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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對「取消文化」報導之論述分析： 

以 2020 年臉書娛樂新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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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取消文化」一詞以新詞彙舊概念出現，利用社群媒體對不當言論或違反社

會道德之公眾人物、企業發起抵制與網路羞辱等。經過主流媒體重新建構事件

後，能擴大對名人與被取消者的後續影響。因此，取消現象隨即引發名人及各界

人士討論其存在利弊。本研究聚焦於 2020 年娛樂界公眾人物之取消事件，以臉

書粉絲專頁新聞為分析對象，利用 van Dijk 之批判論述分析探討新聞報導對取消

文化中名人形象之建構、取消行為的認知以及台灣取消文化背後潛藏的意識形

態。研究結果發現新聞報導論述常對被取消名人建構出負面與不誠懇之形象，以

及代表性群體的取消行為樣貌。此外，台灣關於取消事件報導多以兩極化策略分

化群體，報導者所引用之觀點也間接展露其意識形態。 

關鍵詞：取消文化、社群媒體新聞、社會認知取向、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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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cancel culture" emerged as a new term for the old concept of u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to counter and shame public figures and corporations for 

inappropriate speech or socially unethical behavior. Mainstream media 

reconstructions of events can amplify the subsequent effects on celebrities and all 

those who be cancelled; therefore, this phenomenon has sparked discussions among 

celebrities and public figures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existence of canceling. 

This study uses Facebook fan page news to focus on the cancel culture events of 

public figures in Taiwan'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2020. In this study, using van 

Dijk's critical discourse, we examined the construction of celebrity images in 

cancellation culture, social cognitions of cancellation behavior, and the ideology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cancel culture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reported discourses constructed negative and dishonest images of the 

cancelled celebrities, as well as patterns of cancelling behavior on behalf of the group. 

In addition, Taiwan's coverage of cancelled events often uses polarizing strategies to 

divide groups, and the views quoted by the reporters indirectly reveal their ideology. 

Key words: Cancel Culture, social media news,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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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網路媒體的興盛促使人們更加關注社會事件，特別是對於公眾人物及

名人之日常生活感興趣。《時代》雜誌成功之關鍵就是利用人們好奇想關注焦點

人物故事來撰寫新聞，如政治人物、企業家、娛樂圈與體壇等名人（吳修銘，

2018）。而在近年「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成為網路流行詞彙，時常能發現

某名人或是公眾人物因為不良行為或不當言論遭到「取消」。取消文化中的「取

消」一詞首次出現於 2015 年，由非裔美國用戶們組成的 Black Twitter 所發起的

主題標籤#cancelled。在 2017 年#MeToo 運動結束後，取消文化所取消的目標開

始圍繞在性別歧視、異性戀主義、恐同症、種族主義、霸凌等相關議題，主要目

的是以維護社會正義的角度作為取消的出發點(Ng, 2020)。 

在美國自認的表達與思想自由中，早期黑人反公眾的呼籲、取消運動明顯不

存在，如取消的類似前身黑名單(blacklisting)與抵制(boycotting)，皆是由精英角

色享有此權力，民權時代的抵制運動之所以會成功則是仰賴全球媒體的關注來獲

得牽引力。如今取消演變為個人的表達與選擇，利用取消將自己對價值觀、行動、

言論反感之人或事物上撤回，不再花費時間、金錢支持他們。後來取消漸漸成為

新聞壓制邊緣化群體的工具，形成一種大眾抵抗策略(Clark, 2020)。在取消文化

著名事件中包括 2017 年好萊塢演員 Kevin Spacey 因性醜聞事件遭到換角、重挫

形象。但後來美國警方以罪證不足為由，撤銷對他的起訴，不過身陷性侵醜聞的

Kevin Spacey 至今一直沒有走出陰霾。《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也因針對跨

性別族群議題的逆風發文，引起英國社會大眾的轟動，並公開表示抵制、批評

JK 羅琳甚至揚言姦殺她（東森新聞，2020 年 7 月 11 日）。據童鈴雅（2020）報

導台灣歌手范瑋琪也因在個人臉書上使用不當言論謾罵政府官員，讓網友感到震

驚並引發退讚風潮，連帶挖出許多過往爭議事件。此外，藝人羅志祥的醜聞事件

除了遭到大量網友辱罵及取消關注外，精神科醫生鄧惠文的逆風發文也帶來大量

網友出征，歌手田馥甄也因轉發此貼文而遭到網友抵制要求出面公開道歉。 

執行取消行為主要領域以社群媒體為主，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誕生促使

人們藉由社群交流發聲，帶動更多社群使用者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社群媒體不只

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模式，更是表達自我觀點及思想交流等重要平台。因網路

社群媒體的迅速發展，更使社群平台成為引發社會話題及社會運動的工具與場

域。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2 日對美國

成年人進行的調查發現，有 36%的用戶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個月中使用臉書及推特

等網站發布圖片以表示對議題事件的支持，35%用戶查詢相關抗議活動資訊；

32%用戶鼓勵其他用戶採取行動，而較小部分的用戶(18%)表示在此期間使用與

社群媒體上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相關主題標籤，故社群運動的影響力早已不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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覷。又如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發起者利用社群將活動演變為台灣大規模社會

運動；再者，2017 年的＃MeToo 標籤運動、2020 年的＃BlackLivesMatter 反種

族歧視運動在社群上的沸騰，皆讓全球大眾開始關注性騷擾問題與重視種族歧視

議題。 

從上述案例中能發現台灣與國外所發起的社群運動有所不同，西方國家多採

用標籤運動(hashtag)作為社群運動發起標誌，相對台灣則較少使用標籤運動，而

是透過社群粉絲團與社團集結相同理念之人。台灣取消消息發布路徑主要來源多

來自於新聞媒體、社群資訊，雖然新聞媒體網站上的即時新聞消息來源還是以記

者第一手採訪為主，但卻多由網路、社群媒體轉發貼文搜尋而來（劉昌德，2020）。

過去研究發現取消文化不僅僅發生在社群媒體上，那些名人所受到的指控貼文會

引發廣泛的報導，例如在電視、談話節目與專欄評論上出現等(Norris, 2021)。

Clack(2020)也提到社群媒體用戶在通過社群功能互相回覆中，可能會產生出不同

於主流意識觀點的話題，更能因此讓其觀點病毒式散播，獲得主流媒體的關注。

而主流媒體在針對社會議題討論時，更傾向簡單的敘述，如利用善與惡的二元對

立(Bouvier & Machin, 2021)。 

新聞媒體對案件的呈現方式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甚至決定大眾對案件的理

解與認識（邱家宜，2015）。對於取消文化成為主流文化報導也有許多學者對此

提出質疑，Ott(2017)對取消運動的道德質量與心態提出異議，認為社群媒體並不

適合對議題進行複雜的細節化討論，相反的是以簡化、極端且帶有情緒的方式進

行。Bouvier(2020)指出取消文化現象可能會導致閱聽眾在社群媒體上的留言去語

境化、政治化，在沒有真正了解事件背景的情況下，去妖魔化他人。人們也可利

用此社群意識互相肯定與對抗，將反對主流意見之他者成為攻擊、羞辱對象，形

成兩極對立(Bouvier, 2020 ; Norris, 2020 ; Shenton, 2020)。此外，取消行為也被形

容為一種道德恐慌，群體的憤怒可能成為被社會菁英或有心人士有效利用，並對

社會問題進行網路框架的策略(Clack, 2020)。雖說取消文化之初心是為了幫助邊

緣化群體發聲，使得少數群體的聲音能在公共領域中被注意。但經過主流媒體的

報導、菁英族群的掌控，取消文化已漸漸不在單純只是個人或集體為少數群體發

聲。故本研究目的爲探討台灣新聞報導如何呈現台灣被取消的名人、公眾人物與

事件的樣貌，以及報導中所展現的台灣取消現象。本研究首先欲透過論述分析以

記者、代表發言人以及事件敘述來剖析新聞對取消文化人物、事件的建構。其次，

藉由 van Dijk 的意識形態方陣挖掘與歸納新聞文本深度含義。本研究根據研究目

的列出以下三點研究問題： 

（一）社群媒體新聞粉絲專頁新聞中，新聞報導論述如何建構被取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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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群媒體新聞粉絲專頁新聞中，新聞報導對取消文化中的取消行為的

認知與想像？ 

（三）台灣名人取消文化事件背後展現的意識形態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文文獻探討架構如下：首先說明大眾從關注名人到取消文化的出現及其背

