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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媒體在解嚴之後蓬勃發展，根據 1111 人力銀行的調查發現，高達八成一的

上班族每天藉由收看電視新聞或閱讀報紙來吸收新聞資訊。由此可見，大眾傳播

媒體一直都是一般民眾資訊來源最重要的管道，更是年輕一代建立價值觀的準

則。但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裡，訊息不僅來的多也來的快，社會大眾對於資訊

的需求也是如吃速食一般講求效率與速度，使得媒體在惡性競爭之下，政爭、犯

罪、緋聞、八卦等議題成為新聞主流，「腥羶色」、「暴力」等重口味主題更是收

視率的萬靈丹。由此可見，在媒體生態失衡的現今，民眾對於媒體訊息的解讀與

批判思考能力更顯重要。有鑑於這個刻不容緩的問題，本篇小論文便以探討狗仔

文化來了解媒體識讀的重要，並以更多元的思考與判斷的角度，省思媒體與自己

的關係。 

 

貳●正文 

 

一、狗仔文化 

 

01. 起源 

 

『狗仔隊這種職業在狗仔隊這種職業在狗仔隊這種職業在狗仔隊這種職業在 1958195819581958 年首次出現年首次出現年首次出現年首次出現，，，，原為義大利文原為義大利文原為義大利文原為義大利文「「「「PaparazziPaparazziPaparazziPaparazzi」，」，」，」，是義大利姓是義大利姓是義大利姓是義大利姓

氏氏氏氏 PaparazzoPaparazzoPaparazzoPaparazzo 的複數形式的複數形式的複數形式的複數形式。。。。1960196019601960 年及年及年及年及 1963196319631963 年年年年，，，，義大利導演費德里柯費里尼在電影義大利導演費德里柯費里尼在電影義大利導演費德里柯費里尼在電影義大利導演費德里柯費里尼在電影

《《《《甜蜜生活甜蜜生活甜蜜生活甜蜜生活》》》》及及及及《《《《8888½½½½》》》》中製造出一個名叫中製造出一個名叫中製造出一個名叫中製造出一個名叫 PaparazzoPaparazzoPaparazzoPaparazzo 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是一個專門拍攝名是一個專門拍攝名是一個專門拍攝名是一個專門拍攝名

人隱私的記者人隱私的記者人隱私的記者人隱私的記者。。。。從此從此從此從此「「「「PaparazziPaparazziPaparazziPaparazzi」」」」就成為那些專門搜刮名人私人生活的形象就成為那些專門搜刮名人私人生活的形象就成為那些專門搜刮名人私人生活的形象就成為那些專門搜刮名人私人生活的形象。。。。    

    

此詞傳入香港後此詞傳入香港後此詞傳入香港後此詞傳入香港後，，，，香港人改稱香港人改稱香港人改稱香港人改稱 PaparazziPaparazziPaparazziPaparazzi 為為為為 PuppyPuppyPuppyPuppy（（（（小狗小狗小狗小狗），），），），一來是讀音相近一來是讀音相近一來是讀音相近一來是讀音相近，，，，二二二二

來此類記者的追蹤行為也和狗相似來此類記者的追蹤行為也和狗相似來此類記者的追蹤行為也和狗相似來此類記者的追蹤行為也和狗相似。。。。隨後該詞逐漸演化成了隨後該詞逐漸演化成了隨後該詞逐漸演化成了隨後該詞逐漸演化成了「「「「狗仔隊狗仔隊狗仔隊狗仔隊」，」，」，」，隨後再隨後再隨後再隨後再

傳至臺灣等中文地區傳至臺灣等中文地區傳至臺灣等中文地區傳至臺灣等中文地區。。。。』』』』（註一）    

 

02. 形式 

 

『『『『狗仔隊通常會駕駛電單車或私家車狗仔隊通常會駕駛電單車或私家車狗仔隊通常會駕駛電單車或私家車狗仔隊通常會駕駛電單車或私家車，，，，在目標人物出沒地方守候在目標人物出沒地方守候在目標人物出沒地方守候在目標人物出沒地方守候，，，，進行拍攝或偷進行拍攝或偷進行拍攝或偷進行拍攝或偷

