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接近世界權力核心的華人

張經義

069068



071070

躋身白宮記者  他榮獲雙重認證

對全球跑時政的記者來說，能被派到美國白宮採訪，
等於登上新聞工作的金字塔頂！因為白宮不只是美國的
心臟、世界權力的核心，更是聯通世界的樞紐；因此能
被指派到白宮跑新聞的記者，無一不是身經百戰、從底
層一路打滾上來。來自台灣雲林的張經義，不僅是白宮
有史以來第一位獲得白宮官方與白宮記者協會「雙重認
證」的華人記者，同時也是與歐巴馬、川普等總統有最
多互動，並跟隨穿梭在國際間重大新聞場合的台灣人。

白 宮 記 者 證 有 個 特 別 的 英 文 名， 就 叫「Hard 
Pass」。Hard 這字在英文中有「堅硬」也有「困難」的 
意思。「證」如其名，也就是除非你夠強硬，不然別想

與歐巴馬、川普等總統有很多互動

＜出生＞

1979‧ 雲林二崙 

＜學歷＞

新北市中山實小
板橋國、高中
政大新聞與阿拉伯語系雙學士、
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際關係碩
士
沙烏地阿拉伯紹德國王大學全額獎學金
留學

＜經歷＞

兼職導遊、中學家教、餐廳廚房助理、
倉庫送貨員、街頭派發傳單、台灣「遠
見」雜誌記者、聯合國總部實習記者、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電視台實習
記者、全美最大中文報紙《世界日報》
全國版記者、香港鳳凰衛視駐華盛頓記
者、美國白宮外國記者團副團長

＜現職＞

上海東方衛視派駐白宮記者
SMG（上海文廣）北美新聞中心主編
網路專欄＜白宮義見＞作者

＜著作＞

白宮義見

＜傑出事蹟＞

史上第一個獲得美國白宮官方與白宮
記者協會「雙重認證」，也是白宮記者
團唯一的中文媒體成員，獲頒「遠見」
雜誌創刊 33 年來首張「榮譽記者證」

＜座右銘＞

告訴這個世界我所看到的世界。

Just go for it！



073072

拿到。奉派到美國白宮跑新聞的記者，除了文字功底深
厚，能以最快速度深入淺出地把複雜的白宮事務寫出來；
要不台風異常穩健，能在美國總統乃至成千上萬群眾前
面不改色的進行連線；再不就是能建立超強人脈，可以
挖出獨一無二，甚至改變歷史的新聞。但這仍不能算真
正意義上的「白宮記者」，更不算是白宮記者團 (White 
House Press Corps) 成員。

要成為真正的「白宮記者」必須經過白宮官方和白
宮記者協會「雙重認證」，才能加入這區區百人的「俱
樂部」，之後，才有可能成為美國總統的隨行記者，並
真正被視為白宮記者團成員。真正的白宮記者平均年齡
將近 50 歲，不少人甚至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而歷史上
跑白宮最久的記者，海倫．愛蜜莉亞．湯瑪士（Helen 
Amelia Thomas）」從 1960 年開始跑白宮新聞，近距
離採訪過 10 位美國總統，一生交手過 22 位白宮發言人，

她的提問向來犀利，讓總統們又愛又恨，直到 2010 年
88 歲才退休。

傳奇記者指點  跑新聞勇敢去闖

張經義說，美國新聞機構認為，記者越老越值錢，
一方面看重的是記者長期累積的人脈，另一方面，這些
白宮記者的臉或名字一出現，代表的往往就是權威報導。

對於跑白宮的記者來說，湯瑪斯就是一個傳奇，她
打破美國記者圈的許許多多禁忌，不僅是白宮記者協會
第一位女記者，更是協會第一位女主席，平日白宮發言
人記者會，首先被點名的一定是她，之後，當湯瑪士覺
得記者們問題問夠了、開始重複了，她就會對發言人說
「謝謝」，這時台上發言人和台下記者都知道記者會該
結束了。

「當時初跑白宮新聞，
曾在記者會後向這位傳奇
人物請益該如何跑好白宮
新聞。儘管那時她說話微
顫，但老太太用堅定的眼
神看我，回答說：『勇敢
去 闖 (just go for it)!』」
張經義回憶說。