景；第二部分解釋取消文化形成之原因、觀點及理論；第三部分以新聞論述分析

作為切入本研究問題。 

一、從關注名人到取消文化 

媒體與名人、大眾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有媒體出現以來，不管是報章雜

誌、電視到現今的網路社群，媒體利用各種形式讓觀眾認識名人，滿足大眾對名

人日常生活的好奇心。Johansson(2008)認為吸引大眾閱讀名人新聞八卦之動機能

分為三個層面，首先，透過了解名人生活八卦來達到放鬆與釋放日常焦慮；第二，

藉由閱讀名人的故事從中批判對社會的不公；最後，從中尋求認同感並找尋屬於

自己的群體。談論名人八卦已成為大眾的習慣，八卦行為不僅是為了不被他人孤

立，更是顯現出一種群體間的文化(Furedi, 2010)。關於名人的報導，研究發現負

面報導越來越普遍，其負面新聞的遞增是來自於媒體及大眾所驅動形成之現象

(Ouvrein, Backer＆Vandebosch, 2018)。 

抨擊名人的行為在大眾眼裡漸漸成為普遍現象，人們喜歡看到名人的不幸，

這會使得閱聽眾感到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多數人也表示閱讀關於名人負面報導

時，其實並不愉悅(Ouvrein, Pabian, Machimbarrena, De Backer, & Vandebosch, 

2018)。近年「酸民言論」(trolling)頻繁出現在我們生活中，對於自己不喜歡的名

人，抨擊的強度比喜歡的名人更強，而當批判名人的強度越積極，發生網路霸凌

的機率則更高。Binns(2012)認為所謂的酸民正是利用網路隱匿性表達出自己對名

人、社會的不滿，並在網路上發布惡意的貼文來嘲笑、毀滅他人。March與

Marrington(2019)也表明酸民與網路霸凌兩者之間行為存在差異性，前者故意使

用不正確的訊息引發更多爭論，後者則是一種網路犯罪。因此，應該將酸民言論

視為是一種網路濫用。 

近年，社群媒體上經常針對公眾人物、政府、企業等的行為輿論進行抵制、

公審批判，也不乏在網路上發現「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詞。取消文化中

的被「取消」最早出現於2015年Black Twitter主題標籤中，在2016年後在Black 

Twitter更明顯成為一種問責制度與實踐指控、動員行為的演變(Ng, 2020; Clark, 

2020; Pearson, 2021)。取消文化行為是對那些有問題、行為不被接受者的名人或

是公眾人物等，撤回任何形式的支持，如收視率、社群媒體的關注、購買此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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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產品等(Ng, 2020)，Norris(2021)則認為取消文化一詞定義為社群參與者利用社

會壓力，對那些被指控者進行集體排斥策略。而取消的過程可以視為是一種網路

公開羞辱的現象，集體排斥、抵制那些違反社會規範之人，或是撤回對此人或企

業的支持使失德者被解僱或選擇自行辭職等(Norris, 2020; Holman, 2020; Velasco, 

2020)。取消他人之管道常透過社群媒體的推動(Holman, 2020)，亦或是在Twitter

與YouTube等擴散式社交平台進行討論、道德評估與批判(Norris, 2020)。 

取消此行為主要是針對目標為破壞社會規範的公眾人物，是一種由社群媒體

用戶發起的集體行動，發起者們通常以正義為發起目的。從種種取消文化現象中

能發現，人們為攻擊那些發表種族主義或是仇外言論者所發起的運動是有價值

的，近年也有許多成功案例，不過也間接顯示出國家主要機構未能解決社會正義

的問題(Bouvier & Machin, 2021)。在社會正義的空間裡，身份還原論也是一種做

法，即為某人或某群體在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身份，例如黑人、同性戀、女性、變

性人等，賦予他們真實性的能力與權威(Pearson, 2021)。社群媒體對行使正義能

更多展示民主的聲音與下層的聲音，從而實現正義。取消他人的過程中主要採取

網路公開羞辱的方式，公開羞辱早已出現在十九世紀，大多數文化在歷史上都依

賴使用公開羞辱，其能產生某種面向的集體態度。根據Goldman(2015)提出的失

能理論(incapacitation)發現利用公開羞辱的方式來懲罰犯罪者，能避免大眾受到

罪犯的傷害。公開羞辱的方式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並影響我們，是由於我們的情

緒已受到社會壓力的驅動。  

Heleta(2021)認為取消文化關鍵的特徵能分為三：第一是推定有罪，人們無

法傾聽受到取消之人的聲音，因此他人的指控立即從具體變成了抽象；第二為本

質主義，犯錯之人的錯誤成為其核心本質，換句話說，一個小小的錯誤也可能超

越無數的其他成就；第三則為傳染性，取消的行為目標其實並非被取消者，而是

第三人。目的在於向身邊的朋友、同事等施加壓力，讓他們也能與被取消者保持

距離，否則也可能因此受到取消。Ahuja與Kerketta(2021)認為取消文化的意識形

態為：人們犯錯是沒有任何學習、犯錯或是參與建設性的討論空間，一旦提出的

意見具有攻擊性時，就會在網路反遭到取消，而每個人受到取消的時間長短則取

決於網路大眾的意願。故在Bouvier(2020)取消文化研究中發現使用者會將自己的

情緒注入在貼文當中，並以道德高姿態或是用妖魔化的角度來審視他人。人們自

認自己擁有足夠的掌控力，對於感到不公之事會採取一些手段與行動，試圖說服

自己這個世界依然存在公平與公正(Lerner & Miller, 1978)。此外，新聞媒體為了

引起閱聽眾的注意力與參與感，新聞通常會以社會認知的公平公義角度來報導，

目的是藉由報導做到為社會發聲，達到社會公平正義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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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asco(2020)認為取消文化是一種「覺醒主義」(wokeism)的體現，覺醒主

義可解釋為一種意識形態，認為社會所建構出的事實是透由權力、壓迫和集體認

同而有所形成。媒體及閱聽眾常透過社群對失德者發表尖銳的批判，來吸引大眾

的注意力以及對事件的關注(Wiese, 2020)。發布貼文者與記者會在社群媒體上附

上事件相關內容連結，主流媒體將社群貼文內容以及相關網路連結加以利用，發

展成為一則新聞。當大眾開始對某人物或企業發起取消時，大眾媒體的關注成為

後續新聞擴散效益的主要關鍵因素。 

二、取消文化的媒體再現與他者 

名人新聞事件在備受關注的社會脈絡下，公眾人物的形象不僅反映社會市場

需求，更體現社會文化的重要性。此外，藉由公眾人物新聞報導能體現性別權力

結構、性別刻板印象等諸多社會議題。取消文化中主要以對負面形象、行為之明

星、公眾人物進行取消，其中包括劈腿醜聞、不良行為、不當言論等。當新聞將

名人事件經過報導再現後，不僅事件當事人，乃至於相關人物皆會受到後續波及

和損失。 
黃盈盈（2012）針對新聞再現名人劈腿新聞發現新聞著重名人的感情私領域

大於其公領域的表現。另外，名人的報導更加注重個人風格與形象，並且格外強

化名人形象的顛覆和衝突。名人的負面報導是最容易影響其個人形象及聲譽，尤

其是關於感情事件。當新聞出現後，演藝人員會盡力去維護自身聲望以及試圖減

少損失（陳俊亦，2020）。新聞內容中包含受害者與加害者兩個好壞的二元對立

角色，當新聞媒體在處理公共議題時，多採取議題觀點之二元對立的衝突框架，

以此簡化公共議題的複雜性，使閱聽眾更容易吸收、理解並引起注意。 
媒體喜愛選擇衝突性之議題，但為了得到大眾的支持，新聞最終傾向多數立

場作為主要標題、引言、內容，以獲取閱聽眾的好感與支持度（林芳玫，1996）。

大眾的社會共享知識中，辨識出世間差異是其背後產生意義的關鍵，也是自我認

同建立的基礎。社會自然會將某些群體設定為他者，並透過辨識及建構差異來支

持對我群的自我認同（賴映潔、陳慧蓉、莊錦農，2017）。張劍（2011）提到「他

者」一詞的形成必須發生在二元對立的關係中，且對立的雙方可能存在某種不平

衡的壓迫關係，譬如透過武力、語言、意識形態對他者進行霸權、排擠、支配或

是控制，甚至使其失去掌控權與話語權。 

新聞媒體所再現的他者大多為加害者一方或是反對多數人支持的一方。新聞

常以社會正義角度來闡述事件經過，加上社群媒體使用者大量湧入支持報導之正

義一方，更加彰顯出新聞追求的公平正義問題，以及能夠豐富公民社會平等參與

的意涵（楊意菁，2008）。當人們在面對社會議題時，多數選擇尋求自我認同感，

並且積極地保護自我群體之特殊性與優越性，認為我者群體是有別於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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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son & Durson, 2001)。但也因如此新聞易形成媒體偏見的現象，媒體為了

討好大眾或是尋求自我認同感，使得報導所提供的訊息內容持續性的支持或反對

他者之意見。閻岩與周樹華（2014）分析媒體產生偏見有三個因素：新聞製作者

偏見、新聞人物的偏見以及源自於新聞消費者的偏見因素。在這些因素中皆是因

避免成為他者，追求獲取更多人的認同。故新聞媒體及社群新聞編輯皆擁有掌握

何種群體成為我群與他者之權利，以及對何種新聞人物與新聞消費者產生偏見。 

在社群平台中更是容易形成兩極化現象，現今網路世界中他者化更是存在至

關重要的作用，平台上的暢所欲言以及轉發功能將觀點發酵，經過反覆閱讀信息

後最終被輿論說服，或是達到傳遞消息者宣傳自我理念增加跟隨者的目的（葉德

蘭，2016）。此外，Harmer與Lumsden(2019)認為網路他者化概念能夠檢視網路

歧視、偏見、仇恨與濫用行為的正當性與動機，以及區隔他者、局外人或是群組

外的成員。取消文化中的取消行為目的主要是為了伸張正義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根據取消文化中的目的他者被認為是為被害者發聲之人。如今在兩極化的社會與

