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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距今約一百年前，1917 年 11 月 7 日，韋伯在慕尼黑大學向大學生發表〈學

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說，比較德國與美國大學體系之異同，談論體系如何影響年

輕人選擇學術研究作為志業。

韋伯說：「……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

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

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

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

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錢永祥編譯，1991：139）。

一百年後看韋伯說的，高等教育的核心：學術，不禁讓人產生濃濃的失落感，

還有一絲抹不掉的憂心。

臺灣的高等教育近年面臨了五年五百億、追求卓越、評鑑制度、少子化與

私校退場、大量採用兼任教師減少成本、兼任教師的勞動權益等等問題。然而，

高等教育在不同的學科領域，面對的問題都不太一樣。本期我們從傳播學門的角

度，分別自傳播高等教育的課程改革、傳播系所的實習教育與社會實踐、傳播學

門博士畢業生的就業處境，以及媒體如何再現傳播這個行業等 4 個角度切入，以

一般論文、研究紀要、田野筆記和口述歷史等形式，深入剖析傳播學門高等教育

所面臨的各項試煉。

臺灣的傳播教育內涵，約自 1990 年代從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開始思考變

革之道，究竟應走專業教育還是通識教育是當時辯論的重點。這波變革，隨後也

影響到世新、中正、輔仁等有傳播科系的大學。張春炎以口述訪談方式，輔以書

面資料，寫成〈作育英才而不是打造匠才：臺灣新聞實務教育的改革進行式〉，

對於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傳播教育內容變革有興趣的讀者，本文極具參考價值。

劉慧雯的〈群師圖像：從教師背景勾畫臺灣媒體素養的教學實況〉一文，探

問傳播教育近年浮起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臺灣，媒體素養的授課教師到底有沒

有專業門檻？本文在考察 103 學年度臺灣各大專院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師

資學歷經歷背景、聘任單位，以及其他開設課程之後，發現媒體素養授課教師雖

然有相當高比例擁有博士學位，以傳播相關學位為主，也有一定程度教師有媒體

實務經驗，然而，臺灣的媒體素養授課人力，仍呈現多個兩極化的現象，顯示媒

體素養在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尚未明確。

以上兩篇論文處理的是傳播教育傳道者及其產出內容變革的問題。另一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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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播教育內容相關的專題論文，本刊以「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欄目刊出的，

是管中祥以多年致力推動文化實習概念的親身經驗寫成的，〈多元價值的缺席：

傳播科系實習教育的再思考〉。本文反覆致意的觀點是：傳播教育可以強化多元

文化教育，透過實習課程安排讓學生進入田野，理解不同的文化群體，培養多元

價值，從「被報導」的群體理解他們的處境與想法，進而改變傳播教育中「多元

價值的缺席」。

流浪博士的問題，也是臺灣近年高等教育，特別是人文與社會學門面臨的極

大挑戰。「而據報載，教育部長吳思華 2014 年 11 月底在『全國大學研發主管會

議』中指出，國內大學每年釋出約僅 800 名職缺，但畢業博士人數已逾 4,000 名，

其中約有 3,500 人尋覓教職，加上海外歸國博士人數約 300 名，每年就有近 3,800

名博士應徵這 800 個職缺。因此吳思華說，『國內每年至少 3,000 名博士畢業生

找不到學術工作』」，劉忠博在專題論文〈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臺灣傳播博士

謀職歷程：行動者的經驗述說〉一文中如此寫道。劉忠博以自己畢業後覓職的心

路歷程為經，文獻為緯，指出：博士班的教育應該幫助學生發展適應環境的能力，

並提供跨國／境的招聘資訊。對已畢業的博士來說，政府更應正視「學術勞動的

臨時工化」，改善其勞動條件。

高學歷高失業率、學用落差成為臺灣近來關注的社會問題。戴伯芬的〈學用

落差的論述分析與敘事─《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之比較〉，

探問三個學用落差的問題：一是探討不同的平面媒體如何報導學用落差的危機？

如何「問題化」高學歷者的就業問題？其次，分析不同媒體對於國家政策的報導

方式與內容的差異，瞭解媒體如何回應教育政策；最後，則從被報導人的立場，

探討個人如何回應媒體的報導？是否具有抵抗的可能性？讀者可以從本文中探知

臺灣三家主要的平面媒體如何再現「學用落差」的問題。

本期除以上五篇與高教問題相關的論文外，另收錄三篇一般論文，分別是：

賴玉釵的〈繪本敘事轉述為影像歷程初探：以繪本《雨果的秘密》之跨媒介轉述

為例〉、曹琬凌的〈院線紀錄片再媒介化之媒介化分析：以【看見台灣】經驗為

例〉，以及黃國富的〈在傳統與現代性迻譯之間的媒介實踐：新加坡《叻報》的

萌芽與開展（1881 ~ 1911）〉。

周桂田、徐健銘合寫的〈評《風險社會》〉，評介 Ulrich Beck 教授於 1986

年出版的該書。1986 年有發生在前蘇聯的車諾比核災和在美國的挑戰者號事故，

Beck 教授透過他對德國社會和全球風險的觀察，進而作出《風險社會》一書中

的種種判斷。本文的兩位作者指出，「風險社會這本書核心著重在關於工業社會

的「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12)。Beck 雖然探討「後」的情況，但是他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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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風險研究和其論述來改革現代主義者的計畫。他所探討的反身性現代化可

以說是一種對啟蒙計畫的重構與修補。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著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

次現代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危機，而非加深當前對制度

的不信任與衝突」。

參考書目

錢永祥編譯（1991）。《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臺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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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秀琪
 2015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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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師圖像：從教師背景勾畫臺灣媒體素養的 
教學實況

劉慧雯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媒體素養的授課教師到底有沒有專業門檻？在考察 103學年度臺灣各大專院

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師資、學歷、經歷、背景、聘任單位，以及其他開設

課程之後，本文發現媒體素養授課教師雖然有相當高比例擁有博士學位，以傳播

相關學位為主，也有一定程度的教師有媒體實務經驗；然而，臺灣的媒體素養授

課人力，仍呈現多個兩極化的現象，顯示媒體素養在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尚未

明確。

關鍵詞： 教學現實、專業門檻、媒體素養、臺灣高等教育

DOI: 10.6123/JCRP.2015.009

  * Email: huiwen@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5年 2月 13日
 接受日期：2015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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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4 年 11 月 29 日，臺灣社會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從

六都首長到地方自治代表，不但應選名額破萬，參選人數更接近兩萬人（中央選

舉委員會，2014）。選舉結果一出，自然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開票後，新聞媒體

除了追逐當選者選舉政見，開始尋覓行政團隊職缺人選，對於落選的政治明星，

也展開了選後人生的大規模追逐與猜測。其中，嘉義市長候選人陳以真的「選後

規畫」，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選後 3 天，陳以真表示將回到學校教書。此言一出，引起知名作家伊格言在

臉書批評「根本是羞辱教書這個職業」（蘋果日報，2014 年 12 月 3 日）。這個

批評引來陳以真任教學校校長的回應表示，陳以真曾擔任過記者、主播，以及青

輔會主委，因此借重其公關企劃與媒體文案製作的專長，邀請陳擔任通識中心專

任教師。暫且不管陳以真返校任教的資格爭議，在該校介紹專任老師的頁面上，

記載著其教授課程包括：「應用國文」、「人際關係」、「民主政治與當代社會」，

以及「媒體識讀」等四門課程。

其中，「媒體識讀」1 這門課程引起我的好奇：媒體素養的授課教師到底有

沒有專業門檻？考察現在在臺灣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我們所描繪出的媒體素養

教學圖譜，又會是如何？這是本文意欲回答的問題。

貳、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媒體素養教育應然與實然的落差

什麼樣的學歷背景或專業資歷才具有教授「媒體素養」的資格？「媒體素養」

真的是一門專業到需要特定資格的人才能任教的科目嗎？還是說只要擁有媒體相

關資歷經驗或任何層級學位，就足以教授媒體素養這門課？ 

翻遍中英文文獻，幾乎未見有關媒體素養教師資格的討論。不過，若要說到

「媒體素養」這門課的定位，卻經常可以清楚地定位在「通識」這個類屬中。教

育部自民國 100年（西元 2011年）起，在大專院校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

計畫，將公民定位為需要倫理、民主、科學、媒體與美學五大素養的現代人。根

據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子計畫主持人楊倍昌的考察，若由授課教師自行定義，

則所有執行過「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課程中，3 年來共計有 241 門將自己界定

1 「媒體識讀」與「媒體素養」皆翻譯自 Media Literacy一詞。余陽洲（2004）與吳翠珍、陳世敏
（2004）等人曾針對中譯名詞的選擇有過一場辯論。本文以下統一使用「媒體素養」一詞，原因
參見劉慧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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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媒體素養相關課程」（楊倍昌，2014：18）。這 241 門課程實際授課內容五

花八門，但若挑選出在課程大綱，或課堂單元中有「媒體素養」元素的課程卻可

以發現，狹義的媒體素養課程將銳減到 34 門，僅占自行認定者的 14%。

現在問題來了，作為一種「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媒體素養無限制地「蔓

延」到各個不同的領域 2，而且「自行認定」與「狹義定義」之間的落差高達

86%，原因是什麼？到底是因為這門課太年輕、不夠厚重，沒有明確的哲學內涵？

還是因為這門課尚未建立經典與核心議題？（楊倍昌，2014：20）。楊倍昌認為，

兩者皆是，而且，更麻煩的是，「媒體」作為現代社會的基底，確實是所有領域

皆可能跨足接觸的範疇。這導致了媒體素養不可與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切割的大前

題。而所謂的「融入式教學」，則更加深了大學教育中老師、學生將媒體內容轉

化應用於教學與作業素材的可能與可行性（黃俊儒，2014）。然而，在蜻蜓點水

式的媒介（內容）批判，以及一知半解的媒體內容製作技術教學，真的足以支撐

發展近百年的「媒體素養」教育內容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般而言，一門課的老師該具備什麼樣的資格，通常由該課程設定的目標來

決定；在沒有專業背景的情況下，受命負責特定課程的老師，常需要藉由進修、

研習等活動，加強對課程的認識。以媒體素養來說，在高中公民課本已列入第一

冊應學習項目的情況下，由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主導辦理的「教師研習營」，

就成為擷取高等教育媒體素養研究成果，轉化為中學階段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領

域知識來源。這顯示，教師專業背景與所授課程之間，應有具體顯著的正面關係。

陳炳宏、廖志恒、葉大瑋、郭旭棋（2014）認為，媒體是當代民主的基石，除非

臺灣放棄成為民主國家，不再企望建立公民社會，否則媒體就應為所有人關注。

從這個角度出發，陳炳宏等人為媒體素養課程設定了兩個大目標：體認民主社會

中媒體與閱聽人的互動關係，以及獨立分析批判媒介內容，並進而產生足以影響

媒體的行動力。

換言之，在當代社會生活不可能脫離媒體的前題下，媒體素養不但是基礎

課、通識課，同時也是廣泛融入於各專業領域的常識級知識。這麼基礎的課程，

到底是由誰來教授？描繪教授媒體素養的群師圖像，有機會為我們提供理解臺灣

媒體素養教育（在大學階段）的具體形象。

教授媒體素養有沒有資格門檻？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回答。第一個角

度是：這門課的授課內容是否需求教師專業專長？這是應然面的描繪。第二個角

2 根據楊倍昌（2014：18）的考察，自行認定為「媒體素養」的課程五花八門，課名涵蓋諸如永續
農業、統計學、民族問題、生命彩虹、某某職涯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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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這門課實際上由誰來授課，這群老師聚集出什麼樣的專長背景？這是實然

面的敘述。本文將透過文獻考察來說明第一個角度：從課程內容設定來回答，然

後在第肆節透過考察臺灣地區刻正教授媒體素養的老師專長背景來瞭解。

參、文獻考察：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

說起媒體素養教育，一般咸認為與傳播科技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特別是兩

位英國學者 Leavis & Thompson (1933) 倡議系統性地教授傳媒知識計畫，更被認

為是廣播被廣泛應用之後，人人都需要傳播知識，因而發展出來的媒體素養教育

先驅 3。除了傳播科技之外，傳播學門則在網際網路普及的初期，便嗅到傳播技

藝訓練已經不足以描繪資訊社會、資訊時代的專播工作的專業內涵；這個想法也

促使媒體素養自傳播領域跨界擴散到所有社會活動的領域中。Blanchard & Christ 

(1993) 就曾大聲疾呼要傳播教育注意人文素養，強化思辨、美學、專業倫理，以

及持續學習等內涵。對傳播學門的發展來說，從專業技術訓練轉向媒體素養通識

的歷程中，對整個學門最大的好處，似乎是將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都納入

到（可能）授課名單中。吳翠珍、陳世敏（2014）便認為，新媒體的技術門檻降

低，由公民新聞製作的報導比專業媒體工作者更快、更深入、更在地，「讀者就

是作者的時代已經來臨」，專業邊緣化，導致媒體專業訓練不但可能落在科技後

面，更有可能落在讀者後面。如此一來，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展，似乎能成為傳播

學門知己知彼的一根救命繩，在傳播專業遭遇學門危機時，得以化危機為轉機，

為傳播學術人才另闢蹊徑出路。

不過，這麼一來，傳播教育中的媒體素養，是否從此就不再與「傳播專業」

掛勾，而成為一門基礎的、平台式的統合課程了呢？如果不再訴求專業，那麼，

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又該具備有什麼能力資格？我們首先從媒體素養課程該教

些什麼的討論中，試著找出答案。

一、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 7 個爭論

發韌於 1930 年代的媒體素養教育，隨著傳播科技及大學教育發展變動，成

為一股「媒體素養運動」。Hobbs (1998b) 在 20 世紀末的討論指出，媒體素養運

動本身，至少累積出 7 個爭論中有待確定的議題。而這些爭論議題的起點，就是

3 Kubey (2003) 則認為媒體素養教育是從 197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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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的授課老師，對媒體素養所下的不同定義。Hobbs 問道：多元歧異的教

師背景對媒體素養教育來說，到底是與商業化媒體的戰爭中，提供給閱聽人的充

足彈藥，還是造成媒體素養核心概念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穩定，甚至越來越分

歧的原因？

媒體素養課程能夠統合、需要統合嗎？從 Hobbs 提出的 7 個爭論來看，課

程統合可能沒有這麼容易。因為這些爭論牽涉參與、設計媒體素養教學實作的每

位老師，對於同一組問題的不同回應。

例如，Hobbs 列出的第一個爭論點就是：媒體素養教育的目標是不是在保護

兒童青少年，使他們免於媒體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問題看起來非常容易回答，然

而，這種提問方式卻顯然將眼光聚焦於「有問題的媒體內容」，一竿子打翻媒體

所可能擁有的不同功能與差異表現；甚至忽略了正面地使用媒體乃是民主制度的

基礎磐石。更麻煩的是，這種「保護論點」不但遭到特定立場的學者批評為菁

英主義 (Collins,1992; Halloran & Jones, 1992; Hart, 1997)；實務上，也已有研究顯

示受教育的學生也並不買帳，甚至可能導致媒體素養教育徹底「學校化」，而

完全與學習者的生命經驗脫節 (Buckingham, 1990; Masterman, 1985; Williamson, 

1981)。從這個爭議的內涵來看，授課教師所設定媒體素養「目標」，決定了這

個學習經驗在個人生命中的地位。

第二個爭論問題是：「教授媒介產製技能」在媒體素養教育中是否必要？支

持者認為，親自操演一次，能夠讓學生體認媒介歷程，引發出的批判、反思與表

達將會更精準 (Goodman, 1996)。但反對媒介技能教學的學者認為，在學校學習

媒介內容生產技能，經常切除了媒體工作環境，這使得意識型態真正運作的面貌

無法被有效揭露 (Stafford, 1992)。特別是在大學學院的傳播科系中的技術教學，

由於缺乏反思，等於將媒體素養技職化，與原本用於鍛鑄公民的素養概念相左。

支持與反對雙方的殊異立場，有可能使得媒體素養課程設計出現不小的差異。

第三個爭議點是，媒體素養是否應該聚焦於流行文化文本？特別是在中小

學階段的媒體素養教育，使用流行文化文本合適嗎？ (Greenaway, 1997) 儘管有

些家長認為流行文化文本就是媒體整體需檢討的內容，但 Dewing (1992) 卻認

為，只有採用正在媒體上出現的材料，才能跳脫傳統媒體研究領域的窠臼，進

入到日常生活中協助閱聽人做批判性思考。而且，也只有應用流行文化文本的

討論，才能在科技時代將媒體素養與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計算機素

養（computer literacy）、印刷素養（print literacy）區分開來 (Masterman, 1994; 

McClure, 1996)，從而能夠正視媒體表現。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本項爭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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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在流行文化內容，然而，當教授媒體素養的老師有意識地拒絕媒介內容，那

麼，其所設定的教材教案，就比較不可能涉及新穎而快速變動的流行文化素材。

更進一步言，當老師對特定流行文化內容（如：電影）不熟悉或不具有考察分析

的興趣能力時，能夠轉化為授課素材的範圍與方式，自然也就會縮小、變少。這

顯示，教授媒體素養的老師，可能需要發展其他媒體長才。

關於媒體素養是否應該有更清楚的政治或意識型態目標（agenda）也是這一

波討論的重點。儘管有些研究者認為如果不能在技術與倡議之間作清楚的聯繫，

就有可能導致以新的意識型態取代舊的刻板印象 (Bazalgette, 1992)，但是試圖透

過媒體素養教育倡議公共媒體制度、討論媒介管制與媒介政策 (Lemish & Lemish, 

1997)，乃至於媒體改造運動的聲浪，卻也從來未曾缺席。在一定程度上，授課

教師要有能力注意到媒體素養與倡議之間的關係，然後才有機會從相對超然的角

度，解讀每一種教學設計中可能出現的意識型態。

那麼，媒體素養是否該以幼稚園到高中（K-12）階段的學校教育為主要執行

單位呢？的確有些研究者主張、甚至發展出由家長在家執行的媒體素養教案設計 

(Axelrod, 1997)。不過，這個問題彰顯了「媒體素養融入制式教育」這個要求本

身的政治性格：一門每週至少需要兩小時的課程，在有限的上課時間中，會排擠

掉哪些既有課程呢？這個政治問題引出了第六個爭論：媒體素養該是門獨立專業

的課程，還是該融入到既有課程中？ Kress (1992) 認為，融入既有課程有兩個壞

處：第一，授課教師具有媒體教育背景的機會不高，導致媒體素養更容易被犧牲；

第二，媒體教育將被視為邊緣主題、補充性質，最終消失。從人力的角度觀之，

被邊緣化的媒體素養教育，有可能表現為沒有專責教師的狀態；這一點，我們或

可從本文後半部的實然考察中看出端倪。

最後，媒體素養課程的活動是否可以接受來自媒體組織的資助？除了直接的

金錢資助外，其他像是免費提供媒體素養所需要的影視教材、協助媒體參訪等，

都能讓許多缺乏資源的偏鄉教師有機會將媒體素養課程設計得更為生動、深入。

但是，提供這些材料與機會的媒體組織，到底是基於社會責任，還是將媒體素養

課程看做是公關宣傳的可能通道？這一點確實需要授課教師在考慮是否接受資助

時，具體明確地思考。

這些爭論雖在 20 世紀最末期就已提出，但一直到今天，仍未見確切的答案。

媒體素養教育從目標、立場觀點這些理念問題，到實際執行的場域、手法、資源

取得等操作細節，無一不是每一位授課教師都必須不斷思考、掙扎、乃至於試圖

取得平衡的大問題。更別說媒體素養教育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成效，則更是各式官

方、非官方資源投入時，一定會提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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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Martens (2010) 分析了 165 篇 4 收錄於傳播與大眾媒體資料庫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database from EBSCO），在文章題目

或摘要中出現「媒體素養」、「媒體教育」的文章，試圖瞭解討論媒體素養教育

所使用的概念、理論以及對未來的擘畫。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同意

媒體素養除了教授媒體相關知識，也應該教授內容產製技術。前者應該包括媒體

產業、媒介訊息、閱聽人以及媒介效果；後者則應該表現為對媒介內容的近用、

分析、評估以及產製。

不過，Martens更重要的結論是，媒體素養教育是多重面貌的（multifaceted）；

而且這多重面貌，與參與媒體素養教育的授課教師背景多元豐富，有著極為密切

的關係。也就是說，媒體素養課程教些什麼，一定程度上由老師的背景來決定。

這正是本文從教師背景下手，希望描繪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圖譜的切入點。

二、媒體素養的目標：從紙媒、電子媒體到資訊社會

媒體素養的教育目標到底是什麼？ Aufderheide (1993) 的定義堪稱經典：媒

體素養就是要培養近用（access）、分析（analysis）、評估（evaluate）以及以

各種形式創造與傳遞訊息（create content）的能力。由此出發，媒體素養課程，

就是希望在學校環境中傳授以上能力，讓閱聽人能夠更有技巧地使用媒介內容。

（Livingstone, 2004，亦可參見 Alvarado, Gutch, & Wollen, 1987; Hobbs, 1998a）由

此，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大致底定。

然而，即便有如此清楚簡單的定義，媒體素養教育的面貌，仍舊十分多元而

分歧。Christ & Potter (1998) 以及 Brown (1998) 皆認為，對不同人來說，媒體素

養代表了不同意義；Aufderheide 的定義雖然傘狀地廣泛包含許多內容，但卻無

法就細項提供教案設計所需要的具體策略 (Martens, 2010)。於是，不同理論家開

始從不同角度切入媒體素養教育，試圖說明媒體素養教學操作的可能觀點；其中

心理學觀點與文化研究觀點是兩大主流。

心理學觀點的主要理論家 Potter (2004: 58-59) 將媒體素養定義為「當我們暴

露在媒介環境中，試圖解釋訊息意義時，需要的一組觀點」，這是「心理學式的

資訊處理觀點」（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viewpoint）。在此定義下，

人們需要的是一組知識體系，能夠用以理解媒介訊息、訊息效果，以及訊息中隱

4 Martens (2010) 的研究初始蒐集了 243篇文章，後來刪去了教學指引、短評類型的內容，而僅分
析完整的概念或實證研究論文。因此最終的分析對象只有 16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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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我與世界的關係」。同時，當我們暴露在媒介訊息下時，越能主動的利用

