒體有怪獸　理想與現實媒體有怪獸　理想與現實

《有怪獸》是公視的記錄觀點節目。在2006年，透過兩個傳播科系研究生的眼，花費一年多的時

間，為台灣媒體亂象把脈的自製紀錄片，探討新聞中「置入性行銷」的亂象，與訪談許多第一線

新聞工作者，了解他們的掙扎、反省與希望。同樣是講新聞，想到《有怪獸》就瞬間從理想掉回

了現實，雖然講的大部分都是已知的狀況，例如置入性行銷的「專案」，那些包裝的像新聞骨子

裡卻是廣告，但意外的是政府其實是最大的廣告商。在2004年總統大選，各家媒體抓準觀眾的心

理，在開票報導中恣意的灌票，甚至遠超過中選會開出的票數，從頭到尾聯合押連宋當選。雖然

2004年時，我還是只是國小學生，但是印象卻很深刻，就因為媒體一面倒的灌票讓民眾以為連宋

是持續領先陳呂，到最後才被翻盤，導致了許多做票之說，也差點引起了更嚴重的對立。

相較於《The Newsroom》的理想性，《有怪獸》呈現的是台灣媒體亂象的真實，而片中的研

究生也提到，他自己也很矛盾要不要進入新聞產業，他說當記者的折舊率很高，不確定自己能待

多久、待不待的下去。他的矛盾也是我的矛盾，似乎越理解現實，對於進入新聞產業就會越感到

卻步。

 

反媒體壟斷　該是大家的事反媒體壟斷　該是大家的事

2012年，由旺中併購案引起了一系列反媒體壟斷的運動，正因自己是傳播科系的學生，對此的感

受亦特別深刻。接觸到許多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推動者，還有致力於媒體改革的學者，也看了許多

相關的文章，甚至參與了幾次實際行動。身邊有許多人關心這項議題，但有更多的人，是不瞭解

甚至是不以為然的，同時聽到很多「現實就是這樣子」之類的話。我曾經試著跟好幾個人解釋，

為什麼我們應該要關心，企圖讓他們了解，如果我們不改善媒體環境，受影響的不只有裡頭的從

業人員，與社會大眾其實很有影響。對於整個事件，雖然還有許多必須要努力的地方，但是我的

觀點是，應該要努力讓更多人認為，關心這個事件是重要的，也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事情。

雖然我還是猶豫，甚至是比較偏向逃開，但我還是會期待可以有更多好的新聞，期待每一個滿懷

理想投入的人，不會因為現實的壓力，而太快消磨掉了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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