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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主播陳雅琳站在新聞最前線 勇敢揭發真相

翰林驚聲

主辦：歷史系 

時間：114年4月8日（二）下午13:00-15:00 

地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講者：華視新聞資訊台主持人、製作人、主播陳雅琳 

主題：真相的震撼——站在新聞最前線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自己30多年的新聞從業歷程，其中幾項是在國外非常艱難的採訪

，我的新聞歷程，是從一個小記者開始。在新聞界，我有「阿信主播」的封號，指的

是非常能刻苦耐勞，這點和出身有關係。因從小家境較為清寒，7歲時父親因病過世

，由母親撫養長大，她在成衣廠工作，像這樣毫無背景的，究竟能不能翻轉人生呢？ 

上帝總是在關了一些窗後，一定會幫你開一扇門。在學校念書時，我的成績非常好

，常常考到全校第一名，獎狀曾被老師拿給家長會長的小孩，但我從小就覺得，被人

占便宜沒關係，因為改變不了現實，只要永遠知道自己有多少實力就好了。後來因成

績優異，順利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臺南女中，但沒辦法支付學費，只好轉而就

讀更難考的臺南師專，20歲畢業後可以當老師，獲得終身職的工作。 

為何之後轉換領域就讀新聞傳播呢？讀書時，臺灣還是戒嚴時期，很多事實被掩蓋

，當時還有禁書，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要禁止？到底還有什麼事情是大家不知道的

？後來發現，在政府所訂的傳播架構底下，可能看不到某一類的真實。那時我產生了

質疑，到底學校老師教的、媒體講的是不是真實？禁書上寫的就一定是真的嗎？還是

作者從個人角度來描述這些事？ 

總之，透過各種閱讀，產生了更多想法，到底誰講的為真？為了解決疑惑，只有一個

辦法，就是站在新聞現場，親眼所見為準，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心中蘊藏了當新聞記

者的幼苗。 

我曾到世界各地採訪，一些經歷覺得很特別，新聞這一行永遠在尋找新聞點，譬如以

日本福島311地震為例，它的新聞點非常強，那時日本政府不同意各國前往採訪，到

第7年時申請終於通過，卻沒有記者願意和我一起去，內心覺得很感慨，新聞記者應

該直接往災難現場採訪，只有深入現場才能帶回真實，可想而知當時的福島居民，受

到國際間多大的歧視。 

在臺灣如果想看到全世界的消息，可以透過社群或國外各大通訊社來接收，會有它的

一致性。可是如果要探究新聞的真實性，就得親臨現場，才有辦法從不同的角度觀察



到。重點是，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傳播出的世界會變成什麼？ 

我曾到伊朗，那兒沒有新聞自由，也不允許記者進入，當時是以研究波斯文化的名義

順利入境，小心翼翼地拍攝，途中甚至遇到秘密警察，被刪除了許多影像畫面。雖然

經歷了一場險境，但實際採訪完後發現，伊朗與西方世界形容的樣貌並不相同，人民

非常親切，而且對宗教很虔誠，對自己悠久的歷史文化也感到自豪。 

另一個國家——北韓，也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人民的認知都是政府宣傳的，許多

並非事實。後來以學術交流名義進入北韓，隱藏記者身分進行拍攝。但順利入境後

，在當地仍受到諸多限制，被要求不能製作負面報導，不能攜帶手機，拍攝時受到嚴

格規範，政府可以隨意檢查、刪除內容。為了帶出真相，還採訪了許多當地居民，記

者身分是不准接觸人民的，只能在現場看到了盡量記錄下來。 

適逢達賴喇嘛流亡50週年，很想去做記錄。當時申請簽證時，被發現是媒體人，要求

簽下切結書，不能進行採訪。最後靈機一動，我改名報導，且只專注拍攝達賴喇嘛的

畫面，不但順利採訪，也沒有違背心中的底線。採訪完後，達賴喇嘛突然回頭說了一

句話：「我只希望真相能夠被傳播。」聽完這句話後感觸很深，本該是傳播真相，可

是對這一位全球尊崇的長者來說，他的欲求竟然這麼微小，又如此的迫切。 

這輩子到目前為止，曾遭遇過最危險的，是在香港反送中抗爭時，現場每位港警荷槍

實彈，甚至使用瓦斯槍向群眾掃射，後來真的經歷到，瓦斯槍掃向民眾四處亂竄，我

也感到呼吸困難，一同前往的記者們紛紛身體不適，立刻拿起手機拍下這真實的一刻

，記錄在共產政權之下，追求民主的人民卻遭受殘酷的對待，如今的香港已經失去了

民主。 

從事新聞工作，希望能把最真實的一面、值得關懷的議題帶給大家，一如當初從教育

轉念新聞傳播的初衷。生活還是會不斷面臨到新的議題，希望實地採訪報導出來，能

做就盡量做，直到沒力的那天，不管時代如何發展，仍有很多需要關心的議題，不會

隨著時代改變而消失。（文／許宥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