這組知識體系，就越能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避免因接觸媒介訊息而造成的風險

危害。

相對於此，Buckingham (2003) 提出的則是文化研究觀點的媒體素養教育策

略。Buckingham 認為，教師不可能僅僅教導一組有限的認知能力，就以為個人

在面對任何訊息時可以自主地操作；相反地，他認為應該提供一組關於媒體的概

念，作為接收媒介訊息時的理論框架。這組該念應該包括：製作（production）、

語言（language）、再現（representation），以及閱聽人（audience）。在操作上，

Buckingham 認為，媒體素養的目標是要讓學生能夠系統地反思閱讀與書寫的過

程，瞭解並分析自己作為讀者與作者的經驗；因此，實務上，老師與學生應該是

一種對話關係，在來回往復的討論中理解每個閱聽人的位置與思維。

對照 Potter 與 Buckingham 觀點可以發現，Potter 能夠快速而大量地教學，

並且可以評估素養教育的即時成效；而 Buckingham 側重個人經驗，建構式的教

學法，則讓學生更深入自己的經驗。然而兩者都有缺點，Potter 的模式可能流於

紙筆測驗、道德準則；而 Buckingham 模式則因為訴求師生之間的往復討論顯然

不太可能有效率，同時也更要求老師「因材施教」的教學技巧。

從媒體素養運動後來的發展來看，來自文化研究的批判觀點媒體素養已經

成為主流。論者從意識型態的角度指出，早期起源於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媒體素養

教育將資訊環境與民主體制理所當然地聯繫在一起，忽略了不同體制、不同民主

階段社會遭遇的不同媒體議題 (Fedorov, 2011; Liao, 2008; Phang & Schaefer, 2009; 

Toepfi, 2014)。既然討論媒體素養策略要考慮各個社會的體制，那麼從心理學角度

設定資訊處理模式無文化差異的觀點，自然也就在這一波批判行動中遭到淘汰。

我們可以細究批判的媒體素養的發展脈絡，瞭解這門課程該有的內涵。

眾所周知，「素養」（literacy）一詞原指聽說讀寫使用文字的能力，特別在

識字率不高的年代，能使用文字，即代表文明程度提升。然而，在文化研究代表

著作《識字的使用》（The Uses of Literacy）(Hoggart, 1958) 一書出版後，識讀或

素養能力被大眾媒體所形塑出的新「用法」，扭轉了素養一詞的意涵，並從此與

大眾媒介牽扯不清。根據 Hall (2007) 對《識字的使用》一書的解釋，Hoggart 在

這本書中，討論了一種關聯於階級身份的態度與價值觀，特別是為工人階級提供

服務的商業價值，聯手為英國二戰前後的工人階級創造了一種透過大眾媒體傳達

的生活風格。然而這種被塑造出來的生活型態其實與真正的工人格格不入；這個

落差引發了在勞動之外的文化向度議題，最終展開了「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主義

轉向的批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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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之下，大眾媒介到底傳送些什麼內容成為媒體批判的重

點之一。這個批評的角度，深度影響了 1990 年代中後期開始，並在 2000 年左右

漸次開花結果的媒體素養研究。文化研究視野中的素養討論模式，正是今日稱為

「批判的媒體素養教育」。

所謂「批判的媒體素養」（critical media literacy）著眼於社會正義與平等的

觀點，認為媒體教育應該要引領學生瞭解社會的權力結構 (Luke, 1994)，才能發展

出以學生為中心的，由下往上的分析觀點。Harding (2004) 更指，若能從邊緣人的

觀點（例如：後殖民、女性主義等）重新考察已經被視為常識的諸般（媒體）現

象，才能夠打破主流觀點長期以來順理成章主導意義運作造成的困境。Kellner &  

Share (2005) 歸納定義出批判媒體素養的 5 個核心概念：

（一）非透明原則：即，所有的媒介內容都是「建構的」。從符號學的觀點觀之，

意義都是符號之間的差異造成的，因此，Giroux (1997) 主張，任何以「自

然」狀態出現的事物，都應該好好深究，還原到其被產製的歷史脈絡中去

重新看待。是以，透過批判去除媒體內容的迷思狀態，是媒體素養的重要

起點 (Masterman, 1994)。

（二）符碼與成規：媒介訊息使用的是一種新創語言，有其自身的規則。根據

Hall (1980) 的說明，媒介透過「製碼」（encode），將特定意識型態或文

化符碼夾帶在內容中；因此，媒體素養的重要目標，就是要讓學生能分辨

符碼的內涵與外延意義 (Fiske, 1990)。

（三）閱聽人解碼：不同人對於同一媒介訊息可能產生不同經驗。也就是說，閱

聽人可以透過偏好的解讀方式，與主導的意識型態對抗；例如 Ang (2002) 

就認為媒介內容意義不是寓居在文本中，而是在閱聽人解讀過程中與文本

形成的交互話語情境（interdiscursive context）中。

（四）媒介內容已植入了特定的價值與觀點：主張所有的傳播活動本質上都是主

觀的；正如Giroux (1997) 所言，沒有一個理論、事實宣稱或說明是客觀的。

日常生活如是，媒體內容亦若是。

（五）傳播的動機：媒介組織以獲利或獲權為目標。鼓勵學習媒體素養者思考為

什麼特定訊息會被傳送，以及這些訊息是從哪裡來的，應該是媒體素養的

重要目標。這裡也特別強調媒介組織的經濟結構對於理解媒介內容的重要

性。媒體產業所有權的集中化現象 (Bagdikian, 2004)、非民主及非競爭狀

態 (McChesney, 1999a, 1999b)，乃至於所有權集中導致對選舉新聞的偏差

報導，都可以說明媒介影響內容偏向的組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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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網際網路普及，新的資訊傳播工具主導社會生活的情況下，也不能

完全拋棄這 5 項工作。Livingstone (2004) 認為，從紙媒到螢幕的轉變中，真正的

變化不在媒介本身的特性，而是不同媒介對知識與文化的定義，其實大不相同。

因此，即便在不同時代不同教學者投入媒體素養工作，在批判的媒體素養觀點之

下，傳播者所使用的傳播工具不應是素養教育的核心；相對地，說明並解釋不同

媒介（及其使用）構成的知識文化變遷，才是使得一個受教者在課程開展過程中，

慢慢地「有素養」（literated）的關鍵。

舉例來說，Johnson-Eilola (1998) 的研究便發現不同世代對於「遊戲」

（game）的想法非常不同：持存現代主義傾向的老世代，玩遊戲前要先弄清楚

遊戲的規則；但具有後現代主義傾向的年輕世代，則習慣在混亂的環境中掌握工

作（遊戲）目標。同樣的現象也被劉慧雯（2015）捕捉到，並從「數位在地人」

（digital natives）(Prensky, 2011a, 2011b) 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這

組對反概念下手，試圖說明擁有既定社會文化經濟權力的數位移民，面對在符號

上設定在地人標準，要求移民涵化其文化，適應其生活的數位在地人時，在媒體

素養議題上必要的適應與調整。

有趣的是，不論是 Livingstone 或劉慧雯，都提到了將「由上而下媒體素養

教育」翻轉為「在媒體使用者身上發展議題」的教學模式。Livingstone 認為由

上而下的媒體素養教育，有可能製造一種來自體制內教育的自我規訓，導致閱聽

人被圈限在既定的批判框架中；一旦面臨新的科技、新的情境，既有的教育內容

即有可能力有未逮。而劉慧雯則先確認了「近用媒體」在資訊時代已經日常化，

在參與的技術門檻降低的情況下，素養教育的核心應該設定在「達成公眾參與

目標」上。也就是說，當「媒介」一詞不再僅僅指稱一個組織、一種科技形式，

「媒介素養」於是也就不能僅只是做技術教學，而更應該具有文化政治的意涵 

(Livingstone, 1998, 2004)；這個情況在網際網路成為主要訊息傳遞通道，閱聽人

更有能力使用訊息通道後，更值得注意。

從這些關於「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的討論可以確定，「保護主義觀點」

（protectionist perspective）(Postman, 1985, 1992)，以及「教育的銀行式概念」（the 

banking concept of education）(Freire, 1972) 已經無法滿足今日媒體素養教育的需

求（亦可參見余陽洲，2014）。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被認為應該更深刻地植基

於閱聽人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對社會參與的想像上。

在臺灣，隨著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

將媒體素養規畫為現代公民的五大涵養之一，也使得媒體素養的官方地位再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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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矚目。根據教育部委託「媒體素養課程與教學推動計畫」主持人陳炳宏教授的

結論，媒體素養的課程目標是「培養耳聰目明且積極主動的媒體公民」。為了達

到這個目標，陳炳宏等（2014）以「解讀、批判、建構、參與」4 項主題為本，

規畫「媒體監督、媒體近用、媒體教育」等 3 個行動方案。上述計畫在 2014 年

出版的《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一書，則蒐集了「情境

教學實驗」（李明穎，2014）、「創用者的媒體素養」（陳順孝，2014）、「PBL

實踐」（王正慧，2014）、「融入服務學習」（周典芳，2014）、「社會參與」

（孫嘉穗，2014）等數種教學設計。從該書收錄、提倡的幾種教學方案來看，臺

灣的媒體素養教育，正在倡議一種與社會參與（包含服務）密切相關的情境式、

融入式學習方案。

這也就是說，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要求學生，同時也要求老師，將媒體置

入社會情境中，成為一種深化民主參與的應用型知識。如此要求下，媒體素養授

課教師自然不能僅僅守住「媒體專業」、「媒介內容製作技能」，而必須瞭解民

主社會體制，從而將閱聽人／學生的民主參與視為媒體教育的主要目標。

肆、媒體素養的教學現實：從授課教師的背景下手

從媒體素養的理念、爭論到教育現場反思的討論中，可以清楚看到媒體素

養教學至少涵蓋了媒體實務認知（包括組織、法規以及製作技能），以及閱聽人

批判反思兩大能力。這兩大領域需要完備的學識與媒介經驗；在教學對象並不確

定 5 的前題下，授課教師所面對的挑戰更可能時時改變。根據黃俊儒（2014）的

統計，在 100 ~ 103 學年度之間執行「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的徵

件案中，只有 30 門課程的課名直接與媒體素養相關；占所有徵件的 3.6%（徵件

通過課程總數 838 件）。若進一步瞭解開課單位可以發現，這 30 門課程多開在

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另外有零星課程由具有傳播背景的兼任老師在不同學校

授課。黃俊儒因而認為，媒體素養課程「在目前臺灣高等教育現況中，呈現出一

種『比例低』且『高度集中』的樣貌」（黃俊儒，2014：29-39）。

黃俊儒的分析對象是三年間向教育部申請徵件的 30 門課程；平均而言，等

於一個學年全臺只有 10 門媒體素養相關課程進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以臺灣現

有超過 160 所大學而言，這個數字所描繪的媒體素養相關課程開設狀況，顯然偏

5 媒體素養的「教學對象」有時是傳播相關科系學生，有時則是通識教育學生。如果是安排在「融
入式教學」課程，則教學對象則更有可能是在修習特定專業科目的情況下，接觸媒體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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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為了全面瞭解媒體素養開課狀況，以及授課師資，本研究以 103 學年度開課

實況為對象，蒐集課程與教師資訊，作為描繪臺灣媒體素養教學圖譜的基礎。

本節將從授課教師背景的角度來描繪媒體素養教育的「現實」，作為考察臺

灣媒體素養教育人才圖譜的材料。

一、研究取材

為了獲得中立客觀且最新的授課資料，本研究從教育部網頁上找出臺灣所有

大專院校，然後逐一在各校網頁上透過校級選課資訊系統查詢 103 學年度上下學

期 6開設之媒體素養課程相關資訊，並於登錄表內登錄。登錄項目包括：學校名稱、

課程名稱、開課學期、必選修別、教師姓名 7、教師現職、教師學歷、教師經歷、

教師同一學期開設之其他課程等。在此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議論者雖為「媒體素

養」，然各校因各種原因，開課名稱或有不同，本研究採取「廣泛定義」，將課

程內容有 1/3 以上涉及「媒體專業」（包含組織、法規、製作），以及「閱聽人

反思批判」（包含分析、評估、製作近用），兩大項目的課程視為本研究廣義媒

體素養所稱之範圍。然，為行文簡潔，除非為了說明其他意義，以下所有課程皆

以「媒體素養」統稱之。

本研究透過各校課程查詢系統蒐集到的「媒體素養相關課程」資訊顯示，

103 學年度全年，共有 37 校共 73 位老師開設 156 門媒體素養相關課程 8；這些課

程的課名不一而足，除了最常見的「媒體素養」、「媒體識讀」外，另外也有「媒

體與傳播」、「媒體批判」、「媒體、文化與社會」、「媒體與生活」、「新聞

與生活」、「媒體影響與社會生活」……等。在這些課程中，有 28 校 88 門課列

為通識課程，4 校傳播相關科系列為系必修；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朝陽科技大

學傳播藝術系、大仁科技大學二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育達科技大學華文傳播與

創意系等則列為系必修，以上這些學校共開出 7 門系院必修課。全臺唯一將媒體

素養訂為全校必修的則是世新大學；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共有 18 位老師開出 26 個

6 本研究調查時間為2014年12月份（查詢第一學期），以及2015年2月份（查詢第二學期）。因此，
本研究所列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為「開課成功」科目，第二學期則為「預定開課科目」。本
次調查發現，103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數目為 87門（班），第二學期開課數則為 69門（班）。

7 本研究查詢各校選課系統所載明之課程資訊，取得課名後，透過「開課單位」進一步查詢教師學
經歷、其他授課科目等資訊，並從中瞭解教師受聘狀況等資訊。在 73位授課教師中，有二位教
師未列出學歷（其中一位雖註記畢業校系，但未說明學位）、一位學歷經歷皆未列。

8 73位老師中包括一位開設不計學分的服務課程，本文稍後的所有統計資料皆將不計學分的課程刪
除，因此 103學年度實際開課老師為 7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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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含進修班、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各一班）；世新大學涉入媒體素養課程的授課

教師人數、人次，以及開課班級數皆占了全臺 1/4 以上。另外，有兩門開設在碩士

班的則是世新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班理論組的「進階媒體識讀」，以及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的「媒體素養專題」，兩門課皆為選修課。

有趣的是，有些學校開設兩門以上科目名稱不同，但同樣被本研究定義為媒

體素養相關的課程。他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設「媒體素養教育與行動方案」

（通識），以及「媒體素養」（社教系選修）；亞東技術學院則開設了「現代公

民與媒體素養」，以及「媒體識讀」兩門課。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分別在大學部

與碩士班開設了「媒體識讀」與「媒體素養專題」兩門課程。

除了列為全校或全系必修課程的單位外，同一課名開兩班以上的有國立政治

大學（三班皆為通識課）、國立東華大學（一班通識、一班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選修）、輔仁大學（兩班傳院必修、一班新聞輔系生必修）、靜宜大學（開設「媒

體、文化與社會」四班）、大葉大學（兩班皆通識課）、玄奘大學（「新聞媒體

識讀」，一班為大傳系與影劇藝術系選修，一班為原住民專班與廣電系選修）、

美和科技大學（四班皆為通識課）等。

二、臺灣媒體素養授課人才側寫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13 年發表的《全球媒體與資訊素養評估架構》

（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Country Readiness 

and Competences）所示，關於媒體、資訊的素養議題，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朝

向跨領域發展。同時，媒體與資訊素養所要達到的目標，已經不再以獲得資料、

訊息為滿足，而更要求能夠形成知識、甚至智慧，從而能夠達到管理知識、批判

思考的境界。同樣的，所謂的「批判思考」，也從近用、評估、分析媒介內容，

進一步發展到製造與分享，改變與行動等具體的作為（見圖 1）。

面對科技發展對素養教育提出的多元、跨領域需求，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師

資是否相應？這是本文要回答的研究問題。

103 學年度在各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教師共有 72 位。以下分別從授課

教師的最高學歷學位與學術專長、聘任單位、媒體相關資歷，以及其他開課狀況

來描繪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群像，從中瞭解臺灣媒體素養在大學層級的授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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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歷與學術專長

在 103 學年度開課的 72 位老師中，除未能於系所資料瞭解學歷與學術專長

的 3 位老師外，有 49 位老師有博士學位（69%），20 位老師最高學歷為碩士。

顯示媒體素養授課老師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並不低。過去常認為通識課程因為並

非科系專業科目，因此多由兼任老師、碩士學位老師負責，但，媒體素養課程

103 學年度的開課狀況與此「常例」並不相符。

在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中，超過半數（26 位）取得傳播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1 位老師取得社會人文領域博士學位，2 位老師取得自然或工程領域博士學位。

所謂「傳播相關領域」包括了新聞學、（大眾）傳播學、傳播藝術等，屬於傳統

媒體相關學術領域。

在社會人文領域取得博士學位的老師，專業背景就比較多元。包括諮商與輔

導、政治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含應用社會學）、公共事務管理、教育學（含

成人教育）、臺灣研究、中國文學等。有趣的是，雖然社會科學領域廣泛（應該

還包括諸如經濟、地政、公共行政、財政、勞工等領域），但投入媒體素養教育

的主要是社會學、政治學、教育以及文學等四大領域博士。很明顯地，這與素養

教學一向屬於教育學領域，且近年來媒體素養教育又特別強調公共事務參與有關

係。由此也可以看出，臺灣媒體素養教育有特別重視社會參與的跡象。

另外有兩位老師分別擁有環境工程以及科技管理博士學位。這兩位老師的加

入，方使得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從社會人文領域，出現了邁向自然與管理科學領

圖 1：跨領域取徑的媒體素養教育

資料來源：UNESCO (20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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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契機，從而較能符合 UNESCO 對媒體與資訊素養教學人才的期待。不過，

如果細究這兩位老師投入媒體素養教育的原因可以發現，環境工程背景的老師在

其生涯經歷中，絕大多數經歷皆於媒體服務（於報紙擔任環境記者、兼任主筆）；

而科技管理背景的老師則擁有大眾傳播學士與碩士學位。說起來，兩位老師的學

經歷與媒體仍有一定淵源。這樣背景的老師也提示我們，傳播實務現役或退役工

作者，以及次高學歷與傳播相關者，是媒體素養師資頗為重要的來源。

如果在把焦點轉移到碩士學位的老師身上，跨領域的氣氛，就會更為濃厚。

在最高學歷為碩士學位的 20 位老師中，有 13 位老師擁有傳播相關碩士學位；2

位老師擁有自然與工程類碩士學位，5 位老師擁有社會人文碩士學位。這樣看起

來，投入大學媒體素養教育的最低學位門檻（即碩士學位），似乎仍以傳播領域

為最多；不過，仔細深究卻可以發現，學歷背景為傳播相關學位的老師其實主修

頗為多元。除了新聞、大眾傳播外，這群老師另外有出版、傳播管理、教學媒體

等專長；在 5 位社會人文領域的老師中，則有美國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政治、

教學媒體等領域專長；最後，自然與工程領域專長的老師，則主要擅長資訊管理

與網路工程。

換言之，由於學門分化在碩士與博士等級上的程度不一，使得最高學歷為碩

士學位的老師的學術專長看起來多元而廣泛；而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則顯得較

為一致。

在考察老師們學歷背景的同時，本文發現，多數非傳播相關科系的老師之所

以能夠、或有意願投入媒體素養教育，與老師的職涯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這裡

所稱職涯，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老師進入大學體系時的聘任單位，以及

老師進入大學體系前的其他經歷。

（二）聘任單位

正如黃俊儒所言，在臺灣，媒體素養課程大多開在擁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

中；至於沒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則多由兼任老師零星開設此課程。在本次調

查中，本文發現，從老師的聘任單位，可以清楚看到媒體素養課程在單一學校課

程地圖中的位置。

在 37 校、72 位授課老師中，扣除無法在學校院系官方網頁上找到聘任單位

的 4 位老師，有 20 位老師是兼任老師（14 位講師、3 位助理教授、1 位副教授）；

兼任老師的主要聘任單位為各校通識教育中心（9 位）。有趣的是，在兼任老師

中，有 3 位老師受聘於學校行政單位，然後兼開媒體素養通識課程；這 3 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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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位背景皆非傳播相關科系。除了通識中心外，也有應聘於系所的兼任教師，

