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崩解的危機 

（譯註：meltdown 原指核能電廠反應爐核心熔毀，引申為崩潰、瓦解） 

現今的新聞是否變得重量不重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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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大選季節來臨，似乎都會見到一大批所謂權威人士，即使其中有很多人實際的資歷累積起來其

實並不等同於他們上電視露臉的影像下面字幕所亮出的那行頭銜。 

以自稱是新保守派人士的馬丁．艾森史塔為例，他發表的高論在二００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可說

是炙手可熱，艾森史塔自曝是散播裴琳以為非洲是國家而非一個洲的傳聞的始作俑者。看看艾森史塔在

自己部落格「個人經歷」欄裡所寫的頭銜：「近東軍事與政治事務專家」，就會以為，他會知道這類消息，

根本不足為奇。 

只不過，問題出在：艾森史塔其實由兩位相當具有企圖心的製作人艾坦．葛林和丹．莫維許打造出

來的虛構人物，只是為了推出電視節目的宣傳花招罷了。不過，那些引用艾森史塔說詞的眾家媒體如今

可糗大了。 

「我想，大家都已經了解到，由於新聞二十四小時一再循環重播，部落客──或甚至是主流媒體─

─由於作業速度飛快，根本就沒有機會去再次查證（所報導的故事是否屬實），」葛林表示，「我感覺…

新聞已經儼然淪為餘興了…現在政治新聞幾乎都淪落到排在名流動態消息之後…反正有新聞看就好，即

使是泛泛空言也無所謂，是否言之有物已經不重要了。基本上，這簡直就像是為八卦穿上新聞的外衣。」 

 

消息更多代表新聞量變大？ 

上述事件意味著（譯註：speak to 指意味、表明、顯示），在新聞媒體（譯註：newsroom 指新聞編

輯室，引申為新聞媒體）紛紛裁員縮編之際，其實引發了更大的問題。這讓我回想起幾個月前在《綜藝》

娛樂雜誌裡讀到的文章，裡頭提到了今日媒體界的「骨牌效應」。 

在文中，專欄作家布萊恩．羅利觀察到：「隨著新聞媒體紛紛縮編，平面媒體（譯註：指報紙等印

刷媒體）版面日益縮水的結果，恐怕會引發『骨牌效應』，而且持續餵養著網路世紀中一個匪夷所思的怪

現象，那就是雖然資訊暴增了──這是拜眾多部落格和網路之賜──但真正的新聞卻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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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骨牌之一」 

每天早上三點四十分，我都會在本地一家便利商店迎接一輛載有《費城詢問報》和《費城每日新聞

報》的卡車，而兩小時又二十分之後，我會開始在電台主持一個以時事為主的直播節目，長達三小時。

我利用上述報紙和電台內其他新聞來源，來規劃當天早上其餘時間的節目內容。 

凡是本地報紙的頭條新聞，一定會收錄進我的廣播節目中。我總是會註明新聞來源，並試圖透過我

個人的觀點來闡述某則新聞。身為電台或電視名嘴的我，本身並不播報新聞，而只是復述，並加以分析。

我發表個人的意見，並對其他人的論點加以評論。在當今媒體領域裡，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樣。 

 

專業新聞作者之死？ 

如今似乎每個禮拜都會看到某家主要報紙裁減新聞人員的頭條新聞。去年，《紐約時報》也屈服於

「愈來愈大的財務壓力」，而裁減了一百個新聞相關的工作職務──即使該報二００七年公告盈餘高達兩

億九百萬美元。無獨有偶，「時代集團」也展開了裁減六百名員工的過程，他們分屬於《時代雜誌》、《運

動畫刊》和《時人》等旗下各家雜誌。 

令人遺憾的是，真正能報導新聞的人才已經瀕臨絕種了，就連網路媒體也是如此。由於硬性新聞（譯

註：如政治、財經新聞等比較重大的新聞）和調查報導的不足，使得一些永遠都在擴張版圖的資訊管道



──如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有線網絡、衛星電台、部落格和播客等──都搶著隨聲附和任何消息，以餵

養求知若渴的廣大讀者或觀眾群。 

那麼後果是什麼呢？結果就導致迫切渴望取得最新消息的人，很容易就會被如馬丁．艾森史塔之流

所矇混，而且這些惡劣的習慣仍會持續緩緩侵蝕缺錢又人手不足的傳統新聞蒐集管道，而在此同時，正

統新聞報導的崗位則紛紛被棄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