大眾媒體助長訊息的激進主義時代，少數被認同的那一方聲音可能會因此被另一

方給淹沒(da Silva, 2021)。 

在過去學者對研究取消文化中發現，取消他人之行為一旦涉及到強勢弱勢衝

突時，會更加凸顯出單一公共領域(Clack, 2020)。Norris (2021)表示取消文化能借

鑒沈默螺旋理論，在任何群體中多數或少數意見會影響到人們之間的交流，特別

是在道德問題有嚴重分化的時候，如宗教的重要性、男女角色的固定性別身份

等。媒體評論或是政治言論經常使用取消文化一詞來動員大眾來支持正在進行的

文化戰爭，Bouvier與Machin(2021)也發現新聞機構經常使用推特上的風向，以此

定義事件的描述方式。例如新聞會把某人的故事作為譴責種族主義者來報導，煽

動種族主義及仇外心理。當新聞為單一訊息渠道時，消息卻片面化又帶有偏見，

故影響閱聽眾所接受到的資訊，以此說明取消文化已開始受到菁英層級所利用。

因此，新聞媒體對於名人或是公眾人物，乃至於涉及取消事件之關係人的再現與

建構，對於閱聽眾的認知存在關鍵的影響性。 

三、新聞事件的論述分析 

無論生活中的對話、網路上的訊息，人們經常利用二元對立詞彙來框架定義

群體，Abell 與 Stokoe(2001)指出從自我認同的角度來看，研究者漸漸將研究心

理轉移到交流言論上，從詢問人們擁有的身份及如何區別身份，轉向於分析是「何

時」與「如何」在對話中建構出自我身份。倪炎元（2003）提出他者之概念是論

述實踐下的產物，經過再現操作後所產生的「差異的再現」。故在分析自我認同

及他者群體時，人們的對話、論述成為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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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任何事情皆離不開話語，「論述」(discourse)可翻譯為「對話」、「言

說」，如交談、電話、信件、或使任何指示等，語言提供了解自我和他人之範疇

與術語(Pitter & Edwards, 1996)。語言具有功能性與表演的性質，並且言論從未保

持中立且存在偏頗，是一種複雜的溝通工具(Rapley，2007 ；張可婷譯，2010：

頁 2)。1952 年「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由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 Z.S. Harris 

提出，此後論述分析開始獲得語言界的重視（Harris, 1952；轉引自林東泰，2019）。

論述分析中的「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 CDA)是一種話

語分析研究，其主要研究在社會和政治背景下社會權力的濫用、支配和不平等，

如何通過文本和談話來實施、再現和抵制。批判論述分析之分析者多採取明確立

場，目的是了解、揭露社會意識形態，最終達到抵制社會的不平等(van Dijk , 

1998)。 

當探討特定的論述分析時，需探討塑造此論述的社會認知（van Dijk, 1993, pp. 

37-38；轉引自黃靖惠，2011），如新聞話語的產製。新聞事件是透由媒體話語

所呈現，van Dijk(1985)將新聞文本分析分為三部分包含新聞文本結構、新聞生

產過程與新聞理解。分析報導所使用的語言語法可以揭示新聞工作者的觀點。話

語和新聞並非由獨立的句子所產生，句法通過句子排序與結構、詞序、主詞、受

詞或是主動和被動的形式來表達事件參與者的語意角色(van Dijk, 1988)。理解新

聞報導內容意味著讀者能在腦海中建構出新聞事件的模型，儘管此模型代表著讀

者對事件的主觀理解，但確實體現社會共享的知識及觀點。換言之，van Dijk(1995)

表示讀者所屬的社會群體將決定他們在報導上閱讀內容的模式，將心理表徵與報

導特性兩者連結以此體現媒體力量之重要性。 

新聞文本與社會宏觀結構聯繫的關鍵在於認知過程，認知過程不僅是個人或

是僅一個人，記者與媒體用戶也能視為社會參與者和群體成員。因此在認知方法

中社會認知成為關鍵點，群體立場能反映在新聞工作者的認知表徵中。除了一般

的規範、目標和價值觀外，能進一步體現出新聞工作者對社會群體與結構的看

法。van Dijk(1988)提出的社會認知取向(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其特點

是強調話語—認知—社會的三角關係。在這關係當中社會認知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包含特定團體成員之間共享的一切(van Dijk, 2009)。話語交流是由社會文化

所激發的意圖與注意力之間的相互作用，人們在交流中產生的共同點不僅是一種

調節作用，還起著構建的作用。另外，共同知識也會影響人們意圖的形成和吸引

注意力(Kecskes & Zhang, 2009)。 

在人們認知中，濳在意識形態存在兩極化，透過分類也能表徵其社會態度。

反過來說人們對社會的態度同樣影響話語的表達和個人心理模型(van Dijk, 

2009)。Koller(2012)提到大眾能通過媒體獲得二手信息，從媒體或社群中成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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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價值觀、信念以及知識態度等從中產生情感。連貫的話語該在宏觀(macro)

和微觀(micro)層面去進行分析，從話語結構與群體、權利和宰制至社會結構。研

究者需要透過明確、有系統的分析文本，才能理解社會輿論如何助於權力濫用以

及對抵制權利濫用發揮作用(van Dijk, 2013)。 

新聞事件呈現的形式種類隨網路多樣性逐漸增加，如傳統文字、圖片影片新

聞及近年興起的社群新聞等。如今社群媒體探討之議題眾多，諸多學者皆利用論

述分析探討社會議題背後之含義。如同性婚姻議題如何從使用者之論述傳達對婚

姻與同志的社會認知（葉德蘭，2016），或是探討社群媒體平台對種族主義討論

發揮之作用力與影響力(Bouvier, 2020；Chaudhry & Gruzd, 2020)，其目的主要皆

為分析其議題背後之意識形態與多數群題的權利運作。雖說社群媒體改變了話語

的公私邊界，但群體間的不平等關係未因在網路空間而有所改變，哪些群體的私

語能優先公共化依然受到權力結構或是他者的影響（袁光鋒，2020）。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臉書新聞粉絲專頁中的新聞作為研究台灣取消文化現

象之研究對象，並利用論述分析探究新聞報導話語如何建構事件被取消者、取消

行為認知以及其意識形態。 

參、研究方法 

一、論述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台灣新聞針對取消文化相關事件之報導，而新聞事件是經過媒

體論述而產生的，故使用論述分析來釐清新聞報導文本所展現的取消相關人物之

樣貌、大眾對取消行為的認知，以及凸顯報導者與社會的意識形態。本研究以三

點修辭機制作為新聞文本段落的挑選（楊意菁，2012，轉引自翁秀琪、鍾蔚文、

簡妙如與邱承君，1997:78），分別為：建構發言位置(footing)、表明發言資格

(category entitlement)、強調細節符合敘事結構。依照上述分類方式依序以新聞內

文中（一）新聞記者扮演傳話者對遭受取消者的論述；（二）記者選擇與強調的

代表人物對取消事件人物、行為的發言；（三）記者對名人受到取消事件的細節

敘述，以此作為分析新聞內文的檢視依據。 

除此之外，本研究使用 van Dijk(1988)新聞論述分析方法，van Dijk 認為意識

形態觀點不僅表現在句子結構上，還包括句法和語義等。從微觀的局部結構(local 

structures)層面進行文本分析，主要分析字句結構包含：詞法學(morphology)、句

法(syntax)、語意與詞句(semantics and Lexicon)、修辭(rhetoric)其次，文本的順序

結構分析其包括：相對句法(relative syntax)與相對語義(relative semantics)。利用

此分析策略來進行剖析文句探討取消文化事件報導的社會認知與想像，凸顯報導

者與社會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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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意識形態方面，本研究依據 van Dijk(1998)提出兩極化策略概念中，

檢視取消文化中的他者群體。利用意識形態方陣(ideological square)分析並歸類事

件中的我群與他者。van Dijk 的意識形態方陣分類為四個方陣：（一）強調有利

我群的正面資訊；（二）強調不利他者的負面資訊；（三）淡化有利他者的正面

資訊；（四）淡化不利我們的負面資訊。此分析策略能有效地將我群與他者區分

並加以對立，特別是對我群的讚揚與對他者的貶抑。此外，van Dijk 認為檢視意

識形態能反映出群體共同認同之喜好、特徵類目化，進而劃分出兩者之差異性。 

二、研究對象 
本文以台灣臉書新聞粉絲專頁中的新聞報導作為檢視對象。娛樂新聞相較政

治及社會新聞更貼近大眾生活，由於娛樂新聞為台灣熱門議題之一，且大眾媒介

早已將娛樂移植到社會範疇中。此外，Veblen(1934)的模仿理論(emulation theory)

說明貧窮階級的公民嚮往的不只是物質富裕，更以有錢階層的休閒生活作為模仿

對象，故選擇娛樂新聞作為研究對象。 

在分析文本材料中，本研究根據Lamp測試站對臉書媒體/新聞公司粉絲專頁

調查發現，其粉專追蹤人數排行前三的台灣新聞公司依序為：ETtoday新聞雲、

蘋果新聞網、TVBS新聞網，故依照此排行之新聞粉專網站新聞作爲文本分析對

象。資料搜集時間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因台灣臉書取消他人較

沒有統一的主題標籤，故本研究以取消文化之定義將與取消意義相似的詞彙作為

關鍵字進行搜索，如「出征」、「抵制」、「公審」、「圍剿」、「道歉」、「終

止合作」等，共計87篇新聞報導。 

表1 取消文化關鍵字列表 

關鍵字 定義 文獻出處 

抵制 
抵制可以用在懲罰不良行為，讓被抵制的目標聲譽降

低，以改變令人反感的行為與遵守公民規範。 

Copeland 

(2014) 