拍拍拍拍，，，，並貼身跟蹤目標人物的車輛並貼身跟蹤目標人物的車輛並貼身跟蹤目標人物的車輛並貼身跟蹤目標人物的車輛。。。。他們甚至會搜索目標人物住過的酒店房間他們甚至會搜索目標人物住過的酒店房間他們甚至會搜索目標人物住過的酒店房間他們甚至會搜索目標人物住過的酒店房間，，，，連連連連

丟棄的垃圾也不放過丟棄的垃圾也不放過丟棄的垃圾也不放過丟棄的垃圾也不放過，，，，務求知道目務求知道目務求知道目務求知道目標人物不為人知的生活習慣及喜好標人物不為人知的生活習慣及喜好標人物不為人知的生活習慣及喜好標人物不為人知的生活習慣及喜好。。。。    

    

狗仔隊對目標人物造成很大的困擾狗仔隊對目標人物造成很大的困擾狗仔隊對目標人物造成很大的困擾狗仔隊對目標人物造成很大的困擾，，，，除了跟隨不捨帶來的麻煩外除了跟隨不捨帶來的麻煩外除了跟隨不捨帶來的麻煩外除了跟隨不捨帶來的麻煩外，，，，亦侵犯了目標亦侵犯了目標亦侵犯了目標亦侵犯了目標

人物的私隱人物的私隱人物的私隱人物的私隱，，，，令目標人物仿如令目標人物仿如令目標人物仿如令目標人物仿如 24242424 小時活在公眾的監察之中小時活在公眾的監察之中小時活在公眾的監察之中小時活在公眾的監察之中。。。。但狗仔隊一般認為但狗仔隊一般認為但狗仔隊一般認為但狗仔隊一般認為，，，，

自己對目標人物帶來幫助多於滋擾自己對目標人物帶來幫助多於滋擾自己對目標人物帶來幫助多於滋擾自己對目標人物帶來幫助多於滋擾。。。。狗仔隊為目標人物狗仔隊為目標人物狗仔隊為目標人物狗仔隊為目標人物，，，，尤其是藝人帶來人氣尤其是藝人帶來人氣尤其是藝人帶來人氣尤其是藝人帶來人氣，，，，

令更多人留意令更多人留意令更多人留意令更多人留意。。。。狗仔隊本身也是一門賺錢的行業狗仔隊本身也是一門賺錢的行業狗仔隊本身也是一門賺錢的行業狗仔隊本身也是一門賺錢的行業，，，，一幅震撼性的照片一幅震撼性的照片一幅震撼性的照片一幅震撼性的照片，，，，在歐洲在歐洲在歐洲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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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等地可賣得價錢數以萬美元計美國等地可賣得價錢數以萬美元計美國等地可賣得價錢數以萬美元計美國等地可賣得價錢數以萬美元計。。。。』』』』（註二）    

 

03. 狗仔的重大事件 

 

『『『『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英國儲妃黛安娜王妃的司機保羅在法國巴黎駕車擺脫狗仔英國儲妃黛安娜王妃的司機保羅在法國巴黎駕車擺脫狗仔英國儲妃黛安娜王妃的司機保羅在法國巴黎駕車擺脫狗仔英國儲妃黛安娜王妃的司機保羅在法國巴黎駕車擺脫狗仔

隊跟蹤時發生車禍隊跟蹤時發生車禍隊跟蹤時發生車禍隊跟蹤時發生車禍，，，，黛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喪生黛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喪生黛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喪生黛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喪生，，，，令人關注狗令人關注狗令人關注狗令人關注狗仔隊對目標人物仔隊對目標人物仔隊對目標人物仔隊對目標人物

的滋擾的滋擾的滋擾的滋擾。。。。        

    

1998199819981998 年年年年，，，，香港東方報業集團旗下香港東方報業集團旗下香港東方報業集團旗下香港東方報業集團旗下《《《《東方日報東方日報東方日報東方日報》》》》與壹傳媒的一單訴訟與壹傳媒的一單訴訟與壹傳媒的一單訴訟與壹傳媒的一單訴訟，，，，被最高法被最高法被最高法被最高法

