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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媒體的尷尬境況

●  木令耆

當今美國新聞媒介正處於一個

特殊尷尬的境況，而美國社會也陷

入新聞泛濫的局面。如果透過新聞

媒體來理解美國社會，人們便將發

現它是混亂、精神分裂的。從政治

的統治體系，以至於普羅大眾生活

其中的社會，新聞媒體反映了一個

混沌、雜亂的世界。

當前美國新聞媒體最關注的是

新聞效益，因此從白宮的「隱藏」陰

謀、國會的票選買賣勾當、最高法

院的色情新聞、軍隊的男女色情犯

罪，一直到小市民家庭的光怪陸

離，只要有「賣點」、能引起社會轟

動，媒體便會爭相報導。總之，天

下本有事，庸人益擾益亂，這正是

美國社會及其媒體的最佳寫照。

前《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 ly）主編、現為《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主編（兩個刊物均屬同一家

出版社）的法洛斯（James Fallows ），

其在1 9 9 6年出版的新著《號外新

聞——美國民主怎樣被新聞媒體破

壞》，無疑是剖析美國媒體現狀的力

作。法洛斯認為，美國民眾一向喜

愛新聞界，可是根據近期民意測

驗，今日的新聞媒體卻引起民眾的

憎惡與懷疑，原因是新聞媒體已經

變得極其傲慢自滿，而且充滿破壞

力量。法洛斯說，這種現象對新聞

媒體與民眾均有不良的影響：一方

面是美國民眾得不到準確的新聞資

訊，從而無力應付新的社會潮流趨

勢；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不論是

印刷媒體或是電視媒體，將不斷地

失去聽眾讀者的信任。

法洛斯認為，新聞媒體之所以

發展到現今的局面固然與新聞記者

的素質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新聞

受歡迎的調查定值程度不停地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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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施加壓力，這是市場經濟對