這些聘任兼任教師教授媒體素養課程的系所，有 1 個是媒體相關科系，2 個則算

「半個」媒體相關科系（分別是「人力資源管理暨公共關係學系」以及「語文與

創作學系」；考慮跨領域科系會聘任相關師資，因此本文登錄時亦列入傳播相關

科系計算）。本文也發現，幾乎所有兼任老師上下學期都有開媒體素養課程，有

些老師甚至一學期開 3 班課程，每學期都開課。103 學年度所有兼任老師一共開

出 43 門（班）媒體素養課程，占總課數的 28%。換言之，從開課數量來看，兼

任老師在媒體素養教育中並非補充性質，而是非常重要的師資來源。

在 51 位專任老師（含專案教師）中，有 10 位受聘於各校通識中心（含「博

雅學部」）。至於通識中心之外的專任教師聘任單位，絕大多數是傳播相關科系：

新聞系、大傳系、廣電系、臺灣語文與傳播系、華文傳播與創意系、設計學院等。

黃俊儒（2014）的調查雖然是針對申請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課程所得

結論，但本文針對 103 學年度媒體素養相關課程開課的調查結果顯示，擁有傳播

相關科系的學校確實開設了較多、較集中的媒體素養課程。同時，本文也發現，

在沒有傳播科系且由專任老師負責媒體素養課程的 9 所學校中，授課教師只有少

數（2 位）的最高學歷是傳播相關科系。這顯示了由通識中心專任老師負責的媒

體素養課程，是由學校專任聘用的其他領域教師拔刀相助，而非聘用具有傳播學

術專長的老師。顯然，媒體素養教育人才在未設有傳播科系的學校中，僅是一門

「課程」，甚至尚不具有足以聘任一位專任教師專責負責的地位或份量。

不過，不知道是因為「傳播專業」定義廣泛，還是傳播專業可以輕易與其他

學術專業融為一體，上述「開設媒體素養的通識中心專任教師」雖然只有少數最

高學歷是傳播相關，但每一位卻都以不同的方式與媒體實務或學術關聯在一起。

有些老師曾在媒體（特別是新聞媒體）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有些老師則是其他層

級學位（如：碩士、學士學位）主修在傳播相關領域。初步而言，由通識中心聘

任的專兼任老師，大抵都展現了跨領域的面貌。然而這也顯示，在缺乏傳播相關

科系的情況下，不論是專兼任聘用，媒體素養教育似乎被認為「只要曾在媒體任

職，或曾有傳播相關學位」，就可以開班授課。這顯示媒體素養教育的人才門檻

其實不高。

教師的學術專長與聘用單位經常是評估一位老師如何被置放在大學教育地圖

中的體制內指標，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在既有體制內「鑲嵌」媒體素養課程的方

式，深深受到傳統學科學門分類方式的影響。在已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多由

本就會聘任的傳播學術專業老師負責；在缺乏相關科系的學校，則由通識中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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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而通識中心，則多半並未考量由一位老師專責，而是在既有的老師中，選出

具有媒體經驗或（較低）相關學位的老師跨刀協助。Kress (1992) 曾言，當媒體

素養以融入於其他專業課程為主要授課方式時，其受到的重視程度就不會太高，

最後甚至可能消失。若從人力的角度思考，在沒有專責媒體素養課程教師的情況

下，一旦跨領域拔刀相助的老師在原本專長領域的開課需求增加，老師在考量授

課學分上限、授課負擔的情況下，應該會選擇他既有的專長；於是，最先被犧牲、

停開的課程，就會是媒體素養。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仍有聘任兼任教師教授媒

體素養的情況。一般而言，專業系所的兼任教師屬於補充性質，在要求專任教師

學位與學術表現的前題下，大多數傳播相關科系的兼任教師以業界師資為主，目

的就是在補充充實專業教學所需之人力。那麼，媒體素養倒底是一門需要學歷、

研究專長來支撐的課程，還是一門可以補充師資兼顧的課程？答案可能就在有傳

播科系但仍請兼任師資授課的學校。

像這樣的學校有 5 校，共聘任 8 位兼任老師，開出 21 門（班）課程。數字

雖然不高，但其中卻不乏擁有整個傳播學院的學校，非常值得注意。某校在 103

學年度兩個學期開出的 16 班媒體識讀課程，由 2 位兼任教師負責其中 10 班，超

過六成；除了這兩位兼任老師外，另一位負責 4 班的專任老師，其聘任單位並非

傳播學院；這三位老師共開出 87% 課程。這所學校雖然擁有傳播學院，約有 30

位專任教師，卻僅有 1 位學院內的專任教師開設 2 班。也就是說，這所學校對媒

體素養課程的想像可能是：是一門重要通識課程，需要開足，以供全校同學選修；

師資則由兼任或非傳院老師等「補充性質」師資負責。反之，另一個擁有傳播學

院，仍聘任兼任師資的學校，在 103 學年度開出的 23 門媒體識讀課中，只有 2

班由 2 位兼任老師負責，其他課程不但由校內 16 位專任老師（14 位傳播學院，

1 位通識中心、1 位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負責，且其中有 4 位教授、6 位副教授、

3 位助理教授。不但充分利用傳播學院師資，且教師的教學資歷相對也較豐富完

整。這所學校對媒體素養教育的想像，顯然是更有意願以較為固定的人力資源來

支應。同時，在專任老師投入媒體素養教育的情況下，也可以預見原本傳播專業

教育的實際開課，就需要投入更多專兼任師資。

這樣看起來，雖然教育部大張旗鼓地將媒體素養歸納為現代公民五大核心素

養之一，然而，對於傳統上即已投入傳播教育的學校來說，對於該怎麼看待媒體

素養的學術位置仍有非常分歧的意見，各校投入的人力狀態，以及看待媒體素養

優先性如何等問題上，也有明顯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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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相關資歷

既然媒體素養教育強調對媒體實務（包含組織、法規、製作）的學習，那麼，

擁有媒體實務經驗的老師應該是媒體素養教師的重要來源。

本次調查 103 學年度全臺教授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授課教師在各系所中心所

列出的經歷 9 發現，曾經在媒體產業任職的老師（26 位）中，以任職報紙為最大

宗（15人次），電視次之（6人次），雜誌、廣播與網路則分庭抗禮（各 3人次）。

若再深究可以發現，任教於傳播相關科系、擁有媒體經驗的專任教師，也以報紙

為主要服務單位（7 人次），電視次之（2 人次），廣播與雜誌更少（各 1 人次）。

在兼任老師方面，在 20 位兼任老師中，有報紙經驗的 6 人次，電視 3 人次，雜

誌 2 人次，廣播 1 人次，網路 3 人次：這 3 位具有網路實務經驗的老師中，一位

擅長網路工程，一位經營政黨網站，一位則為網路媒體記者。

這組分布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對象，因為，近 20 年來，對於媒體素養該教些

什麼的討論都提到了網路媒體對於社會參與的關鍵影響力，這也促使媒體素養開

始朝向新素養（new literacies，參見劉慧雯，2015；Banaji, 2010; Coiro, Knobel, 

Lankshear, & Leu, 2008; Dalton & Proctor, 2008; Koltay, 2011; Webster & Ksiazek, 

2012）發展課程內容。此時，老師能掌握網路社會、社群媒體、數位在地人到什

麼程度，就成為網路科技能否納入授課視野的關鍵。倒也不是說既有經驗集中在

報紙的老師就無法體察數位時代帶來的素養變化，而是，為什麼網際網路已經發

展超過 30 年，相應的網路媒體工作者、網路現象研究者仍非媒體素養的主要教

師群？本文以較為悲觀的角度提出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上一節曾提及「現役

或退役媒體工作者」是缺乏傳播相關科系學校聘用媒體素養教師的重要來源，這

表示，「從事網路媒體工作的現役或退役工作者」尚未投入媒體素養教育。其二，

在本來擁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中，媒體素養多由既有專任教師負責，本次調查

資料顯示，專任老師絕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在過去，傳播相關科系多聘用學經

歷兼備的教師，在攻讀博士學位需要時間的前題下，不難想見在進入學校之前的

媒體資歷多累積在傳統媒體上。然而，這也就表示，目前媒體素養專任教師的「媒

體經驗」並不新穎。反過來說，媒體經驗在網際網路的專任教師，顯然尚未投入

媒體素養教育。

9 各系所登錄教師經歷資料的邏輯原則不盡相同，本節所述資料為各系所顯示之資料，有一定誤差
（例如：有些學校並不列出教師媒體經歷，有些學校僅列一筆主要經歷資料等）。同時，兼任老
師由於更動頻率較高，許多學校釋出資訊也非常有限。此外，部分教師曾任職於多個媒體、從事
多項工作，因此本節「人數」多實為「人次」。由於資訊落差較大，本節以「趨勢」和大致面貌
來描繪教師媒體職涯圖像，並以提出媒體素養面對的教學人力問題為目標。

傳播研究與實踐5(2)-01 劉慧雯.indd   18 2015/7/16   下午 05:50:0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5卷 第 2期．2015年 7月 19

這兩個「尚未投入」顯示了媒體素養教育一大隱憂，那就是，作為一個需時

時關照媒體現實，以培養「現代公民」為目標的課程，媒體素養卻經常是老師們

的「第二選擇」：若非先選擇在產業任職，就是先選擇其他學術專業。對照選舉

結束後「落選人返校任教」的報導實例，不難想見「（媒體素養）任教」其實並

非「生涯規畫」，反而可能是某種不得不然。

本次調查另外還發現，除了媒體外，有些老師有在非傳播相關實務領域的工

作經驗；其中，在非營利組織任職為最大宗（11 位），政務官、政府部門聘用

以及公務員則合計則有 5 位。至於所謂「媒體經驗」的實際工作領域，則以新聞

業為主（22 位），節目製作次之（12 位），其他領域廣告公關（4 位）、文化

創意產業（1 位），以及網路工程（1 位）等不一而足。從媒體素養一路以來堅

守批判、分析、評估等核心能力的角度來看，來自新聞業的老師能夠為學生帶來

更多組織運作與專業選擇的知識，作為批判媒介（特別是新聞）內容的基礎；這

可能解釋了為何授課老師擁有新聞經驗的比例偏高。

（四）其他課程開課狀況

受到教育部對大專教師教學時數規範，所有在 103 學年度開設媒體素養課程

的專任教師除了媒體素養外，都另外開設了其他課程；本次研究調查的 51 位專

任老師中，沒有任何一人專責於媒體素養教學而無須開設其他科目。由於媒體素

養的教學內涵多元，且隨著科技與社會變遷越來越複雜，因此，授課教師開設其

他科目，對媒體素養教學來說，未必是一件壞事。若以媒體素養為核心，應該可

以期待授課老師或者在實務經驗上，或者在教研專長上，至少有一方面與傳播媒

體相關。本文統計了老師們開設其他課程的整體狀況發現，所有 72 位老師中，

有 41 位另外開設了與傳播相關的課程；另外則有 28 位開出非關傳播的課程。而

這些與傳播不相關的課程，則與老師自己的經歷學歷有密切關係。

例如，在教師學歷一節中，本文提及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中，只有一半老師

的學位是從傳播相關科系取得；換言之，另有一半老師可能會依照其學歷專長開

出非傳播相關課程。不僅如此，當授課老師不同層級學位專長主修不同時，也很

有可能開出與其最高學歷不同專長的課程。從老師的學歷背景來看，這裡可以看

到的「非傳播相關科目」，大抵也不出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國家發展、

兩岸、全球化等）、法學、人文學科（中文、國文、英文、修辭）、教育諮商（社

會工作、諮商），以及自然科學與工程（科學傳播、環境實務）等科目。比較有

趣的其實是擁有傳播相關博士學位，除了媒體素養、傳播相關科目外，另外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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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非傳播相關科目的老師。細究之下發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老師各自發展的

研究興趣（例如：性別關係），以及學校規畫的課程項目，致使開課面向不受限

制。例如，有的老師開設「人文關懷專題」、「多元文化與社會」等課程，多是

共同科目性質，支援全校或全院開設的課程。

若從兼任老師的開課狀況來看，就可以更清楚瞭解目前在媒體素養課程授課

的兼任老師，在大學教育人才板塊上的角色。在 20 位兼任老師中，只有 3 位老

師另外開了傳播相關課程，另外則只有 4 位老師除了媒體素養外還另外開了非傳

播相關課程；這 7 位老師中有 1 位係「三項全能」：在 103 學年度開了媒體素養、

傳播相關（「新聞寫作與媒體關係」），以及非傳播相關課程（「領導與管理」）；

這可能跟該系正好跨在人力資源與公共關係這兩個傳統上分屬商管與傳播領域的

科系特色有關。總而言之，兼任老師大多專心開課；比較常見的授課時數分配，

其實是一位老師開設兩班以上媒體素養課程。由此看來，不論是一般科目或媒體

素養，兼任老師確實較屬於補充性質。

（五）小結

本文考察 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全臺灣大專院校校級選課資訊系統上，登錄

「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開課狀況，試圖從教師學歷、經歷、聘任單位以及開課

科目等四個角度切入，瞭解臺灣媒體素養授課教師的群師圖像。

調查結果發現，本年度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七成擁有博士學位，其中有一

半是傳播相關博士學位；在最高學歷為碩士的老師中，也以傳播相關科系專長最

多，人數超過六成。換言之，大體而言，各校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頗為偏好特定

學歷背景。不過，不論學歷背景如何，由於媒體素養課程內容經常牽涉對媒體實

務的說明，因此，現役或退役的媒體實務工作者，也是媒體素養教師人力的重要

來源。同時，也因為傳播學門本來對實務經驗就更為強調，因此，在擁有博士學

位的專任老師中，也有不少人曾經任職媒體。

只不過，所謂「任職媒體的經驗」大致上仍集中於報紙、電視這兩種媒體產

業，且以新聞工作為主；近 20 年來被認為重要的媒體近用、社會參與管道：網

際網路，卻少見老師曾涉獵實務工作。這顯示了媒體素養教學人力的媒體經驗有

可能正在與越來越重要的媒體通道脫節中。

除了學經歷背景外，絕大多數學校的媒體素養列為通識課程，因此，媒體

素養教師的聘任單位，也就由傳播相關科系以及通識中心分庭抗禮。其中的差別

是，受聘於傳播相關科系的老師，多擁有博士學位，有相應的媒體或傳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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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聘於通識中心的教師，雖然教授媒體素養，卻有一定比例是由其他領域

教師跨刀協助開課。這導致了既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媒體素養教師人力本就

不缺，且學有專精；但本來就沒有傳播科系的學校，在未能聘任媒體專長教師的

情況下，人力與人才素質更見捉襟見肘。如果再加上兼任老師大多受聘於通識中

心，就更可以瞭解媒體素養課程在特定學校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比較有趣的是，即使是傳統上重視傳播教學的學校，因為媒體素養的思維大

不相同，於是也就出現了非常不同的師資配置邏輯。

本節將本文調查結果以表格呈現見表 1。

伍、結論：從群師圖像看媒體素養教育圖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陳炳宏教授，曾於 2014年執行教育部「媒

體素養課程與教學推動」計畫，透過曾經或正在開設媒體素養課程的老師填答問

卷，希望統整媒體素養課程的核心內涵與能力指標。計畫問卷中，羅列了共 22

項授課議題。這些議題從認識媒體的組織與所有權、內容產製，到媒介內容行塑

的刻板印象、美學與敘事形式，再到個人媒體使用行為反思、近用媒體以及參與

社會的能力等，以及媒介制度、政策與法規，進一步隨著傳播科技更新加入了媒

體技術運用與掌握等項目。綜合觀之，雖然一學期 18 堂課不可能將所有議題皆

納入討論，但問卷本身就已經足以讓吾人瞭解到媒體素養議題之多元、廣泛與複

雜的程度。如此複雜，理論上教授這堂課的老師不僅需具備學術知識涵養，可能

也需兼具實務經驗，甚至對於法律架構，以及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等，都需有所

專任 兼任

傳播 
科系

通識 
中心

其他 
單位 2

傳播 
科系

通識 
中心

其他 
單位

小計

最
高
學
歷

博士

傳播相關科系 23 2 1 26

社會與人文 10 4 3 4 21

自然與工程 2 2

碩士

傳播相關科系 4 1 4 3 1 13

社會與人文 1 1 3 5

自然與工程 2 2

小計 37 10 4 5 10 3 69

表 1：媒體素養教師學歷與聘任單位統計表 1

註：1. 有 3位教師無法取得學歷與聘任資料。
　　2.「其他單位」包含：非傳播科系以及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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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獵。即使放棄特定一組議題，一個完整的媒體素養課程設計，仍牽涉到至少包

括理念與實做兩個面向。這對任何一位老師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

媒體素養教育有沒有師資人力的門檻呢？從40年來對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

有什麼爭論議題的文獻中，可以清楚看到論者對於媒體素養教育的期待，遠遠超

過對大眾媒體的批評或唾棄，轉而更希望能培養閱聽人不但耳聰目明，更能因知

悉媒體運作邏輯，積極地將自我主張傳遞出去。社會不斷變遷，現代人所使用的

傳播工具、平台越來越訴求社群中的個人；而科技進入社會生活之後提供的諸般

能供性（affordances）(Dant, 2005)，使得個人掌握資訊通道，透過社群連帶傳遞

訊息的能力大為增加。在此情況下，「使用的目的」自然也就成為今日媒體素養

教育必須提及的項目。可以教授這些內容的，到底是哪些人？

從課程下手的討論，是集合了當代人對維護民主、期待公民積極參與的信念

所完成的課程擘畫；這個應然面的描繪，很值得期待。然而，本文從人力角度下

手所做的實然調查卻發現，或許受限於校院系結構，或許受制於對於大學教育的

想像，臺灣的媒體素養授課人才，呈現出幾個兩極對立的分布。

首先是傳播教育人才在各校間的兩極分布。傳統上已經重視傳播教育的學

校，聘用大量學經歷皆備的師資；幾個擁有傳播學院的學校，都聘用了至少 30

位老師。至於沒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即使有心發展媒體素養，卻少從「聘任

一位傳播或媒體素養專長教師」的角度來配置人力。本研究的調查顯示，從既有

教師中挑出「有媒體經驗」，或「有傳播相關非最高學歷」兼授媒體素養課程的

思維，最為流行。而且即使擁有傳播學院，也可以從師資人力結構發現，媒體素

養在被思考時，竟可以出現「九成以上由專任教師負責」以及「八成七以上由兼

任或非傳院教師負責」兩種極端的思維。這顯示，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仍有定位

不明確的問題。師資人力結構主要牽涉學校聘任結構與意願，並非單一教師可以

決定，甚至單一系所或學院也不見得能夠置喙。然而我們或許可以期待透過較為

彈性的聘任組合（如：合聘、較為固定清楚的兼任師資聘用原則），賦予至少一

位老師專責負責媒體素養教學的工作，同時也開啟該位老師發展媒體素養相關其

他教學研究領域（例如：網路文化研究）的空間。這樣，媒體素養教學相對比較

獨立，較不受授課教師其他開課需求的擠壓，同時，在專責的情況下，較能通盤

思考、注意媒體素養教學的議題發展。

第二個兩極對立分布是老師媒體經歷中新舊媒體的不平均。本次考察發現，

不論是兼任或專任教師，有媒體實務經驗的老師，壓倒性地集中於傳統媒體（包

含：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從事網際網路或數位媒體的老師，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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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十五年在臺灣乃至於全球各地開展出的公民運動、社會運動來看，所謂

「業餘者教派」（the cult of amateur）(Keen, 2007) 在對抗主流權力時，多應用了

包括手機（如，菲律賓推翻 Estrada 的行動，參見 Bociurkiw, 2001）、網路（如：

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西雅圖之戰，參見 de Armond, 2000；又如茉莉花革命）在內

的通訊工具。如果媒體素養真的越來越強調社會參與，那麼，除了參與主題的有

效性、參與手段的合法正當性之外，協助參與的器械工具，勢必是該當討論的題

項。由此看來，媒體素養教師不但仍舊應當注意傳統媒體的壟斷、反民主、反智

特徵，也該投入新傳播通道的訊息邏輯之研究。

媒體素養授課人才的對立，也出現在兼任專任老師的篩選取得上。從兼任老

師的學歷經歷，可以清楚看到「傳播相關學歷」以及「傳播相關經驗」是非常重

要的篩選標準。然而相對於「傳播相關學歷」在認定上標準清楚，有關什麼是傳

播相關經驗，就顯得頗為模糊。例如，「經營政黨網站」是媒體經驗還是政黨政

治經驗？「網路工程資歷」如何與媒體素養關聯？「政務官」資歷何以能宣稱與

媒體素養相關？甚至，即使是「某報紙資深記者或主筆」，是否可以未經轉化變

受聘為媒體素養課程的教師呢？所謂「媒體經驗」在進入課程時，究竟是指對組

織文化的體察反思，還是歷來最為學生所詬病的「老師吹噓經驗、老生常談」呢？

相對於此，則是學養豐富、擁有博士學位的專任老師，在取得博士學位的長時間

學習歷程中，媒體改變了多少？媒體實務更換到什麼程度？從外部進行研究，對

於媒介組織掌握內容的實際操作手法能瞭解多少？這些問題，顯示出媒體素養教

育從定義便有的兩難：業餘的閱聽人想要理解專業化的媒體，到底如何可能？這

些討論的焦點，都在於「老師能給學生什麼」。然而，針對新素養的討論已經發

現，重視學生經驗，由下往上的議題設定，可能是個人面對網際網路浩瀚資訊海

洋時，非常重要的能力。從這個角度出發，當我們選擇具有媒體資歷的老師來教

授媒體素養時，仍舊應鼓勵或給予媒體素養議題發展的研習學習機會，透過教授

媒體素養同儕團體，與各種背景的老師討論「學生議題」在教學上的意義，讓媒

體素養教育成為可以自我終身學習的課程。

從 103 學年度臺灣地區所有大專院校開設媒體素養的群師圖像，本文嘗試理

解媒體素養的教學圖譜。本文所發現的幾個極端分化狀態，顯示出臺灣媒體素養

教育正處於亟需關注的十字路口；有些學校已經投入人力資源，有些學校則仍以

補充性質課程看待。

受限於調查時間與人力資源，本研究未能深究媒體素養教師在其他領域的研

究成果，也未能討論個別老師課程設計的實際限制。這是未來從人力角度思考臺

灣媒體素養教育圖譜時，有待補足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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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

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作此臆測

―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

為凡事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

的事。（Gerth & Mills, 1946／羅久蓉譯，1991：139；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壹、前言：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博士教育