院判以敗訴院判以敗訴院判以敗訴院判以敗訴。《。《。《。《東方日報東方日報東方日報東方日報》》》》於是採取連串報復行動於是採取連串報復行動於是採取連串報復行動於是採取連串報復行動，，，，包括在報章發表激烈言論包括在報章發表激烈言論包括在報章發表激烈言論包括在報章發表激烈言論，，，，

並且連續三天派狗仔隊跟蹤上訴庭法官高奕暉並且連續三天派狗仔隊跟蹤上訴庭法官高奕暉並且連續三天派狗仔隊跟蹤上訴庭法官高奕暉並且連續三天派狗仔隊跟蹤上訴庭法官高奕暉；；；；結果被律政司控以藐視法庭結果被律政司控以藐視法庭結果被律政司控以藐視法庭結果被律政司控以藐視法庭，，，，總總總總

編輯黃陽午被判入獄四個月編輯黃陽午被判入獄四個月編輯黃陽午被判入獄四個月編輯黃陽午被判入獄四個月，，，，東方報業集團被判罰款東方報業集團被判罰款東方報業集團被判罰款東方報業集團被判罰款 500500500500 萬港元萬港元萬港元萬港元。。。。』』』』（註三） 

 

近年來亦有一些香港明星，包括一些巨星，頻繁受到狗仔隊的騷擾而告到法庭，

如張學友、成龍等。2006 年，組合 Twins 的鍾欣桐在馬來西亞雲頂高原的一次演

出中被香港《壹本便利》週刊記者偸拍到其更衣畫面，該等照片被刊登在 2006

年 8 月 22 日出刊的《壹本便利》第 761 期，引起軒然大波，引起香港演藝人協

會的強烈不滿，並召開記者會聲討。成龍、張學友等人更是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頒佈法律以制止這種不良行爲。 

 

二、這顆蘋果是否有毒？──壹周刊、蘋果日報與傳統台灣媒體的比較 

    

01. 經營理念 

 

傳統的台灣媒體，經營者泰半多少有「文人辦報」的理想性，不論是白色恐怖時

代利用政權優勢卡位進入市場的報人，或是為實踐言論自由而進入媒體界打拚，

更甚者，經營媒體主要在於增加政治影響力。這些意圖，使台灣媒體在經營媒體

的心理上，或多或少有「說自己的話」的包袱，自說自話之餘，甚於去考量讀者

真正的需求。讀者、市場、行銷、包裝這些法則，通常不太適用台灣傳統媒體經

營者。  

 

『『『『反觀反觀反觀反觀《《《《壹周刊壹周刊壹周刊壹周刊》、《》、《》、《》、《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創辦人黎智英創辦人黎智英創辦人黎智英，，，，他是一位賣成衣起家致富的商人他是一位賣成衣起家致富的商人他是一位賣成衣起家致富的商人他是一位賣成衣起家致富的商人，，，，

辦媒體對他來說辦媒體對他來說辦媒體對他來說辦媒體對他來說，，，，也只是商業行為的一部份也只是商業行為的一部份也只是商業行為的一部份也只是商業行為的一部份，，，，他理所當然的他理所當然的他理所當然的他理所當然的，，，，視他麾下的媒體是視他麾下的媒體是視他麾下的媒體是視他麾下的媒體是

賺錢的工具賺錢的工具賺錢的工具賺錢的工具。。。。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不論不論不論不論《《《《壹周刊壹周刊壹周刊壹周刊》》》》或者或者或者或者《《《《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蘋果日報》，》，》，》，都格外的重視市場都格外的重視市場都格外的重視市場都格外的重視市場、、、、包包包包

裝與行銷裝與行銷裝與行銷裝與行銷，，，，這在於文人性格掛帥的台灣傳統媒體這在於文人性格掛帥的台灣傳統媒體這在於文人性格掛帥的台灣傳統媒體這在於文人性格掛帥的台灣傳統媒體，，，，是以往無法想像的是以往無法想像的是以往無法想像的是以往無法想像的。。。。』』』』（註四）    

 

02. 商品性格 

 



由狗仔文化看出媒體試讀的重要 

 

 3 

傳統台灣文人辦報，對於特定的對象、題材與廣告主，通常採取迴避或者不平衡

的採樣。與報老闆熟識的採訪對象，篇幅增加、用字遣辭特別處理，在台灣是屢

見不鮮的常態，而對於厭惡的對象，極盡醜化、抹黑之能事，也在所多有。在台

灣，即有所謂統派媒體、泛藍媒體等特殊生態存在。  

 

