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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7  記者 楊哲維 文

「王建民今天投得怎麼樣？」

「王建民下一場哪時候投？」

這幾個問題相信對很多人來說並不陌生，在二○○六至二○○八年期間，很多台灣人的生活週期

中多了一項很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跟著旅美投手王建民投一休四的輪值節奏，定期觀賞他主投

的比賽，很多原本不看棒球的人，也因為他的傑出表現而成為了棒球迷。很難想像在台灣土生土

長的他，可以在世界棒球的最高殿堂打敗眾多高手，拿下單季勝投王的殊榮，並締造許多新紀錄

。他不僅威震國內外棒壇，也讓母國在國際的曝光率大大增加，因而有「台灣之光」的封號。

 

台灣之光　四字效應台灣之光　四字效應

上面述說的「台灣之光」是這四個字第一次大幅被媒體使用，並迅速擴張到台灣各地。起初，這

是王建民的專用頭銜，後來也適用於其他有特殊表現而揚名國外的台灣人，例如在其他體育版面

上也可以看到：二○一○年闖進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八強的盧彥勳、高居女子高爾夫球球后長達一

○九週的曾雅妮、之前和王建民一樣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打拚的投手郭泓志及現任的陳偉殷。這些

人都因為在自己擅長的運動領域中，有相當傑出且受到國際級的肯定，因而被戴上台灣之光的桂

冠。不過，這些稱號究竟是實至名歸，還是遭過度渲染？

曾經高居女子高爾夫球球后一○九週的曾雅妮。（圖片來源／大紀元）

 

神聖桂冠　偏斜的媒體光環神聖桂冠　偏斜的媒體光環

從二〇一二年開始，陳偉殷成為第七位登上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台灣球員，他穩定的表現得到球隊

的信任，成為固定先發輪值的一員，新的媒體寵兒也就此誕生。每隔三天就會出現連續兩天的相

關報導，一篇賽前分析、一篇賽後整理。這些報導中可以看出一些主流媒體對於國內球星的慣性

：過度強調好的表現，並掩飾或轉移不好的部分。

每當陳偉殷贏球，總是會在各大體育媒體看到引人注目的標題，表揚這次的勝利，並且會有許多

相關的附加報導，從各面向呈現這場比賽是如何成功。然而輸球或是表現不佳時，主流媒體就會

傾向簡略帶過不好的數據，以相對於贏球較短的篇幅結束這篇報導，或是再從另一角度切入幫陳

偉殷找台階下，例如隊友打擊熄火或是對手當日的狀況較佳等。除了賽後報導常常流於偏頗外，

賽前報導也會把焦點放在對陳偉殷本身有利的部分，常常會讓讀者看完該報導後，對即將到來的

比賽抱著很大的期待。

這樣的報導看似有益無害，但事實上在遇到大事件時才會看到問題所在。因為一直以來不斷被灌

輸正面的觀感，突如其來的一則陳偉殷被打爆的新聞，也會同時打碎觀眾的對他的信心，這些觀

眾無法預想到會有這一天的發生，再加上對真實賽況以及棒球知識的了解不夠充分，直接看到數

據的結果，也常會做出直接的結論：「怎麼搞的阿？也投得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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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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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殷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投球英姿。（圖片來源／大紀元）

 

中庸之道　改變球「謎」中庸之道　改變球「謎」

新聞媒體特別關注本國球員的表現，並給予表揚與鼓勵看似天經地義，然而以放大鏡觀看好表現

，對於表現不佳的部分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短期來看雖然可以滿足觀眾喜歡正面新聞的偏好，

久而久之卻會造成誤解。太過刻意地迴避比賽中的瑕疵，容易讓一些沒看轉播或是對棒球比較不

了解的人認為投手本身一直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況，就算偶爾的輸球或是小失誤，也會被解讀成其

他隊友才是戰犯，或認為是正常的勝敗循環。

於是體育新聞常常會陷入「客觀」與「人情」之間的拉鋸，尤其是在做台灣之光的相關報導時，

記者及編輯們都清楚大部分的觀眾想看到旅外的球員們有好表現，不樂見挫敗或失常，因而會傾

向報喜不報憂，如此一來則會流於觀眾資訊不對稱，及媒體報導不客觀之弊病。因此權衡兩者之

間的比重，攸關著這則新聞的理性與感性面的兼具。一則好的體育新聞要在有好表現時，表揚他

代表台灣為國爭光；表現不佳的時候則需要更多篇幅，以客觀的角度去檢視及分析問題為何，這

樣一來不僅可以讓觀眾理解箇中原因，更可以在一次次報導中建立相關的體育知識，久而久之也

能夠從看熱鬧的球「謎」，變成看門道的球「迷」。

 

媒體　價值的推手媒體　價值的推手

上述所舉皆是運動健將的例子，其實在體育界外，也有人靠著其他特殊表現而揚名國外，替台灣

爭光。在過去從事餐飲業總被視為是不喜歡讀書，或書讀不好的出路，最近幾年知名麵包師傅吳

寶春打破了這個刻板印象，他向大眾證明要做好麵包並不簡單，是一門大學問，並也有機會登上

國際舞台。另外，說到刺青一般大眾也免不了將之與黑道、幫派兄弟畫上等號，但陳政雄卻致力

要把刺青正名為一種藝術，並且用自己多年累積的功力，得到世界級刺青大賽冠軍。

除了餐飲及技藝，在其他領域還有很多台灣之光，然而他們受到媒體的關注遠不如運動明星來的

高。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是不會受到過多的干擾，壞事則是提高知名度的機會

降低。其實運動和其他領域之間是無法比較優劣的，因為身處不同的領域就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

。但其中一個共通點為，媒體們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來推廣這項有正面意涵的活動，甚至是

向政府施壓，予以關懷、補助。

曾經拿過世界級刺青大賽冠軍的陳政雄。（圖片來源／無名小站）

 

台灣之光真正的主詞台灣之光真正的主詞

可以登上國際舞台就足以證明自己的實力，何況是在來自各國的頂尖人才中還能脫穎而出，更是

外界給予的肯定。其實能被冠上「台灣之光」這頭銜的人的實力當然不容置疑，然而如果這個稱

號過於濫用、包裝，甚至是神格化，那想必對擁有這個封號的人來說只會是一種壓力，球迷或觀

眾們也會因為這個閃亮的光環，而看不清事物的真實，造成本末倒置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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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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台灣之光固然是一個莫大的榮耀，但媒體及觀眾都不應該把焦點放在這四個字的表面意義

，而是它背後真正形容的主詞，也就是那一個「人」他做了什麼豐功偉業，以及為何值得如此稱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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