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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的感覺 

 

 看一篇報導，最先看到的就是它的標
題，相較之下，自由時報的標題「麥
培配成軍 培林搶盡鋒頭」帶有點貶裴
林的意思，而中國時報的標題「裴林
褒麥貶歐 氣魄擄人心」就帶有些正面
向上的意思。 



 

  兩份報紙的排版並不會給人一種很擁擠、
難下眼的感覺。至於各自排版的狀況，自
由時報排版整齊有條理能夠讓人輕易的從
頭看到尾。至於中國時報明顯不能有效的
將相關的報導控制在半版之內，需要把報
紙攤開才能看到完整的報導。↓ 

 





用字遣辭方面  

  

 因為這並不算是我們國家大事，所以
要讓讀者看得一目了然，馬上就可以
進入狀況，了解文章主旨是非常重要
的，應盡量避免使用艱澀難懂的文句
與詞彙。 



 舉例：兩家報紙對於報中主角的言詞做了
字面上不同的解讀，同樣是要翻譯成一種
狗的名字，中國時報翻譯成「鬥牛犬」
（見圖一），而自由時報翻譯成的「比特
犬」（見圖二）相較之下就難以讓一般讀
者了解文中裴林是要成為咬人不放的鬥牛
犬，來反擊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  

 





內容多樣方面  

 一篇好的報導需要多樣的內容，大量的將
相關的報導集中很重要，如果你是第一次
看完報導你一定對報導內容霧煞煞，這時
自由時報以及中國時報皆有後續的報導，
但兩者的後續報導內容卻截然不同，自由
時報的後續是以共和黨要取得進軍白宮的
種種困難為主，為比較大方向的； 



而中國時報是以介紹裴林這個人的家庭背景
為主，就讓一般讀者有更深入機會去了解
裴林這個人。這是兩大報在後續報導上明
顯目的不同的差異。而自由時報為了更進
一步的符合現在大眾的輿論心理，又加入
了「裴林搞外遇？美小報驚爆」（見圖三）
以聳動的標題吸引大眾的關注  

 





圖片分析  

 對於這種非國家大事而言，有些讀者並不會完整
的將它讀完，而會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人感
興趣的地方，也就是說字無法吸引到讀者的心，
那麼就必須用圖來吸引讀者。在這方面自由時報
明顯的讓人看到主角的正面，說不定有辦法吸引
到讀者的心；而中國時報用了一張有一位男生抱
著小寶寶的人，讓人想要一探究竟到底那個寶寶
跟裴林到底是甚麼關係，進而讓讀者自然而然的
想閱讀後續報導中有關裴林的家庭背景。  





結語  

 做這篇報導並不是要說哪家報紙好，哪家
報紙不好，而是要藉由其中的差異來讓不
者明白兩報的特色以及型態。就標題而言
兩報皆能吸引讀者目光，所以不相上下；
版面的安排中國時報未能將之集中在半版
之內，造成閱讀不便，稍嫌美中不足；用
字親切度方面則是中國時報的鬥牛犬略勝
一籌； 



 至於後續報導則是中國時報較能配合主角
裴林作深入的報導；自由時報所加入的裴
林外，較能吸引讀者目光；圖片部分皆能
讓讀者產生另一種想更了解的衝動。結論
就是，兩家報紙各有所長，平分秋色，就
看讀者的需求以及喜好做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