『『『『壹傳媒的思考壹傳媒的思考壹傳媒的思考壹傳媒的思考，，，，就不是很在意這些檯面下私相授受的暗盤交易就不是很在意這些檯面下私相授受的暗盤交易就不是很在意這些檯面下私相授受的暗盤交易就不是很在意這些檯面下私相授受的暗盤交易，，，，該報導的醜該報導的醜該報導的醜該報導的醜

聞聞聞聞，，，，不會因為報導對象的政黨屬性而有所不同不會因為報導對象的政黨屬性而有所不同不會因為報導對象的政黨屬性而有所不同不會因為報導對象的政黨屬性而有所不同。。。。這對於長期來飽受統派泛藍媒體這對於長期來飽受統派泛藍媒體這對於長期來飽受統派泛藍媒體這對於長期來飽受統派泛藍媒體

打壓打壓打壓打壓、、、、有苦難言的台灣政治人物來說有苦難言的台灣政治人物來說有苦難言的台灣政治人物來說有苦難言的台灣政治人物來說，，，，反而算是公平待遇反而算是公平待遇反而算是公平待遇反而算是公平待遇。。。。尤其壹傳媒時而為了尤其壹傳媒時而為了尤其壹傳媒時而為了尤其壹傳媒時而為了

新聞報導寫作新聞報導寫作新聞報導寫作新聞報導寫作，，，，對於廣告主也一視同仁加以得罪對於廣告主也一視同仁加以得罪對於廣告主也一視同仁加以得罪對於廣告主也一視同仁加以得罪，，，，甚至黎智英也很少親自跳下來甚至黎智英也很少親自跳下來甚至黎智英也很少親自跳下來甚至黎智英也很少親自跳下來

影響編務影響編務影響編務影響編務，，，，這樣另類的媒體經營這樣另類的媒體經營這樣另類的媒體經營這樣另類的媒體經營，，，，對於台灣文人辦報的傳統對於台灣文人辦報的傳統對於台灣文人辦報的傳統對於台灣文人辦報的傳統，，，，當然是非常強大的當然是非常強大的當然是非常強大的當然是非常強大的

刺激刺激刺激刺激。。。。』』』』（註五） 

 

03. 內容特色 

 

A. 狗仔愛爆料與揭發隱私 

B. 全版彩色與美女帥哥及血腥圖多 

C. 標題驚人與報導誇大簡短 

D. 重消費娛樂介紹與享受 

 

04. 正負面評價 

 

A. 正面 

 

a. 獲得更多更快速的資訊 

b. 經由報導能了解冠冕堂皇外表下的真實 

c. 內容的多元化，讓見識更寬廣 

 

B. 負面 

 

a. 出現侵犯個人隱私的不合理行為 

b. 內容羶色腥 

c. 偷拍氾濫 

d. 欠缺中立客觀的報導，易影響價值觀判斷 

e. 嚴重者影響社會安寧 

f. 部分報導受政治力量干預 

g. 許多的事未經證實搶新聞 

 

三、媒體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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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何謂媒體識讀 

 

媒體識讀就是認識和解讀媒體的能力，並以培養有批判力、思考力的主動閱聽人

為最終目標。媒體含括了所有文字及圖片的印刷品、廣告、電視、電影、網站、

電動玩具等。 

 

『『『『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前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前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前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前，，，，閱聽眾對於媒體必須具備閱聽眾對於媒體必須具備閱聽眾對於媒體必須具備閱聽眾對於媒體必須具備 5555 點基本的認知點基本的認知點基本的認知點基本的認知，，，，這也是媒體這也是媒體這也是媒體這也是媒體

識讀觀念被提出後識讀觀念被提出後識讀觀念被提出後識讀觀念被提出後，，，，經由英國經由英國經由英國經由英國、、、、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媒體識讀教育學者共同加拿大等國的媒體識讀教育學者共同加拿大等國的媒體識讀教育學者共同加拿大等國的媒體識讀教育學者共同

