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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國學者喬姆斯基（Chomsky）認為，大眾共識都是由主流傳媒製造出來的（manufactured consent）
。由大財團擁有或操縱的媒體，利用或欺或瞞等不一而足的伎倆，誘導群眾，凝聚所謂共識，以維護
本身利益。香港主流傳媒近年也趨於單向，所作所為多從商業或政治利益出發。互聯網普及和網絡技
術不斷開發，造就了網上獨立媒體的勃興。葉蔭聰從個人經驗出發，縷述參與獨立媒體運作的前塵近
事。雖然一再懷疑規模有限並備受財政牽絆的小媒體如何能抗衡主流，介入並影響社會大事件的發展
，惟亦殷殷寄望不同獨立媒體的眾聲喧嘩，能集「偏識」為相對完整的社會情狀，呼喚公眾拓展視野
，認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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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葉蔭聰，大學讀過新聞，卻從來沒有當過受薪記者；在學院浮沉，卻斷斷續續，在另類媒體當義務編
輯。現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當教書匠，2004年開始與友人籌辦「獨立媒體（香港）」，以民間記者
、媒體行動者的身份，介入社會事件，包括2005年的反世貿抗爭，以及2006年的保衛天星碼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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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文應自由亞洲電台所邀而寫，這裡有聲音版，並內含作者葉蔭聰的訪問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shulinmanbu/2007/10/19/hongkong_media/index.html?simple=1）在
今日的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城市人能逃脫媒體的影響力，而隨著媒體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人們也愈來
愈發現媒體的弊病。從九十年代中開始，已經不斷聽到對媒體的批判聲音，例如說媒體誇張性新聞，
傷風敗俗；為求銷量，不惜譁眾取寵、扭曲事實；這些批判都是城市人街頭巷尾耳熟能詳的了，有其
道理，卻未算得上是有的放矢，因此也不能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另外一種不知算是支持媒體還是反
對媒體的說法，同樣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 “這麼多不滿、這麼多不喜歡，那為什麼還要看？”這
個質問突出了我們現在在資訊層面對於各種大眾媒體都是非常倚賴；這個質問其實非常“香港”，從
消費者角度著眼，很強調錢和收視率；在深一點來看這個質問表現了某種犬儒態度——就算無法改變
現實，我們也不該放棄批判的機會，否則人就會愈來愈逆來順受，是不是？可能很多人都仍然處於對
大眾媒體“一邊罵、一邊看”的怪圈，在此可以推薦他們看葉蔭聰的小書《小媒體．大事件》。這本
書既能對大眾媒體作出一針見血而非抽象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傳遞了出一種實踐的可能，一種正面的
能量。葉蔭聰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講師，八十年代末進大學讀新聞系，在八九學運中體會了媒體
鋪天蓋地的報導威力，也產生了不滿：他指出大眾媒體沒有辦法參與世界的改變，也沒有提供改變世
界的理論，不能扭轉局勢，甚至有時令人連現實都無法看清。書中認為，現時大眾媒體的所謂墮落，
其實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掌握大勢有關。媒體管理階層的膨脹，權力愈來愈大，以自己所想像
的市場和大眾口味來改造媒體，操控輿論。新聞專業者的自主性便進一步被剝奪，編輯需要用更多時
間來設計標題和圖片，甚至改寫稿件，在過程中往往涉及操縱民粹情感。葉蔭聰說，所謂“市場”並
不指向一群實實在在存在的公眾，而是被操控的對象，大眾不是主人翁，而是被操縱的對象，而所謂
市場主導的媒體，其實是由更壟斷的資本及管理階層掌控的媒體企業，在這種環境裡，其實公眾和新
聞專業人士是愈來愈感到無力。但葉蔭聰沒有停留在無力中，他自九十年代中一直累積獨立出版的經
驗，到二零零四年與友人一起籌辦網站“獨立媒體（香港）”，以民間記者和媒體行動者的身份，介
入了許多社會事件，如二零零五年的反世貿示威，和二零零六至零七年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運
動。究竟另類媒體有什麼價值，為什麼葉蔭聰樂此不疲？“獨立媒體（香港）”這個網站，又比以前
有什麼優勝之處？葉蔭聰書中最吸引人的論點，大概是希望通過另類媒體的實踐，創造一種活化的公
眾。葉蔭聰的想法總是在理想中兼顧務實，可以讓我們從習慣的消費者身份中走出來，成為一個行動
者。希望讀者都可以從中得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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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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