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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有那麼多記者及媒體，可能很多新聞根本稱不上新聞」這是西班

牙國際通訊社駐台記者白方濟(Francisco Luis Perez)對台灣媒體的印象。他說，台

灣媒體的資訊非常多，有看不完的東西，有太多的社會新聞和即時訊息，但國際

議題或深度報導的題材則未受到相對重視。

由於對東方文化有高度興趣，西班牙籍的白方濟，擁有 Navarra 大學神學博

士學位，在歐洲待過三、四個國家，於一九八六年來台，先在學校從事研究及教

學工作，五年前轉進新聞工作領域，是台灣唯一以西班牙文發稿的外籍記者。

公司總部在馬德里，主要客戶為以西語系國家的媒體為主，因此白方濟可

說是台灣對西語系國家重要的溝通窗口。白方濟在台時間已超過十五年，娶的又

是台灣老婆，華語也相當流利，可說是在台外籍記者中少數的「台灣通」。

白方濟大學時期在法國主修數學和哲學，對新聞的查證工作也特別重視。

他說，一位專業的記者必須具有研究的精神，所謂新聞，不單只有報導一個新聞

事件告知社會大眾，而是要探討背後所隱藏更深層的意義。尤其是台灣的政治

面，因為兩岸情勢關係敏感的影響，因此，媒體在報導相關新聞事件時，必須更

客觀和謹慎。

就他觀察，拉丁美洲國家對台灣方面的新聞報導非常有限，因此，他選擇

以介紹文化藝術之類的新聞，使他們有更多興趣和意願來認識台灣，並藉此打開

台灣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例如，他最近報導有關高行健劇作「八月雪」的演出消

息，以及馬諦斯在台展覽的新聞等，在拉丁美洲引起讀者很大的回響。

談到西方媒體和台灣媒體的差異，白方濟以媒體處理公眾人物的醜聞作比

較。他說，西方媒體在新聞事件上，採取較公私分明以及謹慎態度，歐洲媒體對

私人的行為比較不會去報導；雖然也有些媒體會追逐八卦，但僅限特定的公眾人

物，反觀台灣媒體對公眾人物的行為會公私不分的報導，而且往往忽略事實求證

和客觀公正的態度，這是記者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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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白方濟還指出，台灣媒體過度重視社會新聞的採訪，在短期新聞事件

上不斷的重複，卻忽略國際性議題的報導和深度分析，媒體欠缺國際上重要的新

聞議題，這是應該要加強的部份。簡言之，他認為，台灣的「速食新聞」太多，

而且也有所謂的「Yellow Journalism」的趨勢，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談到台灣的經濟情勢，白方濟建議媒體應當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分析，告知

並教育社會大眾這是一個全球性所面臨的問題，不單單是政黨輪替後所造成的結

果，當然，執政黨也要有應變措施，因為經濟是台灣的命脈，媒體也應適時的去

傳達更正確的資訊給社會大眾，以免造成人民不必要的恐懼。

綜觀台灣的媒體，他仍給予自由與進步的評價，雖然在報導內容上，有諸

多提升的空間，但他認為這是民主發展國家媒體進步的一個過程。以政府提供的

採訪便利而言，他說「不好也不壞」，政府不會刻意不告訴你什麼，也不會給予

很大的便利。

此外，他也發現，台灣電視媒體近年來，出現許多有關談話性叩應的節目，

他說，這可以讓閱聽者從來賓的對談中，更能了解更多事實真相，也是媒體進步

的一個過程；在平面媒體方面，他指出，由於各媒體立場不同，報導的角度也會

有所差異，例如，聯合報和自由時報在新聞事件的傳播上就會有不一樣的民族性

觀點顯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在擔任記者五年以來，他印象最深刻的報導包括有：總統選舉新聞，而且

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也對台灣的政治新聞有相當大的興趣和認識。此外，像是九

二一大地震和華航空難等都令他印象深刻。

當然，白方濟也很喜歡台灣的環境和文化，本來在菲律賓教書的他，對亞

洲文化就有很深的研究，他的足跡遍及印度、中國、日本等。來台之後，他仍然

有在進修有關國際關係和政治方面的課程，也在大學授課。他期許自己在記者和

學者的雙重角色下，使自己有一種更開拓的視野和精神，他更希望經由他在台灣

的報導，可以讓拉丁美洲國家更了解台灣的情勢和兩岸的問題，藉此，台灣可以

更具國際化的形象，這是他所期望並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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