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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就業輔導座談會 

-網路媒體的新興實驗- 

座談會簡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業輔導座談會於 2015 年 12 月 24 日（四）13:30

於人文大樓 711 室舉辦，主辦單位為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

研究所。邀請作家、網路媒體【旅飯】總編輯--黃麗群分享網路媒體相

關經驗。 

講者簡介:  

黃麗群，1979 年生，政大哲學系畢。曾任《自由副刊》編輯、《壹

週刊》記者、網路媒體【娛樂重擊】總編輯，現任網路媒體【旅飯】總

編輯。除了媒體人身分外，黃麗群同時也是六年級備受矚目的作家，曾

獲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短篇小

說首獎；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二獎（首獎從缺）。作品曾多次入選年

度小說選、散文選。著有小說集《海邊的房間》（2012）、散文集《背後

歌》（2013）、《感覺有點奢侈的事》（2014）、傳記《寂境：看見郭英聲》

（2014）。 

座談側記: 

媒體自早期沒有網路，僅有實體報紙的年代，至今日網路發達、搜

尋引擎的興起，講者從實體出版媒體、雜誌、周刊到今日完全以網路為

主要工作媒介、平台，變化僅在十多年間。 

․實體媒體轉向網路媒體後，在操作層面有何不同？ 

近三、五年來，一般人皆認為網路新聞的印象就是破碎、快速、片

斷化的，例如爆料公社幾乎取代壹週刊。但有趣的是，爆料公社的記者

可以說是一種轉化後的公民記者，這群人是不領薪的；傳統媒體在產業

面的獲利模式被網路打破，新的獲利模式尚未出現。但重點是在於當未

來進入了新興網路媒體的工作現場之後，能不能製作出優良的內容是其

次，除非是特約撰稿人。 

一般實體媒體出版社在轉型時候，就遇到非常多的轉型問題；但目

前走到一個節點是，例如臉書這樣的平台，送出過多的資訊。而從事相

關產業的記者，其就業現場就必須要精通事件與網路資訊之間的關聯、

使用方法、採訪媒材等等。 



技術跟形式的轉變，會影響生產者的工作。 

在分眾化日漸明顯的狀態下，現在的新興網路媒體都是以特定話題

作為其主要的運作題材。所以分眾會變成一個模式，未來可能是變成編

輯室僅有 2-3 個人，對某一主題很熟悉的編輯群，編輯的核心技能是從

傳統媒體到現代新興媒體留下來的，也就是溝通的能力，在現今的狀況

尤其重要。溝通的能力是一種技巧，不是會聊天即可，而是在以不失真

的情況下，兼顧內容品質，引起他人的興趣。溝通技巧的展現瑣碎到寫

一封信、講一通電話，都無所不在。 

網路媒體的從業者不僅是創作者，更需要的是作為一個中間人的體

悟。怎麼將話說得讓別人願意聽？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人對訊息的需求

量是很大的，跟吃糖、嗑藥類似，人腦一旦習慣了這麼大量的資訊量，

會不自覺追求豐沛的量，而如何在這麼大量的資訊流裡頭，將觀看者的

目光抓住？這就是網路媒體從業人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整合

資訊內容、網路平台操作的能力。 

但這也面對了一件事情：媒體從業人員必須要第一時間掌握最新的

資訊，例如如何將「做好做滿」這樣的流行話語融合網路媒材（例如 gif

小動畫）。 

長期以來，讀者的形象是塊狀而模糊的，或說中間值，因此平面媒

體的從業人員僅須以自己的想法、採訪內容、感想等，寫成一篇文章；

而網路媒體則是不斷在跟讀者妥協、溝通、掌握彼此的需求。現今必須

面對的是最直觀的”點閱率”，必須想盡辦法把內容寫成吸引人的；若是

對跟人互動、溝通有很大的興趣，並且喜愛掌握流行資訊，那就很適合

做網路媒體從業人員。 

「旅飯」就是以「有趣的旅行」作為核心主題，例如「你來臺北可

以去故宮逛古物」v.s.「如果你對古物有興趣，請來台北故宮。」前者

僅能吸引本來就要去台北的人，後者卻能將本來沒有要去台北旅行的人

一起撈進來。當粉絲認同之後，粉絲是不是也能願意跟著改變消費行為？

這是首先要確認的目標。 

但務必記得，有穩定粉絲數量成長的同時，依然還是要兼顧「質」

的追求。 

當然，紙本真的會消失嗎？從最近的著畫圖、鋼筆興起而造成寫字

帖的販賣，推測都是網路載體出現之後，大量的資訊量使人疲乏，進而

嚮往一種安靜的、簡樸的氛圍。網路出現之後，逼迫各種載體朝向其最

大化的方向發展，而紙本的優勢在於其精緻化的手感、以及滿足人類最

原始的收藏慾。 

而文院的學生若能對某一主題特別熟悉，加上其溝通技能、對網路

媒體的技術操作，其實表現會比新聞系的學生好；未來的分眾化只會越

來越明顯，所以各種特殊需求都會出現，即使是看似最微不足道的技能，



可能也會在未來就職場合派上用場。 

1. 判斷哪些人可以把事情做得好？進而進行邀稿等，一種對品味的鑑

賞。 

2. 怎麼邀約對方？怎麼溝通、吸引他人？ 

3. 怎麼判斷事情成不成？會不會察言觀色？ 

不是巴結、不是伺候，僅是對事情多一點設想、對對方的體貼多一點，

就容易讓人留下印象。 

發問情形: 

․若是專長於寫稿，這樣不足以應付嗎？ 

壹週刊以前有個 XY 檔案，找一些女性做私密的告白，然而，同時週刊

裡面又找了作家來寫專欄，所以問題是在於：即使一週只出一次專欄文

章，依然可以替週刊增加影響力，亦即文化資本。所以若能將自己提升

到這樣的程度，讓出版社願意讓作家僅需一個禮拜或一個月才產生一篇

文章，而其他時間願意支薪，這就是必須要自我提升的方式。 

相關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