韋伯（Max Weber）曾在距今將近一百年前的一場聞名傳世的演講〈學術作

為一種志業〉（以下簡稱〈志業〉）中，分析了學術工作的精神，以此為據批判

大學教師試圖扮演先知，以及強藉課堂之便灌輸一己價值的錯誤。他認為，從培

養博士開始，獨立思考與方法論的訓練並非一朝一夕即可速成，博士養成掙得學

位證書後，著手尋覓教職之過程不啻艱辛，若有幸成為學院一份子，又須兼顧教

學與研究，顧此失彼絕非上策。因此，學術工作本屬特殊，再加上難以處理的學

術政治，韋伯就說「當年輕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入大學教書時作些建議時，我幾乎

沒辦法負起鼓勵之責」（Gerth & Mills, 1946 ／羅久蓉譯，1991：138）。

韋伯的觀點可分為從事「學術工作本身」與「學術工作的環境條件」兩個層

次來解讀：前者著重學術志業之精神，後者則分析有志從事學術志業的研究生究

係處於何種處境。在〈志業〉一文韋伯花費較多篇幅處理前者，對於處境問題則

言簡意賅，儘管如此仍屬分析入理。

場景若是搬到今日，同樣有年輕學子希望師長能替未來從事教職提供些許建

議，師長們會否樂於提供更多有關後者（環境）的理由呢？

環境的轉變讓韋伯百餘年前的問題─有志從事學術的研究生，目前係處於

何種處境─重新浮上檯面。從 1990 年代的大學擴張至當前的退場議題，臺灣

高等教育系統瞬息驟變，鑲嵌其中的博士就業問題也隨之浮上檯面。

根據林柏儀（2007）的研究，高教系統的擴張也反映在各類學生人數的增加，

亦即除了大學生外，碩博士生的就學人數也相應成長：自民國 85 學年度開始，

研究生人數的成長速度便已高於大學生，而在部分研究型大學裡，研究生占學生

總數已近一半。博士生人數亦有增加：96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畢業的博士人數

就從 3,140 增加為至 4,2411，6 個學年度平均每年畢業已超過 3,700 人，就業市場

能否吸納這些博士仍是未知。

1 參見教育部統計網址 https://stats.moe.gov.tw/result.aspx?qno=MQA2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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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報載，教育部長吳思華 2014 年 11 月底在「全國大學研發主管會議」中

指出，國內大學每年釋出約僅 800 名職缺，但畢業博士人數已逾 4,000 名，其中

約有 3,500 人尋覓教職，加上海外歸國博士人數約 300 名，每年就有近 3,800 名

博士應徵這 800 個職缺。因此吳思華說，「國內每年至少三千名博士畢業生找不

到學術工作」（劉嘉韻、蔡永彬、許敏溶，2014 年 11 月 26 日）。

事實上，博士生人數過剩與就業的問題並非臺灣獨有，歐美亦復可見。據美

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下簡稱 NSF）2011 年之報告

顯示 (Fiegener, 2011)，整體而言，在美國獲頒博士學位者從 2000 年的 41,372 人

增加到 2010 年的 48,069 人。此外，「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在 1998 至 2008 年

間培養的博士人數每年增加 40%（每年約 3 萬 4,000 名）(The Group of Eight, 

2013)。

尤有甚者，發展中國家培養的博士人數亦是驚人：印度預計在 2020 年將有

2 萬名博士誕生，而馬來西亞則在 2023 年計畫產出 6 萬名博士。中國大陸 2008

年生產的博士總數就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多國家，隔年（2009）的一年新科

博士人數超過 5 萬 (Cyranoski, Gilbert, Ledford, Nayar, & Yahia, 2011; The Group of 

Eight, 2013)。

博士人數的增加雖有助於整體知識的進展，但也引發諸多問題值得關注。

如在美國，據 NSF (2012) 指出，在 2011 年畢業的約 49,000 名新科博士中有

65.5% 找到工作（含學術與非學術工作）或即將進行博士後研究；對照 2006 年

的 71.6% 已下滑 6.1 個百分點。若聚焦於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則比例分別下

滑 9.7% 與 4.8%（見表 1；另參考 Jaschik, 2013）。

再看日本，該國 2010年生產了 1,350名自然科學領域博士，只有約 55%（746

名）畢業時找到全職工作，此中又只有 162 人留在學術界工作，比例僅一成二。

學門 2006 2011 增減百分比

生命科學 71.7% 62.5% -9.2%

物理學 72.8% 69.3% -3.5%

社會科學 74.3% 69.5% -4.8%

工程學 66.0% 64.0% -2.0%

教育學 74.9% 68.1% -6.8%

人文學 66.7% 57.0% -9.7%

表 1：美國新科博士找到工作的比例比較（2006 與 2011 年）

資料來源：修改自 Jaschi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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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雖曾企圖引介博士至企業工作，企業卻偏好雇用並培養大學剛畢業的年

輕工作者，政策效果有限 (Cyranoski et al., 2011)。

總而言之，博士就業問題在許多國家都已浮現。而面臨此種情勢，對目前仍

在學的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生來說，未來該如何選擇職涯？

臺灣過往雖曾針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探討博士就業問題（蔡瑞明，2010；

劉曉芬，2014；謝國雄，2010），卻少關注人文社會領域在學博士生的職涯發展，

但其處境特殊值得拋磚引玉引發討論。相較於理工或自然科學領域的博士教育，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從養成到求職間的投入時間與成本較高，即使目前各界均已設

法從制度面革新著手引介博士至企業（如博士教育課程改革或教育部的產學合作

之說，詳後），但似緩不濟急而難以立竿見影。

繼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生在相對較長時間的求學過程中，常面臨外

在環境劇烈變化，乃至於影響未來發展（或就業）的可能性也大。換言之，彼時

踏進學院時的就業條件，很可能因為此時畢業後環境已然驟變而產生重大差異。

這種源自相對長時間性而產生的社會環境差別，很大程度會影響這批博士（生）

的未來考量與規劃。

從以下數字即可窺見這批博士（生）的生涯選擇明顯變化：以美國為例，人

文學博士生完成學業／拿到博士的比例約僅三成一，也就是約六成七的博士生選

擇輟學或放棄學業，高過一般平均之 50% 左右 (Cassuto, 2013)。尤有甚者，如表

1 所示，人文學新科博士畢業即找到工作的比例（無論學術或非學術職），不僅

以 2011 年為最低（57%），2006 年至 2011 年間的下滑比例也最高（9.7%）。

在畢業人數下降、輟學率高，以及就業困難狀態下，這批在學博士生即使順

利完成學業仍未必保證就業，若是放棄學業也不知可另謀何種高就，進退之間著

實兩難，因此更有必要討論目前人文社會領域的博士（生）如何在環境劇變條件

下尋求教職／工作。

底下第貳節文獻探討，將處理目前歐美與臺灣如何面對博士就業問題，試圖

在現行解決方案中歸納論述背後的預設。立基於此，第參節將續從作者個人生命

經歷（即行動者角度）著手，企圖從過往經歷提煉某些有用方案，藉此補足當前

討論的缺漏。第肆節是結論，除替博士就業提出些許建議外，也就當前環境變化

提出反思。

貳、文獻探討：博士的就業出路

針對如何解決博士就業問題，謝國雄（2010）探討社會學領域的相關議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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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歸納兩種觀點／立場：第一種是從供給面著手，主張減少招生員額、跨校聯合

訓練以此減少博士的產出數量，進而解決博士過多而教職過少的失衡。立場二則

提議擴大（社會學博士的）需求，如開發產學合作的中介課程、設立社會學的創

業育成中心等，期待發揮擴散效果藉此讓博士生能學以致用，藉此對其他非學術

領域或也有所貢獻。

我們可繼續深化、提煉上述謝國雄的看法，如觀點一是以供需法則為問題意

識，出發點在於學術界目前並無足夠教職可容納新科博士（即需求問題），解決

之道只能減少供給，建議從招生著手降低博士生入學進而達到管控員額的目的。

這種看法雖能馬上達到生員減少的目的，但如蔡瑞明（2010：43-44）所言：

「一位剛進博士班進修的學生……可能需要 6 ~ 7 年才能畢業，若再加上兩年的

博士後研究，真正的就業問題已經是十年後的事情了，……思考博士班定位的問

題，不宜以當下的勞動市場的供需原則來制定教育政策」，但其更根本問題或許

是供需法則無法解決「博士或社會學博士所為何來」這類基本問題（謝國雄，

2010：48）。研究者普遍認識到供需法則的視野過於簡化，因此多轉向從第二種

觀點／立場思索問題。

第二種觀點是以多元出路為問題意識，希望博士生就學過程中就能認識學

術教職並非未來唯一出路，因而在博士生教育課程內除保有傳統紮實的學術訓練

外，還規劃產學合作課程以能及早接觸學界外工作以利後續就業；在此種觀點下，

博士教育課程也應隨之改革。其實，這種立場在世界各國早已展開了不同實作版

本，值得介紹。

一、產學博士與調變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的培養

首先，大學業已側重不同類型的博士學位如「產學博士」（Industrial 

Ph.D.s），這種學位並非全新事物而可視之大學與私人企業間的緊密合作。

如丹麥政府即曾設計一套產學博士制度用以建構「博士生／大學：企業：科

學、技術暨創新局（Danish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以下

簡稱「創新局」）」三方間的合作。申請者須替自己的研究計畫先行找到指導教

授與願意雇用的企業，並由企業方向「創新局」申請補助，而「創新局」在通過

申請後會向博士生所在大學支付全額學費，每月另補貼 2,700 元美金的薪水給公

司（約為工資的 30% ~ 50%）；一般來說，學業歷時 3 年 (Layton, 2013)2。

2 另 參 考 丹 麥 創 新 局 網 站 http://ufm.dk/en/research-and-innovation/funding-programmes-for-
research-and-innovation/find-danish-funding-programmes/programmes-managed-by-innovation-
fund-denmark/industrial-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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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亦有類似計畫，名為「與產業簽訂的研究訓練協議」（Industrial 

Agreements for Training through Research）。根據該協議，企業雇用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s）時可獲得來自「國家研究暨技術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的 3 年補助 (Ori, 2013)。

除了國家提供誘因吸引產業雇用博士（生）外，亦有從課程內容改革著手，

研擬訓練博士生的跨學科／學界能力並加速畢業時程以因應時局。如英國政府

曾於 2002 年委託一份研究報告 (Robert, 2002)，指出雖然 1995 至 2000 年間研究

生人數不斷攀升，但符合企業所需能力之人才卻愈顯不足，該報告因而建議英

國的研究協會（如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簡稱 HEFCE 與

Research Councils UK，簡稱 RCUK）施以補助計畫協助博士生學習這類能力。

這份報告雖係針對科學或理工領域博士生，但其建議也被人文與社會科學採

納，尤其鼓勵博士生發展跨學科／學界的能力部分，爾後英國政府便以補助之名

施以改革博士教育之實。

Humphrey, Marshall, & Leonardo (2012: 49-50) 歸納英國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有

以下 3 項發展：（一）制定《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制定的研究學位實踐守則》

（Code of Practice for Research Degrees by 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以下簡稱《實踐守則》），針對全英國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如大學、

學院）制定教學指南；與此同時，獨立機構「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簡稱 QAA）可以評估各大學與學院的教學是否符合《實踐守則》。針

對研究學位學程（research degree programmes）而言，這份守則也制定相關最低

標準以確保學校能維持學生的教學品質。

QAA 雖為獨立機關，其評估結果未具有強制效力卻可作為日後政府或經費

補助機構的參考（另參考楊瑩，2013），因此接受補助的各大學／學院亦須回應

其評估業務。

（二）監督計劃的擬定。針對施以補助的研究協會也發展了相關監督計劃，

如接受補助的學院及其博士生要在得到獎學金後 4 年內畢業。如英國「經濟暨社

會研究協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便曾制定相關

規定，要求接受 ESRC 獎學金補助的博士候選人須在 4 年內提交論文。

就歷年成長來看，ESRC 在 1980 年代早期的博士論文提交率低於 30%，

現在已近八成。「藝術暨人文研究協會」（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也依樣畫葫蘆，用類似作法規定接受補助的博士生；2009 年時，博士

論文的提交率也已達七成 (Humphrey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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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博士生教育的發展在於培養其「調變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而此種能力的訓練則是前述 2002 年《邁向成功的建制》的結論。這項

能力被劃分為 7 類：研究技能、研究環境、研究管理、個人效率、溝通技巧、網

絡暨團隊合作、生涯管理，其中調變能力甚至被 QAA 評定為合格博士的標準。

例如，QAA 在描述「博士資格要素」（doctoral quali›cation descriptors）中指出 

(QAA, 2011: 32)（括號內文字出自本文）：

（博士要具備）就業所需的各項素質及調變能力，這需要個人在

複雜與未知的情境之中、在專業性或類似的環境之中，展現個人的責

任感與極為積極的主動性。

從開始踏進博士班開始（如與指導教授簽定學習協議），到每年針對其學習

進程進行評估，以上這 3 種發展都鑲嵌在博士生的養成各個環節。英國各類研究

協會也據此評估那些接受補助的大學是否如實地培養博士生，甚至訂出 4 年畢業

的期限，藉以縮短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讀時間。

二、「學術型工作者」（Alternative Academics）

另一方面，一份由美國學術傳播研究院（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以下簡稱 SCI）主持並於 2013 年發表的研究 (Rogers, 2013) 提供了與前全然不同

的改革途徑。相對於力推產學間的合作，這份研究提供的改革途徑乃從「非學術

職博士」的當下工作與就業環境思索理應具備的能力內涵，並以此為基礎開展博

士教育的課程改革。換句話說，該研究從非學院就職者的身上提取經驗，藉此回

頭省思既有課程內容的不足繼而推動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研究針對當前具有博士學位然而任職工作卻非學院的

「長聘制」（tenure-track）人士，定義其為「學術型工作者」(Rogers, 2013: 3)：

界定為此種類型的人，傾向用學術訓練的視角看待他們當前的工

作，並將學術方法整合其中藉以完成工作。他們參與工作時會帶有知

識上的好奇心……，並會運用某些類似學術訓練的能力諸如密集閱讀、

歷史性的調查或論證式的書寫來應付手邊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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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這些工作者多半為圖書館員、博物館員、檔案館員，雖非學院教授，

但會憑藉學院內所受訓練來解決工作難題。

此外，這份研究除了調查學術型工作者（人數為 773 人）並請教他們應具備

何種能力才能應付職場所需外，也詢問雇主（73人）雇用這類博士時之必備能力。

底下，我們可歸納該研究的 3 項發現：

（一）這些工作者在回想過去擔任研究生時，針對學術及就業環境等議題提

及學院並沒有提供足夠資訊；（二）學術型工作者與雇主雙方都認為團隊合作、

計劃管理、技術能力是他們得以就任非學術職務的重要能力；但在此同時，他們

多回答，當前學術系統的課程之計劃管理與團隊合作訓練最少；（三）雇主認為

研究能力（research skills）非常重要的比例達六成七，而令人訝異的是，學術型

工作者卻覺得該能力重要者僅占四成九。可能的解釋是，工作者有時並不認為某

些活動可視為「研究」（如決策制定的過程），如此會使他們低估自己能替雇主

帶來的可能助益。

總結來說，學術型工作者的概念及其群體的出現，反映了對線性學術職涯之

反思 (Murray, 2014)；傳統上，念博士班、畢業、找教職乃至升等這種線性路徑

是研究生認為理所當然、為所應為之事，然而現實條件已讓這種路徑愈來愈窒礙

難行，對於教職崗位只能期待有朝一日得以實現；前述研究便發現 (Rogers, 2014: 

8)，這些工作者即使已有現職，仍有七成四的人將來還是想回歸學院教授職位。

三、改革之背景

丹麥的「產學博士」、英國的「調變能力」培養以及美國「學術型工作者」

等就業替代途徑，儘管這些作法有助於思考博士班的課程改革，但這些國家的改

革各有其目的性，反思他山之石或有助於臺灣高等教育之改革。

丹麥政府建構的產學博士是由「創新局」主導，旨在替產業帶來更多專利與

利潤。該局曾於 2011 年和 2013 年評估這項補助計畫，發現 270 家雇用這類產學

博士（總共 430 名）的企業，較那些沒有參與這項計劃的企業多了兩倍專利申請

數量，毛利也隨之增加 (Layton, 2013)。英國的研究報類似，亦直指培養博士的

能力有助於推展知識經濟 (Robert, 2002)。至於美國「學術型工作者」概念的出現，

表面而言是為了解決人文學博士的就業問題，也列出計劃管理、團隊合作與溝通

能力是當前博士生所欠缺者，但誠如 Knisely (2014) 所質疑，這類替代路徑究竟

是替教育體制創造出改革的機會？還是僅僅充當補充機制，當前的權力結構無需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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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臺灣，高等教育擴張後，除了廣設大學（或讓既有學院升格大學）外，

各校籌辦碩博士教育也是擴張的一環，如此亦讓博士的數量大舉增加。與此同

時，臺灣的高教政策施以「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劃，其中論文生產數是獲得

經費的重要指標之一，於是教授對博士生協助論文生產的需求也就與日俱增（天

下雜誌編輯部，2014）。這些政策使得臺灣博士求學與就業問題的原因不同於歐

美，若要解決就業困境也不能簡單地從西方移植。就此而言，從理解臺灣博士生

就學時的處境著手或許可行，而這也是本文欲從行動者立場來探討問題的動機。

四、從行動者出發

上述「供需法則」或「多元出路」的觀點雖都替當前困境提供了藥方，但對

目前在學博士生而言恐仍緩不濟急，乃因無論第一或第二種觀點都涉及了制度面

的調控：第一種觀點波及各校博士班生員名額，茲事體大，增加或減少都易引起

爭議；第二種觀點則與博士班課程內容革新有關，即便順利改革，多半仍僅針對

新生，能否溯及所有在學者（甚至修業年限過半者）都是未知。

由是觀之，這些作為都牽涉了制度面，欲使其調整恐非一朝一夕，何況對在

學博士生的參考價值實則有限。尤有甚者，「多元出路」雖比「供需法則」更能

關照博士班教育的課程改革，亦即它確認了博士求學與就業間具有關連性，但前

述研究多以目前已就業者立場出發來面對博士求學時的課程如何改革，卻忽略了

博士在求學階段即已面臨環境變化帶來的問題，而觀察求學階段的變化亦可替博

士就業的問題找出病根。就此而言，本文以下擬提供第三種思考觀點／面向，即

筆者求學與求職時的經歷，希冀補充「多元出路」觀點之不足。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國大陸某大學，從博士養成教育開始直到畢業、求

職、任職等歷程正是臺灣博士就業的轉變時刻（2006 至 2013 年），可由以下幾

個側面研判轉變的發生：

首先，根據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高教工會）的資料，2003 至

2012 年期間，高中職、國中、小學階段的生師比皆逐年下降，高等教育反倒逆勢

上揚（高教工會，2014 年 11 月 11 日）。生師比上升的解方理應採增聘教師處哩，

卻有大學以解聘而非增聘專任教師來面對教學問題（戴伯芬，2012）。無論如何，

在生師比與博士畢業生皆逐年上升的情形下，若如吳思華所言，高校每年僅能釋

出約 800 名職缺，那麼可想而知，現今博士就業競爭激烈程度早已更勝過往。

其次，2013 年拿到博士學位時，筆者就讀的博士班修訂了〈博士班修業規

定〉，關鍵之處係制定博士生所應具備的核心能力，包括「著作出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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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與「社群參與」，並依這 3 項考核學生的發表、外語以及相關教學或實作

能力。該規定也設計一套辦法用以加速研究生適應博士教育與縮短畢業年限，或

可理解為培養博士的教學單位面臨環境變化的因應。

從以上可知，此時（2013）的高等教育系統，早已非筆者初入博士班彼時

（2006）之樣貌，而筆者的求學與求職行動即鑲嵌在此轉變的過程之中，前述供

給法則與多元出路觀點都難以補捉此一動態的面貌。然而，筆者目前雖任職於中

國大陸高校，並非表示以下敘述的自身經驗即為後繼者，特別是有意任職大陸高

校者可以效法的對象。相對地，筆者提供自身經驗目的僅係喚起重視博士教育培

養的歷程，亦即不僅從「結果端」（如就業率或就業表現）來思考當前的博士處

境，博士生在就學階段面臨的問題亦與未來就業密切關連，值得重視。

參、高等教育系統變遷下的博士求學與求職歷程

筆者於 2006 年（95 學年度）入學就讀博士班，當時共有 43 名一般生報考，

錄取 5 人，且 5 人皆來就讀。但以去年（2014 年；103 學年度）為例，報考人數

驟減至 15 人，最後錄取 3 人而實際報到僅 2 人。這或許是大環境變化影響了學

生報考的意願，然而環境衝擊的不僅是新生入學，即便目前已就讀的博士生亦不

免捲入其中。

一、就業市場需求專業的快速變化

筆者博士班的必修課程中有一門名為「學術志業導論」，剛入學時師長都會

安排學有專精人士蒞課演講，講題內容不外乎「好的學問為何」、「研究如何進

行」等議題。隨後幾年，演講內容逐漸演變為如何在當前學術環境生存以及學術

發表的重要性，議題已圍繞在就業、工作而漸與「學術志業」脫離。

提早認識就業環境並非壞事，然而在求學過程中，環境也同時在變，這使得

我們對於未來更充滿不確性。例如，從高教系統對師資的專業需求可知，在知識

與實作上皆轉向新媒體領域，而如大數據新聞、動畫製作等實務操作更是熱門。

無論知識或實作，新媒體在筆者剛入學時雖已興起，但那時還容許知識的「眾聲

喧嘩」，但畢業後的就業市場卻反映另一種面貌。

筆者觀察該博士班近 5 年來（2009 ~ 2013）畢業／肄業者共 19 名，從事學

院專任教職者 15名，非學院教職者 3名。而在 15名教職者中，14人任職私校（有

3 人是科技大學），僅有 1 人任職於公立大學。由此觀之，從事教職仍占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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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若寄望能朝教職發展，私校（或科技大學）之可行性較高甚至是唯一選項。然

