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報揭開全
新通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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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年前，報紙的新聞來源主要是通過郵寄、客戶提供
和抄襲同行。而報紙所刊登的國際新聞，可能發生在幾
個星期前。到1844年美國人莫爾斯（Samuel Morse）發明
了電報，揭開全新的通訊時代。電報迅速地報道新聞，
影響了世界商業市場。當時的知名報人、《紐約先驅論
壇報》創辦人貝納特（James Gordon Bennett）曾預言，
報紙面臨壽終正寢。「電報會將報紙逐出市場。」他
說。這預言流傳百多年，報紙至今屹立不倒。

電報是催化劑
面對今日的網絡新科技，報紙（媒體）正接受一場更

嚴峻的數碼媒體挑戰。上述「電報威脅論」，最近出現在
一本新書《設計媒體》（Designing Media）裡，再度引起
行內人士議論紛紛。

《設》書作者莫格里奇（Bill Moggridge）採訪了《紐約
時報》出版人蘇茲貝格（Arthur Sulzberger），後者重提

「電報威脅論」的談話。不過，蘇茲貝格對報業前景充滿
樂觀。他認為當年貝納特過於審慎，他看不到電報其實
是一種催化劑，促使遠在他方的人更加渴望了解新聞的
全貌，加速報紙發展。

《名人錄》裡的名人
莫格里奇共訪問了37人，內容全收錄書裡。被訪者包

括了《維基百科》、Facebook 、YouTube和 Twitter等網站
創辦人，以及一些電視節目製作人和編輯等。他們都是
名副其實的《名人錄》（Who's Who）裡的名人，為過去
10年間的媒體革命作出貢獻。他們坦誠地論及傳統主流
媒體目前所面對的新挑戰。

莫格里奇出身設計界，1980年設計了全世界第一台筆
記本電腦。1991年與一群史丹福大學畢業生創辦了全球
最大的設計公司IDEO，目前是紐約Cooper-Hewitt國家設
計博物館董事。

替顧客解決疑難
莫格里奇在書中強調，媒體本身就是一種設計，通過

設計，媒體可以發揚光大。
傳統的「設計」局限於工業產品如椅子、電話和汽車

等。事實上，新一代的設計思維，已擴展至照顧客人的
「體驗和服務」。例如，設計網上銀行系統或醫院病人人
流控制等。設計師創作更有效率的方法，替顧客解決疑

難。
莫格里奇本身就是「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之

父。他起初設計電子分界面，現在是為顧客設計如何操
縱黑莓手機在超市付款。

許多新一代的媒體大人物都出身於軟件設計，所以莫
格里奇強調「媒體本身就是一種設計」。例如視頻分享網
站YouTube的創辦人赫爾里（Chad Hurley）原是平面造
型設計師。他也憑㠥「互動設計」，由設計師一躍而成為
億萬富翁。

作出互動影響
《設》書指出，報紙面對新科技的挑戰，必須在網站

通過互聯網與電視廣播等作出「互動設計」。正如書籍，
如今設計了電子書與印刷書兩種版本，作出互動影響。

據統計，去年聖誕節最流行的禮物是電子書閱讀器，
如Kindle、Nook、iPad等。去年電子閱讀器單在美國的銷
售額達10億美元，比前年增加了200倍。在英國方面，僅
蘭登書屋集團公司（Random House）的增幅已達800％。

大眾口味正在改變
英國《觀察家報》本月2日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無須擔

憂數碼科技會打擊主流媒體，以電子閱讀器為例，它反
而刺激了印刷書籍的銷路。

文章以英國名廚、《大城小廚》（Naked Chef）主角奧
利弗（James Oliver）的新書《三十分鐘美食》（30-Minute
Meals）為例，每天竟售出1萬本。這批潛在的讀者群可能
達數百萬計，傳統的出版商和作者須拭目以待。

文章認為，主流媒體不得不承認，大眾口味正在改
變。媒體要整裝待發，加以配合。

無論是出版書籍抑或是出版報紙，都需要有利可圖始
能支撐下去。英國18世紀小說家菲爾丁（Henry Fielding）
曾說過：「作家應該考慮到自己，別做一個紳士大排宴
席請客，倒不如經營一間酒吧，歡迎所有人進來賺錢。」

