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urdieu (1994 ;林志明譯， 2002: 33) 為此弔詭現象，提出見解。新聞體

系是一封閉且束縛強烈的場域，場域內的產物-新聞，屬於集體生產(不僅是組

織內同事，更是同業間互動後共同生產) ，透過場域內互相牽制的機製，使得新

聞產製如同互相反射的鏡像遊戲，產生強大的封閉、意識禁鋼效應。

L曲mann (2000/ 胡育祥、陳逸淳譯， 2006) 也以系統的概念，解釋此惡果

(同質化) ，並提出新聞產製的封閉性( operational closure )新聞媒介產業的

運作，除了以監看外在的社會環境，勾勒出第一層真實環境，更有從系統內成員

間相互觀察、監視而形成的第二層現實;後者所呈現的是新聞媒介組織為了降低

經營上與同業競爭的不確定感，所內化的一項慣例，這樣的價例操作，反而使得

記者們將自我隔絕於整體社會環境外，產生場域成員的集體行動。由於成員有著

遭同業「獨漏」新聞的恐懼，因此以相同且因定的新聞處理模式尋找消息來源、

事件、採訪(張文強， 2005) ，最後，形成相互牽制的新聞場域，產生記者一窩

蜂模仿跟隨的現象，逐步走向「共同退化」。

第二節、研究動機

一、在別人救我們之前，我們能否先自救! ? 

既然在媒體場域內、外都已有人不滿現況(惡劣的媒體環境) ，當然就會有

反動力量。首先在場域外有閱聽是媒體公民運動，由社區大學推廣，讓民泉從日

常生活改變與電視的關係，包括解讀、批判電視，進而文革電視亂象;基此理念，

媒體素養課程於1999年應運而生;再次，社區大學推動「關(電視)機運動J

擬定包括「關掉電視，想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媒體」等議題;希冀可以從下而上，

藉由公眾的「微權力 J (micro politics ) ，集合集體意識，最後改變「鉅型的權

力結構J (macro power) (林麗雲， 2005年3月)。

然而，如此作法似乎有些隔靴搔癢'無法直搗媒體亂象核心，媒體問題觀乎

「內容J 更觀乎產出該內容的結構 r結構」確實是解決傳媒問題需關切的焦

點，因此媒體改革運動隨之而來，有三退聯盟主張釋股、推動「黨政軍三退J

有行動者主張建立「公廣集團J 還權於民等改革政策，希望藉由政府力量，訂

定法律程序、鬆動媒體結構，並在最佳時機由外而內一次攻陷，重整媒體失衡亂

象。

改革媒體的外在兩波力量都已觸及，也有許多相關文獻探討政府與閱聽人應

如何抗衡這頭巨大的媒體猛獸，那麼，困在猛獸肚內的行動者呢?當外在力量都

在試圖改革媒體的同時，身處在新聞場域記者，其意識是否能被喚醒呢?是否能

在主流媒體內爭取突圍的空間?難道真的毫無反叛空間?是不為?亦不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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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以直接、組暴的形式對抗「一窩蜂」的壓力源，或如同脫疆野馬不受任何

人或團體之約束 (Merril， 1996 /周金福譯， 2003) ，或者走極端路線「隨波逐流

或溺斃於醬缸J (馮建三， 2006年4月) ，而是在集體生存、合作的環境下，個

人仍然不浪滅自身良心(自我覺醒) ，應用間接、柔順之迂迴抵抗方式(陳曉宜，

2005) , r 隨遇而安」的生存於媒體場域裡呢?

早在1955年， Breecrnp提出五種突破#且織控桔的情境 5 近年來更有陳順孝

(2003 )提出面對不同壓力源的抵制策略 6 亦有張文強 (2002) 針對記者在面

對組織內部權力運作時，抵抗的方式 7 但所探討皆以報業為對象，並未能為「在

壓縮時間下，遊走於理性與非理性邊緣所導致一窩蜂現象」解套，因此為本研究

的目的之二，的令為此提出抵抗策略。

本研究更將焦點集中在與同業的互動上，原因的會過去的守門人研究，多數

著重在「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如Gieber與Johnson (1961 )歸納出記

者與消息來源存在著對立、合作、同化三種關係， Gans (轉引自李金銓， 1981) 

也以舞會中的男男女女來形容兩者間的關係;在台灣，威國仁(1999) 的研究發

現，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互動頻繁。然而，探討新聞同業間的關係卻不

多;新聞場域記者的生存之道，比外界的單純想像來得更加複雜，尤其在商業機

制運作下，記者與同業間的互動關係，甚至高於消息來源;因此，探索記者與同

業間的緊密互動與新聞同質化之關係脈絡，為本研究目的之三。

此外，新聞場域所存在的「極端同質性J (Bourdieu, 1994 /林志明譯， 2002) , 

讓新聞從業人員易於「橫向發展J 也就是與友台同線記者的聯繫、交流以及互

通有無、尋找線索下，因而產出類似的「新聞 J 僅存播報順序之差異。因此，

記者的「跳槽率」比一般企業公司大很多，他們只要建立起與同業間、消息來源

間的情感，由於新聞操作方式雷同，不管進入哪間公司的新聞部，都很容易上手;

總言之， r一窩蜂現象」下，對於新聞場域與記者有何影響，為本研究目的之四。

綜上所述，可從記者在場域中採訪重大社會新聞事件時的產製過程，瞭解「記

者內在心理動機J 首先是記者與公司內部「主管」、「同事」之交集，如何影

響記者採訪方式與思考脈絡，其二是在採訪過程中與「同業」的競爭合作，記者

一窩蜂跟進的狀態。除了從記者角度去探討一窩蜂的來龍去脈外，下一步更應探

討一窩蜂現象的所帶來的利弊得失，總結以上，回到記者本身，思考記者能不能

抵抗?要不要抵抗?如何抵抗?

5 1.政策規範不明顯 ;2主管不瞭解新聞事件細節; 3.記者「佈局」請他家報社先出稿; 4.記者主
動挖掘新聞線索; 5身為「明星」記者(轉引自李金銓， 1981: 37) 。

:參見陳順孝 (2003) 0 {新聞控制與反控制: r記實蝴」的報導策略> '台北:五南。
參見最文強 (2002) 0 (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 : 封建采巴的權力控制與反抗) , 
{新聞學研究>， 73: 羽毛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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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聽才在重大事件採訪過程中，記者一窩蜂跟進的來龍去脈。

一 瞭解在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決策者、同事與同業之互動情形，從中剖

析「一窩蜂現象」中，記者的心理動擾與運作過程。

三、探討「一窩蜂現象J 後，記者與新聞場域的利弊得失。

四、歸納記者在「一窩蜂現象」下，能否有揖抗的空間與可能性。

6 


	img001
	img002
	img003
	img004
	img005
	img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