而這些學校對於師資的要求，新媒體的素養實係必備專業。而在實務上，若能兼

具數據新聞或動畫製作能力似乎更是關鍵。這些能力並非在筆者初讀博士班時就

可預見，畢業後在未能掌握情形下就得進入就業市場與他人競爭，應聘勝算自然

不大。

另一方面，若進一步檢視這 15 名從事教職者，不乏曾先擔任「博士後研究」

才找到專任教職者、或待業一段時間者、或目前仍任兼任教職者。換言之，從博

士身分轉變成專任教師可能存在身分轉換的過渡期，而這個階段的長短與否端視

個人狀況與當年度的教職開缺，並無明確答案。

以上簡單調查結果與陳東升、陳也禎（2010）、戴伯芬（2012）等人的研究

實有若合符節之處。前者曾經探究臺灣社會學領域的就業狀況，發現本土社會學

博士任職於私校多於公立學校。戴伯芬則發現臺灣高校專任教師職缺日益稀少，

但兼任教師的需求卻迅速增加：自 2001 年 27,111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4, 215 人，

成長率約六成四。同一時期之專任教師數量僅增加 8,107人，成長率僅約二成（戴

伯芬，2012；另參考監察院，2012），使得臨時而非長聘性質的工作逐漸成為高

教系統的需求主力。由於欠缺就業市場所需能力，這種臨時性兼任職位很自然成

為博士就業出路的必要選項。

二、兼任／臨時教師作為可見的未來

由於近五年來筆者所唸博士班的畢業生有九成以上擔任私校專任教職（包

括私立大學及科技大學），但即使專任教職，其職也不見得穩固。根據戴伯芬

（2012）顯示，自 2008 年後的四年內私校專任教師就少了 1,177 人，占私校專

任教師總數 4.6%，同一時間兼任教師與專案教師的數量卻增加。如此看來，私

校逐漸以這種臨時性職位來填補專任的教學需求，而對筆者來說，在專任日益減

少下，求職於兼任或專案教師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

不過，這類臨時性師資的勞動條件著實堪慮。據監察院（2012：11），這些

兼任教師：

大多為 45 歲以下之流浪博士，薪資財源來自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工作待遇普遍不佳，且鐘點費多年未調整；又聘期多採一年一聘，工

作期程不穩定，且待遇及研究資源遠不及編制內教師，以致需至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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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課維持生計；此顯示剛取得博士學位之年輕學者無法獲聘正式教職，

淪為流浪博士……。

在多間大專院校兼課乃至於成為上述報告所稱之「流浪博士」的說法，在我

們就讀博士班的人際網路間早已流傳許久；閒聊時，朋友們也多以自身或好友的

親身經歷來說明這種狀態。事實上，「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2014 年

曾進行國內博士就業調查，由問卷所答可知博士兼職情況多，也證實博士生畢業

後的就業與經濟來源並不穩定（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4）。

此外，《新新聞》雜誌曾於 1393 期專訪一位政大畢業的博士，明白地點出

了流浪博士的處境：

從臺南到臺北的四個半小時車程，是徐文路每周教學生活的起

點。徐文路教學的第一站是輔大，早上八點多搭車北上時，若有空閒，

他還能在車上小憩一會兒，為接下來的教學馬拉松養精蓄銳……。每

周三天密集在五間學校、二十一學分的教課結束後，徐文路才回到臺

南的家，為緊接而來的下一周做準備。而這樣的日子，他已經過了五

年……。（呂苡榕，2013 年 11 月 13 日）

依教育部規定，目前在大學兼課的鐘點費約為時薪 630 元，而這位接受《新

新聞》訪問的博士在 5 間學校兼課 21 學分的每月所得，扣除交通費後約 4 萬。

寒暑假期間無任何收入時就得「拚命接案子、接演講，有時候跟朋友調頭寸，或

是靠信用卡先過」。至於能否得到家裡的支持，這名博士則說，「這不是家裡幫

不幫的問題，而是你都 40 多歲了，敢和家裡拿錢嗎？每個暑假都拿嗎？」（呂

苡榕，2013 年 11 月 13 日）。

這種臨時而非長聘性質的職位若作為未來的職涯出路，代表的不僅是一份不

穩定的工作，也會衝擊新生與目前正在就讀的博士生，讓他們對學術職涯心生疑

惑甚至望之卻步。以國立臺灣大學 102 學年度招生為例，該校博士生名額約 1 千

人，報到人數不足 600 人，註冊率降到五成八，創歷年新低；臺大對此還決定隔

年博士班招生改為每年 2 次（胡清暉，2013 年 11 月 23 日）。而對正在就讀博

士班的學生來說，很可能是在充滿就業不確定性下設法完成博士論文，內心沉重

的壓力可想而知。尤有甚者，若期待博士畢業後能找到教職繼而償付過去累積的

就學貸款甚至達到階級流動者，恐怕失望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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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尚未論及博士生亦需如同一般教授接受學院評鑑，以及為了生活

而汲汲營生。不過，從前的博士生不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前述 SCI 研究述及博士

求職本就不易，從過往到現在皆是如此，象牙塔中的競爭誠屬常態。然而該研究

也說，今昔之別在於「學術勞動的臨時工化」（casualization of academic labor）

(Roger, 2013: 1)，意即當前的教職工作從全職轉變為零碎、不穩定與沒保障，速

度之快可謂空前。即使擁有一身本領，面臨現實也只能無奈而低頭；博士生的壓

力之大很可能源於此。甚或有學者直言，「年輕人與其困守在學術象牙塔，不

如及早出去尋職或創業，奮力一搏，以免整個人生都因為讀博士而受到耽誤與影

響！」（周祝瑛，2013 年 11 月 27 日）。

上述這番話實語重心長，筆者雖無能力創業，但對當下環境的現實感同身

受。帶著如此壓力完成學業已很難熬，畢業後尋找教職的又是另一個挑戰，只能

多方嘗試。

三、抉擇之間：跨境／國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認識到跨境／國的就業可能是從以下機緣開始。有位師長曾經轉寄

香港與澳門的求職資訊並告知或可一試。這位師長的經歷遍及歐美，亦曾訪學世

界各校，先前擔任其研究助理時即對其全球視野與學術風範深感欽佩，而當其告

知有此機會，且可更為開拓地思考學術職涯時自當深信不疑。也因其鼓勵而開始

請益具有類似經歷與背景的老師並傾聽意見，所得也是相似答案，即應思索臺灣

以外的可能。於是，他們的意見與見解開始鬆動了筆者的原先看法（即先從兼任

或臨時性師資開始做起），接著試圖探索其他可能。

時值 2013 年歲末，其時已然畢業，在一次回校聚餐場合談起求職之事竟也

取得意外收穫。有些在場人士是中國大陸籍研究生，從他們身上得知目前對岸高

校的就業狀況與人才需求條件。這些高校與臺灣及其他各國一樣看重研究發表，

尤其要求 CSSCI 或 SSCI 產出 3。不過，其時對於大陸高校的待遇與教師要求仍無

具體資料可供參考，縱使遍尋網路也難查到，只好再尋人際網絡。

3 CSSCI全名為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由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的引文資料庫，用來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
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目前收錄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在內的 25
大類的 500多種學術期刊，可參見該資料庫網站的說明 http://cssrac.nju.edu.cn/news_show.
asp?Articleid=119。SSCI全名為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
由 Thomson Reuters公司開發的引文索引資料庫，目前蒐錄超過 2,600份期刊，可參見 http://
wokinfo.com/products_tools/multidisciplinary/webofscience/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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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舊年遞嬗之際，兩條資訊管道浮現：其一，筆者就讀的學院曾與對岸

青年學者簽訂交流協議，在交流過程中累積不少學者的資料，居中牽線的是一名

已畢業的博士班學長，透過他而得以聯繫大陸高校教師進而寫信請教。其中一位

開宗明義地表示工資不高，善意地提醒謹慎考慮。其二，筆者的碩班同學在德國

取得博士學位後已於 2012 年赴對岸任教，而透過臉書（Facebook）請益後也獲

得寶貴資訊；除了獲知對岸高校實際運作狀況外，他也建議參考臺灣最大 BBS
站（PTT）的「AfterPhD」版之大量對岸任教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對於瞭解對岸

的高教系統幫助甚大。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接觸的資訊（特別是與港、澳或中國大陸高校有關）都

是由那些具有特殊經歷的人士提供，他們原就具有橫跨不同地域的學習經驗，而

在橫跨異地的過程中自然就能連結兩地不同的人事物。前述那位具有全球視野的

師長、擁有德國博士學位的同學、居中牽線青年交換學者的學長以及來臺就讀的

陸籍博士生都是這種身分。簡言之，這種身分的人士具有豐沛的「橋接型資本」

（bridging capital），能讓不同群體之間產生連繫，資訊因而得以在這些群體之

中產生流動（參見 Shirky, 2008 ／胡泳、沈滿琳譯，2012）。

總結以上資訊大致可以擬出以下兩種求職方向，各自代表不同類型高校但亦

可能相互重疊：

第一，鎖定新興或正在擴張中的新聞傳播學院；第二，針對「985」或「211」
等高校嘗試 4。第一個理由（即新興或擴張中的學院）乃因這類學院往往存在更

強烈的人才需求，相較於歷史悠久、體制完備的學院來說成功機會較大；第二個

理由（鎖定「985」或「211」等高校）則因這些重點大學的學術資源與經費相對

充沛；然而，這類高校往往也競爭者眾，能否順利入職，仍是未定。當然，這兩

種選項若能在某高校合而為一，自是首選。

於是，雖然其時猶如千頭萬緒，但機會也可能稍縱即逝，擬訂策略後便試著

投遞履歷，臺、港、澳、及中國大陸都曾寄送，最終獲得 4 封回應，均是大陸高

校應邀面試，此時已是 2014 年 3 月初的春分時節；約莫同一時間，臺灣的求職

資訊也紛紛出爐（包括專案教師及博士後研究），但由於時間緊迫，只能收拾行

李出發至中國大陸；這一天是 3 月 24 日。

前往機場的客運上，司機正聽著學生攻占行政院的新聞。

4 「985」是指中國教育部實施之《面向 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其政策支持部分大學創建
世界一流大學，而名稱是以時任領導的江澤民在北京大學 100周年校慶的講話時間（1998年 5
月）命名為「985工程」；目前共有 39所院校名列其中（參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wiki/985%E5%B7%A5%E7%A8%8B）。「211」的含義是「面向 21世紀、重點建設 100所左
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目前有 112所重點高校屬「211」之列（參見維基
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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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行動者視野下的建議

現行解決方案可歸納為「供需法則」與「多元出路」兩種觀點，但前者的困

難昭然若揭，致使討論焦點多改置於博士教育課程的改革。儘管目前研究發現，

現下情勢已影響新生入學意願與已畢業者的未來就業，卻仍忽略從求學階段角度

出發亦可替博士課程的改革提供建議。就此而言，本文採行動者角度，試圖從個

人求學與求職歷程中發現問題，藉此補充多元出路觀點之不足。

首先，博士生求學階段面臨的問題多出自就業市場所需專業的快速變遷，致

使「當前」所學無法應付「將來」所需。筆者在博士生階段所學的新聞／傳播學

知識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更深，尤以傳播技術的變化日新月異，求學階段培養的知

識與實作很可能在畢業階段就已過時。尤有甚者，本土博士畢業後多以私校為任

職目標，而私校又對時下熱門的知識以及針對具備實務經驗的人才多有需求，沒

有相關背景者應聘之勝算更小。

其次，當前博士就業路徑已朝兼任／臨時性的職位發展。以筆者就讀的博士

班為例，這種臨時性的職位已然成為博士畢業生的過渡階段，也就是填補從畢業

到專任教職間的落差。然而以前文引述的各項報導及調查來看，在此過渡階段中

的新科博士除了每日奔波於各校兼課外，還得在寒暑假另找兼職，經濟狀況多不

穩定。

再者，若我們將跨境／國就業視為可能，那麼當前這類就業資訊在博士班的

流通仍然太少。筆者多依人際關係得知此種就業資訊，而這也與前述 SCI 的調查

符合：人文社會領域的學院很少運用正式管道或安排相關課程內容，讓研究生理

解當前的高等教育系統與就業條件。總結以上問題，筆者提出以下 3 項建議與一

項反思。

一、重新定位博士教育

一般而言，各校培養博士生時多會賦予一定學業年限，經過諸項考核即可

完成博士學位，此即傳統對於完成博士教育的認知。然而由於環境變遷快速且人

文社會科學的博士生修業時間頗長，畢業後的環境已然與剛踏入博士班時天差地

別，即使擁有博士學位也不見得能立即找到專任教職。

就此而言，筆者並非倡議，學生念博士班時需以時下最新、最流行的知識與

實作為依歸。相對地，與英國培養學生的「調變能力」類似，我們需要的是適應

當下環境的訓練。簡言之，透過這種訓練而加強的不僅是博士生專業的知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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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養將專業知識應用於當下環境的能力，如何從自己所學的專業展開並整合時

下熱門議題應是關鍵。

這種訓練必須兼顧專業知識的培養與適應環境的能力，而這種兩能力的養

成又須建立在與不同社群互動的基礎上：直言之，過往博士教育側重專業知識的

訓練，旨在培養學生對知識的興趣以及作學問的紮實功夫；套用謝國雄（2010：

49）所言，即進行「有系統的、嚴謹的、踏實的與深入的訓練」。

然而，博士生沉浸在知識中的學習對象為師長和同儕，藉由他們的助力，

儘管專業知識的累積較快，但社群同質性也高，面臨環境變遷問題時的解決策

略很可能相似。研究社會網絡的學者對此名之為「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situation），意指資訊或想法在封閉圈子中不斷加強，導致新的解決之道無法出

現（參考 Pentland, 2014 ／汪小帆、汪容譯，2015：28-38）；若要培養適應環境

的能力，恐得從增加博士生與其他社群的互動著手。

此即第二種能力的培養（即適應環境），指博士生應以與不同社群互動為目

的，對象可以是產業界或非營利組織人士。就此而言，博士班的定位或角色已非

教育的提供者也是媒合者，即視自身為「平台」從而搭建與不同人士的互動甚至

媒合研究計劃的合作，並由博士生獨當一面地進行研究計畫。藉由實際執行計畫

或與產業合作即可發展其研究管理、執行效率、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等的「調變

能力」。

二、政府應正視過渡階段的保障

如前所述，博士從畢業至獲得專任教職間存在著過渡階段，專案教師或兼任

教師是這個階段的表徵，後果就是產生一批為了教學任務而大量授課且經濟狀況

亦不穩定的「吉普賽教師」，連帶影響了教師本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受教權。

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高等教育的師資係交由市場去調節人力。或如陳政

亮、林敏聰（2012）所言，這是「高教市場化」的後果，政府應以公共力量介入，

確保博士在此過渡階段中的勞動權。如陳政亮等人提議的兼任教師專任化、博士

後研究的長期保障都是政府可作為的方向。

三、博士招聘資訊應跨國／境化

以筆者的經驗來看，跨國／境流動之所以可行，是因那些具有「橋接型資本」

的人士居中牽線，也就是透過人際關係使然，而非正式管道發布的資訊。相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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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或許反映出當前不管由校方或科技部公告的招聘資訊，都鮮少出現非臺灣

的高校者。儘管前述 BBS 站的「AfterPhD 版」已有相關跨國／境外資訊且資訊

豐富，然因多為匿名分享，縱使具有參考價值，其正確性都尚待查證。就此而言，

校方可扮演媒合橋梁，思考如何引進與把關境外／跨國招聘資訊，甚至與國外學

校合作協助來臺辦理招聘會。

不過根據前文討論，歐美國家亦存在博士就業問題，這或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

家共同面臨的結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即使筆者接獲「橋接型資本」的人士幫

忙，所得資訊也不存在歐美國家者。換言之，以臺灣的國際位置而言，博士向外移

動的方向即已存在限制，建議可先面向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國家的招聘資訊。

四、大陸教職作為就業選項的反思

在蒐集大陸就業資訊與請益友人過程中就曾不斷被提醒「學術發表」的重要

性，特別是發表在 CSSCI 或 SSCI 的期刊論文尤其受到高校重視，實際到職後也

發現確實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著名高校的博士班（大陸習慣稱博士點）

學生也被要求畢業時多多發表論文，求職過程也愈來愈不順利，畢業後如能進入

重點高校任職已然堪稱幸運。已有博士畢業生先擔任「博士後研究」（大陸習稱

「博士後流動站」）蹲點一到兩年，利用此時間發表論文或申請研究計畫，爾後

出站再擬尋職。這表示若有心於求職於大陸高校的博士仍應注意論文發表誠屬應

聘關鍵。此外，跨境／國就業之所以可能還涉及家庭因素，有家室妻小者若想移

動並不容易。

最後，對於教育部與大學來說，大陸教職雖可作為其他博士的行動參考，但

不宜過度放大此舉之重要性。大陸高校的職缺競爭與日俱增，並且職位數量也會

隨著時間而日益稀少，這對目前臺灣仍在求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生來說形勢並

非有利。因此，真正的問題還需釐清博士教育與臺灣社會間的關係，特別是博士

在養成階段時如何將其專業知識整合至當下環境。過度仰賴以人力輸出來解決國

內就業問題，著實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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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發現」高教問題

高學歷高失業率、學用落差成為臺灣近來關注的社會問題。1995 年教育部

長吳京開放大學管制，授權大學依校務發展特色，自主規劃系所及調整招生名

額，形成一波技職學校升格大學的風潮。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臺灣高等教育

體制的「鬆綁路線」造成當前高等教育擴張的危機，媒體揭露了 18 分可以上大

學引發社會大眾諸多批判（林玉文、段鴻裕，2007 年 8 月 10 日）。1998 年亞洲

金融風暴之後，高學歷的失業問題更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特別是 2013 年國立政

治大學博士生賣雞排事件，引發社會正、反兩面諸多討論，學用落差成為媒體報

導高等教育危機的核心話題。所謂的「學用落差」依教育部的定義是「大專畢業

生所學無法及時與產業需求接軌」1，採取功能論的立場，從就業市場需求來探

討教育訓練的問題，窄化了教育目標，忽略大學做為博雅教育的使命，也未顧及

培養創新人才與公民素養的責任。不過，官方的學用落差說法卻被臺灣各媒體大

量使用，成為高等教育危機的核心問題。

過去媒體在臺灣社會議題報導上，經常扮演雙面刃的角色，一方面動燭先

機，發掘社會問題引發大眾關注，促成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但是，另外一方面，

媒體報導也可能帶有特定立場，傳布不實資訊，傷害被報導人，甚至造成社會恐

慌，特別是透過媒體對社會弱勢群體造成的「污名」效果。媒體針對高學歷而低

度就業的當事人報導，雖然可以讓大眾意識到學用落差的問題，卻經常損及當事

人自尊，甚至令其陷入難堪的處境，多數當事人皆不願意現身說法，雞排博士的

現身說法卻是一個引發諸多討論的特殊案例。

本研究以學用落差為主題，探討過去臺灣主要的平面媒體對於高學歷就業問

題的相關論述，研究目的有三，一是探討不同的平面媒體如何報導學用落差的危

機？如何「問題化」高學歷者的就業問題？其次，分析不同媒體對於國家政策的

報導方式與內容的差異，瞭解媒體如何回應教育政策；最後，則從被報導人的立

場，探討個人如何回應媒體的報導？是否具有抵抗的可能性？

1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教育部縮短學用落差具體作法之說明〉，參考網址 http://www.
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88&Page=23655&wid=560d2ade-378e-4cb6-8cb4-
c2ce2b22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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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媒體論述的產製與主體敘事

一、意識型態與媒體論述的產製

媒體做為當代社會論述生產的重要機制，在製造意識型態扮演重要的角色。

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阿圖塞 (Althusser, 1969) 將媒體視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

環，用以合法化國家的治理，他將意識型態（ideology）定義為實踐與再現的系

統，讓個人透過他們與再現所創造的想像世界扣連，建構出個人對於真實生活情

境的「誤解」，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可經由經濟資本主義的優勢文本成功地植入

主流的意識型態。相較於阿圖塞由上而下的權力支配論，葛蘭西（Gramsci）則

用霸權（hegemony）概念說明社會秩序的維繫是來自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協

商與妥協之後合意的共識，他檢視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說明社會菁英如何建立

領導權，將自身階級利益普世化為自然的標準與共識 (Gramsci, 1971)。

受到兩位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影響，霍爾 (Hall, 1982; 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s, 1978) 認為媒體的作用是透過議題的設定與問題化現

象，從而創造出錯誤的真實，是一場意識型態的鬥爭，錨碇於特殊的利益、歷史

與聯盟關係之中。他透過製碼與解碼的過程來說明意識型態的傳播過程，一方面

是在「複雜的支配結構」，包含社會、經濟、意識型態及技術的考量下決定媒體

製造者的訊息產製；另外一方面，解碼是一個鏡象過程，閱聽人經由對於訊息的

理解而形成優勢解碼，即傾向於符合主流社會規範的文本意義，但是單一媒體材

料具有潛在的開放性，仍會出現對抗解碼、協調解碼，對於文本採取排拒的解讀

或依個人感受而調整後的解讀 (Hall, 1980)。

霍爾的理論開啟了閱聽人的主動性，雖然他以電視媒介為分析，仍可以應

用於平面媒體的分析。由於媒體技術變遷的趨勢，平面媒體產製訊息的方式也發

生改變，包含透過電子網絡化與閱聽人形成互動，納入閱聽人可能的反應，以及

與不同電視新聞臺做結合，提供跨媒體的影像資訊。但是在霍爾的模型中有兩個

面向未被充分討論，一是不同媒體代理人可能基於自身的政治態度、價值偏好而

形成不同的論述，呈現符合自身利益的報導，同時媒體報導也是具有回應外在輿

情、自我修正的製碼過程，特別是針對單一事件進行連續性的報導過程中，必須

在媒體高度競爭適度調整、回應大眾閱聽人看法；二是缺乏被報導人的角色，特

別是在個案式的報導當中，報導人在訊息產製過程中會扮演一定的角色，包含他

們是否願意現身、用什麼樣的角色現身，報導記者與被報導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與

採訪過程的協商，不但會影響到報導品質，也影響到媒體報導的角度。不過，大

多數的媒體研究聚焦於閱聽人分析，較少關注被報導人敘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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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研究同時關注論述（discourse）的形成與主體敘事的可能性。《傳播及

