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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消息来源互动的人际智能」（他人∕认知）象限 

社会智能的第四个象限，是所谓的「人际智能」，指能够了解并区分他人的需要、感觉、情

绪、性情、动机、意向和行为的能力。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常较具备人际互动的基本原则知识，

也对人情法则较为知晓。以记者的工作来说，这个面向指记者能够洞察互动对象（即消息来

源）的需要、感觉、情绪、性情、动机、意向和行为，从而成为进一步与其互动的行为准则。 

例一： 

「……引起这么大风波，所以他还打算做新书发表会，打算开记者会介绍新太太。你想，人怎

么这么笨，人家一定会说，喔，你什么时候结婚的，人家会数日子，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这个人太没有戒心了……」（页28）。 

例二： 

「……你一定要懂得受访者的心理喔，有些事情他们是很喜欢亮相。所以，这个东西，记者

是，心理学是很重要，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修的那门心理学，真的是对我非常受用，尤

其一个记者，他是，不管做人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他真的是，就是你一定要用

很大的一个技巧……」（页9）。 

例三： 

「……以往你会注意到他（林清玄），因为我们关心彩銮（林之前妻），我们会从他的著作，

因为一个作家，他透露的讯息，绝对跟他自己脱不了干系，就是一个记者也脱不了干系，很多

人会从这篇文章来研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也会从他的文章去研究他是一个什么，对不

对？……」（页?）。 

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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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甲记者）也站在同情他（林清玄）的立场，我了解他的婚姻失败是怎么样，我站在

一个同情者的立场，我想……。【但是】我还是记者【身份去拜访他】…所以这个东西是交杂

的，我觉得是交杂的……」（页34）。 

从以上举例可知，「对他人的认知」这个象限系指记者对互动对象的认知。如甲记者在其访问

林清玄的过程中，曾经运用其原具有的人情法则（见上述之例一）、心理学知识（见上述之例

二）、互动知识（见上述之例三）、人际知识（见上述之例四），来探测林有意向外界公开再

婚讯息却无法体察社会可能质疑的心理，并以此知识作为其随后执行写作时的参考。 

（五）情境的限制 

本研究第二个研究问题为：「新闻记者工作领域中所须的社会智能包括哪些情境面向？」如前

所述，情境影响了个人参与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期待，也与参与者的意义接收与后续行为有关。

情境粗略可分为「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两者：前者指人际互动过程的参与者在互动时所

面对的环境，此处指组织文化和报社立场对记者的影响。外在情境则包括物理及非物理环境，

前此处专指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以及有关读者的考量。 

甲、内在情境：内在情境主要是指组织文化、上司作风和报社立场对记者的影响或约束。 

例一： 

「……但是我们编辑台非常着急，因为这个东西，很快就会传出去，如果【别的媒体】知道或

【对手媒体】，他们一定做，因为林清玄是个太畅销书【作者】……」（页15）。 

例二：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报社的立场太重要了。如果报社的立场支持你的话，你真的是很好

做事……他【指报社】也有他的那个，那一样啊，他是一个大的法人或是大的一个，他要考虑

他的立场，他要考虑他怎么去跟这个当事人的交往，他一样。那如果是你真的有背后报馆支持

你，那么【真是可以】一无反顾了……」（页42-43）。 例三： 

「喔，我们还是会写，会写，会要，因为不要你就独漏嘛，你漏得起吗？」（页43）。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记者处理新闻的过程中并非充分「自主」，而须考量报社立场、编

辑政策、甚至友报的竞争威胁（参阅陈顺孝，2000）等因素。如甲记者即曾在访谈中提及，

「那时候TVBS先出来了啊，那我们心里想，电视都出来了，那电视看的人比这个都还多，不赶

快做绝对来不及了」（页35）。 

乙、外在情境 



1. 非物理情境：以下这几个例子是记者对于读者所在的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考量： 

例一： 

「……但是这个林清玄事件是一百万册，就是可能一百万读者，我就想，不得了，一个记者的

笔，他有时一写下来，是牵涉范围这么广……」（页3） 

例二： 

「……所以我到现在做任何事，我都会想到，这个是情势不是对大家有利、益处的……」（页

10）。 

例三： 

「……对，我【读者】会有感觉的……」（页23）。 

记者对「外在情境」的考量，主要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即该新闻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力与涉及