發展得來的基本理論架構發展得來的基本理論架構發展得來的基本理論架構發展得來的基本理論架構：：：： 1. 1. 1. 1.媒體資訊是被建構而成的媒體資訊是被建構而成的媒體資訊是被建構而成的媒體資訊是被建構而成的。。。。 2. 2. 2. 2.媒體資訊有其特殊媒體資訊有其特殊媒體資訊有其特殊媒體資訊有其特殊

的語言及建構系統的語言及建構系統的語言及建構系統的語言及建構系統。。。。 3. 3. 3. 3.因為種族和文化等差異因為種族和文化等差異因為種族和文化等差異因為種族和文化等差異，，，，不同的人對同樣的媒體資訊不同的人對同樣的媒體資訊不同的人對同樣的媒體資訊不同的人對同樣的媒體資訊，，，，

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 4. 4. 4. 4.媒體資訊大多有其商機和利益的考量媒體資訊大多有其商機和利益的考量媒體資訊大多有其商機和利益的考量媒體資訊大多有其商機和利益的考量。。。。 5. 5. 5. 5.媒體資訊一媒體資訊一媒體資訊一媒體資訊一

定有其本身的價值觀和觀點定有其本身的價值觀和觀點定有其本身的價值觀和觀點定有其本身的價值觀和觀點。。。。 

 

媒體識讀教育的觀念最早在出現於二次大戰前媒體識讀教育的觀念最早在出現於二次大戰前媒體識讀教育的觀念最早在出現於二次大戰前媒體識讀教育的觀念最早在出現於二次大戰前，，，，隨著時空移轉隨著時空移轉隨著時空移轉隨著時空移轉，，，，媒體識讀教育也媒體識讀教育也媒體識讀教育也媒體識讀教育也

因不同的政權和國家因不同的政權和國家因不同的政權和國家因不同的政權和國家，，，，而擁有其不同的存在意涵而擁有其不同的存在意涵而擁有其不同的存在意涵而擁有其不同的存在意涵。。。。起初起初起初起初，，，，由如何欣賞電影和節目由如何欣賞電影和節目由如何欣賞電影和節目由如何欣賞電影和節目

製作發源製作發源製作發源製作發源，，，，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70707070 年代以對媒體被濫用的覺醒與批判年代以對媒體被濫用的覺醒與批判年代以對媒體被濫用的覺醒與批判年代以對媒體被濫用的覺醒與批判，，，，到目前對媒體的瞭解與到目前對媒體的瞭解與到目前對媒體的瞭解與到目前對媒體的瞭解與

分析為主軸分析為主軸分析為主軸分析為主軸。。。。』』』』（註六）    

 

目前媒體識讀也從專家才擁有的專業權力，慢慢的成為每個人都具有的基本能

力，這也是媒體識讀教育的最終目標。面對媒體亂象叢生的現在，如何不讓媒體

影響兒童的身、心和腦部的正常發展，以及大眾如何不受媒體與資訊的亂流影

響，失去自己的判斷力、價值觀與創造力，推廣「媒體識讀教育」成為當前的重

要課題。 

 

媒體識讀教育的課程內涵應包括：電視行為管理、電視特質、節目真實性、電視

製作技術及批判性觀看技巧等。 

 

02. 媒體識讀主要目的 

 

『『『『A. A. A. A. 讓公民能夠就媒體分門別類讓公民能夠就媒體分門別類讓公民能夠就媒體分門別類讓公民能夠就媒體分門別類(classify the product)(classify the product)(classify the product)(classify the product)    

B. B. B. B. 檢驗媒體的製作過程檢驗媒體的製作過程檢驗媒體的製作過程檢驗媒體的製作過程(examining the origin)(examining the origin)(examining the origin)(examining the origin)    

C. C. C. C. 分析媒體產品分析媒體產品分析媒體產品分析媒體產品（（（（analyzing the media of productanalyzing the media of productanalyzing the media of productanalyzing the media of product））））    

D. D. D. D. 探究媒體產品的消費行為探究媒體產品的消費行為探究媒體產品的消費行為探究媒體產品的消費行為（（（（investigati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roductinvestigati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roductinvestigati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roductinvestigati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roduct））））    

E. E. E. E. 認識媒體的效力認識媒體的效力認識媒體的效力認識媒體的效力（（（（media impactmedia impactmedia impactmedia impact）。）。）。）。』』』』（註七） 

 

