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前準備

一：資料蒐集。

盡可能google，蒐集越多，提問就越具體、
深入。

二：從既有資料盡可能發揮想像力，用力想，
尤其成長經驗。



事前準備－－加強版

1 , 看同行傳記或電影等延伸資訊。例：紅色情深。

2 , 臉書觀察：興趣喜好、職業特色、遣詞用字習
慣…可反映生活與個性。

3 , 整理出對方人生大事，並對照同時期社會大事。
例如：二戰、白色恐怖、中美斷交、美麗島、經濟
起飛、解嚴、房地產與股票飆漲、股市暴跌、九二
一、金融風暴…。例：Freddy、吳怡農。



擬問題，基本款：

• 家庭背景（最關鍵）：幾個兄弟姊妹、父
母職業、父母管教方式、父母的影響、童
年不愉快或傷心的記憶。例：Freddy

• 求學經驗：喜歡的科目、快樂與否、人際
關係。例：盧廣仲

• 喜歡看的書或漫畫動畫、嗜好



擬問題，進一步：

• 職業病（生理、心理）。例：廚師、律師、記者

• 職業禁忌。例：郎朗不碰刀、曾宇謙不打籃球改打乒乓

• 職業甘苦。例：垃圾車司機、下水道工人。（別只有苦沒有乾、
或反之）

• 職業難題。例：法官、律師

• 最重要特質。例：射箭要專注，舉重與短跑要爆發力、指揮家
要與人溝通（葛濟夫）

• 偶像或典範，或最喜歡的小說或電影角色。例：楊過

• 影響你最大的人。

• 人生最低潮時。



擬問題要訣

用力想，吃飯想、走路想、洗碗想、洗澡想….

1 , 事先規畫採訪重點，針對重點多擬相關題目，並
沙盤推演各種可能性。至少擬15個重點題目。有同
事習慣擬幾十個題目。

2 , 設身處地、同理心。想像自己是受訪者，可能面
對的那些狀況、處境、心情。或想像每個職業的特
質、成就感、難處。例：法官、攤販、小黃司機



採訪現場小撇步

★不要一開始就問敏感尖銳或核心問題。從輕鬆
話題暖身。

★永保好奇心、懷疑，不理所當然，不輕易放棄
任何有趣、有發展性的瑣碎話語，不停追問細節、
及整件事的完整脈絡（例：Freddy、盧廣仲）。
有趣小細節可能衍伸出更豐富的內容。