公審 
媒體主觀上有意觸發的串連機制，以此將會輿論凝

聚，對目標對象形成不利的龐大力量。 

林永漢

（2018） 

出征 

出征在過去雖有明確抗爭的意味，但近年出征主要代

表在新浪微博等社群媒體上的動員，其本質上是一場

共同認知的民族主義網路行動。  

崔凱

（2020） 

封殺 
禁止特定人物執行某工作或參與某些活動，是一種永

久性的封禁且主觀上帶有永遠封禁意願的行為。 

Wikipedia 

(2021) 

圍剿 

原意為包圍起來消滅。現今常應用在網路上，如李仲彬

（2019）提到如今許多人害怕被文字圍剿，所以不願將自

己政治偏好顯露在網路平台上。 

教育百科/

李仲彬 

(201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三十六卷第三期(民國一一一年三月)：47-79 

58 DOI: 10.6425/JNHUST.202203_36(3).0003 

肉搜 

網路使用者協力搜尋目標人物，且此人物具有特定個

人身份資訊或事件真相。此外，搜尋行動帶有強烈爭

議性與價值判斷。 

林奇秀

（2011） 

反對/抗議 

被「取消」是一種話語實踐，從 2016 年開始成為主

流速記術語，泛指網上指控/動員做法。相關術語包

含抵制、反對/抗議、點名、羞辱、要求、問責，有

時會因此導致辭職或失去工作，以及去平台化。 

Pearson 

(2021) 

 

點名 

羞辱 

要求 

問責/譴責 

辭職、終止

合作/工作 

退追蹤/ 

退粉 

道歉、致歉 

名人的負面報導影響其個人形象及聲譽，故當新聞出

現後，演藝人員會盡力去維護自身聲望以及試圖減少

損失。 

陳俊亦 

（2020）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新聞報導論述建構的被取消者形象與態度 

van Dijk(1988)指出新聞報導具有明確的暗示或是間接的意義。藉由分析對

話層次，包括從句法、詞彙和語義結構來呈現新聞人物的表現。再者，Zhang(2011)

將詞彙可分為三類：褒義詞、貶義詞與中性詞，詞彙中能表現出報導者對報導角

色的評價，以及詞彙背後濳藏的社會的認知與想像。 

（一）報導者對名人被取消後的評價 

1. 新聞報導形容被取消者多使用負面詞彙 

案例一：羅志祥(小豬)和交往 9年的女友周揚青分手分得難看，女方以千字文

狠揭他劈腿、約砲、「多人運動」等渣男行徑，讓小豬形象崩壞，

遭網友譙翻。（蘋果新聞網，2020.4.25 17:30）  

案例二：YouTuber小玉擁有超過 148萬粉絲訂閱，但「屁孩式」的影片風格

也常惹出爭議，但這次真踩到紅線！（蘋果新聞網，2020.4.10 12:02） 

新聞報導針對被取消名人多使用貶抑詞彙如「渣男」、「屁孩」、「豬隊友」

來加深閱聽眾對事件主角的負面印象。負面詞彙後句子常銜接名人遭遇取消後的

影響，以加強化名人負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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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轉折詞展現名人形象反差感 

報導以褒義詞彙描述名人在事件發生前的好形象，並利用轉折詞展現事件前

後形象差異呈現反差感，傳達出震驚與失望感。 

案例三：今天 11點 38分范范為此在粉絲頁 PO文道歉，也等於承認該篇私人

臉書貼文的確是她所寫，…，不少人對於形象溫柔清新的她爆粗口而

大表失望…（蘋果新聞網，2020.1.28 23:40） 

案例四：愷樂（蝴蝶姐姐）從兒童台轉到娛樂界發展，一直以來都給人清純

甜美的形象，近來卻捲入羅志祥分手風波 （ETtoday新聞雲，2020.4.24 

09:24） 

3. 使用句法將名人的錯誤行為加強／弱化 

句法中的主動、被動語態能呈現出報導者以誰的視角觀看事件。當新聞人物

以被動語態出現時，其主動性和責任歸咎會隨之強化、弱化(van Dijk, 1988a)。如

案例五羅志祥醜聞事件，報導者論述「周揚青是被羅志祥騙得正宮」是以受害者

（周揚青）的視角強調受到羅志祥的傷害： 

案例五：當時廣告小妹還表示周揚青是被騙的正宮，而「與鄧惠文外遇的男

子是小王」，痛批鄧惠文…。（ETtoday新聞雲，2020.4.26 22:10） 

相同事件中，本研究發現當報導者以不同視角檢視取消羅志祥案例（案例

六），從網紅鍾明軒認為「羅志祥被社會霸凌」暗示對大眾取消行為的不認同，

亦弱化羅志祥的負面形象。 

案例六：網紅鍾明軒也對此發表看法，認為羅志祥現在正被社會霸凌，一般

人無法想像殺傷力有多大（ETtoday新聞雲，2020.4.28 09:52） 

（二）報導者呈現被取消名人的形象修復態度 

1. 利用局部連結表示消極道歉態度 

名人遭遇到負面報導時，形象修復是一種解決危機的方式（陳俊亦，2020）。

報導描述名人的道歉行為常透過局部連結來將報導者對指稱之事與自身想法作

連結，進而分析其報導論述濳藏的意識形態（黃靖惠，2011）。本文報導中，前

者句的報導論述字詞以「故意」、「貌似」、「竟以調皮…」負面的詞彙來形容

被取者不誠懇的態度。後文句常以「被網友批不夠…」、「激起網友…」、「令

人感受不到…」等否定詞來為前者句中被取消者的道歉行為提供大眾對此態度的

反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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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她（愷樂）發文後不少網友湧入她的 IG批判她，…，特別是她的道

歉文，最後竟以調皮的波浪符號結尾，不夠正式，被網友批缺乏誠

意…（蘋果新聞網，2020.4.26 13:15） 

案例八：小玉事後在 IG拍道歉限時動態，…，連一句道歉都故意不講完，讓

不少網友感到憤怒，…。（蘋果新聞網，2020.6.22 8:22） 

2. 以報導語氣表示名人的道歉不被接受 

承襲上述，報導利用負面詞彙的局部連結表達名人消極的認錯態度。一旦將

後者句以轉折詞作連結，則整段句子結構的意義將有所改變。如： 

案例九：范瑋琪 24日上傳數張照片，…感性地向摯友們表白，但部分網友似

乎不領情…（ETtoday，2020.6.25 08:48） 

案例十：李妍瑾日前在《小明星大跟班》為元元脫長靴時，不慎讓元元從椅

子上重摔在地，…，即使她已向元元道歉並公開解釋事發經過，元

元也為她緩頰，仍無法止息砲轟聲浪…（蘋果新聞網，2020.10.17 

17:37） 

前者句論述以正面詞彙敘述名人的積極道歉態度，但卻利用轉折語氣連結負

面詞彙的後者句，間接表達出大眾對其不諒解。 

上述兩種論述方式都用來敘述被取消者的形象修復態度，但帶給閱聽眾的感

受卻不同。從中也呈現報導者對新聞事件主角行為的支持與否。在此印證 van 

Dijk(2006)提到新聞中對演員事件的描述他者多為負面形象，而歸類於我群者則

傾向被描述為正面或中立。 

二、新聞報導論述如何建構「取消行為」 

大眾對名人發起的取消行為意義是試圖將被取消的名人從公共話語中消

失，無論是公開羞辱、平台上的驅逐或是力求他們能夠被解僱(Beiner, 2020；轉

引自Velasco, 2020)。故新聞常以身分代表、修辭譬喻來呈現大量群體的取消行為。 

（一）「網友」與「廠商」成為取消群眾代表 

大眾每日獲取的訊息以新聞的再現為主，媒體常利用「多數民眾」及「代表

單位」來營造多數民意的氛圍。楊意菁（2013）表示一般民眾若因隨波逐流於媒

體的再現，哪天透由「想像」的多數民意則可能成為真正的多數意見。故本研究

發現在新聞描述名人如何被取消的論述中，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利用「網友」代

表大眾的抵制、圍剿、取消名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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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YouTuber 愛莉莎莎也因為留言力挺「有鍾明軒的配音我才會去

看」，遭到網友圍攻。加上被誤會刪留言，她連日來收到許多砲

轟訊息… （ETtoday新聞雲，2020.11.9 00:04） 

案例十二：范瑋琪除了自己的粉絲專頁大量掉粉，她曾擔任代言的保養品牌

官方臉書也遭網友圍剿，紛紛揚言「拒買」。（ETtoday新聞雲，

2020.2.1 18:24） 

其二，當新聞闡述關於名人被取消後工作遭受牽連，常以「廠商」代表被切

割、撤除代言等，作為名人為犯下的過錯付出之代價，如： 

案例十三：周揚青發文揭露羅志祥的私生活醜聞，同時還爆料他與旗下女藝

人愷樂有一腿，讓 2 人形象瞬間跌落谷底，各家廠商、節目火速

切割。（ETtoday新聞雲，2020.4.26 19:28） 

案例十四：藝人范瑋琪不滿台灣限制口罩出口，在私人臉書痛罵行政院長蘇

貞昌「狗官」，…，她曾代言的保養品牌官方臉書也淪陷，湧進

大批網友留言揚言拒買，…該品牌官方臉書也緊急做出回應:「2018

年底開始就沒有品牌代言的合作…（ETtoday 新聞雲，2020.2.1 

18:24） 

（二）戲劇性修辭之取消行為論述 

利用修辭能將論述加以修飾並能提升說服力(van Dijk, 1988)。當新聞描述名

人為自己的過錯付出的代價時，經常引用誇飾、譬喻將論述加諸戲劇性。如「蜂

湧抵制」、「退讚聲浪」、「砲轟聲浪」等，以此示意大量群眾對名人的取消行

動及資方迅速斬斷與名人的關係。 

案例十五：他們所牽涉到的副業、代言及推薦的產品也在網路遭到蜂湧抵制，

於是黑人、范瑋琪與代言較多的小 S首當其衝（ETtoday新聞雲，

2020.2.12 07:31） 

案例十六：節目播出後李妍瑾遭網友撻伐，批她霸凌欺負元元，即使她已向

元元道歉並公開解釋事發經過，元元也為她緩頰，仍無法止息砲

轟聲浪（蘋果新聞網，2020.10.17 17:37） 

戲劇性的修辭除了再現大量民意對名人的抵制與謾罵外，案例十三也使用

「火速切割」來表示資方緊急回應與被取消的名人之間的關係，立即表態以避免

遭受到連累。 

（三）依社會認知建構取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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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除了從字詞句結構中找出新聞媒體對人物及社會的想像外，還包裹濳在