「就是『勇敢去闖』
參加白宮記者會向川普提問

"Just  go for  i t  !"
是美國傳奇女記者

海倫．愛蜜莉亞．湯瑪士
對張經義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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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在我的白宮記者路上，不斷推動我前行。」張
經義說。

和大多數人一樣，張經義來自於一個平凡的家庭，
父親張甲輝、母親廖秋蘭均來自雲林二崙，很早時他們
便到新北市板橋謀生，張甲輝起先在中央印製廠工作，
後來自行創業開印刷廠，直到張經義出生前才把太太送
回二崙老家生產，做完月子後，才又回到板橋。

對世界很好奇  遊歷全球四大洲

從小學到大學，張經義一路順遂，但他從小便對這
個世界充滿好奇心，在唸政大新聞系的時候，他受一位
在中東經商的父親友人影響，因而想多了解中東，於是
又選修阿拉伯語系，雙學位共兩百學分的功課壓力非僅
沒有擊倒他，為了減輕父母負擔，他在大學時期當過家
教、餐廳廚房助理、倉庫送貨員、街頭派發傳單。

大 學 畢 業 前 一 年，
張經義獲得獎學金到沙烏
地阿拉伯紹德國王大學進
修一年，回國後為了開拓
眼界，他到旅行社擔任兼
職導遊，至 2004 年他進
入「遠見」雜誌擔任記者
時，前前後後已遊歷過全

球四大洲 10 多個國家。

「遠見」一年多後，張經義決定赴美深造，儘管到
過沙烏地阿拉伯紹德國王大學進修一年，也遊歷過 10 多
個國家，但他自知英文尚不足進入美國研究所，下定決
心苦讀。張經義形容自己學英語的方式很笨，就是死背。
在備考申請美國研究所所需的研究生入學考試 (GRE) 時，
「我靠著每天起床後，坐在書桌前 16 至 20 小時背英文
單字，連續三個月，足不出戶、不見天日的給背出來！」

加入鳳凰衛視  始主跑白宮新聞

就讀紐約大學期間，一心想當記者的他先是獲得聯
合國總部新聞部門的實習機會，接著還得到美國國家廣
播公司 (NBC) 電視網實習機會，從聽打新聞、找資料，
樣樣都做，甚至回家後還要四處借 WiFi 上網看新聞重
播，一字一句跟著主播練習念文稿，念完才算完成當天
的新聞功課。

張經義在紐約大學一年半便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
到全美最大中文媒體《世界日報》紐約總部工作，紐約
生活費用高昂，當時薪水只夠他住在木板隔間的小房間，
光是桌子和床就占了八成空間，裡面的彈簧床還嚴重凹
陷，外面還有車聲、火車聲、飛機聲，不絕於耳，干擾
睡眠。

2010 年張經義加入香港鳳凰衛視，擔任香港鳳凰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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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駐華盛頓記者，開始主跑白宮新聞，2014 年 5 月轉往
上海東方衛視擔任駐白宮記者。

「我跑了幾個月後，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白宮記
者。」原來「白宮記者」是要有白宮官方與白宮記者協
會「雙重認證」，才能加入白宮記者團，這才算是真正
的白宮記者。

為了跑好白宮新聞，張經義每天到白宮報到，前一
天提出申請，經由特勤人員檢查，因為不是美國人，只
能拿臨時記者證，在四面由鐵柵欄圍起的露天區，等待
新聞官帶他進去。

每天欄外守候  終獲白宮記者證

為了成為白宮記者、白宮記者協會一員，張經義每
天在柵欄外守候一至三小時，不論是 40 度的烈日下，或
零下 10 度的暴雪中，只為等著白宮新聞官來帶他進去採
訪。「我不聰明，但我的長處是，只要認準了，就死命
去做。」歷經了四百多天，有一次在雪地裡，感覺腳掌
冰涼，才知道鞋底磨平破洞，襪子已浸溼了。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成立至
今 105 年的白宮記者協會需要一位懂中文的記者。他因
為每天報到，表現積極，又經常在例行新聞記者會中，
當著美國主流電視台攝影機拚命舉手發問，引起了他們
的注意。

