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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台湾报媒一瞥

台湾报业在竞争激烈的媒介市场、

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多元碰

撞的文化背景中生长，独特的生态催生

出鲜明的个性。本文以《联合报》、《中

国时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四

大报为样本，从视觉特色、文本特色、语

体特色三个角度归纳台湾报纸的标题特

点，并分析其所具备的文化特征和产生

根源。

视觉特色

1 . 新闻标题化倾向

新闻标题化表现为标题在新闻版面

中地位的凸显。笔者对2008年9月23 日

《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三

大报进行内容分析，统计发现，三大报

正刊标题、正文、图片和表格面积比为

18.4%、33.2%、48.4%。正文面积已不足

新闻版面的一半，而标题成为继图表后

又一重要的版面内容。除了概述新闻内

容的功能，标题吸引读者兴趣的导读作

用增强。在强调重要性的头版，标题与

正文面积比约为3：5，在注重视觉阅读

的体育、娱乐版面，大于正文面积的标

题常见。

2 . 标题成为新闻内容的视觉注脚

台湾报纸标题的面积、字体、色彩

的变化丰富多样，为编者提供了充足的

发挥空间。除了文本意义外，标题的外

形也成为新闻内容的视觉注脚。字体和

色彩的选择直接体现出新闻的格调：黑

体、宋体等传统常用字体多用于严肃题

材的新闻告知；斜体、描边等不规则的

变换体现新闻娱乐性；红色用以营造喜

庆气氛，粗黑标题冠于黑幕或丑闻，蓝

色多用于经济新闻的严谨和思辨等。异

形标题以图案代替文字，以文字装饰图

文的做法常见于娱乐新闻或体育新闻

中。图像加文本，内外兼修的标题奠定

了读者对新闻内容的概略印象。

文本特色

1 .标题简讯化

台湾报纸标题以实题为主，描述事

实过程，揭示矛盾冲突。少量标题为虚

题，但多辅以副标题阐述事实内容。读

者只需要阅读标题就能了解新闻内容的

概要。如2008年11月12日《自由时报》

头条标题“台湾卸任‘元首’首例 扁遭

声押上铐 党龄58 年国民党员 自焚向马

死谏”，全长28 字，以陈水扁卸任的新

闻事实为起点，纵向联系事件背景（“台

湾卸任‘元首’首例”），横向综合相关

的新闻事件（“党龄58 年国民党员自焚

向马死谏”），把方方面面的新闻资料糅

合在一个新闻标题中呈现给读者。信息

量之大俨然一个新闻小专题。

2 . 标题个性与报纸个性

政治个性是台湾报纸的最主要特征

之一。在两派对峙的特殊生态下，只有

保持鲜明的个性才有生存机会。是以，

泛蓝派系的《联合报》、《中国时报》，泛

绿派系的《自由时报》都毫不掩饰其政

治色彩。

管中窥豹。2008年12月19日在对陈

水扁获释的报道中，这三大报在还原新

闻事件的同时也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倾

向。《联合报》：“附带回笼条款　扁再无

保释放”;《中国时报》：“若违即押　再度

释扁　禁吓证人”强调了其获释的条件

“附带回笼条款”、“若违即押”；而《自

由时报》：“维持原裁定　扁仍无保获

释”则表现出对其获释欣喜，“维持原裁

定”、“仍”等字眼显得志得意满。较其

上三者，《苹果日报》：“扁再获自由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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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明德”的大梁，努力让台湾报章

扮演起批评时政、传递民情、介绍新知、

提升文化的角色；消息、解释性报道、图

片新闻等具有解释力、说服力的文体大

量运用，力求将艰涩的硬新闻转化为信

息量大、浅显易懂、贴近生活的资讯。

除此之外，四大报大量运用图片，

包括新闻摄影及手绘图像，使新闻更直

接、更具体、更形象，让读者一目了然

地了解到各种信息。新闻图片是记录社

会和自然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手段，在所

分析的报刊样本中，新闻摄影和图画作

为版面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报纸的亮点，呈现出更加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

视觉新闻，图片已成为现代报纸不可缺

少的一种重要新闻报道形式。

《自由时报》擅长评论和图片新闻

的运用，解释性报道也较其他两份报纸

多；《中国时报》消息占到较多数，其他

的类型分布较平衡；《联合报》也以消息

占多数，但《联合报》的特写多于其他

两份报。

为了使新闻更具有说服力，大标

题、大图片、大表格充斥各个版面。例

如《自由时报》标题面积和图表面积就

已经超过了正文面积，高达60%；《中国

时报》、《联合报》也丝毫不吝啬版面，在

版面编排上试图以更大的篇幅来增强标

题的醒目性、显著性，增强解释性与说

服力。

正是因为过多地强调新闻事件的背

景，阐述事件起因、经过、结果，四大

报反而忽略提示新闻时效性。通过一日

四报样本分析，总体上看，除了《中国

时报》较多地在报道中提示“昨日、今

日”（19%），其他几份报纸大同小异，无

明确时间的新闻数量很多。置新闻时效

于不顾，新闻中夹叙夹议，观点庞杂，消

息来源广泛，也是“厚报时代”解释性

报道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瓶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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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维持原裁定”将“获释”处理为“获