的意識形態在其中。如同 van Dijk(2009)認為人們的認知會透過兩極化分類來表

徵社會的態度，話語也同樣表達個人的心理模型。例如： 

案例十七：藝人謝忻與同公司的浩角翔起成員阿翔(陳秉立)去年被拍到街邊接

吻爆出婚外情，隨後男方回守家庭、火速復出，女方則選擇靜心沉

潛（TVBS新聞網，2020.3.31 07:04） 

案例十八：阿翔和謝忻因不倫戀雙雙被停工 2個多月，阿翔復出後，重回《綜

藝新時代》與《綜藝大集合》主持，謝忻卻慘遭踢出《綜藝大集合》，

愛情事業兩頭空。（蘋果新聞網，2020.1.7 07:50） 

藉由新聞論述反映出社會現象，如案例十七、十八中透露社會父權主義下女

性出軌較無法受到社會的原諒，男女婚外情所受到的代價並不相等。新聞論述特

別將謝忻與阿翔以男女方作為強調，反映出女藝人受到社會不公平的取消待遇。 

案例十九：許聖梅也分析愷樂的想法，許表示愷樂清楚自己可能無法成為羅

人生舞台上的主角，但只要能對小豬有幫助的事情，她都願意去

做，即使將因此犧牲自己的演藝事業也在所不惜，只要能幫羅志

祥挽回形象。 

案例二十：到了 2010年，….被爆出和羅志祥傳出緋聞。當時李毓芬也曾懷疑

過此事，但在小豬的花言巧語哄騙下而模糊帶過。沒想到在 2013

年時，羅志祥被拍到帶愷樂去餐廳慶生，這時李毓芬透過朋友得

知，才發現羅志祥和愷樂「真的有什麼！」李毓芬才因此清醒，

切斷這份戀情。（TVBS新聞網，2020.4.29 10:01） 

而在案例十九、二十中發現新聞將女性角色設定為弱小、可憐存在既定男大

女小的印象中。在此也印證 Pearson(2021)所描述的在社會正義中，必須將身份還

原，也就是將某群體套回邊緣化身份。兩個案例中剛好呈現出其中女性的身份被

還原為弱勢的群體中。 

案例二十一：大部分台灣網友對范范發言抱持反對意見，…，不過也有粉絲

認為她的出發點是善意，外界可以不用過度苛責。（ETtoday新

聞雲，2020.1.28 11:45） 

此外，本研究也觀察新聞文本（案例二十一）常將「網友」與「粉絲」作為

兩極分類，以紛絲歸類為支持被取消名人的群體，粉絲一詞表示對名人從隨意到

痴迷的追隨者(Stever, 2011)，以此呈現大眾群體與粉絲的「理性／感性」取消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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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報導引用之論述呈現的意識形態 

新聞文本與社會之間中介為社會集體認同的建構。一旦議題涉及他者群體通

常會是帶有偏見的，報導者通常利用兩極化策略來將「我們」與「他們」形成對

立(van Dijk, 1988)。傳統新聞框架講求新聞中立性，故以引用兩方論述來顯現新

聞的客觀性。如今新聞編輯者則常引用網友意見，用以支持與佐證報社之新聞觀

點，或是合理化其社會觀點或意識形態（楊意菁，2013）。本研究以van Dijk(1998)

的意識形態四方陣檢視新聞媒體的操縱策略。 

（一）新聞媒體的偏見 

1. 引用兩面論述強調新聞中立性 

本文發現取消文化案例中較少引用兩面意見訊息，卻較常以強化及弱化對立

方之引用作為支撐記者方的論點。不過，少數新聞編輯者還是利用傳統新聞框架

表示新聞客觀性，展現出對兩方陣營論點之尊重。同時，利用兩極化論點審視對

被取消之名人的評價及對事件的看法，使閱聽眾能較多角度看待名人行為的是非

對錯。 

案例二十二：「麵攤大叔」發文引來兩面評價，有網友反問「如果每個跳出

來的女性都被抹成了恐怖情人、還有誰敢站出來訴說自己的痛

苦」、「出來混遲早要還！他只是現在才遇到鬼」、「也許沒

有其他受害者跳出來是因為其實都是共犯」、「這個時候真的

不需要提起九把刀的前女友，她不就是想要被忘記嗎？」 

也有人回應「大叔，支持私事不要用網路公審，同時相信我們要

努力傳播正面的行動，並即知即行」、「在沒有違法的狀態下，

這種（網路公審）行為也是一種私刑暴力。」麵攤大叔發文被部

分網友指「父權主義者」，對此否認「我只是把『受害者的標籤』，

從自己身上撕下來的平凡人。」（ETtoday 新聞雲，2020.4.26 

17:10） 

2. 簡化對被取消名人的正面資訊 

多數被取消人物為負面形象，故報導者多引用負面論述來佐證自身立場。如

案二十三中，以簡短的句子帶過對愷樂的鼓勵論述，卻引用不同負面論述表示大

眾對愷樂成為小三的不滿。另外，利用負面面向之言論來打壓名人的好形象（如

案二十四）。雖然兩案例中皆呈述兩面立場，卻易見報導者對名人的評價與偏見。 

案例二十三：愷樂發文認了自己是小三，發文沒多久 IG立即被網友灌爆，有

網友送暖幫她加油打氣，但也有網友大酸她「鮑鮑換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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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醫院檢查喔」，甚至說「終於可跟羅老闆再一起了」

