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辭 
 

以超過不惑之年、能熬到有機會寫這篇論文謝辭，特別是還能跟兒子一起畢

業（他即將進入小學就讀），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 
 
    回想起在研究所學習的三年歷程，可說是感觸良多。 
 
    進入研究所三年，正好碰上家中多事之秋，我既要努力工作保住飯碗、又要

料理家務，還要兼顧研究所課業，真可說是「三頭點蠟燭」，其中的辛酸，實在

不足為外人道。當時班上的同學都聽過我不知道喊過多少遍要休學，我還跑去找

過所長臧老師懇談，想申請休學，最後還是在老師們的鼓勵下才努力撐了過來。

現在回想起來，覺得人類的潛力真是驚人，碰到了壓力，才能激發出連自己都難

以想像的力量，這一點，是我在研究所除了課業學習之外最大的收穫。在此，要

感謝所有在我面臨休學抉擇時，給予我鼓勵和信心的師長們。 
 
開始寫論文則是另一個學習關卡，從構思題目、規畫研究架構到展開撰寫，

無一不是令我難忘的經驗。由於自己選擇質化研究，在進行深度訪談時耗費不少

的時間，而後續整理訪談紀錄更是龐大艱鉅的工程，要把總計超過二十五個小

時、高達二十萬字以上的訪談稿去蕪存菁、轉化成為有用的分析資料，現在回想

起來還是個可怕的噩夢。 
 
而這篇論文的誕生，先後歷經將近一年半的「慢工出細活」，要感謝的人實

在很多。最要感謝的當然是蘇蘅教授對我在論文寫作上的指導、研究觀念的啟

發，以及在我屢屢因為工作與學業受挫時，給予我源源不絕的鼓勵，蘇老師溫暖

關懷、和藹可親的態度，讓我在撰寫論文的過程裡，能夠愈挫愈奮，始終抱持穩

定前進的動力。我必須說，「沒有蘇老師，就沒有這篇謝辭」。這一年多來，蘇老

師是我的論文指導老師，但更像我的心靈導師。 
 
其次，要感謝在論文中成為我訪談對象的二十位媒體界朋友，他們願意撥冗

接受我的訪談，無私地奉獻出他們的工作實務經驗，並與我分享同為新聞工作者

的酸甜苦辣。透過與他們逐一對話的過程，讓我對於自己的工作有了更深一層的

體會與領悟，這二十位受訪者的親身體驗，可說是替這篇論文充實了血肉、灌注

了靈魂。而我，只是努力重現他們浸淫在政治新聞裡的喜怒哀樂。 
 
接著，要謝謝在論文口試中，包括林東泰老師、倪炎元老師與陳炳宏老師，

對我論文提供珍貴的建議與指正，讓我的論文能夠思路更清晰、論理更完整、格

局更宏觀。 
 



在工作上，也要感謝這三年來，報社長官與同事對我因為學業分神、無法全

心投入新聞採寫的包容與支持。特別是淑敏，沒有她對我在工作表現上的寬容、

體諒，我根本不可能同時兼顧工作、家庭與學業，完成這個「不可能的任務」，

能有這樣善解人意又有擔當的長官，實在是我的幸運。而在新聞局國內處一科的

許多朋友，也提供我相當多的行政支援，光是被我公器私用、拿來影印論文的影

印紙、前前後後疊起來大概也有半個人高了，這種紮實的後勤支援，讓我省去了

不少的時間與金錢，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 
 
感謝了這麼多人，當然不能漏掉我最親愛的家人。年邁的父親與母親，一直

希望我在學業上能更上層樓，如今完成論文，也算是實現了他們兩老多年來的期

望，特別是即將歡渡七十大壽的母親，這篇論文應該是一份遲來的賀禮。至於我

親愛的老婆和兒子，則是我最甜蜜的負擔，每當我身陷工作、家庭與學業的三重

壓力裡，抬頭看看他們，就會讓我重新產生奮戰的動力。 
 
最後，我還是忍不住要坦白一件事，當初之所以會決定重返校園、繼續深造，

除了在口試時跟幾位老師所說的那些官冕堂皇的抱負與理想之外，其實最主要的

原因，還是因為老婆不滿意我的安於現狀及不求長進，希望我能設立目標、努力

爭取進修的機會。有人說，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女人，我可以說，

讓我走過這三年、順利完成論文，我老婆就是那個幕後的推手。最後，謹以謝謝

兩字感謝這個最了解我的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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