新聞媒界造成的最大衝擊。新聞電

台的經濟來源大部分依靠廣告客

戶，因此新聞媒體製作的新聞節目

是否受歡迎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

讀者觀眾的人數越多，便表示它越

能賣錢。

此外，作者又認為，新聞媒體

現今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觀眾的

無知或誤解來自於嘩眾取寵、不盡

不實的新聞報導，但由於文化品味

低俗的觀眾歡迎此類報導，新聞媒

體不得不迎合大眾化趣味而降低報

導的質素，因此，在媒體與大眾之

間產生了一種令文化水平下降的互

動作用。以往，主流新聞媒體從不

理會黃色小報的新聞，但時移勢

易，今日黃色小報新聞媒體卻獨領

風騷，譬如總統競選時的色情醜聞

均是由黃色小報率先報導，然後才

轉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

大報的。

為甚麼今日新聞媒體會誤入歧

途呢？法洛斯提出了幾個可能因

素，概括如下：

（1）逃避責任。新聞記者以為

自己的報導具有客觀超越性並擁有

無限的自由，因此對新聞報導的結

果不負有關責任。一般記者的態度

是：搶先報導，不去查究事件的真

相或後果。

（2）為了應付演出的壓力，電

視新聞漫談節目的主持人常常無中

生有的談論事件。有些電視新聞名

星在私下談話中對某個題目一無所

知，可是當他面對電視攝影機時，

卻說得有聲有色，令人嘖嘖稱奇。

（3）民眾要求新聞的真確性，

他們關心的是「甚麼？」，而新聞記

者卻注意事件會引起甚麼樣的注意

與影響力，亦即是說怎樣才能引起

聽眾、政府的反應，以及會產生怎

樣的作用（多是反面作用）。因此，

新聞記者要求的不是「甚麼？」而是

「怎麼樣？」。

（4）新聞記者拼命的「鑽牛角

尖」。新聞記者不斷鑽挖一件時事的

政治性，有時甚至是神經過敏的

挖，而不注意事件的本質。

（5）新聞媒體被所謂的民意測

驗專家、政治諮詢專家、「政治先

知」，或美其名的「政治分析專家」所

霸佔。

（6）白宮記者們已被華盛頓特

級精英內圍同化，他們的報導幾乎

完全靠賴白宮的餵食，這些華盛頓

新聞記者也是華盛頓社交圈子中的

活躍份子。

（7）新聞記者閉守在辦公大

樓，居高臨下，再加上新聞名星記

者享有高薪（如唐納森 Sam Donald-

son的年薪是二百萬，另一位記者名

星年薪高達七百萬，他們不但年薪

高，並有高酬金的演講費，科佩爾

Ted Koppel的演講費是五十萬一

講。這些所謂的pundits，其身價要

比 talking heads的高），都使他們與

民眾隔離。

（8）與大眾脫節的新聞記者很

容易失去群眾的信任，從而令他們

的報導立場受到質疑，因為這些新

聞記者早已自成一派一黨，享有特

殊利益。

書中最重要的一章是討論有關

新聞與民主的問題。一般來說，對

美國新聞媒體的分析有兩學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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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以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為代

表，另一派則以杜威（John Dewey）

為代表。由於新聞媒體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所起的重要作用，李普

曼覺得世界和社會日益複雜，所以

不能再使用舊日的大眾化民主，而

新聞記者亦必須專業化，以便積極

領導新聞的傳播程序。雖然李普曼

的觀點在晚年稍有更改，可是由於

他的名望權威，他早年的影響已起

了作用，至今未改。譬如從前新聞

記者的工資近乎藍領工人，可是今

日的記者多是長春籐學院或是專業

學院的畢業生，他們多成長於象牙

塔，日後高居玻璃大廈，這也可解

釋為甚麼記者常有傲慢、目中無人

的姿態。

與李普曼的觀點不同，杜威認

為民主社會需要公民不斷積極的干

預，因此政府與新聞界有責任提供

訊息，以幫助民眾參與社會活動，

如果民眾得不到真確訊息，或逐漸

失去對社會的關切，那是新聞媒體

的失敗。

這兩派的爭論圍繞~一個重

點，那就是政府與新聞界對社會應

有甚麼樣的態度和責任。杜威認為

民主的重要性在於不能讓政府與新

聞媒體操縱訊息傳播，因為他們的

責任是客觀報導而不是領導新聞傳

播。

法洛斯認為，現今的新聞媒體

既可採納杜威的原則，亦可顧及李

普曼的立場。李普曼認為新聞界不

應跟隨民眾趣味，因為新聞媒界的

責任是要教育、開導民眾；尤其李

普曼派的新聞記者班子多是專家出

身（如科學新聞報導、經濟報導、醫

學新聞報導等等），更應負有這個使

命。

法洛斯認為李普曼學派最大的

危機，是會令新聞媒體逐漸趨向傲

慢自滿。記者的報導常常變成自說

自話，日漸脫離群眾。他們的報導

往往針對政府、權威階級或是其他

記者群，這是現今美國新聞媒體的

趨向和失誤。杜威早年對新聞媒體

的顧慮，今天已在美國社會出現。

因此，法洛斯認為當今美國新

聞媒體會對民主造成威脅。民眾懷

疑政府、懷疑新聞媒體，認為新聞

媒體不關注民眾的利益，只把目光

聚焦在華盛頓。由於新聞媒體漠視

民眾的意見，民眾因而無法真正參

與他們處身的社會，政府官員亦因

此無法聽到民眾的聲音，從而堵塞

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渠道。新

聞媒體之所以失去了公民精神，是因

為新聞媒體與政府圈子糾纏一起。

法洛斯覺得新聞媒體對民主公

民精神最大的威脅是它失去了責任

感，媒體常對公民、對政府採取極

端的自我態度，並煽動民眾挑戰政

府的權威。由於來自華盛頓的訊息

大半是負面的，民眾因而對政府失

去信任與興趣。

法洛斯在研究新聞報刊的過程

中發現，許多地方報刊在建立民主

精神方面其實扮演~極其重要的角

色。這是因為地方報刊與當地居民

保持直接聯繫，它們不但關切居民

的利益，也報告地方的實情，而不

去理會政客的興趣。法洛斯對地方

新聞報刊的公民民主精神寄以厚

望，因為只有它們才能真正表彰新

聞媒體的道義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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