（ETtoday新聞雲，2020.4.26 00:15） 

案例二十四：心理醫師鄧惠文逆風發文，卻被起底過往情史，星座專家唐綺

陽為鄧惠文發聲直言「社會不該變成一言堂」。…不過廣告小

妹砲火猛烈，批評鄧惠文「鄧惠文的家庭是家庭，別人的家庭

就不是家庭，她的痛才是痛，周揚青的痛就不是」，還稱「她

能婚前當小三婚後找小王，依然握有聲量，還不就是你們這些

有權有勢者姑息養奸？」。 （ETtoday新聞雲，2020.4.26 22:10） 

3. 擷取負面留言來強化名人惡行 

新聞編輯者針對違反社會道德行為的名人，擷取負面網路留言之引用與當事

人論述，利用訊息不斷堆疊的方式強調名人行為的惡劣，以及大眾對其行為的不

滿： 

案例二十五：…在小玉臉書 PO文底下憤怒留言，批評他的 Instagram限時動

態影片「就是故意的」、「這種道歉錄得出來？」、「越看越火

大」、「一點誠意都沒有」，…。（ETtoday新聞雲，2020.4.10 00:17） 

案例二十六：雖然罔腰發文駁斥，但臉書和 IG還是被許多網友留言批評，…。

其他網友也紛紛表示「蓄意破壞別人民宿，你男朋友還在那邊誰

沒年輕過」、「綠島不歡迎你們」、「答應民宿業者不抽煙（抽

電子煙）為何房間還有煙蒂」、「破壞還有理喔」、「破壞人家

民宿 還說不要放大檢視？」（ETtoday新聞雲，2020.11.3 09:30） 

記者將名人的惡行放大，呈現出普遍認知與道德價值，以此伸張社會正義與

表達自我優越性。 

4. 淡化負面資訊來彰顯正面形象 

雖說取消文化中的名人皆因犯錯後遭到大眾的檢視取消，但新聞並非將所有

名人塑造為對立角色。如網紅蔡阿嘎與阿滴的報導中，內容簡短帶過關於他們犯

的錯誤，並增加引用對他們的正面評價呈現對他們的支持與諒解，如： 

案例二十七：不少網友認同蔡阿嘎的想法，誇讚「欣賞阿嘎的高度～待人處

事應對得宜，面對情緒性或攻擊性留言心臟又夠強」、「果然

是長青油土伯，真的很有智慧，難怪一直這麼紅」、「看到阿

嘎的豁達跟正面態度又更加敬佩了」（ETtoday新聞雲，2020.8.21 

22:2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三十六卷第三期(民國一一一年三月)：47-79 

65 DOI: 10.6425/JNHUST.202203_36(3).0003 

案例二十八：許多人看到阿滴的發文後，除了提出意見，也為他加油打氣，

「你很棒！你的勇氣與努力為台灣發聲值得讚許」、「辛苦了，

行動完成後要把握帳目清楚的大原則，以免被趁隙打擊」、「希

望集各方的建議可以產生一個最完善的方案，加油加油」、「謝

謝阿滴，我相信你的初衷，千萬別因為酸民而受傷」…（TVBS

新聞網，2020.4.12 16:08） 

在案例二十七中引用大眾留言來強調蔡阿嘎在面對被網路公審還保持著正

面看法，彰顯大眾對他的敬佩。而在案例二十八文中報導隱藏對阿滴的負面意

見，採正向意見表示對阿滴的諒解。上述兩案皆採用感性化論述，以此獲取閱聽

眾同情，用鼓勵與讚美替代責罵名人的過錯。 

（二）兩岸關係議題成為最敏感與最容易撕裂群體的關鍵要素 

無論當政治、社會乃至於娛樂新聞牽扯到兩岸關係議題時，個人政治認同成

為最敏感甚至是最易撕裂群體的關鍵要素。一直以來兩岸「民族認同」危機一直

未解決，兩岸長時間的分治又無法在一個中國與國際關係共存取得共識（謝政

諭，2007），促使台灣意識崛起導致兩岸議題更加敏感化，也導致越來越多的政

治運動、利益團體往往透過媒體來轉達其意識型態。 

如本文案例中報導歐陽娜娜在大陸國慶晚會高唱《我的祖國》，引發台灣網

友不滿，紛紛灌爆歐陽娜娜的社群網站，如：「台灣生日快樂，要不要唱首歌」、

「雙十節，為什麼啞了？」、「怎沒直播唱國歌？」、「快回台灣，雙十國慶唱

一首台灣國歌」、「為什麼中華民國的國慶這麼安靜啊，支那娜娜～」、「白眼

狼」、「歐陽娜娜你在台灣是不是沒有繳稅？」（TVBS新聞網，2020.10.11 13:00）。

甚至因此波及到其父歐陽龍及姊姊歐陽妮妮等人「全家人快到祖國懷抱吧」、「剪

掉健保卡滾出台灣可以嗎」、「吃相難看」、「歐陽氏拜託趕快放棄台灣國籍」、

「等要用健保就自動變的台灣人了」（TVBS新聞網，2020.9.30 13:44）。 

不過，當同樣議題卻發生在不同人身上時，媒體亦呈現出不同的評論。如同

林志玲同樣唱《我的祖國》卻未遭出征，報導引用論述為「人家老母顏色正確」、

「雖然也不好，不過不是在中共國慶日演唱」、「人家人品好，懂做人」、「時

空背景不同」、「因為她現在是日本人了，他國事務」、「因為她不是在敵國的

國慶活動」、「去慶祝敵國國慶就會被批了，唱那首歌只是被加倍批」（TVBS

新聞網，20200.9.30 23:52）。報導中網友的論述多以「台灣」與「敵國」成二元

群體，也多以相較於討論名人八卦兩岸問題更加容易分辨我群與他者之差異，也

更常使用激烈言論表明立場態度，形成強烈兩極化論述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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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兩案例之外，范瑋琪口罩事件雖然主要以暴粗口之行為遭到網友取

消，但因事件牽扯到兩岸關係因此也引來大量網友的批判。新聞報導也常引用關

於兩岸話題之言論來吸引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以及增加對此人的仇恨感，例

如：爆出范瑋琪飆罵行政院長事件後，他的哀悼貼文也湧入不少網友批評范范，

更有人直言「支持范范到武漢開演唱會鼓勵當地人」、「藝人要發言先有點常識」、

「人民幣果然香」。（蘋果新聞網，2020.1.28 23:21）。 

伍、結語 

一、結論與省思 

本研究以台灣社群媒體新聞粉絲專頁中之新聞報導為研究對象，分析報導針

對取消現象中的名人形象與大眾取消行為的建構，以及台灣取消文化背後存在的

意識形態。以 van Dijk 論述分析作為主要分析策略，檢視報導者報導字彙、句法、

修辭、句子結構論述的使用，以及文本背後所隱藏的濳在意識形態。 

（一）新聞媒體主宰名人被取消的形象權力 

新聞對人物及事件的描述或多或少存在正面積極與負面消極 van 

Dijk(2006)，而在取消名人事件中，也能察覺出媒體建構名人的正負面形象。大

多數受到取消的名人在新聞論述中以負面詞彙、誇飾、轉折反差來呈現名人差勁

的行為和大眾對其失望的態度。不過，並非所有名人都以負面形象再現，少數受

到取消的名人在新聞的描述中卻以正面、正向的文句來表示對其名人的諒解。首

先，媒體對名人的私人感情生活、名人的惡劣行為言論如小玉母奶事件、罔腰民

宿事件等，甚至是范瑋琪爆粗口事件關注都皆較高，其中特別是羅志祥劈腿事件

與范瑋琪爆粗口案件報導最為關注，其報導數量超過一半的樣本數。以上事件的

名人在新聞的論述中，皆以負面詞彙描述形象與其行為，有些報導更是利用誇大

修辭以放大此名人的錯誤行為。從報導中能展現出社會主流意識，以及台灣對道

德的準則，也印證 Norris (2021)認為群體多數與少數意見會影響人們的認知，尤

其在探討道德問題時更加容易凸顯出嚴重分化，媒體也一致站在多數人的道德準

則上來做報導。 

相對來看，有些公眾人物雖然同為遭到大眾取消行為的名人，媒體卻沒因此

批評甚至願意以正面詞彙形容及引用正向評論，如蔡阿嘎、阿滴事件。除了兩者

平時擁有良好形象之外，其遭到取消的事件也較無牽扯到道德問題，前者為自己

兒子慶祝生日包下機捷打造主題車站，並維持長達 7 個月的展期引起網友的反

感。後者則為在疫情間代表台灣刊登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

信，被質疑沒資格代表台灣發聲。兩件事件都較無牽扯到道德問題，皆是受到多

數網友情緒的不滿才出現被取消的聲浪。印證 Ahuja 與 Kerketta(2021)提到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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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受到取消的時間長短皆不同，重點取決於大眾的意願。因此當社群留言中有

多數人出現願意原諒名人或是為其說好話，媒體也順應大眾對此類名人編輯出正

面報導。 

此外，在媒體針對名人私人情感與名人惡行特別積極以負面詞彙建構其形象

的同時，若在形象修復上使用之字詞語句也以負面形容，則能加深對名人負面形

象。如以「貌似歉疚、缺乏誠意」形容道歉態度，則實際受到取消的力度則較大。

相對若以「虛心道歉、謙虛道歉」等，此類型名人較多還活躍在螢光幕前。典型

的案例如愷樂因在道歉文中使用了波浪符號，被大眾批評道歉沒誠意。在本研究

所蒐集到的報導皆呈現或是放大愷樂不佳的道歉態度，其形象也嚴重受到損害。

另外，媒體在報導關於范瑋琪事件時，多次利用她私人臉書回應網友的留言、貼

文已表達她不誠懇的態度。雖然也有部分新聞媒體在報導中陳述她虛心道歉以及

悔過之心，但報導數量明顯較少。因此，新聞所建構的名人形象，起到間接影響

名人遭到大眾取消行動力度大小的因素。在本研究發現近年台灣對於名人的取

消、抵制、公審愈加盛行，媒體也越來越常使用此類型詞彙來形容名人遭到取消，

要求消失在螢光幕前。如同 van Dijk 強調閱聽眾透過新聞並在腦海建構事件模

型，雖然存在主觀但卻體現出社會大眾所共享的知識及觀點，當大眾的心理表徵

與媒體觀點達到連結時，媒體力量反而起到關鍵的重要性因素。 

（二）新聞媒體進行取消之依據受代表性群體高度影響 

新聞媒體除了能建構受到取消之公眾人物的正負面形象外，本研究還發現新

聞媒體常使用代表性群體的取消行為作為新聞取消該名人之判准，如新聞內文中

的「網友」的退讚行為以及「廠商」切割等，以此表示該名人已受到多數社會大

眾的取消，資方也火速做出回應，使得新聞媒體對該名人的取消更加有象徵性與

說服力，以此印證楊意菁（2013）所提到新聞報導利用網友意見的目的是用來佐

證、強化其報導消息的論述觀點，亦或是順應社會大眾的主流風向。名人醜聞與

取消事件在報導上最大差異就在於新聞媒體以群體作為取消行為的代表，加上戲

劇性的修辭加強著重名人需受到檢視、公審的必要性，達到說服閱聽眾已達到取

消的目的。在取消名人的相關報導中新聞透過誇飾、戲劇性的修辭再現多數民意

的抵制和謾罵，如「蜂擁抵制」、「砲轟聲浪」、「退讚聲浪」、「火速切割」

呈現出大量群眾支持取消，以及廠商、節目迅速斬斷其關係，並展現新聞媒體編

輯者對取消該名人的力度。如同 van Dijk 所說利用修辭能除了能修飾新聞文本外

更能提升論述說服力道。 

除此之外，新聞報導中所出現的群體中存在兩極化對立，本研究發現新聞經

常以「網友 vs.粉絲」二元作為對立代表。報導以「大量網友」作為一方代表，

呈現多數人支持對該名人進行抵制、公審、取消，而「少數粉絲」則成為對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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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他者，顯示粉絲死忠追隨名人的形態，以此區別粉絲與大眾不同的社會認知