2011 年， 白 宮
記 協 主 動 找 上 他，
要他加入，張經義終
於取得一張白宮記者
證，他就這樣成為史
上第一位獲得白宮和
白宮記協雙認證的中
文媒體記者，後來還
獲選為白宮外國記者
團副團長。由於總統
每次只能帶 13 至 21 名記者隨行，他得以和不到一百名
的文字記者輪流隨行，坐上美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
貼近世界權力核心採訪，也讓世人看到美國動態。

自從有機會第一線採訪世界領袖後，張經義戰戰兢
兢學習，他記得一位退休白宮老記者告訴過他：「入行
以來，我每天都在想問題，我隨時都在想：如果總統接
受我的提問，我會問什麼問題？」身為外國媒體代表，
他常能協助同業了解東方文化和東方故事背後的意義。
也能提出異於西方媒體的觀察。

隨美總統出訪  見證三次高峰會

除了日常白宮新聞外，張經義完整經歷了 2012 與
2016 年兩次美國總統大選，遠赴偏鄉，實地了解、剖析
美國人民的真正想法；並隨行美國總統前往世界各地，

2014 年專訪美國前總統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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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各重大歷史場合，如歐巴馬的古巴破冰之行，以
及近距離見證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新加坡、越南
和板門店三次世紀高峰會等。

在《白宮義見》一書中，張經義生動地記錄了 2016
年美國大選，從第一場愛荷華州的初選，到大選之夜的
紐約市。他說：「關鍵時刻，我幾乎一場都沒錯過。」
甚至選後，他再重回賓州一個小鎮，找出川普為什麼會
贏得選舉的原因。

多次進出白宮總統的楕圓形辦公室，張經義感到歐
巴馬、川普的不同作風。很多人以為歐巴馬對媒體開放
透明，川普則遮遮掩掩，但事實卻是完全相反。

「歐巴馬凡事小心謹慎，一向和媒體保持遙遠距離，
儘管媒體每天都可以在公開行程拍到他，但他的一言一
行都是經過縝密思考，甚至排演，
記者在現場無論怎麼喊，歐巴馬不
理就是不理；相較下，川普雖不是
天天給媒體拍，但兩、三天還是會
出來一回，讓媒體拍個夠，而且
無論什麼場
合，白宮裡、
草 坪 上、 飛
機 上、 飛 機
跑道上只要

記者衝著他問問題，
多數時候川普都會回
答，且回答的內容通
常多是即興、沒腳本
的，想到哪說到哪，
這讓他的回答更引人
注目，也讓媒體爭相
報導。」

川 普 喜 歡 用 推
特，永遠會把自己的
想法放到推特上，張經義曾探究川普捨美國主流媒體，
寧用推特原因。他認為，美國自由派都市媒體和保守派
的鄉村媒體，聲量和影響力不成比例，聲量較大的自由
派媒體卻對川普較不友善，經常傳播錯誤或不利川普的
言論，「這應該是川普要用推特發表意見的最大因素！」
張經義說。

「從川普第一天上任，我一早睜開眼睛就先看他的
推特，睡前也是。」張經義估算川普在上任第一年就發
了 2600 多條推特，平均每天 7 條。

川普雖然被主流媒體視為「狂人」，但在張經義看
來，川普是顧家好爸爸，十分自律，不菸不酒、不碰咖啡、
茶，一天只睡四小時，仍神采奕奕。

有一次，在記者追問下，川普當場按下桌上紅鈕，
搭乘美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左為「空軍一號」機票。

張經義在白宮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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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沒有核彈，出現的是白宮管家送來可樂，原
來川普只愛這一味，惹來在場記者哈哈大笑。

張經義還發現，深受父親影響的川普，在座椅後面
放著爸爸的照片，不久之後，又加了媽媽的照片。他教
育子女有方，不讓小孩當富二代，告訴他們錢要自己去
賺。

趙小蘭任部長  他見證就職儀式

在白宮採訪多年，張經義印象最深刻的是 2017 年 1
月 31 日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的就職典禮。67 歲 (1953)
的趙小蘭和他同樣來自台灣，趙小蘭生於台北市，唸過
再興小學再到美國。2001 年布希總統任命她擔任美國聯
邦政府勞工部長 ( 首位亞裔女性部長 ) ，2017 同樣是共
和黨的川普總統再次任命她擔任美國運輸部長，是美國
有史以來先後兩度擔任部長的亞裔女性，更重要的是同

