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面媒體的發展 



什麼是平面媒體？ 

•通常我們把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稱為「平面媒體」(print media)。 

•這裡的「平面」是廣告界借用了美術構圖中的「平面」概念，因為報紙、
雜誌上的廣告都是平面廣告。 



報紙的發展 



古代中國的「邸報」、古羅馬時代的「公報」(Acta Diurna)，流通有限，
且記載的內容範圍狹隘，又未定時、定期出刊，所以無法被視為現代意
義下的報紙。 

《每日紀事》(Acta Diurna)，又稱
《羅馬公報》。 
 
它是古羅馬公告式的官方公報，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官方公報，
古代統治者採用的重要傳播方式之
一。 



邸報，又稱邸抄、邸鈔、朝報、條報、
雜報，是用於通報的一種公告性新聞報
紙，專門用於朝廷傳知朝政的文書和政
治情報的新聞文抄，最早出現於中國的
漢代。 
 
邸報的作用相當於現今的駐京新聞機構，
是在中央政府中樞部門統一管理下發行，
其重點在傳達朝政消息，舉凡天子詔敕、
臣僚奏議以及有關官員任免調遷等，都
是邸吏們所需收集抄錄的內容。 
 
由於邸報最初是由朝廷內部傳抄，後遂
張貼於宮門，公諸傳抄，「亦互相傳報，
使知朝政。」，故又稱宮門抄、轅門抄，
實際上就是最早的一種新聞發布方式。 



十七世紀現代報紙的誕生： 
日耳曼地區 → 瑞士、比利時、荷蘭 
→ 英國、奧地利、法國、義大利。 



早期的報紙多是單張、單面印刷，一星期出刊一次，而且
只報導其他國家的新聞。 

西元1609年發行的Carolus‘ Relation
德文報紙是最早的報紙。 



早期的報紙多報導風花雪月、八卦小道( gossip )
消息，政治性新聞比較少見。 



1870年代後日本和中國相繼出現報紙，臺灣人創辦的第一
份報紙是臺灣民報。 

1874年11月2日發行的読売新聞 



新聞自由(Press Freedom)觀念的萌芽 
(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新聞自由的打壓 

•報紙一誕生即受到教會與政府兩方面的箝制與打壓，常常出現查禁報社
的情況。 

•十八世紀歐洲開始出現日報，各國政府對報紙的控制日漸加強，攻擊教
會、批評政府的記者可能會被判處死刑。 

《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是一份禁書目錄，收錄
了曾被羅馬教廷判定為具「危險性」或內容有害於天主教徒的信仰
和道德的書籍。 
 
凡在《禁書目錄》之列的書籍或著作，都嚴禁印刷、進口和出售。
《禁書目錄》是審查制度的衍生物，用於防止信徒閱讀到被天主教
會認為不道德、含有錯誤神學觀點和導致腐敗行為的書籍。 
《禁書目錄》於1559年首度發表，共有32種修訂版，1966年6月14
日被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廢止。 



1951年，臺灣適逢戒嚴時期，政府頒
布《出版法》，以「節省紙張」為由，
停止新報紙登記(限照)，現有報紙每份
發行張數限三大張以內(限張)，印刷廠
只能在一地(限印)，並且不得刊載批評
政府的言論。 



新聞自由的保障 



1644年英國作家彌爾頓(John Milton)發表《請願書》(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to the Parlament of 
England)，認為每一個人應當享有「獲知」、「陳述」和「辯論」三種權利。 



1766年瑞典通過Freedom of the Press Act of 1766法案，成為
第一個立法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 



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表《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Man and of the Citizen of 1789)，明示公民有言論、著述
和出版自由。 

Article XI – The free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and 
of opinions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rights of man: 
any citizen thus may speak, write, print freely, except 
to respond to the abuse of this liberty, in the cases 
determined by the law. 

第十一條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
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
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
項自由負擔責任。 



1791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十條1791: US Bill of Rights (1st 10 
Amendments)，第一條明定美國公民皆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1999年中華民國立法院廢除《出版法》，該法授權警方沒收或禁止內容
煽動、反叛、褻瀆、干擾合法履行公權力或違背公共秩序或道德的印刷
品，政府不得任意查扣出版品。 



新聞自由的功用與濫用 



報社的職責 

• 1907年美國 St. Louis Post-Dispatch 和 the New York World 發行人普立茲
(Joseph Pulitzer)訂立報規 → 不偏不倚、公正報導事情的真相。 



報刊代表社會的輿論，被喻為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的
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所
以記者有「無冕王」之稱，比
喻雖然沒有顯赫的名位，卻能
產生很大作用的人。 



實例 

• 1972－1974年美國爆發「水門案」(Watergate scandal)，當時的總統尼克
森(Richard Nixon)被《華盛頓郵報》記者揭發濫用竊聽，並使用種種不法
手段求得勝選，最後在司法調查與輿論壓力下，黯然辭職下台。 



1980年代末，菲律賓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貪污腐化，1983
年8月21日派人暗殺反對黨領袖艾奎諾(Benigno Aquino Jr.)，又在總
統大選中作票，最後在輿論與美國壓力下辭職，流亡夏威夷。 

Ferdinand Marcos Benigno Aquino Jr. 艾奎諾的血衣 



1990年代國際新聞媒體大幅報導南非黑人反抗運動，南非白人政府最後
屈服，取消種族隔離(Apartheid)政策，並釋放黑人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 



新聞自由的濫用 

•現代報社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各家報紙往往以
煽動性的報導吸引讀者，無視是否公正客觀。 

•西元1895到1898年，美國兩大報業鉅子普立茲(Joseph Pulitzer)與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的報紙競爭激烈，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報
紙內容極具煽動性，當時稱之為「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 



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或黃色新聞學，
是新聞報導和媒體編輯的一種取向，源於19-
20世紀之交紐約漫畫專欄《Hogan's Alley》中
的主角「黃孩子」(The Yellow Kid)所引發的漫
畫專欄爭奪戰(普利茲與赫斯特之爭)。 
 
這裡的「黃色」，並不等於色情。在理論上，
以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新聞為基礎；在
操作層面上，注重犯罪、醜聞、流言蜚語、
災難、性等問題的報導，採取各種手段以達
到迅速吸引讀者注意，同時策動社會運動。 



西元1898年美國戰艦USS Maine在西班牙屬地古巴發生爆炸沉沒，兩人旗下的
報紙 New York World 和 New York Journal 大肆渲染，連日大篇幅報導，力促美
國與西班牙開戰，導致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的爆發。 



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 



雜誌(magazine)的出現 



十八世紀英國出版商將各種不同風格和體裁的
文章集合在一起刊行，稱之為雜誌(magazine)，
是一種通俗、消遣性刊物的總稱，與學術刊物
(journal)不同。 



雜誌與報紙不同，它沒有每日出刊的壓力，可以提供新聞
事件比較深入的報導及討論。 



1923年美國亨利‧魯斯(Henry Luce)創辦《時代周刊》(Time Magazine)，
深入報導每週國際新聞事件，每年選出年度風雲人物(Person Of The Year)
成為世人的焦點。 

The first issue of Time (March 3, 1923) Henry Luce夫婦 Person Of The Year 2016 



雜誌的專業化與多樣化 



二十世紀初，部分雜誌介紹新觀念，成為社會改革的先聲。 

• 1915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在上海創立
《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為《新青年》雜誌，由群益書社發行，推動新文
化運動的發展。 



除了時事雜誌外，今天的
雜誌走向多樣化、專業化，
提供特定族群或專業人士
最新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