與價值觀。誠如 Matheson 與 Durson(2001)所言，人們自然傾向於積極保護自我

和所處群體的特殊性與優越性，認為我群為正面、多數群體，有別於他者。經過

新聞媒體報導中的兩極對立方式能劃分出對取消名人之群體，並且利用多數與少

數又或者網友與粉絲來分裂群體形成對立，揭露出台灣新聞媒體在取消文化中擁

有的主導權，可以決定誰受到取消又或是帶動社會取消誰的風向。新聞媒體擁有

包裝對不同名人的好惡，以及對事件看法的角度，再現出單面與不完整的立場。

因此，媒體的論述需受到不斷地檢視與檢驗。首先，對公眾人物、名人而言媒體

具有一定的殺傷力，透過媒體中性論述及多面意識立場才能減少對名人受到不必

要之傷害；其二對閱聽眾而言檢驗媒體論述方能更理性看待人物與事件本質，減

少閱聽眾對公眾人物乃至於他人網路仇恨言論與言語霸凌現象。 

（三）「取消文化」是正義伸張？還是「黨同伐異」？ 

網路世界隠匿性、方便性促使閱聽眾都能在社群媒體上暢所欲言，但由社群

發起的「取消」行為卻受到公眾人物、網友、大眾的討論其適當性。本研究發現

在許多關於取消名人的報導中，常探討「網路公審」、「酸民攻擊」等存在必要

性。對名人來說，名人即為公眾人物，一舉一動的行為舉止皆受到大眾注視，因

此有必要為民眾做好榜樣。但網路群體的抵制取消行為，也可能形成網路霸凌及

一言堂現象，使名人、公眾人物乃至於個人未來發展受到嚴重影響。此外，閱聽

眾支持取消行為並利用在社群網路或大眾面前強行推行某種道德，使被取消之人

受到逞罰或短暫退出公共生活中，似乎是一件有助於社會和政治正義有關的好事

(Matei，2019)，能夠通過網路力量進而達到伸張正義的責任。 

新聞媒體將名人不道德之事放大檢視，似乎也達成宣傳社會道德慨念。不

過，反對取消行為者則認為，網路上，黨同伐異，大家成為自認的「正義之人」

開始攻擊非我群類，造成讓「被取消」的人甚至其他人成為眾矢之的。取消則演

變為無形的、張強而有力的排擠、抵制的致命武器，讓公眾人物無法立足，甚至

失去工作機會。如同本文研究新聞論述中所引用的網路留言中，經常以仇恨文字

表示對名人的不滿與洩恨。報導也時常描繪被取消之名人受到抵制、公審時，渴

望得到大眾原諒並重新演藝之路。因此，取消文化不論是由網路言論所引發，亦

或是新聞媒體重新建構，此現象需要受到重視並探討媒體與閱聽眾言論對他人影

響之重要性。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希望透過分析台灣新聞文本內容從中發現、歸納出台灣媒體對受到取

消的名人形象的建構、對取消行為的觀點，以及背後可能存在的社會現象。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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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完善，但還有加強與限制之處。影響取消文化現象之可能因素很多，包含社

會壓力、新聞編輯者以及市場因素等。但基於研究者的時間限制下，本研究主要

以新聞文本內容作為主要分析對象，亦從文字論述中挖掘出媒體再現的被取消

者，以及台灣取消文化現象與意識形態。而本研究在市場導向中僅以臉數新聞粉

專追蹤人數前三者為主要文本搜集來源，其他市場因素包含點讚、分享數等並無

列入本研究中，建議未來能將市場因素考量納入研究中，才能更全面了解媒體之

權利結構，及探討台灣取消文化是否受到市場力量影響才不得不取消不良行為、

言論之名人。除此之外，本研究採用搜索取消文化相關關鍵字的方式蒐集新聞文

本，議題種類較多樣且瑣碎。但因單一個案事件樣本數不同，導致某些議題蒐集

的觀點未必充足。後續研究建議可針對單一事件進行分析，建立較完整、深入剖

析取消文化與新聞媒體之間的影響。 

若未來研究者時間能將名人被取消當下新聞與後續做比較，能檢視取消行為

的成效與影響力。本研究也發現報導經常引用網友留言，報導所引用的留言皆由

記者從臉書中選取作為大眾代表，以此建構出被取消之名人形象。故後續研究可

分析社群媒體留言論述，比較不同使用者的話語建構，以及背後隱藏的含義與留

言動機。因本研究探討主體為取消文化新聞報導，台灣常使用社群中大眾較常使

用臉書，且臉書擁有新聞粉絲專頁能方便搜索到相關新聞。若未來探討取消文化

留言，除了臉書之外可與其他平台之留言進行比較，如 Instagram、YouTube 及

PTT 留言板等。建議可以更廣泛的分析探討大眾對被取消人物、事件的看法、輿

論風向，以及不同平台的影響力與不同平台使用者的認知是否有差異。能更加深

入探討台灣的取消文化現象及社群平台對取消文化的影響力，供未來取消文化研

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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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事件一：周揚青毀滅性爆料羅志祥劈腿事件 

編號 新聞媒體 日期 標題 

01 ETtoday 新聞雲 4/23 羅志祥形象受創「恐丟 3.6 億主持棒」！ 陸網

友灌爆《創造營》、《極挑》：不退出就抵制 

02 TVBS 新聞網 4/23 羅志祥形象毀!上億片酬恐蒸發 網怒:不換人就

抵制  

03 蘋果新聞網 4/24 大轉彎！羅志祥認錯「不懂珍惜」 向周揚青與

騙過的女性道歉 

04 ETtoday 新聞雲 4/24 周揚青爆「手裡還有毀滅性證據」！ 羅志祥

私下道歉央求：別公開…怕家人受不了 

05 ETtoday 新聞雲 4/24 羅志祥深夜認錯！ 交往 9 年「一次又一次欺

騙周揚青」：我向不尊重過的所有女性道歉 

06 ETtoday 新聞雲 4/24 周揚青發文砲轟羅志祥！ Hebe 轉發醫師貼文

「網路公審的報復，不該被津津樂道」 

07 ETtoday 新聞雲 4/24 愷樂認了「幻想跟羅志祥在一起」! 家 中更衣

室整排名牌包:老闆送我的  

08 ETtoday 新聞雲 4/25 快訊／田馥甄「逆風轉發」被罵爆 道歉：怎

可能不心疼受傷的人 

09 TVBS 新聞網 4/25 遭影射與羅志祥「不正常男女關係」 愷樂默認

道歉  

10 ETtoday 新聞雲 4/25 快訊/愷樂沉默 2 天道歉了! 「誠心向 周揚青小

姐說聲對不起」 

11 蘋果新聞網 4/25 談小豬「逆風轉發」被中國網友出征 Hebe 喊 

抱歉「但願被珍愛」  

12 ETtoday 新聞雲 4/25 愷樂深夜向周揚青道歉 「一個符號」再度被網

友罵爆! 

13 ETtoday 新聞雲 4/25 羅志祥、周揚青分手掃到她！ 田馥甄「逆風

轉發」遭陸網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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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蘋果新聞網 4/25 【內幕蠢動】小豬大轉彎道歉不單純 周揚青 

「聊妹機」地雷恐爆 

15 ETtoday 新聞雲 4/25 鄧惠文談豬揚戀是「恐怖情人」 廣告小 

妹千字舉 4 例:護航別這麼明顯!  

16 ETtoday 新聞雲 4/26 周揚青「毀滅性復仇」羅志祥！網紅對比「九

把刀前女友」：網路公審教壞小孩子 

17 ETtoday 新聞雲 4/26 Hebe「豬揚撕破臉受災戶」!道歉救不 回人心 

大陸代言被刪獨留陳立農  

18 ETtoday 新聞雲 4/26 唐綺陽心疼鄧惠文「不該一言不合就出 

征」 廣告小妹再砲轟酸:姑息養奸  

19 ETtoday 新聞雲 4/26 「豬揚分手」逆風文遭出征...鄧惠文關臉 

書! 唐綺陽點破:只剩一言堂才可怕  

20 ETtoday 新聞雲 4/26 神隱 2天愷樂認了是小三 上萬留言灌爆 IG網

酸「鮑鮑換包包」、「快去檢查」  

21 ETtoday 新聞雲 4/26 愷樂道歉周揚青「消失下周《娛百》錄 影」 電

視台回應了 

22 TVBS 新聞網 4/27 經紀人掀羅志祥黑幕 約女星遭拒就封殺?  

23 ETtoday 新聞雲 4/28 羅志祥被霸凌…鍾明軒「逆風發文」嗆：關台

灣人屁事！ 開砲 6 分鐘 11 萬人讚爆 

24 ETtoday 新聞雲 4/29 標題羅志祥認了：帶很多女生回家！ 加碼自

爆「喜歡肉肉女」 

25 TVBS 新聞網 4/29 周揚青也是第三者?羅志祥情史被爆 愷樂應向

該女星道歉  

26 TVBS 新聞網 5/2 效法陳冠希?羅志祥「道歉記者會」時間內容遭

洩  

27 TVBS 新聞網 5/5 原定今天現身道歉？羅志祥「臨時抽手」內幕

曝光 

28 ETtoday 新聞雲 5/10 愷樂卑微道歉內幕曝光! 「人生毀了也要救羅志

祥」...她曝:什麼都願意去做  

30 ETtoday 新聞雲 5/20 快訊／羅志祥 520 再發聲謝罪周揚青！ 微博

突發 7000 字「對不起我錯了」 

31 ETtoday 新聞雲 4/28 羅志祥被霸凌…鍾明軒「逆風發文」嗆：關台

灣人屁事！ 開砲 6 分鐘 11 萬人讚爆 

 