勇往直前的傳媒大亨
順帶一提，英國今年選出的「傳媒大亨」就是今年60

歲的《快報》（Daily Express）猶太裔老板德斯蒙德
（Richard Desmond）。他擊敗其他3位候選人，包括另一位
「傳媒大享」梅鐸之子詹姆士。

評議委員稱讚德斯蒙德在報業艱難年代永不言退。他
曾經斥資10億英鎊向梅鐸購置《太陽報》。他不怕數碼媒
體的威脅，除了報紙，他的傳媒王國已擴展至電視和雜
誌。他曾經說過「天天吃生蠔，就會忘記了鱈魚。」

科技發展迫令媒體由「舊」走向「新」。面對頭腦
聰明、心水清的讀者，經營情況愈見困難，「舊媒
體」似乎追趕得十分吃力。

所謂「舊媒體」，就是報紙和雜誌等平面印刷品，
透過油墨和紙張處理及發布資訊。而「新媒體」則
指使用電腦處理資訊，再經網絡科技進行傳播和交
換。當「新媒體」出現後，電視和電台等影音資訊
處理和廣播，亦被納入「舊媒體」。

「新媒體」的特點，就是無需有明確建制和品
牌。簡單一部電腦，已可進行編、採、寫和發布等
工序，營運成本相當低，操作者有極大的編輯自
由。營運媒體也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因為媒體的
創辦、營運技術和知識已普及化及平民化。很多流
量極高的個人網站或討論區，也以媒體自居。近10
年，世界各地的「舊媒體」亦紛紛進行「新媒體運
動」，另闢網站，把由「舊媒體」搜集、處理的資
訊，經網上發布。

早年江湖傳聞，「新媒體」的出現是「舊媒體」
的「死期」。但至今，新、舊媒體依然並行。很多報
紙傳媒一度勇敢地在網上版增設網民討論區，每天
引來大批「無名氏」就新聞訊息激烈討論。最後，
討論區都因為言論太激、牽涉法律問題而告終。這
便證明，「Web 2.0」的互動、自由特質，是「舊媒
體」升級至「新媒體」的重大障礙。「舊媒體」的
特質，就是資訊經出版後，便不能更改和被更改，
文責、言責明確。這特質促使媒體保守縝密。「新
媒體」吸引之處，就是開放資訊處理的大門。世界
各地流量最高的網站，討論區都是大膽開放，發布

完可以隨意修改，近乎「無王管」。
自古以來，人們對待媒體所發佈資訊，心態也是

十分矛盾：當媒體太過客觀、權威性，便會遭指責
「保守」、「一言堂」；媒體太過開放，訊息經由不同
人士（如網民）隨意處理和發佈，又會被指「不可
信」、「亂來」。近年，人們對「新媒體」有極大的期
望，賜予「民意寶劍」，指嚇、監察「舊媒體」。很多
人以為，新、舊媒體不能並存。主要原因是他們高
估了「新媒體」的力量，低估了「舊媒體」的價
值。

「新媒體」雖然自由度大，透過個人隨身智能通
迅裝備，能隨時、隨意發表和發布，但卻缺乏說服
能力和公信力。比方說，若市民經網站得悉將懸掛
颱風訊號，大家都會開電視、收音機，從這些被指
罵「保守」、「一言堂」的「舊媒體」尋找「引證」，
又或瀏覽由報紙等營運的網站，才敢相信消息、才
敢提早下班。面對任何經網站、網上討論區、手機
收集的訊息，人們其實對其真確性也持有保留。說
到這裡，剛賜下「民意寶劍」，市民又隨即收回。

由古至今，讀者不斷企圖從媒體找尋真相。隨㠥
「新媒體」誕生，讀者企圖讓新、舊媒體踏上天平、
互相監察。讀者來一個隔山觀虎鬥，維持兩者

「check and balance」（制衡作用），把透過媒體獲取真
相的機會率，大大提高。說到底，讀者還是不相信
媒體，相信的只是自己。「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
春」，讀者真的很聰明嗎？但說到聰明者，其實是背
後努力把新、舊媒體兩線發展的商人。

文：所羅門

媒體革命的智慧設計論

媒體
早在19世紀中葉電報出現時，報業已憂心忡忡，恐怕電報會

威脅報紙的生存空間。如今看來，當然是匪夷所思，因為報紙

至今安然無恙，發展迅速。

今日的通訊科技（數碼媒體）同樣威脅㠥報紙，甚至威脅電

視、電台、書籍和雜誌等主流媒體。美國專家認為，媒體若經

過設計重新包裝，定會殺出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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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媒體》

■奧利弗新書
每天售出一萬
本。

■赫爾里（左）原是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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