03.如何學習媒體識讀 

首先，全民重新學習看電視、讀報紙與聽廣播，才正是正解。當閱聽人都耳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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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後，懂得分析、批判、選擇適宜的內容與節目，就能把媒體馴服於腳下，而非

處處受制。 

 

再者瞭解媒體在人們累積知識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才進一步擁有分析、評估乃

至批判各種媒體訊息的能力，鼓勵公民接近使用媒體，充分健全傳播環境。 

 

別把傳播學或新聞學當成是一種功利性的課程，學生們的目的不應只是為了學習

編輯、採訪、攝影、剪輯、錄音等製作層面的技術而已，更重要的是把瞭解媒體

運作機制當作公民終生學習的課目，有其嚴肅的文化、社會乃至於政治經濟面的

哲學基礎。 

 

『『『『絕大多數剛接觸到此一課題的大眾必然希望從絕大多數剛接觸到此一課題的大眾必然希望從絕大多數剛接觸到此一課題的大眾必然希望從絕大多數剛接觸到此一課題的大眾必然希望從閱讀中學習閱讀中學習閱讀中學習閱讀中學習，，，，不過國內目前並無不過國內目前並無不過國內目前並無不過國內目前並無

較普羅式的專書可供參考較普羅式的專書可供參考較普羅式的專書可供參考較普羅式的專書可供參考。。。。在教育推廣方面在教育推廣方面在教育推廣方面在教育推廣方面，，，，富邦文教基金會曾延請國立政治大富邦文教基金會曾延請國立政治大富邦文教基金會曾延請國立政治大富邦文教基金會曾延請國立政治大

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的吳翠珍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的吳翠珍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的吳翠珍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的吳翠珍、、、、關尚仁與侯志欽三位教授關尚仁與侯志欽三位教授關尚仁與侯志欽三位教授關尚仁與侯志欽三位教授，，，，編撰出本地第一本編撰出本地第一本編撰出本地第一本編撰出本地第一本《《《《媒媒媒媒

體素養公民教育體素養公民教育體素養公民教育體素養公民教育》》》》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提供國中提供國中提供國中提供國中、、、、小學教師教學上參考之用小學教師教學上參考之用小學教師教學上參考之用小學教師教學上參考之用。。。。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國國國國

內傳播學典籍近年來在數量上成長迅速內傳播學典籍近年來在數量上成長迅速內傳播學典籍近年來在數量上成長迅速內傳播學典籍近年來在數量上成長迅速，，，，其中不乏其中不乏其中不乏其中不乏「「「「科學普及科學普及科學普及科學普及」」」」的著作的著作的著作的著作，，，，可供有可供有可供有可供有

興趣從事興趣從事興趣從事興趣從事「「「「媒體識讀媒體識讀媒體識讀媒體識讀」」」」者一讀的好書者一讀的好書者一讀的好書者一讀的好書。。。。』』』』（註八） 

 

就分析媒體產品層面，我們也可透過閱讀來了解，成為「內行的閱聽人」，並且

藉由閱聽人的分析能力，進一步監督媒體，如此才能真正提昇新聞的品質與水準。 

 

在探究媒體產品的消費行為上，廣告當然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我們可花些時間

來探討廣告、廣告業、廣告人等基礎觀念，拆解廣告對於消費、社會文化等層面

的影響，穿透廣告設下的迷障，應當可以更清明和更理智地消費。 

 

參●結論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新聞自由在民主的氛圍下日益受到重視，而個人隱私權

就在自由的宣揚下逐漸模糊。現今的速食化的時代，民眾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吸

收自己想看的、印象最深刻的，然而這樣的現象導致的是新聞內容幾乎是一昧的

羶色腥以及造成狗仔風的盛行。如此的惡性循環使得閱聽大眾漸漸失去了自主性

與選擇性，但其實我們是有權力去選擇的，只是我們的主動性一直都被壓抑住。

媒體所帶給我們的只是一種觀點的陳述，而不是所有的觀點。在每一件媒體陳述

表象下，我們都該去質疑且作出適當的判斷，而不是全盤接收，如此，才不會造

成媒體惡質文化的再循環，尋回我們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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