事件二：范瑋琪口罩爆粗口風波 

32 蘋果新聞網 1/28 【武漢肺炎】譙蘇貞昌狗官圍剿 范范道歉雪崩

掉粉逾 5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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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Ttoday 新聞雲 1/28 【武漢肺炎】黑人受妻波及遭出征 示愛力挺

「願意認錯是高尚勇氣」 

34 ETtoday 新聞雲 1/28 快訊/范瑋琪認了飆罵蘇貞昌! 「只是 

希望我們能多一些愛與關懷」 

35 ETtoday 新聞雲 1/28 范瑋琪遭爆不爽蘇貞昌禁口罩出口！ 開嗆

「狗官」：低俗、沒人格的臭流氓行為 

36 ETtoday 新聞雲 1/30 范瑋琪「高雄氣爆捐 300 萬全被忘了」！ 失

控舌戰網友：羞辱我是你覺得最正確的事 

37 ETtoday 新聞雲 1/30 范瑋琪「開工能多生產口罩給我們同胞嗎」 中

英文道歉蘇貞昌：我沒作秀，天地良心 

38 ETtoday 新聞雲 1/30 范瑋琪再 PO「全灰圖」：Goodbye！ 消失 N

小時「急刪 IG 凌晨道歉文」止血 

39 ETtoday 新聞雲 1/31 范瑋琪想求「當面道歉」蘇貞昌! 黑人 

提「2 大罪狀」懺悔...2 天掉粉 10 萬  

40 ETtoday 新聞雲 2/1 范瑋琪「代言品牌被出征」網抵制拒買！官方

火速切割澄清 

41 ETtoday 新聞雲 2/1 范瑋琪後…賈靜雯也遭出征圍剿！ 「新年做

錯 2 件事」微博被灌爆：對妳太失望 

42 ETtoday 新聞雲 2/4 范瑋琪「口罩事件」慘遭出征圍剿 歌手好友

葛仲珊出聲痛斥：拿出良心做人吧！ 

43 ETtoday 新聞雲 2/4 葛仲珊聲援范瑋琪被譙翻！曝護航原因：你可

以覺得我是笨蛋 

44 ETtoday 新聞雲 7/1 被酸「小孩知道媽媽說謊讀哈佛嗎」 范瑋琪

不忍了…正面反擊！ 

45 蘋果新聞網 2/25 【獨家】沉不住氣！范范見星友又浮出 「誠心

道歉了還要我怎樣才滿意？」 

46 ETtoday 新聞雲 6/25 被罵死不認錯...范瑋琪深夜叫屈! 「不能理解

指控」:我非常真心向院長道歉了  

47 ETtoday 新聞雲 7/16 范瑋琪神隱半年「錯誤不想再提起」認了仍陷

低谷！ 被困在過去：一個又一個難捱的夜晚 

48 ETtoday 新聞雲 12/25 范瑋琪道歉文「8 分鐘重新編輯 3 次」!  

又提敏感字眼...尷尬秒刪除  

49 ETtoday 新聞雲 12/26 范瑋琪反擊酸民「我是在美國出生的台灣人」 

戴口罩曝心情 

50 ETtoday 新聞雲 12/27 范瑋琪為口罩道歉...吳宗憲「被栽贓挺妳  

才倒楣」:不該再提 

51 ETtoday 新聞雲 2/12 小 S、黑范口罩之亂後慘爆淒慘下場！「副業、

代言全遭抵制封殺」徹底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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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三：鍾明軒不滿被換角，拍影片大罵《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  

52 ETtoday 新聞雲 11/7 快訊/鍾明軒道歉:我後悔了 爆料《鬼滅之刃》

配音邀約  

53 ETtoday 新聞雲 11/8 網紅們悄刪挺鍾明軒留言! 展瑞被罵爆無奈:講

錯話的又不是我  

54 ETtoday 新聞雲 11/9 挺鍾明軒後遭狂罵「居然刪留言」 愛莉 莎莎

怒了:哪裡惹到你? 

 

事件四：網紅罔腰被控破壞綠島民宿 

55 ETtoday 新聞雲 11/3 快訊/罔腰道歉了! 「希望民宿老闆原 

諒我們」認了酒後失態...繼續住 2 天  

56 ETtoday 新聞雲 11/3 狂歡影片曝!罔腰「瘋狂破壞」民宿還 

嗆:這麼爛拆了剛好 放話不會道歉 

57 ETtoday 新聞雲 11/3 獨/罔腰「狂歡毀民宿」道歉原因曝!老闆娘親揭

談判過程:他們沒地方住了  

58 ETtoday 新聞雲 11/3 前男友鳳梨「出面幫罔腰道歉」民宿被毀! 連說

8 次對不起:我會負責賠償  

59 ETtoday 新聞雲 11/3 鳳梨二度幫道歉「已跟民宿業者聯繫」  

罔腰公開打臉:我自己處理!  

60 ETtoday 新聞雲 11/3 幫罔腰道歉賠償反被嗆! 鳳梨怒爆粗 

口:妳真的不知悔改  

 

事件五：YouTuber 小玉拍攝喝母乳影片非法購買又嫌棄味道  

61 ETtoday 新聞雲 4/10 小玉被轟侮辱母奶!IG 連發 3 影片「想跟大家說

聲對...」秒卡掉 網友更怒:就是故意  

62 蘋果新聞網 4/10 嫌母乳「狗味」小玉拍片道歉 內容卻讓人越看

越火  

63 ETtoday 新聞雲 6/21 小玉為母乳影片下跪道歉！ 生日哽咽認錯：

我很羞愧，做了最壞示範 

64 蘋果新聞網 6/22 開箱母乳吐奶嫌「狗味」 小玉下跪哽咽道歉:

我真的錯了  

65 ETtoday 新聞雲 8/24 小玉「為浪費母乳道歉」後消失! 停更 

2 個月...笑笑鬆口認:我們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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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六：阿翔謝忻不倫事件 

66 TVBS 新聞網 1/7 不倫被踢出《大集合》!外甥女怒拒看 謝忻懺悔

回應   

67 蘋果新聞網 1/7 謝忻遭踢出《大集合》!6 歲外甥女拒看 她嘆:

做錯事的人沒有委屈  

68 TVBS 新聞網 3/31 忍痛告別阿翔!謝忻「我犯過大錯」宣布重大決

定  

 

事件七：蔡阿嘎包桃捷展覽事件 

69 ETtoday 新聞雲 8/21 蔡阿嘎:YouTuber 是需要被公審的!  

看酸民留言「正向 2 想法」被讚翻  

70 ETtoday 新聞雲 9/8 蔡阿嘎借桃捷曬兒 7 個月「790 萬租金全免」被

罵爆! 6000 人怒了:為啥有特權   

 

其餘個別事件： 

71 蘋果新聞網 1/10 「離家 9 天回來有 2 老迎接」 徐佳瑩一句話竟

遭出征  

72 TVBS 新聞網 1/10 徐佳瑩發文提 9、2 慘遭政治狂粉「出征」砲轟  

73 TVBS 新聞網 1/10 許聖梅挺韓被封殺!男名嘴又拿來酸 感慨淚訴:

現世報  

74 蘋果新聞網 3/12 稱憂鬱症「不知足」被出征 吳宗憲:鼓勵患者往 

正面看  

75 TVBS 新聞網 4/10 募資登紐時反擊譚德塞惹議 阿滴致歉「不應代

表台灣」 

76 ETtoday 新聞雲 8/5 前老闆爆:把妹大頭症!狠愛演「停更後首合體」

鞠躬道歉 認 4 原因致內部出問題  

77 ETtoday 新聞雲 6/19 台歌手「分屍情歌」吃人肉歌詞噁爆！ 笑臉

唱：喝喝用你煮的粥…網怒抵制逼下架 

78 TVBS 新聞網 9/30 林志玲也唱「祖國」為何沒被出征? 網找到答

案了  

79 TVBS 新聞網 10/5 歐陽妮妮被出征「管好妳妹」 護家人回擊酸民   

80 TVBS 新聞網 9/30 歐陽娜娜害慘爸!歐陽龍慘遭出征罵:剪掉健保

卡滾出台灣  

81 TVBS 新聞網 10/11 祝陸國慶...歐陽娜娜「雙十卻噤聲」慘遭出征:

背骨仔啞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 第三十六卷第三期(民國一一一年三月)：47-79 

79 DOI: 10.6425/JNHUST.202203_36(3).0003 

82 蘋果新聞網 10/16 李姸瑾拉腿害慘摔走光網罵爆 苦主元元發聲

曝她私下為人  

83 蘋果新聞網 10/17 加倍奉還!李妍瑾模仿元元連摔兩次 歪腰向酸

民討饒  

84 蘋果新聞網 11/16 青青沉潛 1 個月再發聲 爆乳致歉「情感事沒處

理好  

85 ETtoday 新聞雲 11/28 台導演怒轟隋棠:有夠噁心! 看完單親 媽殺人

手法...「她當然該死」  

86 ETtoday 新聞雲 12/7 游否希遭控騙錢! 2萬 6業配破局「不退款+封

鎖」...廠商 PO網怒公審  

87 TVBS 新聞網 12/10 爆「逼婚害死倪敏然」被封殺 52歲夏禕慘況曝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