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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 2017 年，德國媒體《德國之聲》、美國媒體《BuzzFeed》都來台尋找接案合作對象時，筆耕不輟的 William 成為
他們的首選。對他來說，最寶貴的是在《BuzzFeed》擔任助理記者的那一段，他負責協助該報駐中國記者、去年獲頒普立
茲獎的 Megha Rajagopalan 查找資料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27、8 歲了還在當助理很沒前途，但我不那麼想，而是盡力
做到『超越助理』的程度。」 

 

William 回顧，當 Megha 請他研究一項中國議題，過往多數的助理記者就是找新聞、作摘要，但他會進一步附上從中國社
群平台搜尋到的更多線索給 Megha，讓他能把故事挖得更深。於是隔年 Megha 結束駐點，便替 William 牽上所有人脈與
工作機會，成為他外媒職涯的貴人。 

 

同一時間，他也獲《德國之聲》邀請轉為正職。作為該媒體東亞團隊中少數以雙語報導的記者，William 在「新疆外洩名單」
事件中，扮演起頭的角色，帶著不諳中文的調查報導團隊做採訪。後來這系列報導被不少聽證會、紀錄片、學術報告引用。 

 

不過 William 坦言，剛進入外媒有一段認知協調期，因在東亞議題裡，外媒仍偏重中國，或是會影響國際局勢的事件，「報
台灣的題目不容易過，」而在外媒跑新聞，也要接受追本土議題時「不可能像台媒追得那麼細」。所以若想為家鄉爭取曝光，
要學會「連結台灣事件與國際社會」的技巧。 

 

例如 COVID-19 爆發時，William 迅速出了多篇「台灣如何防疫」的報導，就極受全球各地讀者關注，不僅是《德國之聲》
主站當週最佳點閱文章，西文版報導還被拉丁天王瑞奇馬汀（Ricky Martin）分享。 

 

台灣的非官方發言人，與最親切的地陪 

 

儘管 William 的報導寫得有聲有色，但作爲一名網路時代的讀者，你最先關注到的很可能是他的推特。作為少數有上萬名追
隨者的台灣記者，William 也直言自己是推特「重度成癮者」，一天會花 4-5 小時發佈關於台灣、東亞或世界要聞的英語貼
文，「推特是進行國際報導非常重要的工具，是世界認識台灣的渠道，也是記者的素材庫，」他感嘆台灣經營國際新聞的媒
體較少關注與操作推特，殊為可惜。 

 

雖然 William 表示自己每日「僅用」 4-5 小時經營推特，但我們發現他幾乎每個鐘頭都更新貼文。《德國之聲》辦公室主任
鄒宗翰也告訴《換日線》，「William 根本是 24 小時沒有在關機的新聞工作者！」鄒宗翰觀察，William 其實扮演著兩種角
色：將世界新聞分享給台灣人、傳播台灣的要聞給世界，「很多新聞同業都是不眠不休，但 William 在這樣雙向的傳遞上，
是很特別的存在。」 

 

社群經營出色，也讓世界各大新聞機構更注意到 William Yang，並不時透過推特捎來採訪需求。例如台灣同婚釋憲通過的那
天，英國《BBC》、加拿大《CBC》、卡達《半島電視台》等知名媒體都邀他做連線報導，一天就上了 8 家外媒轉播。 

 

除了在新聞機構與社群媒體寫稿、受訪，William 協助串連台灣與國際的方式，還有最踏實的人際協作──他是民間組織「台
灣外籍記者聯誼會」會長，任期已至第二屆。這個無給職的工作內容，主要為協助來台灣的外籍記者安頓下來、聯繫政府窗
口、牽線受訪者等等。 

 

「William 幫助從世界各地來台灣的記者，解決我們遇到的任何問題，我也常向他請教關於台灣社會與文化方面的洞見，」
「我想不出有哪一位台灣記者在『提升國際對台灣的認識』這件事上，做得比 William Yang 還要好的。」相識 6 年的外籍
記者聯誼會副會長 Chris Horton 這麼說。 

 

台灣新聞人，如何打世界盃？ 

 

近期，由於中國疫情與政治氛圍，不少外籍記者自主或被迫離開該國。《經濟學人》2022 年 3 月的一篇分析指出，亞洲數
個城市已形成新的「中國觀察者集散地」，包含首爾、新加坡，以及台北。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成員也在 3 年內翻倍成長，
來到 60 人。 

 

這是否意味著台北有機會成為下一個亞洲新聞中心？ 

 

William 卻搖搖頭，「台灣的政治敏感性會是一道天然限制，但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相應的人才庫，」他解釋，台灣新聞
傳播學院主要培養面向本地的人才，缺乏英語報導訓練，然而能進外媒服務，「前提中的前提」即為逼近母語人士的英語寫
作與口語表達力；其次，他認為能跳脫台灣、理解區域事務的新聞人才也相對稀少。 

 

不過他也強調，「打世界盃的新聞人」並不是只有作外媒記者能達成，在台灣媒體裡，也有不少國際新聞記者達到他眼中的
頂尖，「關鍵就是不能只會寫台灣。台灣已經很小了，大家還全部往裡面鑽，其實失去了我們作為一座島嶼的優勢。」 

 

島嶼，就該往外擴展，向世界伸出觸角。William Yang 會持續帶著小島地圖，將它分享給世界各角落的人們；也將他們的故
事，從遠方帶回來。作為「台灣—國際」新聞的專業連結者，他期待更多後起之秀加入他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