的范围，如甲记者在访谈中不断强调联考泄题事件攸关十万考生和二十万家长，而林清玄的绯

闻案影响所及则是多达百万册畅销书的读者与信众。 

除了社会环境的考量外，记者心目中还有一群目标读者。在撰写新闻稿过程中，甲记者不时地

与这群读者「对话」，揣摩他们的可能反应。以下例子就是关于甲记者对读者的考量：  

例一： 

「……那么回到家里的那个反刍过程中，我想是最重要的阶段，我会一直想我要怎么布局，所

谓的布局我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吸引读者的目光，如果我不能把这个写出来，不能是让人家

看了新闻，那这篇东西是失败的。所以我会用一个读者的立场，会用一个，我不断的想说，如

果我是这个人，我会想要知道他什么。所以我通常非常认真的写leader【lead】，就是这个导

言的第一段，或者是最前面……」（页13）。 

例二： 

「……我也在跟那个，那个看不见的读者对话，因为读者如果他是跟我们有这种佛学根基的

话，他懂得说，我要表达是什么，我们要表达就是一个缘起的时候是怎么样，缘灭没有了，一

切都没办法掌控……」（页25）。 

例三： 

「……因为我的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只要我手写我口，你想讲什么你把它【以

 



下记录遗失】。但是这个反刍过程中，我会把我想要讲什么，全部先有个架构出来，那我会

想，我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什么样面貌，所以我主题抓得很好，很容易就抓到一个重点 

像……林清玄这个事情，嗯，当然，报喜讯是最重要的，他再婚了……」（页13）。 

例四： 

「……对对，这个我就是要道出来说，因为真的读者他就可以认真知道我在传递什么讯息。所

以基本上，一般人是不太会那个，但是我以一个做文字工作者，我一定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讯

息，你要认清人生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事实上，真的就是一个苦……。所以我要传递的就是

这个讯息，那我要告诉你【读者】，你们不要看一个人这么风光，他背后是什么，这个是我要

传递的。这也就是一个引爆出来的最重要，因为，我们大部份人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内

涵的东西看不到，但是内涵的东西就在里面……」（页21）。  

例五： 

「……我要报导的，就像我想要透露的一个本质，就是说，人生真的是太多表面的东西，你

【读者】看不到真面目……。我意不在制造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或什么，我想，我倒希望很

多读者能像你【研究者】那么认真的看，认真的思索，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页22）。 

2. 物理情境：指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时的环境，如透过面对面接触，或是透过电话联系。甲

记者认为，面对面采访那种直接的感觉非常重要，可以影响其下笔的走势。 

例一： 

「……我到那里都一样，任何事情，不是我亲自采访，亲自看到，我即使用一通电话我也不太

愿意，所以很微小的事情我还是要亲自到，还要亲自见到本人，因为你那个感觉太重要了。你

在隔了一个电话，只是一个线上，你没有办法看的面对面，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种直

接的感觉太重要了。尤其像我这样子，心思很密，而且很感性的人，我很希望直接的感觉，直

接的感觉可以影响一个笔的力量，一个笔的走势，一个笔的铺陈，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不管新闻大小，那个直接投入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页10-11）。  

三、本节小结 

综观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记者在新闻工作领域中经常运用到的知识和技巧，在「人」这方面包

括「对自我角色与定位的认知」、「对他人（消息来源）的认知」；「工作」方面包括「建立

人际关系」、「采访技巧」和「写作策略」；「情境」考量方面，则包括内在情境的「组织文

化」和外在情境的「读者」、「社会文化情境」这几个面向。将这些面向拿到社会智能的四个

象限中来看，第一象限「对自我（角色）认知」的内涵包括对记者身份或对新闻理念的认知

（如新闻专业的条件），以及个人的后设认知和自我定位。第二象限「自我∕执行」指记者如

何将其新闻理念落实于采访报导过程中（如记实避祸的手法与写作策略）。第三象限（他人∕

执行）是记者将其对他人的了解落实到新闻报导，如与消息来源互动并争取其信任，愿意揭露

真相。第四象限「对他人的认知」主要专指记者对互动对象（如读者和外在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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