文化研究主要概念》將論述定義為：「兩個人或更多人在特定的網絡中，用以

支配話語的語言規則和慣例之互動」(O’Sullivan, Hartley, Saunders, Montgomery, & 

Fiske, 1994: 92)。受到傅柯的啟迪，論述是在特定意義中被再現的規則系統，與權

力息息相關，透過建立論述／權力的參照關係，可以瞭解不同的媒體如何利用語

言來表意，傳達隱而不顯的價值觀，同時也可以理解被報導人如何回應媒體的報

導。在臺灣，由於媒體代理人本身政治立場的差異，往往影響到報導題材的選定

以及詮釋報導的差異，針對具有政策意涵的社會議題，平面媒體在論述的產製中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解構論述成為瞭解公共議題與政策辯論的重要切入點。

相對地，敘事指的是：「引導故事組織的安排、策略與慣例」(O’sullivan et al., 

1994: 194-195)。敘事在媒體中則被視為決定非虛構故事的特性，決定了故事的結

構、順序及成分。晚近敘事被廣泛運用到個人日常生活分析，自傳式的敘事可能

創造出個人新的認同與行動。敘事主體為多樣、具有不同策略的主體，呈現多變

而不一致的「論述」，透過重述生命中的事件與經歷，偶爾也活出另外一種生命

價值 (Andrews, Sclater, Squire, & Tamboukou, 2004)。平面媒體的報導人與被報導

人做為敘事的主體，在訪談互動中形成兩種不同的敘事效果，一方面報導人具有

主動的敘事權，可以決定如何敘事、說什麼故事，透過報導製造出大眾對於特定

團體的印象，甚至製造出污名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被報導人也具有主動敘事

的潛力，決定是否現身說故事、如何說自己的故事。不過，過去媒體報導過程中

有關被報導人的敘事在平面媒體報導的不對等權力中往往是隱晦不明的，因而常

常被忽略。然而隨著媒體互動性的增加，被報導人逐漸轉為媒體產製過程的參與

者，為媒體研究尚待關注的議題。

二、主體敘事：污名 V.S. 名人效應

過去有關大眾媒體對於特定議題與對象的報導，有兩種分析的理論視角，一

是利用「污名」（stigma）概念來進行特定團體的分析；二是探討媒體帶來的所

謂「名人效應」。

自高夫曼 (Goffman, 1963) 的《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一書出版以來，

污名可以說是近年人文社會學界最被廣為引用的概念之一，影響力擴及人類學、

公共衛生、行政、醫學以及傳播學等跨領域的不同學門。污名起源於希臘人設計

的身體標記，突顯特定對象的道德狀態異於尋常，指涉像愛滋病患、同性戀、

犯罪、酗酒、娼妓、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遊民……等等不同社會群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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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名的團體有強大貶抑效應，更損及他們參與公平的競爭機會。不過，高夫曼

也注意到在精神病院中的人會透過花招與詭計來維持尊嚴與身分認同 (Goffman, 

1968)，這些日常生活的反叛雖然不具顛覆主流意識型態的效果，但是卻能憑個

人機巧來達成日常生活抵抗的表現。臺灣的經驗研究也發現臺灣的媒體會污名

化弱勢團體，揭露對於他者的再現形式是批判媒體工作者必要的回應策略（倪炎

元，1999）。

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媒體報導可能會對特定群體形成再現的迷思，特別關注

族群與女性的議題。如康姆佩爾 (Campell, 1995) 對於美國黑人的報導研究，指出

了再現族群的 3 種迷思，包含邊際迷思、差異迷思，以及同化的迷思，說明主流

社會對於黑人的印象從視而不見，轉向黑奴與野蠻人正、負面特質並存的他者形

象，而晚近則轉向支持黑白種族機會平等的美國文化大熔爐迷思。女性主義者對

於媒體也提出 4 種類型的女性迷思，包含：女性的神祕善變性、女職天性、女性

情慾自主，以及理想女體的迷思 (MacDonald, 1995)。對於特定群體報導所形成的

再現迷思受到主流社會意識型態的影響，也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因應社會民主

化，媒體的訊息產製已經從國家控制移向開放，不同媒體生產組織可能基於政治

立場有別，採取的報導方式與角度因而有不同，形成多元的報導與分析視角。因

此，如果能夠積極透過弱勢團體的培力，利用媒體發聲可能達到去污名化的效果

（管中祥，2011）。

另外一個分析取徑來自媒體商品化所形成的名人效應（celebrity effect）。以

戴安娜王妃為例，哈特利 (Hartley, 1996) 說明支持戴妃的影像建構，與政治文化

意識型態、商品消費利益息息相關，一方面透過媒體不斷再現皇室家族而獲得君

主政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是在商業利益中透過消費而被創造與操控。馬歇爾 

(Marshall, 1997) 認為名人的地位在本質上呈現出一種弔詭性，戴妃是屬於人民共

同建構的，成為我們群體當中的成員。大衛 (Davies, 1999) 進一步說明她的形象

是透過媒體與媒體文本互動的一般公眾論述所再現或建構的，並形成大眾對於她

的個人認知與情感投入。德西達 (Derrida, 1981) 用「文本交互性」（intertextuality）

來稱呼文本之間的連結與互賴意義的積累，是一種不斷重複、改寫而最後深植人

心的敘事。相較於對於「他者」的污名與戴妃的名人效應，有關博士就業的窘境

是透過一連串的報導，形成社會大眾對於學用落差的印象，並依個人的立場與地

位投射了不同的思考與想像，造成社會對於學用落差的觀點與看法。

傳播研究與實踐5(2)-03 戴伯芬.indd   57 2015/7/16   下午 05:52:31



JCRP, 5(2), July 201558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同時採取論述分析與敘事兩種方法，來掌握學用落差議題過程中不

同媒體的論述，以及被報導個案的敘事。一方面透過分析不同媒體之間意識型態

差異的比較，突顯高等教育問題的複雜多元價值，目的在解構媒體論述背後隱含

的權力關係；另外一方面則從閱聽人轉而研究被報導人的角色，探索媒體產製過

程中報導人與被報導人在報導中的敘事策略，目的在探索被報導人參與媒體產

制的可能性。在論述分析方面，本研究採取論述批判分析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此方法源於 1990 年代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術社群，希望藉由對

於符號資料的系統性調查，達到意識形態與權力解祕的作用。受到傅柯影響，論

述被定義為一種社會實踐，「隱含著特定論述事件和情境制度、社會結構之間的

辯證關係，此框架形塑論述，但同時論述也形塑框架」(Fairclough, Mulderrig, & 

Wodak, 1997: 258)。批判論述分析將語言視為一種權力關係下的社會實踐，在不

同取徑下運用不同的理論，而在公共場合和文類中的互文性與再脈絡化競爭論述

是關注焦點，目的在促成實踐與應用 (Wodak, 2004, 2009)。

應用論述批判分析有助於瞭解媒體如何製造學用落差的論述，但是卻缺乏主

體觀點，分析個案報導中的敘事則有助於理解互動式媒體報導過程中新的權力關

係。過去的媒體研究著重專業報導者的敘事，檢視報導人如何書寫與報導新聞事

件、人物，來塑造大眾的意識形態，甚至對於特定團體造成污名；然而，隨著互

動式報導的出現，被報導人不再扮演被動的角色，被報導人參與報導過程，具自

我策略的敘事方法可能應對與轉換結構困境，甚至主動反轉污名，透過報導而形

成名人效應。

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以及雞

排博士宋耿郎的新書《雞排博士教你開一間會賺錢的店》。為了突顯「學用落差」

的議題，在操作方面以「博士」、「就業」兩個關鍵字交叉比對，找出相關的報

導條目。之所以選擇博士與就業兩個關鍵詞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首先，博士就

業問題是學用落差中最常被媒體報導的爭議話題，具有大量人力資本的博士無法

適度就業成為臺灣文憑主義社會最大的反諷；其次，由於博士賣雞排個案引發社

會大眾對於學用落差議題的高度關注，形成不同的爭議論點，促成大眾有機會反

思主流社會的文憑主義價值觀。

《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是臺灣具有代表性的報紙，《蘋

果日報》除了平面報導之外，包含即時影像資訊，可以即時回應網絡社會閱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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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意見。為了探討高等教育擴張議題，統一各資料庫的期程，以 2003 年 5 月

1 日到 2014 年 11 月 30 日之間收錄的資料為主。利用《聯合報》、《中國時報》

以及《蘋果日報》三家報紙的資料庫做為主要的資料來源，選擇這三個資料庫來

進行比對，是想瞭解不同類型的平面媒體對於博士就業報導方式與內容的差異，

突顯大眾媒體本身隱而不顯的意識型態。《聯合報》的報導來源為聯合知識庫（聯

合知識庫，n.d.），資料時間內有 893 筆原始資料，經過比對之後得到 164 筆有

效條目；《中國時報》報導來源為知識贏家資料庫（知識贏家，n.d.），總計有

650 筆，經過比對之後有 103 筆有效條目；《蘋果日報》的來源主要為該報網路

版（蘋果日報，n.d.），得到 330 筆資料，經過實際過濾之後，符合研究主題約

有 86 筆 2。

3 家報紙收錄報導條目的原則有一些差異，聯合知識庫以記者的深度報導為

主，而地方記者的報導定期進行學校或系所的特色介紹，實際上為學校與系所置

入性行銷；知識贏家則收錄投書與評論性文章，特別是具有針砭時事及批判政策

的意涵；《蘋果日報》具有互動特性，透過深度採訪與自述報導來發掘不同的聲

音。由於不同資料庫收錄報導的標準有異，因此不進行量化的次數分配比較，這

是本研究的限制。以下先針對三家報紙對於學用落差報導的方式與內容採取內容

分析，進行三家媒體的社論與政策回應分析，以突顯不同媒體報導與主要立場的

差異；其次，分析三家媒體對於個案報導方式與內容之差異；最後，聚焦到雞排

博士宋耿郎個案，探討媒體如何進行報導，並檢視被報導者如何主動回應報導而

創造出新的文本。

肆、學用落差報導與回應的比較

一、學用落差問題的製造

《聯合報》以願景工程為題，進行「為青年尋路」四部曲的系列報導（見表

1），在 2013 年間總共出現 16 則報導，對於高等教育提出建言。第一部曲的五

篇報導自 2013 年 3 月 12 日開始刊登，背景為大陸，第一、二篇報導從北京大學

物理學院院長謝心澄放棄高薪回國談起，說明大陸如何推動「千人計畫」，透過

年薪 6 至 7 萬美元，外加免費住房、醫療保險、幼兒、中學免費就學等全套福利，

2 舉凡文中引用《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的文章，資料均各引自聯合知識庫（http://
udndata.com/）、知識贏家資料庫（http://kmw.chinatimes.com/）、蘋果日報網路版的電子資料
（http://search.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search），如於文中作為舉例說明所用，無內文引用，
則不另列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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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吸引海外頂尖人才；第三篇報導以中研院院士朱經武博士訪談終結，提到美國

留住人才經驗與臺灣研究經費使用的諸多限制，得到結論是：「只要能幫台灣，

大陸人又有何妨」（王彩鸝，2013 年 3 月 12 日）。第四、五篇報導則從統計資

料描述人力供需失衡問題。

第二部曲的背景是歐洲，說明新世代因面臨就業困難所形成的病態社會心

理。第一篇報導以私立美和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翁令珍為訪問對象，認為大

學畢業生一出社會就面臨挫折、無助，新世代「繭居族、隱蔽青年、啃老族」成

標題 報導 時間

搶救人才　給人給錢 ‧ 官方挺　領產業升級！他

寧棄美國高薪

為青年尋路首部曲╱特派記者

陳雲上╱大陸報導
2013.03.12

搶救人才跨國採訪　陸推千人計畫　吸海外頂尖人

才
陳雲上╱大陸報導 2013.03.12

朱經武　談觀念　只要能幫臺灣　大陸人又有何妨 記者王彩鸝╱臺北報導 2013.03.12

供需斷層　人求事　事求人……職場黑洞　我在捉

迷藏
記者陳雲上╱臺北報導 2013.02.26

拚出頭路拒學、人際退縮　尼特的徵兆
為青年尋路 二部曲╱記者劉

星君
2013.05.27

拚出頭路跨國採訪　西班牙青年　半數沒頭路　失

去戰場的鬥牛士
特派記者江睿智╱西班牙報導 2013.05.28

跨國採訪　適性發展　德小四就依成績分流 特派記者江睿智╱德國報導 2013.06.03

拚出頭路職訓……給碩博士職場敲門磚 記者江睿智 2013.06.04

拚出頭路跨國採訪　尋找產業救世主　東京大學

TLO　催生　「日本的祖克柏」
特派記者林安妮╱日本報導 2013.06.10

為青年尋路　Ｘ世代領航　Ｙ世代創意　別讓父子

搶工作

詹火生╱臺大兼任教授、林昭

禎╱臺大博士候選人
2013.06.11

現象與建言　三帖藥　拚轉骨　不怕倒閉潮 怎麼

救高教？整併或退場、碩士班分流、與企業交流 
這款大學生……難操不耐磨、素質直直落、經濟怎

點火 

為青年尋路三部曲╱高教轉

骨．記者張錦弘
2013.08.26

南韓　打造諾貝爾夢　砸錢不手軟　跨國採訪　南

韓翻身契機　企業砸錢　高教大換血　科系融合，

是目前南韓理工科系的發展顯學，希望培育出像賈

伯斯這樣的天才。

高教轉骨．特派記者魏忻忻╱

首爾報導
2013.09.02

臺科大校長：別急著升學，愈早就業愈好 高教轉骨．記者鄭宏斌 2013.09.10

訂單式育才　技職教育找回身價  高教轉骨．記者張錦弘 2013.09.09

月底推專法　蔣偉寧：企業協助育才將獎勵 記者王彩鸝╱臺北報導 2013.09.22

德國　年金少到死不了　但也過不好　退休想過好

日子　還得自掏腰包買養老金　勞工負擔加重了 
年輕世代更擔心　低薪買不起私人年金

《聯合報》．A9．為青年尋

路四部曲╱給他未來．特派記

者江睿智╱柏林報導

2013.12.10

為青年尋路論壇 12 月 2 日　來聽 3 位青年奮鬥故事 記者蔡容喬╱高雄報導 2014.11.03

表 1：《聯合報》願景工程四部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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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代的家庭與社會問題。接下來在西班牙的跨國採訪報導，同樣呈現出經濟不

景氣下年輕世代的就業困境；但在德國、日本的採訪經驗中卻轉而介紹高等教育

的經驗，德國介紹教育分流的理念與成效，日本則引介東京大學 TLO 校園內的

技轉公司，宣傳大學產學合作機制，並藉機傳達經濟部為協助待業的碩、博士就

業政策，提供 2 千個免費專業研習機會與就業媒合。最後一篇報導是由國立臺灣

大學社工系詹火生與林昭禎所共同發表的〈青年尋路　X 世代領航　Ｙ世代創意

　別讓父子搶工作〉，批判低薪與不穩定就業造成臺灣人才外流，造成「缺工」

與「失業」並存。 

第三部曲背景回到臺灣，先介紹教育部次長陳德華的說法，提出大學整併

或退場、碩士班分流、與企業交流「三帖藥」，來治療高教病症。第二篇報導探

討南韓砸錢努力追求諾貝爾獎的高教政策給予正面評價，引用浦項工大校長金用

民豪氣的作法與期待，也論及首爾大學、南韓科學技術院（KAIST）重金邀請諾

貝爾獎得主擔任校長，不過最後卻又點出黃禹錫幹細胞造假所引發的研究倫理議

題。接下來的 3 篇高教報導分別是由國立臺科大校長廖慶榮提出「別急著升學愈

早就業愈好」的建議，國立臺北科大校長姚立德、元智大學校長張進福，以及佛

光大學校長楊朝祥指出技職教育斷層的問題，最後一篇則是由教育部部長蔣偉寧

提出《技職教育專法》和《促進人才培育與發展條例》，獎勵企業協助教育。

最後一部曲出現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僅有 2 篇，第一篇以德國年金為主

題報導，提到政府為因應人口老化及退休潮，展開一系列年金改革，由於保費調

高、所得替代率下降，造成高齡勞工退休失去社會保障；第二篇則是在高雄國立

中山大學舉行的 3 位青年奮鬥故事活動介紹。

《聯合報》的願景工程四部組曲表面上看來是包含跨國經驗的專題系列報

導，但缺乏系統性與連貫性，對於高教核心問題避重就輕，反而著重政策與活動

的文宣。首先，三部曲的報導形式並未統一，也未對焦當前的教育議題，整合跨

國報導的主題，而是隨性地拼湊既有的教育新聞報導，甚至是筆者投書、報社活

動預告，專題報導的水準良莠不齊，很難視為統一的「系列」。從報導內容來分

析，將高教問題歸因於兩岸對立，以及全球年輕世代退縮與啃老的心態，同時置

入教育部官員、大學校長等特定對象行銷產學合作的高教政策，避開教育部放任

高教擴張的問責，也淡化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中國時報》的知識贏家資料庫收錄的相關報導以專欄文章為主，屬對外邀

稿性質，涉及議題包含企業低薪、退場機制、教育分流、高教失業與低度就業、

雙薪教授以及人才外流等議題。以觀念平臺專欄為例，包含臺灣學界對於教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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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討論，相關的教育議題有 3 則。周成功的〈退休教授任教私校　哪裡「不公

不義」？〉一文，反駁二春教授不公不義的指控，認為退休教師到私校可以改善

師資；張瑞雄〈臺灣問題在人才太多、位置太少〉，批評經建會在總統府專題報

告〈人才問題挑戰與因應〉中的 5 大亮點，包括放寬移民限制以吸引外籍人才留

在臺灣、讓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外國大學來臺設大學、讓碩士班分流，就業導向

的碩士生無需再寫論文也可畢業。他認為臺灣高教的根本問題在於經濟表現不

佳，無法開創更多就業，高教對外開放的結果反而造成臺灣工作機會被取代；孫

振義的〈大學應該坦然面對熄燈號〉，則著眼於大學的轉型與資源再利用，包含

學校經營主體、教職人員、設備與空間的重整。從專欄的報導看來，《中國時報》

對於高等教育政策主要採取批判性的角度，特別批判政府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報

導立場上會出現相互矛盾現象，如一方面批判二春教授不公不義 3，另外一方面

又刊登反駁的投書看法，顯示《中國時報》對於高等教育的立場並不一致。

《蘋果日報》報導方式較《聯合報》、《中國時報》更加多元，社論與個

案報導數量俱多，除了記者採訪報導之外，另有訪問與自述報導，呈現高學歷者

的就業、求學以及愛情與婚姻所面臨的困境。一般報導內容著重教育品質下降以

及年輕就業市場問題，如〈九成大學生自認素質低〉、〈大學高中化研究所大學

化〉，投書像是周祝英〈不景氣中提升大學生水準〉，質疑當前高等教育品質低

落；另外一方面，《蘋果日報》也關心年輕世代的勞動剝削問題，如〈中華電信

剝削臺灣年輕人〉、〈臺灣悲歌　臺青澳洲挖礦　炸斷手〉，揭露臺灣年輕勞工

的困境。

從以上三家媒體資料庫所蒐集到的資料分析，發現三家媒體的報導方式有很

大差異，《聯合報》主要以記者專題報導為主，地方記者主要報導特定大學的活

動宣傳與廣告，如大學公關室的延伸，對於政策不直接批判，間接藉讀者投書來

表現對於政策不滿；《中國時報》除了一般報導、社論皆主動批判教育政策之外，

邀請名人專欄評論來呈現高教議題的評論，如觀念平台、名家專論或者是三少四

壯集等，對高等教育政策提出不同觀點與立場的評論，報導內容經常出現相互矛

盾立場；《蘋果日報》則是用專題報導加上蘋論，配合採訪報導以及自述性報導，

反映了報社一致的立場，表達對政策批判，並深掘被報導人的職涯困境。

3 關鍵字搜尋中未包含觀念平台中一篇相關報導，周平，〈雙薪教授應速立法予以規範〉，《中國
時報》，2010年 9月 20日。此文明顯與周成功一文的立場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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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異化的媒體論述 

從 3 家報社的資料庫發現對於高等教育問題的社論總共有 19 篇（見表 2），

《聯合報》有 3 篇、《中國時報》4 篇，《蘋論》則高達 12 篇，顯示對於高教

問題的重視。《聯合報》的社論〈從博士糕餅師反思職業與知識〉強調要拋開傳

統職業尊卑的眼光，尊重自我追求的過程；〈從雙薪教授談世代剝奪〉一文從社

會所得分配公平性，嚴厲批判雙薪教授對年輕世代造成的排擠效果，更導致民怨

延燒向政府對整體軍公教退撫的優遇；〈博士賣雞排 vs. 吳寶春念不成 EMBA〉

一文探討「學歷無用論」，認為學歷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與學歷商品化的核心

價值，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主張「推動現有大學施行終身教育」。

《中國時報》的社論有 4 篇，〈民粹思維　拖垮臺灣人才競爭態勢〉分析臺

灣高教當前的危機為鎖國的民粹思考，對於人才的封閉性以及缺乏競爭的薪資制

報紙名稱 社論標題 時間 內容

《聯合報》

〈從博士糕餅師反思職業與知識〉 2012.08.28 職業尊卑

〈從雙薪教授談世代剝奪〉 2012.10.19 反對雙薪

〈博士賣雞排 vs. 吳寶春念不成 EMBA〉 2013.03.22 職業尊卑

《中國時報》

〈《社論》民粹思維　拖垮臺灣人才競爭態

勢〉
2011.04.30 彈性薪資

〈政府不該助長教育資源誤置〉 2011.10.21 反對補貼政策

〈《社論》臺灣人才斷層危機　不容低估〉 2012.08.09 彈性薪資

〈《社論》雞排博士人生轉軌　凸顯高教多

元價值〉
2013.03.22 多元價值

《蘋果日報》

〈官員沒常識〉 2009.06.15 批判馬政府

〈棄絕博士學者神話〉 2009.08.21 批判馬政府

〈高學歷浪費〉 2010.09.22 反文憑主義

〈博士漏氣〉 2011.03.17 反文憑主義

〈人才不足還限制外才〉 2011.06.09 人才開放

〈大學教師不可齊頭加薪〉 2011.06.11 彈性薪資

〈蘋論：政府又把你我當凱子〉 2011.10.20 反政策買票

〈考試只有五十幾　沒關係〉 2012.07.19 反文憑主義

〈學歷背後的魔障〉 2013.03.23 批判馬政府

〈僵化的在職教育〉 2013.03.25 反文憑主義

〈太多人考公務員非好事〉 2013.07.09 反公務員

〈博士神話的幻滅〉 2014.06.03 批判馬政府

表 2：3 家媒體的社論報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聯合知識庫（n.d.）、蘋果日報（n.d.）、知識贏家（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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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造成人才外流主因；〈政府不該助長教育資源誤置〉則是大力批判國科會

