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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僧有話要說》三十一說─媒體可以救台灣 

            作者：趙永祥(嘉義大林 南華大學現任教師) 

 

媒體理應與民眾站在一起，擔任另一個在野黨的角色，監督政府才是。媒

體有其特殊管道，可以獲得比民眾更廣泛的訊息，接受民眾的陳情，將政府無法

顧及的層面報導出來，為民眾謀福利，發出不平之鳴，並持續追蹤，直到民眾的

訴求獲得滿意的答覆為止。 然而，臺灣現在的媒體似乎卻沒有盡到這份責任，反

而競相追逐演藝圈八卦、緋聞或是藝人的對象是不是豪門出身等新聞，試問這樣

的新聞報導對臺灣有何助益呢？只是讓民眾對於這樣的報導深感不耐與唾棄。 因

為全球化，「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已然形成，其他地區發生的事，都深深影響

著臺灣未來的發展，此時媒體更應擔任教育的角色，將其他地區發生的事詳實的

告知民眾，教育民眾應具備的國際觀，讓所有人知道在世界上其他角落還有更重

要的事不斷發生，而其後續發展影響著臺灣的生存與進步。 

 

    在《貧僧有話要說》三十一說─媒體可以救台灣本文中，大師語重心長

指出：「現今媒體的經營，有它的困難；不過，世界上的媒體也都有國家給予補

助，必須要幫助政府推行政令、改善風氣。既然報紙不必自立為生，它就應該和

政府緊密合作，像學校教育一樣，對這個社會實行社會的教育。如何實行社會教

育呢？報壞事，更要報好事；報壞人，更要報好人；報惡行，更要報善行。」在

文中我對大師的一段話印象深刻，大師提到：「記得美國聖地牙哥曾經有一條擱

淺的鯨魚要野放，《中國時報》給予全版特寫，溫馨、可愛，至今多少年來，始

終讓我難忘；過去台灣的紅葉少棒，震驚天下，《聯合報》的追蹤報導，也讓我

感覺到，做一個台灣人真是與有榮焉。假如說像這一類的新聞能再多一點，每天

都有，或者對於小人物的行事，像愛心菜販陳樹菊、青年公益家沈芯菱、世界盃

麵包大師賽金牌得主吳寶春等等好人好事，能多給予報導，必然對社會人心的安

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今日社會，從專業主義來看，媒體報導的本質指出專業實踐與達成某種

有價值之內在目的，媒體倫理並不只是一種理想，而是媒體身為媒體企業必須肩

負的道德責任。雖然媒體常會濫用自己的權力或製造事件的情況發生，但是也能

就此顯見媒體的公義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有時候可以透過媒體影響進一步去引領

廣大公眾的迴響，而共同使政府與企業組織在面對錯誤或社會問題時，能夠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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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正改革，因而促進國家社會的安定。過去我們都認為，媒體是獨立於政府之

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另一權力「第四權」，它威力強大而且不受拘束，它主

要來自於兩種糾正之力量，一種是媒體本身基於聞專業、新聞良知、新聞倫理、

社會公益及社會責任等所做的自我約束、自我要求、自我鞭策及自我提升，這就

是所謂的媒體「自律」；另一種則是來自外部的制衡，包括法令方面的基本規範，

學者專家及一般閱聽大眾所發出的批評、建議和道德勸說，也就是所謂的「他

律」？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制訂很多戒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佛弟子

有在家佛弟子的戒律，但是很多人都害怕受戒，認為戒是不自由的，受了戒，殺

生不可以，偷盜不可以，婚外情不可以，妄語兩舌不可以，太不自由了。實際上，

在佛教解釋「戒」這一個字，是自由的意思。戒殺，就是要你不侵犯別人的生命，

要尊重別人生命的自由；不偷盜，就是要你不侵犯他人的財產，要尊重別人財產

的自由；不婚外情，就是要你不侵犯別人的名節，要尊重別人的家庭、身體、名

節的自由；不妄語，就是要你不要毀謗傷人，要尊重他人名譽的自由。所以，戒

是給別人自由，也是給自己自由。我在讀完本文《貧僧有話要說》三十一說─媒

體可以救台灣之後，個人非常認同大師觀點，也期望今天台灣的媒體都能公正無

私，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尊重法律上的人權保障，那麼媒體可以救台灣，台灣也

就跨進一大步了。重點在於要媒體人救台灣，也先要社會提升讀者的人文素養，

提升閱讀的品質，不要媒體報導聳人聽聞、揭人隱私、以真報假的新聞，要求真、

求善、求美；因為有好的讀者，自然就會有好的媒體。「人間福報」與「佛光衛

視」確是當前台灣媒體的兩大清流，希望「人間福報」與「佛光衛視」能發揮讓

社會走向有公義與公道的影響力，讓一些有為的媒體記者，在這一個時代裡，能

以他們的筆桿救國家、救社會、正人心，做為社會的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