自由”，将法院处理为“法官”，平铺直

叙如街头传言，体现了市民小报对政治

新闻的冷感。

除了政治个性，《苹果日报》娱乐性

和民生参考性极高，报道辛辣，立场鲜

明的特色深受读者喜爱。许多在大报看

来不登大雅的新闻会堂而皇之地登上头

条。

3 .标题的故事性

台湾报纸标题擅长通过模拟当事人

语气、设问、疑问、感叹或对话等方式

营造新闻故事性。标题注重突出新闻

眼、亮点和噱头，将读者的兴趣植入标

题。

如2008年11月20日《自由时报》头

版头条“吴容明：江丙坤若当‘阁揆’‘国

家’完蛋”，直接引用新闻人物“吴容明”

观点，模拟语气营造出“吴容明”、“江

丙坤”两派在竞选“阁揆”过程中的斗

争，“完蛋”一词体现了双方斗争的强

度。新闻正文为读者解释正在发生的矛

盾的同时，也吸引读者关注双方矛盾的

渊源。

标题的故事性还体现在对同一事件

的跟踪报道中。如《自由时报》曾发文

“升警图现形 北县大封官 有人跳5 级”，

同时《中国时报》发文“北县升官玩假

的 140警官只爽一小时”。两个新闻前后

对应形成连贯的情节，充满戏剧感。

语体特色

1 . 本土意识的强调

台湾的本土意识主要包括“悲情情

绪”、“独立意识”两方面。

模糊的主权问题，经济上的对外依

赖以及历史遗留的殖民记忆演化为台湾

的悲情心态。对内表现为对未来的担忧

和焦虑情绪；对外表现为对国际环境的

不信任、警惕和敌意。如《自由时报》：

“中国大陆药虾冒充马国货闯关”将中

国大陆对台湾的走私与“国货”联系起

来，将纯粹的经济犯罪冠以“爱国”色

彩，试图唤起读者对大陆药品的警觉和

对台湾“国货”的支持。

“台独”政党对“独立意识”的鼓吹

一方面提高了台湾民众对本土化的认

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治上的宣传和

教化。许多政治词汇如“中华民国”、“政

院”、“立委”等贯穿于日常新闻中。描

述事件的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

如《自由时报》“赴中经商遭坑杀软困年

余 华裔美商大逃亡偷渡来台”将中、

美、台三者并列描述；《联合报》“陆制

成衣54 项将松绑进口”将“陆”和台湾

的交易称为“进口”。

2 . 方言俗语提高可读性

在新闻中使用闽南本土方言是台湾

报纸的重要特点。方言俗语的使用将晦

涩的概念或复杂的情节转化为读者熟知

的生活化表达，大大提高了新闻的可读

性。如《中国时报》头条“缓发变笑话

马后炮　公营年终已入袋”三言两语描

述了马英九要求缓发年终奖前，各单位

已经发放奖金的新闻事件。从平民视角

将政界新闻付诸笑谈，“马后炮”一词是

色彩鲜明的市井词汇，简洁刻画出马英

九的义正词严、公营（单位）尴尬无奈、

市民群众讥笑嘲讽的众多表情。

《自由时报》：“夭寿哦 用工业酒精

制酒”生动表明了报纸对不良业者的批

判态度；《联合报》：“台美高层对话喊

卡”、《中国时报》：“叶盛茂五罪重判十年

　法院认定扁家A‘国务费’洗钱”等都

通过灵活的方言俗语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3 ．缩略语的利与弊

台湾报纸标题为容纳更大的信息量

常使用缩略语。缩略语的使用大大提高

了标题写作的发挥空间，使故事性和戏

剧化优势大大提升。如《中国时报》：“警

义消　救工人　坠坑活埋　2 死2 伤”的

14字标题将警察、义工、消防简称为“警

义消”简洁明了，对仗工整。

不规范用词也常常产生歧义。如台

湾报纸习惯将地名缩略，将台北称“北

市”，台中称“中市”等，但《自由时报》

“高市长选举一审判当选无效”的标题

将陈姓“高雄市长”简称为“高市长”仍

可能起读者误解。

小结

作为读者接触报纸的入口，台湾报

纸新闻标题已经摆脱了单纯的新闻提要

作用，转向更丰富的复合功能。深究其

特色产生的渊源，我们不难看到社会形

态、媒介生态与报纸编辑之间的博弈和

互动。新闻标题是众多影响因素和合力

的作用点，也是台湾报纸和媒介文化的

一个表征。而这种与社会融合相通的精

神恰是报业立身立足的职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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