的 57K 計畫，反對國科會對特定學門博士生的補貼政策，阻礙博士進入就業市

場的競爭；〈台灣人才斷層危機　不容低估〉籲打破齊頭式的平等，以彈性薪資

制度來挽救人才流失的危機；〈雞排博士人生轉軌　凸顯高教多元價值〉指出教

育的目標在於心智啟蒙、訓練專業技能以及人文解放，從大學做為通識（博雅）

教育的立場，主張教育應朝多元取向、包容尊重的社會價值觀。

《蘋果日報》批判高等教育相關的社論數量最多，達 12 篇。其中有 4 篇是

對於馬政府與官僚體制的批判，包含〈官員沒常識〉、〈棄絕博士學者神話〉、

〈學歷背後的魔障〉、〈博士神話的幻滅〉，批判博士官員缺乏常識，具有傲慢

的菁英主義態度，集體性格「是權威、潔癖、孤高、『君子遠庖廚』、欠缺常識、

看不起非學術部門的其他專業；仍自戀地浸泡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

數千年迂腐醬缸裡」（蘋果日報，2009 年 8 月 21 日）。而此學歷神話乃源於儒

家對士大夫的迷信，以及對技能的輕視。有 3 篇是採取學歷無用論的立場，〈高

學歷浪費〉討論 61 名博士報考普考，錄取了 5 人，博士與高中畢業者競爭低階

白領工作；〈博士漏氣〉討論公務員初等考試放榜，16 名博士都落榜；〈考試

只有五十幾　沒關係〉以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歌《沒關係》來鼓勵學子行行出狀元。

其他的報導則分別批判了當前的政策，〈僵化的在職教育〉嚴厲批判政大 EMBA

不收吳寶春事件；〈人才不足還限制外才〉一文則批評當前的移民政策阻礙了外

國人才的進入；〈大學教師不可齊頭加薪〉則是反對教育界齊頭式的平等；〈政

府又把你我當凱子〉批判 57K 生技博士政策，質疑政府是期約賄選與變相買票，

反問國科會要交待為何企業不用博士？為什麼不管制博士數量？為何不循市場機

制進行公平競爭？而〈太多人考公務員非好事〉一文認為現在社會熱衷公職考試

反映了經濟情況惡化、年輕人失去創新以及不事生產。《蘋果日報》對傳統官僚

體制與文憑主義展開反諷式批判，一方面強調自由市場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

濟的干預、對教育體制的管制；另外一方面，也帶著強烈反官僚、反智的色彩，

反對年輕世代投入公職考試，反諷博士強擠官場窄門的窘態。

三、媒體回應高教政策的立場比較

當媒體開始大量轟炸「高學歷不務正業」的訊息，國家也開始回應社會對於

高學歷者的失業與學用落差的質疑，提出解決就業的政策方案。針對高學歷低就

業的議題，教育部在 2009 年推動「就學安全網計畫」與「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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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透過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以及強化學校產學合作關係，來

穩定學生就學與大專生就業，政府以補助到企業工作的大專畢業生每月 2 萬 2 千

元與勞、健保及勞退金（俗稱 22K 方案），來降低高學歷的失業。而科技部（前

身為國科會）也提出了「生技博士養成計畫」（2003 年，俗稱 57K 方案）、國

科會擴大博後徵才計畫（2009），提供博士後進入企業的工作機會。

《聯合報》對於 2009 年政府一系列的就業政策的報導多加以肯定的字眼，

如〈政府籌投 650億預算：救休學、助就業〉、〈大專以上失業 6.9萬頭路等你〉、

〈救高學歷失業　國科會聘高薪助理〉，報導內容主要在宣揚政府的補助政策，

雖然同時間登出劉仁沛（國立臺大農藝系教授）的〈產學不升級　就業難媒合〉、

陳啟濃（博士候選人）〈有學歷欠磨練……博士滿街跑〉（投縣水里），以及闕

百華（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滿街失業碩博士　快檢討高教政策〉的評論，

但是社論卻採取不直接批評高教擴張政策。《蘋果日報》比較著重於青年就業困

境的真實報導，像是〈大學生起薪 2 萬 8 縮水最多〉、〈萬人搶千缺　博士當學

徒〉、〈請給我一份工作　沒經驗吃虧　盼給新人機會〉，反映年輕世代就業低

薪的困境。

相較而言，《中國時報》除了報導之外，還直接提出批評的報導，如〈各界

褒貶不一「碩博士都失業上課能找到工作？」〉、〈聘助理救失業　教部超高薪〉

指責政府預算編列浮爛養肥貓。其中一篇記者林志成（2011）〈教部回嗆土財主：

大學非職訓所〉的報導，針對有企業要找臺大碩博士生提皮包、買便當，被教育

部高教司長何卓飛回嗆：「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企業用人，必須想想自己是否

該盡責任」（林志成，2010 年 5 月 25 日）。《中國時報》不但對於教育政策提

出批判性的看法，積極捍衛知識份子的利益與尊嚴，批評企業必須承擔人才培養

的責任。

針對科技部的「生技博士養成計畫」與「擴大博後徵才計畫」，《聯合報》

同樣未提批判政策。《中國時報》以社論〈政府不該助長教育資源誤置〉來表達

異議，認為教育政策必須緊縮，而非持續用政府補貼方式來解決生產過剩的博士

失業問題，而蘋論也持類似立場，〈政府又把你我當凱子〉對於政策採取一貫的

批判立場，在〈不能馴養反成負擔〉一文中指出當前學用落差的原因，在於「政

府卻忽略了社會及企業的消化量，滿足了莘莘學子的升學需求」（黃峰文，2003

年 11 月 7 日）。對於「57K 救博士」方案，標題引用中研院翁啟惠院長的看法，

認為「提升產業水平卡實在」。

對於高學歷低就的現象，《聯合報》主要觀點為博士應調整心態、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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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來因應，《中國時報》則認為國家應該控管博士員額、大學退場；《蘋果日報》

則認為應由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大學存廢與人才聘僱。在人才流動方面，《聯合

報》比較關注兩岸人才交流，中時與蘋果則主張人才開放，同時關心人才外留的

問題。對於彈性薪資方面，3 個媒體的看法一致，認為大學應採取彈性薪資制，

但是《中國時報》以〈「彈薪」無競爭力　延攬國際人才僅 1%〉，批評目前的

彈性薪資政策並未被真正落實攬才的效果。最後，在高教擴張的對策方面，《聯

合報》主張國際化、開放政策；《中國時報》則強調控管大學、建立退場機制；

《蘋果日報》則主張開放、市場機制競爭中的大學退場。

透過考查 3 家平面媒體的報導方式、報導內容、社論以及回應政策的報導

（見表 3），可以綜合出以下結論，3 家媒體雖然都帶著新自由主義的色彩，主

張政策開放、市場競爭，但是在教育價值觀以及回應高等教育危機的方式卻有些

許差異。《聯合報》為具有實用與功利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以內控式的系列報

導，訴求高學歷者改變心態、走出臺灣，除了社論中有一篇對於二春教授的議題

之外，極少回應與批判政策，反而不斷指責教改運動要為高教危機負責；《中國

政策議題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

高學歷低就業

政策

教 育 部：「 就 學

安全網計畫」和

「培育優質人力

促進就業計畫」

（2009）。

肯定，宣傳。 批判，社會問題，

應縮小學用落差。

不評論，僅反映

年輕學子的就業

困境。

科 技 部：「 生 技

博士養成計畫」

（2003）。

博士調整心態轉

業，朝向國際化

發展，加強產學

合作。

批判，錯誤政策，

應緊縮教育。

批判，官僚體制

的問題，市場自

由競爭，以市場

導向的學習。

科技部：國科會

擴大博後徵才計

畫（2009）。

肯定，宣傳。 大學退場，要求企

業承擔社會責任。

批判，市場競爭，

提升產業水平。

人才流動 彈性薪資、有條

件的移民政策。

兩岸開放，引入

技術移民；贊成

彈性薪資。

全球開放人才、

防止人才外流；

贊成彈性薪資，

但批判成效。

全球開放人才；

贊成彈性薪資。

高等教育擴張 教育政策鬆綁、

自由經濟貿易區。

國際化、開放性

競爭。

國家控管、大學

退場。

開放競爭、市場

機制的大學退場。

教育價值觀 擁護政府的保守

主義、實用主義。

批判政策的保守

主義、政策介入

控管。

自由主義，反對

文憑主義、反智

主義、關注青年

就業困境。

表 3：3 個平面媒體對於高等教育立場的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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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提供名人專欄表達異議，雖批判高教政策，要求緊縮教育政策、控管博士

員額，但傾向於鞏固智識階級的保守主義，擁護彈性薪資政策，強調國家政策干

預；《蘋果日報》採取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政治干預，提供一般閱聽人即時的回

應，一方面同情年輕世代的勞動處境，呼籲社會提供給年輕世代更多機會；另一

方面帶有強烈反文憑主義、反智的色彩，批判以智識階級構成的統治集團之愚昧

無知。

伍、學用落差：從污名到名人效應

一、三大主流報紙學用落差個案報導的比較

《聯合報》在 2003 年 4 月 22 日以〈留美碩士，台北開計程車〉為題（陳英

姿，2003 年 4 月 20 日），拉開臺灣學用落差個案報導的序曲，記者用「台灣學

歷最高的計程車司機」來突顯當事人學非所用的困境，此後高學歷低就與失業的

窘境就成了媒體爭相報導的題材。從 3 家平面媒體對於個案的報導數量來比較，

《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各有 6 則，而《蘋果日報》的報導多達 18 則。

《聯合報》的 6 則報導中正面多於負面。在負面報導方面，留俄博士蔡小姐

搶臨時工職缺，以及國立臺大博士生溫先生放棄學業改當業務員，皆反映了當前

博士就業困境。在正面報導方面，轉賣雞排博士生宋耿郎以「行行出狀元」來反

駁鴻海郭台銘董事長的「浪費教育資源說」，之後《聯合報》對於博士生的轉業

報導即趨於正面，如博士生曾志雄因遭遇多重人生變故，中輟學位改投軍旅擔任

醫務兵；原住民博士生羅恩加回尖石新光部落，以泰雅族傳統與自然共生耕作方

式為基礎，推廣酵素培養土壤的漢方農技，並透過至善基金會原鄉活泉計畫來改

善產銷管道；石念祖博士回臺南原鄉賣魚丸，透過臺南市勞工局舉辦「青年創業

就業論壇─頭家ㄟ夢」，成為青年創業的正面教材，這 3 則報導都強調博士生

具有轉業主動性，在學術之外的場域取得新的可能性，淡化高學歷者的就業困境。

《中國時報》的 6 則相關報導，有 3 則為負面報導，包含魏姓留洋生技博士

人浮於事的感嘆、長春藤名校博士 Jay 淪為「流浪博士」、甚至是國立中央大學

王姓博士生自殺，都表現出博士所面臨的就業市場困境。3 則正面報導方面則以

李碧娟女博士投筆從戎，強調軍中穩定待遇對於她的就業吸引力；引用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鄭勝華肯定攻讀博士過程的成長與歷練，以及國立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博士藍逸之，勇於嚐試教職之外的工作，回應學用落

差；型農博士杜司偉放棄矽谷工作，回高雄桃源區種田，戲劇性的職涯轉換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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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微電影中的故事主角。《中國時報》呈現出博士學用落差的兩種處境，一是

匿名、受就業市場影響的失業或低度就業窘境，突顯高學歷者的就業困難；二是

具名、具有主動性的博士職涯轉換，表達他們成功轉職的經驗。

《蘋果日報》對於學用落差的個案報導的以負面新聞居多，包含〈永不出象

牙塔的博士〉、〈天之驕女沒出息〉、〈研究生淪街友 偷多多止飢〉、〈畢業

找嘸出路　博士生吊死〉、〈二千碩博士　爭爬電桿〉。從性別角色觀點，吳淡

如大談博士之妻的難為，批評永不出象牙塔的博士，「框限他的不是學識，而是

他自己的人格特質」（吳淡如，2004 年 8 月 13 日）。另外一篇施寄青的專欄則

呈現女性醫學博士寧被包養也不願意自立的心態，這兩篇專欄呈現出高學歷者偏

差的人格與心態，反映了在傳統科舉文化下高學歷人格的偏頗，在於人生目標太

過狹隘，以為只要念好書就會有成功人生。

另外 3 則社會新聞的報導更誇張化高學歷低就業者人生的窘境。在研究生淪

為街友一文，刻意詳細介紹該生高中到研究所肄業的學校系所，曾任醫院保全、

補習班老師，由於嫌薪水太少，現在家淪為啃老族，放上多多、超商錄影帶以及

警局吃泡麵的照片，表現出高學歷者淪落「偷多多止渴」的窘境。在博士生吊死

報導中，《蘋果日報》特別配上國立中央大學的校門照片，鉅細靡遺地報導剛通

過口試與論文的博士生寫下「出口在哪裡─死」，描繪出該生由於面對未來的

不確定性而輕生。最後一則臺電基層考試報導，標題上強調出 2 千碩博士「爭爬

電桿」，用台電的圖片電線桿與考試圖片並列，並提供臺電基層人員考試的詳細

報考人數有 1 萬 8,773 人，博士 11 人、碩士 2,138 人、大學 1 萬 2,634 人、高中

職 3,990 人，甚至報導「台電已在研議未來筆試出題較簡單，讓高中職學歷者有

更多機會進入複試」，突顯高學歷爭搶藍領職務人員的困境。這些負面報導配上

圖片來誇大高學歷者的「偏差行為」，在博士自殺以及肄業碩士偷竊報導中並刻

意羅列當事人優秀學歷來對比當前的慘況；而台電基層考試，標題略過報名最多

的大學生而聚焦於碩博士，刻意誇張碩博士當前不堪的處境。

唯一的正面報導只有雞排博士生宋耿郎個案，《蘋果日報》連續用 10 則報

導來密集追蹤「雞排博士」的發展 4。事實上雞排博士生宋耿郎並未完成博士學

位，一開始卻以「博士」為標題（而非博士肄業）來稱之，這一連串主角現身的

4 包含在研究時間點之外的一則最新報導，主題為〈雞排博士跨行當作家　買雞排送新書〉，參考
網 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50207/556023/applesearch/%E9
%9B%9E%E6%8E%92%E5%8D%9A%E5%A3%AB%E8%B7%A8%E8%A1%8C%E7%95%B6
%E4%BD%9C%E5%AE%B6%E3%80%80%E8%B2%B7%E9%9B%9E%E6%8E%92%E9%80
%81%E6%96%B0%E6%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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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強化報導，果然引起大眾對於雞排博士的熱烈討論，讓其他兩大報不得不跟

進報導，雞排博士生成為跨媒體報導的代表性個案。

訪問報導有兩篇：〈見人五子登科　博士焦慮深〉、〈博士找事難　學生不

讀書〉。個案一為萬年助教小霞碩士研究生（27 歲）表達延畢碩士生對於前途

焦慮，以及大家普遍不願意再深造博士的心態。個案二為唐山書局老闆陳隆昊，

從閱讀人口的減少說明書商經營的困境，也反映現在學子「不讀紙本書」的原因

是無法再「以學術為志業」。

在自述性的採訪報導「人間異語」中有 3 個受訪個案分別表現出兼任教師、

博士生以及留洋博士的個案困境。個案一是兼課中文教師李子赫（37 歲）談他

「三十而立」的生命困境，35 歲才完成博士學位，開始在國立大學兼課的游牧

歷程，由於就業的不穩定而無法承諾女友一個家庭，以及他因流動兼課的車禍意

外，造成他「此恨綿綿無絕期」；個案二是靠學位養「家」的臺大侯姓博士生（38

歲），住在月付 7,000 元的學校宿舍，住宿費用超過她收入的 1/3，提到她身邊

的博士班友人們多半也把學位擱著、另謀出路，因為他們知道念完博士也未必找

得到工作，她不但不打算念完博士學位，還要再考另外一個博士資格，利用博士

身分來取得「廉價住屋」，她感嘆：「我常覺得自己明明是青壯年，卻有風中殘

燭的悲哀」（侯小姐，2014 年 11 月 26 日）。個案三是在 2000 年回國就業的生

技洋博士 B 君，他回國先在某國家機構當學士級研究助理，之後進公立大學做博

士後研究，過著半年延發薪水的不穩定生活，他批評當前學制體制是為研究而犧

牲教學，更指出臺灣生技業博士的困境是「大多在做業務員，不是賣中藥、西藥

跟飼料，就是賣實驗試劑跟材料，做研發的很少」（李子赫，2014年11月30日）。

對兼職就業博士、博士生以及留洋歸國博士自述性的採訪，完整呈現當事人生命

歷程與困境，讓讀者瞭解博士面對的不僅是低度就業的問題，還是整個生命經驗

的困境。

從 3 家平面媒體個案報導方式的比較（見表 4），可以發現其共同點在於對

於博士就業都有正、反不同的報導，但是在報導方式與內容卻有明顯差異。《蘋

果日報》比《聯合報》、《中國時報》更加多元，特別強化對於個案經驗的報導，

以訪問、自述的方式呈現出高學歷者的生命經驗以及其他名人的觀察與回應。在

報導內容方面，《聯合報》比較傾向於高學歷轉業的正向報導，淡化高學歷面臨

的就業問題，而《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則傾向於對於高學歷的就業困境做

負面報導，強調社會結構的問題，《蘋果日報》雖一向擅長誇大「偏差行為」，

但也更深入探索不同高學歷者的價值觀與生命歷程，掌握到部分高學歷者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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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被報導人 日期

《聯合報》

1. 北縣徵才擠爆　留俄博士搶短期工 「五

味雜陳」

蔡小姐 2009.06.23

2. 高學歷薪情差　放棄念博士　改當業務員 温先生 2013.01.02
3. 駁郭董　雞排博士生：行行出狀元 宋耿郎 2013.03.15
4. 幫部落脫貧　博士生返鄉　推契作蔬菜 羅恩加 2014.06.06
5. 生離死別的領悟　博士生中輟　當起醫

務兵

陳建明 2014.03.14

6. 不忍父過勞　博士回鄉賣魚丸  石念祖 2014.10.27

《中國時報》

1. 《苦情案例》生技洋博士　失望又感慨 魏博士 2007.09.02
2. 找不到頭路　一堆博士家裡蹲 長春藤名校洋博士 Jay 2007.09.02
3. 女博士投筆從戎　從基層做起 李碧娟 2010.12.13
4. 賣雞排不行？博士：個人選擇 鄭勝華（高師大兼任

教師）、藍逸之（國

立臺北大學博士生） 

2013.03.18

5. 博士扮型農　微電影軋 3 角 37 歲企管博士杜司偉 2013.12.05
6. 書桌留「死」字　博士生上吊亡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

程學系王姓博士生

2014.04.09

《蘋果日報》

1. 永不出塔的博士 張博士 2004.08.13
2. 博士找事難　學生不讀書 陳隆昊，唐山書局老闆 2007.02.27 
3. 見人五子登科　博士焦慮深 小霞，碩士研究生 2007.05.21
4. 人間異語：大學爭升遷　負債也要讀博士 萬年助教林先生 2009.12.14 
5. 天之驕女沒出息 她 2010.11.11
6. 人間異語：尖端產業變賣藥　博士要出走 B 君 2011.09.03 
7. 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

 郭董數落　博士雞排反大賣／

 「博士雞排」紅到開分店　老闆：謝謝

郭台銘／

 雞排博士首場校園演講　鼓勵打工、做

業務／

 雞排博士開講「如果重來　不讀博士」／

 博士雞排　要開分店了／

 雞排博士演講　老粉絲鼓勵「把前妻追

回來」／

 彎腰苦幹　雞排博士闖出一片天／

 博士雞排摸彩　挨轟洩個資

宋耿郎、工程師任維

海

2013.03.10
2013.03.25
2013.05.06

2013.05.22

2013.05.23
2013.08.11
2014.03.16

2014.03.18
2014.06.29

8. 研究生淪街友　偷多多止飢 吳姓男子 2014.03.18
9. 畢業找嘸出路　博士生吊死  王姓博士生 2014.04.09
10. 二千碩博士　爭爬電桿 曾姓生醫碩士、國立

政大教育系教授秦夢

群、《Career》 雜 誌

總編輯臧聲遠

2014.06.30

11. 我念博士班　只為了「存」個家 侯小姐 2014.11.26
12. 游牧老師　對人生好疑惑 李子赫 2014.11.30

表 4：3 家平面媒體對於博士就業的個案報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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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就業困境，深入探討職涯之外愛情與婚姻的不穩定。這種雙面報導的手法