樣來自台灣。

張經義回憶，趙小蘭宣誓就職儀式在白宮金碧輝煌、
有百年歷史的副總統典禮辦公室裡舉行，他見證了美國
副總統彭斯為趙小蘭主持宣誓就職交通部長的儀式，也
是現場唯一的中文媒體記者。

「孝順的趙小蘭，當天特別請她父親、出生於上海
的趙錫成博士到場見證，她父親持著聖經供趙小蘭宣誓
就職。」趙小蘭在稍後發表聲明表示，對於創下第一位
兩度擔任部長的亞裔女性這樣的美國政壇歷史紀錄，她
要感謝的是她的父母親，趙小蘭說，她的父母親是她成
功的基礎。

歐洲重大事件  他都曾目擊記錄

美國之外，張經義也到歐洲目擊並記下多場重大事
件，包括英國脫歐公投、法國總統馬克宏勝選之夜，幾
乎全球重大事件都
可 以 看 到 他 的 身
影。

「 要 講 國 際
事務、要談世界經
濟， 想 要 繞 過 美
國，很難。」張經
義說。 張經義經常在美國重大事件現場做街頭訪問

張經義返台與父母拜訪張麗善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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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既是備受追捧的國家，也是受
到最多批評的國家。在支撐起全球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的
同時，卻也愛秀肌肉，觸角伸進多國事務。幾十年來，
美國在引領世界經濟蓬勃發展時，卻也不負責任地引爆
全球經濟危機。

在美國從事記者工作超過 10 年，讓他有機會充分探
索這個國家。張經義認為，美國是一個矛盾的複合體，
她可以在一年前聯合全球各國簽成《巴黎氣候協定》，
一年後卻獨自退出；可以在兩年前達成《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 ( 簡稱 TPP)》，兩年後卻說變臉就變臉。人們
對她又愛又恨，卻也摸不清頭緒。

在張經義眼裡，美國之所以充滿矛盾，與川普政府
有關，但卻不是直接相關；因為她的矛盾是長期的，是
內發然後外溢的。像是美國既是種族大熔爐，卻有著最
難解的種族問題；始終追求自由，卻也放任擁槍，導致
大規模槍殺不斷。

張經義觀察，作為最老牌的民主國家，美國的民主
卻越來越難以作為全球典範，而是走向兩個極端，兩黨
的意識形態也導致內耗嚴重。這一些內發的矛盾，都對
美國在國際上的角色產生影響。

將從華人角度  報導真實的白宮

「我是一個記者，我的工作就是如實報導，我始終

大事紀

2001 赴沙烏地阿拉伯紹德國王大學就讀

2004 政大新聞與阿拉伯語系雙學士畢業，進入「遠見」雜誌擔任
記者

2005 負笈美國就讀紐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際關係

2008 進入全美最大中文報紙 -《世界日報》擔任紐約總部記者

2010 加入香港鳳凰衛視，擔任駐美國華盛頓記者

2011 白宮記者協會發給的白宮記者證，成為史上第一位獲得白宮
官方與白宮記者協會「雙重認證」的中文媒體白宮記者

2014 5 月擔任上海東方衛視白宮記者兼美國新聞中心主編

2019 獲頒「遠見」雜誌創刊 33 年來首張「榮譽記者證」

想做國際新聞，去看世界，然後告訴這個世界我所看到
的。我會繼續為華人播報白宮新聞。」張經義說，他不會
進入西方媒體，當中文受到全球重視，他要扮演好記者角
色，從華人的角度報導真實的白宮。

從台灣的一個雜誌記者到當今最貼近世界權力核心
的媒體記者，張經義一開始對於怎麼實現並不清楚，只
是埋著頭在新聞路上拚命往前走。沿途有晴天也有雨天，
但，「我始終相信築夢踏實、一定要自己先看得起自己，
總有一天咱會出頭天。」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曾說過，做一個好記
者，第一要對人有興趣，第二要是好聽者，第三要走到現
場去。張經義幾乎都做到了，他的故事，正是給打算加入
新聞行業年輕朋友的好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