★重要事件可請對方回憶當時場景，清楚的人事
時地物有助寫作具像化。（例：為阿公守祖厝）



採訪現場小撇步－－進階版

★敏感問題，先說自身類似經驗：翹家、翹課、叛
逆

★說話放慢，忌急躁

★陪抽菸喝酒可拉近距離（張錫銘叔叔、李淑德）

★受訪者很ㄍㄧㄥ時，起身換空間、走路、在車上
閒聊都是好方式（洪醫師、李慧芬）

★盡量約在受訪者熟悉的空間，對方較能放鬆暢談



採訪地點選擇

盡量約在受訪者熟悉的地方。家中最好，辦
公室其次，其他有意義的地方也可。人多的
咖啡廳不適合。

1 , 在熟悉之地，受訪者較能放鬆自在談話

2, 可從旁觀察小細節，室內擺設、書籍、小
物等等

3 , 較能拍攝到有相關元素的畫面。





現場觀察

• 辦公室陳設、家中陳設、小物品。透露個
性，也是開啟話題的好方式。例：法官錢
建榮的漫畫、混亂。（不愛受拘束、不拘
小節、敢挑戰體制）。

• 各種互動：約訪、接電話或寫信特色。

例：郭台銘急、快。補教名師劉毅（直率明
快急性子，要或不要都兩秒）、律師（說話
快）、蔡英文的極度謹慎。



現場觀察

• 用餐。可一起用餐或喝咖啡最好，從旁觀
察喜歡的食物、飲食習慣甚至個性。例：
黃偉哲的家庭背景與潔癖。

• 穿著打扮。例：錢建榮不打領帶、沈伯洋
穿短褲、蔡英文與林元清的襪子。



黃偉哲：
吃飯透露出個性、經歷、身分



寫稿

1 , 抓出軸線、骨幹。忌流水帳。

2 , 再找出相關細節、小故事，作為支撐的血
肉。（例：夜市攤商的600張百元鈔票）

3,找出畫龍點睛的睛：受訪者內心深處的恐懼
或渴望。

（例：辛苦一輩子的小黃司機希望受尊重）



小人物：捐棺不只發財



小人物：捐棺不只發財－辛酸

我去夜市擺攤，半工半讀念夜校，有時看到
同學也來夜市，我就躲起來。

夜市一擺就是幾十年，後來我的小孩幫忙顧
攤時，看到同學來逛也會躲起來，但我理解，
我是過來人，誰不希望自己的爸媽是董事長
呢。



小人物：捐棺不只發財

我女兒考上大學時，學費六萬元，我拿出厚

厚一大疊一百元鈔票，女兒掉眼淚，說一定

好好讀書。

因為窮過來，快十年前吧，我看到報紙有人

窮到沒錢下葬，跟幾個擺攤的好朋友討論，

湊幾萬元捐過去，就這樣開始。



小人物：捐棺不只發財
－有對比更動人

我們不收會費，擺夜市賺流汗錢，不能浪費

一塊錢。

現在我們有一千五百個會員，平均每個案子

一人只要出二十幾元。

雲林太窮，很多人自殺，這六年我們已經幫

助過一千多位往生者，捐了四千多萬元。





歡迎來到現實世界！
--------《我們與惡的距離》

媒體的產製流程：

報紙

電視

雜誌



為什麼有這麼多爭議性報導？

先撇開羶色腥的道德質疑不談，爭議還分成兩種，
別混為一談
• 事實有誤
• 立場偏頗
原因：
• 記者立場過於主觀，選擇性報導有利一方的事
實

• 報社立場或主管觀點
• 置入（業配文）
• 記者查證不足而犯錯



世事不是非黑即白。媒體也是。

真正光譜兩端的媒體極少，多半在其間偏左
或偏右

媒體運作有各種角力，

即使老闆有其政治立場或利益，不代表記者
會照做。

例：TVBS



為何這麼多行車紀錄器、業配文？

迷思：媒體很賺錢。

那是三十年前。尤其網路化、免費後。

媒體解禁、娛樂方式太多，

廣告從僧少粥多變僧多粥少

搭個捷運就滿滿的廣告：

車站、電扶梯、候車處、車廂牆上，拉環、
地板…..

網路廣告很多？被google、FB抽成大半了！



新聞成本極高，當資訊都免費時…..

你有想過：媒體拿什麼付給記者、編輯薪水
嗎？

• 方式一：壓低成本

• 方式二：業配文

• 方式三：找金主



社群媒體的假新聞攻擊

• 前幾年美國突然出現一個挺黑人網站

• 2016年才開始發幾則希拉蕊的假新聞

• 選後美國參議院找人查了一年才驚知真相

• 背後竟是－－－－俄羅斯







這補貼只是冰山一角….

補貼合法，但，你敢不幫它說話嗎？

還有灑更多錢的「大外宣」，向各國滲透，
不只台灣，還有：美國、澳洲、加拿大….

學界、官員民代都遭滲透

例如這些年各國經費最充裕的「孔子學院」
正是大外宣的一環



王立強、澳洲



如何分辨可能為業配文

一，沒署名，很可能置入，尤其「本報記者」
「本刊訊」

二，沒寫岀或露出品牌名稱，且只有一家，
而且都是好話，沒缺點或另一種聲音。（有
技巧的會意思意思再加上另一家）



如何分辨可能為假新聞

• 看媒體來源

• 查該作者以前的報導

• 若是網紅，看是否為較具公信力的網紅

• 根本不是媒體報導，只是網路廣傳的訊息
或照片

• 注意發布日期，未必為假新聞，但時空已
大不同



有疑慮的離奇新聞
別在第一時間完全相信

例：王立強

• 太年輕

• 動機聽起來不夠有說服力

例：新疆再教育營

去年逐漸披露，今年才有較多媒體採訪到受
害者。



如何斷開假新聞

• 保持異溫層朋友，不要動不動就解除臉友
或取消追蹤

• 多閱讀具公信力、獨立性也高的媒體。

推薦：公共電視、報導者、端傳媒、公庫
（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



結論

• 分辨假新聞很難，非常難，但不能不學，就像
上學讀書這件事一樣，又累又難卻必要

• 民主社會公民有權投票，但也有責任為自己的
投票負責

• 拒看媒體，是最鴕鳥、也讓自己更無知的方式

新聞記者溫情喊話：
不想被洗腦、不想一直看劣質新聞
------------〉〉請支持媒體付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