一方面挑戰了過去的文憑主義，讓社會大眾看到聯考「人生勝利組」的失敗，可

以滿足教育競爭失利者「幸災樂禍」的心態；另外一方面，以深入的自述報導來

反映高學歷者的困境，甚至為他們發聲來批判學術制度與就業環境的問題，以取

得年輕世代的肯定與認同。

二、反轉污名：博士生賣雞排的名人效應

2013 年 3 月 10 日開始，《蘋果日報》以〈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做連

續深入的個案追蹤報導，之後用系列報導來追蹤「雞排博士」的發展。第一篇報

導用「趕快來買，博士幫你炸的雞排喔！」（蕭夙眉、朱俊彥、鄭敏玲，2013

年 03 月 10 日）的吆喝聲來吸引讀者注意，配上刻意放大貼在門口的國立政治大

學學生證，以及用口罩遮去半臉、手拿炸好雞排的宋生照片，交待他從高中到研

究所的高學歷背景，到家庭背景為離婚、育有三子，最後再加上當事人正面的照

片，完全不同於過去失意落魄、匿名、隱身、片斷化的博士就業報導。第二、三

篇報導呈現「博士雞排」大賣，反駁郭台銘「浪費教育資源」說，以清楚的宋生

正面照片、背景為店面配上可口雞排，甚至訪問到「碩士」顧客大讚好吃，刻意

拍攝店面前等待的顧客，報導宋生打算註冊商標「博士雞排」，達到反駁郭台銘

批評的效果。第四、五篇報導開始介紹雞排博士生後續「超越本業」的各種商業

活動，包含演講、商演摸彩活動，將轉職經驗現身說法；第六篇報導雞排博士開

分店的訊息；第七篇之後持續報導演講以及最近出書的動態。這一連串男主角現

身說法的正面強化報導，表現出博士學位中輟、轉業的心路歷程，透過具名、連

續的報導果然「棒紅」雞排博士生，成功地在媒體與網路上引起大眾對於「雞排

博士」的熱烈討論，也讓其他兩大報不得不跟進報導，同時都以社論來處理這個

議題，並陸續刊出多篇筆者投書，顯示這個正面現身的學用落差個案所引發的媒

體漣漪效應。

《聯合報》在 3 月 15 日率先跟進，由記者陳靜宜、陳宏睿進行採訪報導，

在雞排博士生新聞報導之後，《聯合報》採用成功的博士轉職經驗來取代負面的

博士失業報導。同一時間接受刊登的投書分別是戴弘義〈環境差　博士讓位現

實〉（兼職教師）、朱立安〈教育浪費稅？錯誤教改　拿百姓開刀〉（教）、李

沃牆（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博士賣雞排　不只在台灣學歷通膨　全球

得病〉，以及楊渡《名人堂》專欄〈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聯合報》專

欄的幾篇文章主要回應郭台銘「高教低就浪費稅」的看法，將高教通膨視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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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共同困境，強調博士讓位現實就業環境的選擇，但同時維持一貫「錯指課責

對象」的立場：避開對於教育部高教政策的批評而轉嫁責任於教改運動。

《中國時報》雖未再做平面專訪報導，但該子集團中天電視在 6 月 3 日進行

電子媒體專訪。兩篇投書分別由戴伯芬（高教工會理事長）〈博士為何會去賣雞

排〉，以及許惠琪（博士生）〈走出『學以致用』的窠臼〉，戴文認為此個案牽

涉到更複雜的國家人力資源政策、產業需求、社會文化期望等因素，交付市場供

需決定而受文憑主義引導，才是造成當前高教人才通縮的主因。而許文主要的立

場在強調跳脫迎合就業條件的功利主義，才能開拓新領域。

一位中輟、離婚的雞排博士生積極翻轉生涯失敗的經驗，利用媒體的宣傳效

用持續擴展事業版圖。首先，是本業雞排生意大好而擴張分店，依《蘋果日報》

的報導，在郭董批評浪費教育資源之後，知名度及業績比以前暴增 3 倍，宋生開

始徵人、宣稱註冊商標、開分店以擴大營業；其次，以雞排博士為名號進行後續

的演講、商演活動，公開給予大眾創業建議。他打鐵趁熱地在 2015 年出版了新

書《雞排博士教你開一間會賺錢的店》，封面用「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準

備創業第一天就懂宣傳」，清楚表示：「就我們創業的人來說，不但要會生產產

品，更要學會生產新聞」（宋耿郎，2015：29）。他很清楚知道博士雞排賣的是

「博士」而非「雞排」，刻意以反差觀感製造出社會異常現象以吸引媒體注意。

而他自認的成功之道在於「不斷地創造故事，而非不斷地壓低價格」（宋耿郎，

2015：93）。

在主流平面媒體以及電子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雞排博士生的人生轉折成為大

眾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從他過去成績至上的價值觀，到高中教書的前妻羅列他

百大罪狀因而提出離婚，一直到為了養育 3 個子女而賣雞排，雖然他並不否定念

書的重要性，但是卻懊悔地說道：「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我不會去念博士。」

（方德琳，2013）反文憑主義的理念背後是功利與實用主義的思維，一個原本是

人生勝利組的失敗故事意外地成為社會的創業與立志奮鬥典範，他的故事回應了

每個人生涯中可能出現的錯誤選擇，以及承擔失敗、重新站起來的勇氣；另外一

方面，歷經金融海嘯等全球經濟循環之後，此個案更反映了臺灣社會大眾對於高

學歷低就業的集體焦慮，失婚的懊悔與養兒育女的重擔，在他身上投射了自己、

自己的子女或者是未來子女的生涯不穩定恐慌，分享了當代無法穩定就業的挫折

與痛苦經驗；博士賣雞排更是社會對於高等教育擴張反諷的批判，疏解無解的高

教危機不安以及無從罪究的錯誤制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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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差異化媒體論述與個人敘事的漣漪效應

本研究同時使用比較論述分析與敘事的方法，從 3 家平面媒體報導方式與內

容來檢視學用落差的問題，以博士與就業為關鍵字蒐集相關的報導，以瞭解不同

媒體對於高等教育議題處理的差異，說明不同媒體如何「問題化」學用落差的議

題，並回應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角色；同時進一步探討被報導人如何回應媒體報

導，創造主體敘事之可能性。

3 家平面媒體雖然都宣稱對於高等教育採取開放態度，但是訊息產製方式不

同，對於學用落差的診斷與歸因不同，期待國家政策扮演的角色也有差異。研究

結果回答一開始本文設定的 3 個問題。首先，從報導方式來看，《聯合報》主要

採取系列專題報導，屬於內控式的報導；《中國時報》以名人專欄的方式來探討

高教議題；《蘋果日報》採取多種、互動報導方式，包含社論、投書、報導訪問

以及即時回應，提供資訊生產者與閱聽人之間的及時互動與回應。而從報導內容

來看，《聯合報》的專題報導是依附於國家政策，為官方宣傳相關教育政策；相

對地，《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則採取批判立場，《中國時報》以各種專欄

的方式來批判教育政策，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高等教育評論，而《蘋果日報》則深

掘個人經驗，有時會以反諷與誇張被報導人的經驗，來製造媒體的話題。

其次，3 家平面媒體的社論呈現出不同的立場，《聯合報》的社論站在實用

主義立場，強調社會須拋開傳統職業尊卑的眼光，也對雙薪教授展現批判，認為

他們是造成社會對軍公教污名的原因；《中國時報》社論主要的批判對象是國家

政策，主張高教政策應該鬆綁，朝向彈性薪資制度，鼓勵教育的多元價值觀；

《蘋果日報》將批判焦點放在兩方面，一面批判馬團隊及學術官僚體制所製造的

問題，另外一方面則帶有反智色彩，大力抨擊文憑主義。最後，對於國家拯救高

學歷失業問題的政策，《聯合報》不予批評；但是《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

都極力批判政府對於大專以上的失業者提供短線、補貼式的就業補助。

第三，不同媒體報導個案的方式也呈現差異，《聯合報》傾向於正面報導，

以博士轉業為主，淡化博士就業問題；《中國時報》採取正、反雙面報導，強調

博士就業危機，也呈現博士轉業可能性；《蘋果日報》對個案採取誇大、嘲諷的

報導，但同時提供被報導者主觀、職涯發展困境的深度探訪與自述報導。

相較於過去媒體對於批判國家或市場「單一意識型態」的塑造，從報導學用落

差的議題看到不同媒體產制過程中「多元意識型態」的差異，《聯合報》持擁護政

府的保守主義，採取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立場，傾向教育商品化與人力資本投資

的價值觀；《中國時報》則傾向批判政策的保守主義，伸張菁英階級的立場，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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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教育政策控管；相對的，《蘋果日報》採取自由主義的立場，但是堅持反文憑

主義、反官僚主義與反智主義的立場。臺灣當前主流平面媒體既非為國家意識型態

所左右，也並不完全是商品化機制的作用，媒體基於自身利益來回應社會輿論與高

教政策，形成不同意識型態鬥爭下多元、甚至內部相互矛盾的論述生產。

博士賣雞排的個案不同於過去被污名化的個人或團體，一方面引發大眾對於

雞排博士就業選擇的正、反意見爭論，呈現大眾對於學用落差的不同評價；另外

一方面則是看到被報導人主動利用媒體的作用，原來只是《蘋果日報》獨家的個

案報導，在郭台銘批評與高度的輿情反應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也不得

不跟進報導，宋耿郎更充分利用「說故事」的能力，讓單一報導成為各報連續報

導的事件，透過名人效應來推升雞排事業的品牌形象，創造更大的商機。

回到霍爾的製碼—解碼模型，本研究發現媒體報導中具有「漣漪效應」，研

究者將「漣漪效應」定義為：「媒體事件在互動式報導對話過程中擴大形成的社

會影響力。」可用以補充兩個未被霍爾深入處理的面向，一是在高度競爭的媒體

市場中不同媒體如何發展不同的報導方式與論述能力，編碼過程不僅是「複雜的

支配結構」下的意識形態鬥爭，也是回應商業競爭、反應輿情、自我調整的論述

生產過程，任何引發社會大眾關注的單一事件，都可能迫使更多媒體競相投入報

導，製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其次，補充受訪者在媒體產製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

色，在製碼過程中涉及符碼生產的兩個面向：報導人與被導人，原來可能被污名

化的報導人透過主體敘事，製造更多「故事」被報導，經過特定名人與閱聽大眾

即時的回應，進一步翻轉原本媒體製造的污名為名人效應。個人敘事在互動式媒

體中所製造的漣漪效應，可能超過原來媒體產製者的預期，成為被報導人利用媒

體創造名人效應的實踐路徑。如同高夫曼在精神病院所見，經由媒體商品化的抵

抗路徑雖然無法真正改變社會結構，卻是處於結構困境的個人透過資訊協商、情

報交換可能採取的回應策略，被報導人敘事將是未來互動式媒體不得不關注的新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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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繪本轉述為電影為例，說明繪本圖文結構如何轉述為影像敘事，並

闡明繪本之跨媒介敘事潛質。繪本圖文組合形態有便於影像敘事者援用「媒介間

互文性」（intermediality；即運用相仿構圖、符碼與情節等呼應原作特質），將

繪本轉述為他種類型作品。以連續圖像言之，繪本以多景框描述細節，近似分鏡

效果。以文字言之，繪本對話與旁白可轉為電影聲效。文字亦可補述圖像情境，

電影敘事者可將此細節具像化呈現，增加眼見為真之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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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跨媒介敘事（transmedia narrative）在圖像敘事領域漸被關注，探索媒介間

轉述歷程及潛藏之跨類型質素，如小說改編為電影過程、或文學視角蘊含鏡頭語

言等 (Ryan, 2004a, 2004b, 2004d)。

跨媒介敘事研究亦倡言「媒介為中心敘事學」（media-centered narratology），

盼理解科技給予敘事之協助 (Grishakova & Ryan, 2010)。「跨媒介」研究關切

如何匯聚不同媒介平台以闡釋故事；近年研究盼由「媒介」形式理解敘事轉述

歷程，剖析新作如擬仿原作之媒介形式、符碼與劇情（即「媒介間互文性」，

intermedaility），以回應跨媒介實踐之態勢 (Collard, 2010; Grishakova & Ryan, 

2010; Jenkins, 2006;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2006; Moore, 2010)。以圖像為例，

「媒介間互文性」乃指敘事者可援用與原作相仿構圖、符碼與情節等，與轉述作

品達互相指涉效果；或如電影援用小說視角、圖文書之圖像或對白等，以承襲原

作特質均為「媒介間互文性」展現 (Wolf, 2005)。

近來傳播研究已留意繪本圖像轉為 iPad 電腦介面時，跨媒介平台敘事歷程

之可能（張寶芳，2010 年 12 月）。故繪本敘事者如何運用「媒介間互文性」的

特質，以創作跨越媒介疆界作品，或為往後開展可研究的範疇。繪本轉述為影像

等類型乃屬改編過程，意同「轉化」（transposition）或「由某一類型改編為他種

類型」，即從原初文本（hypotext）或原作中修正、選擇、放大、事實化、增加

劇情、濃縮及融入文化脈絡繼而轉化為它種媒介文本 (Stam, 2005)。

跨媒介研究者盼理解改編歷程、產製方式及模式，剖析文化創意產業鏈加值

等議題；敘事者雖強調維護原作「忠誠度」並延伸作品賞析期限，但少針對「媒

介載體」如何影響詮釋歷程而進一步思辨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 Moore, 

2010)。著名如繪本《野獸國》著名如繪本《野獸國》（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Sendak, 2012)、《北極特快車》（The Polar Express）(van Allsburg, 1985)、《史

瑞克》（Shrek!）(Steig, 2008)、《博物館驚魂夜》（The Night at Museum）(Trenc, 

2006)、《雨果的祕密》（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Selznick, 2007／宋珮譯，

2012a）均由好萊塢影業改編為電影。改編者多循情節發想，為角色命名、融入

多重載具（如「華納兄弟」改編繪本《野獸國》為電影【野獸冒險樂園】，並推

出互動式 App 介紹電影）、運用 3D 特效重製繪本圖像而衍生立體效果。

目前改編研究多半著重「維護原創風格」、「增加戲劇性」、「融入新媒介」

或「強化文創加值」，但少著墨於對創作歷程及媒介之反思（如思索圖像為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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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成特定象徵、視覺元素對轉述歷程之影響、類型對改編歷程之框限等）（孟

建，2005；Faubert, 2011; Moore, 2010）。若從「媒介間互文性」起始，似可剖

析改編者如何反思「媒介間互文性」而顛覆後設形式並引發另種創作可能。

研究者盼理解跨媒介轉述之顯性及隱性層面，前者包括實體作品如何延展

至其他媒介平臺，後者包含改編文本機制、「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引導敘事者再

創作文本、反思後設敘事之基礎等（孟建，2005；Faubert, 2011; Havens, Lotz, & 

Tinic, 2009; Holthuis, 2010）。考量跨媒介之系列轉述中，作品實可置入「系列加

值」脈絡予以討論；故轉述者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以重組敘事元素、思辨現

有敘事形態、挑戰後設敘事等亦可再關注 (Branigan, 1984;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

前述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改編為電影【雨

果的冒險】[Hugo]（以下簡稱【雨】劇）(King & Scorsese, 2011)，改編電影於

2011 年獲 11 項奧斯卡獎提名共獲 5 項奧斯卡獎。《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榮獲 2007 年美國出版界奧斯卡獎「鵝毛筆獎」、2008

年美國「凱迪克金牌獎」，藝術表現亦受稱許；呈現形式包括繪本、電影鏡頭、

經典默劇畫面等，已具跨媒介敘事特質（同上引）。

《雨果的祕密》（以下簡稱《雨》書）圖像已具體呈現事物，連續圖像有

助製作影視改編之電影故事板或分鏡圖，均為改編有力條件 (Selznick, 2011)。

另《雨》書敘事者亦融入電影劇照、電影史料、鏡頭框格設計等，並模仿電影

【有驚無險】[Safety Last] 等情節，宛若紙上默片（Selznick, 2007 ／宋珮譯，

2012a）。由於《雨》書及【雨】劇向電影致意之動機明顯，故被喻為「寫給電

影的情書」（項貽斐，2012 年 2 月 20 日）。本研究考量繪本具影像語言之特質，

且《雨》書撰寫初衷與「媒介間互文性」相符（即「繪本」、「鏡頭語言」與「紙

上默片」等互涉）；另影視作品改編者亦融入「媒介間互文性」思辨而再創作，

故本文擬以《雨》書為例剖析轉述為影視作品之歷程。

繪本作品轉述為影像時，實需憑敘事者運用跨媒介轉換策略方能成功改編；

故理解敘事者如何轉換文本結構、並融入「媒介間互文性」而與原作唱和，可為

跨媒介敘事研究之重心 (Jones, 2009)。如圖像由線條、形狀、顏色、若干表現模

式組成，紙本繪畫則透過框格轉換以暗示人物動作、地點變更或時間轉移，繼而

舖陳敘事結構 (Boyum, 1985)。電影提供動態景象及細密景框，提供更多細節予

觀賞者，伴隨燈光、色澤轉換、動作表現等呈現擬真感受 (Jones, 2009)。故改編

者或可思索如何轉述之不同平台類型語言，並運用「媒介間互文性」以轉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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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雨》書轉述為【雨】劇時，改編者如何應用《雨》書原有之「故事板」及「分

鏡表」概念？再如《雨》書原作者融入鏡頭語言、景框設計、電影照片等營造默

片氛圍，是否有利改編者作「媒介間互文性」之跨媒介轉化？

本研究擬探索繪本作品轉化為電影之歷程，並以繪本《雨》書轉化為電影

【雨】劇為例，理解繪本之跨媒介轉述機制。研究問題包括：

一、 繪本作品之圖文結構為何？具何種潛質可作跨媒介（影像）轉化？

二、 電影之影音結構為何？

三、 繪本之圖文結構轉化為影音敘事時，需經何種轉述機制？「媒介間互文性」

扮演何種角色？

若以《雨》書轉述為【雨】劇為例，本研究欲探詢：繪本作品具備何種元素

而讓敘事者完成轉述動作？電影敘事團隊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而增刪劇情、

再現圖像以細緻呈現？

研究者盼理解繪本如何改編為影像類型之歷程，並以《雨》書轉述為【雨】

劇為例，從而釐清圖像文本之跨媒介改編機制及「媒介間互文性」影響力。本研

究擬從繪本之圖文結構著手，分析繪本具備之潛藏視聽元素；隨後介紹電影文本

結構，理解繪本轉述為影音媒介之所需條件。

本研究擬結合「媒介間互文性」之分析面向，先於文獻探索時闡釋繪本之圖

文結構、影像之視聽結構；並藉此闡釋繪本與影像之「媒介間互文性」與轉述機

制。研究方法則擬將跨媒介轉述歷程與「媒介間互文性」操作化，並依理論結構

闡釋分析類目；研究分析則闡釋《雨》書圖文結構與【雨】劇視聽元素之「媒介

間互文性」，並依此闡釋「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影響改編歷程。

研究者盼以「媒介」為重心，擬凸顯原作改編時「媒介間互文性」之影響力，

或彰顯敘事者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延伸轉述策略。本研究選擇原作者加入改

編團隊、且忠於原作情節之改編作品 (Meikle, 2013)，盼聚焦於「跨媒介改編」

因素，故暫不論閱聽人評析改編版本之反應 (Leitch, 2008)、好萊塢電影拍攝之市

場考量 (Collard, 2010)。

貳、文獻探索

敘事在文字語言已廣被探索，似較少著墨於圖像敘事範疇。圖像表述限

制讓它們難如同文字般線性呈現主題，但不能排除圖像擁有視覺文法（visual 

grammar）表述故事主軸 (Ryan, 200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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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覺文化為導向時代，圖像敘事之呈現與組合形態亦值得關切，如繪本正

為「看圖說故事」之類型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繪本多為「文

字輔佐圖像」形態，另包括無字繪本（wordless picturebook）及圖文書（illustrated 

storybook）等類 (Colomer, Kümmerling-Meibauer, & Silva-Díaz, 2010; Ewert, 2004; 

Golden, 1990; Janet, 2011;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雨》書則

為單幅圖像、連續圖像及文字情節組成，採用圖文接力方式呈現：如開場白後接

續 21 跨頁無字圖畫，再以文字補述場景或連接單幅關鍵畫面。《雨》書融合「有

字繪本」及「無字繪本」等形式，可視為圖文並重之「圖文書」。

下文擬舖陳繪本結構、電影結構及跨媒介轉述等相關文獻，並輔以《雨》書

及【雨】劇文本分析及敘事者考量，闡述繪本與電影之跨媒介轉述關係。

一、繪本組成結構

視覺敘事之組合形式少以獨立狀態出現，多由眾多符碼組成一系統而形成某

類旨趣（Amount & Marie, 1988 ／吳珮慈譯，1996；Tudor, 1974）。故若欲分析

視覺文本，可先研析單一「視覺符碼」，並考量符碼間「組合關係」，方能論斷

「景框如何相互關聯」，既而構成「圖像加乘效果」以描繪情節概要。

下文擬從「物質基礎」起始，說明群組以構成系統之情況，並再說明物質元

素如何串連為情節。以下分由繪本圖文結構及電影敘事結構，加以說明。

（一）有字繪本之組成結構

如前所述，有字繪本結構可分為圖像及文字二層面 (Nikolajeva & Scott, 

2006)。以圖像言之，其由視覺形式組成，並進而構築出具像化之「表現客體」（角

色及場景），既而組成特定系統及語境；隨著上述元素之舖陳，圖像可漸次展開

為「圖式化層次」以建構情節 (Ingarden, 1961)。

以繪本文字言之，可分為「語音語調」（如文字旋律、韻律及節奏）、

「語義單元」（如淺語展現文義）、「表現客體」（文字描述角色及時空環境，

協助擴展圖義）與「圖式化層次」（連綴不同文字段落以形構劇情）(Ingarden, 

1973)。

圖文提供不同功能及替代性資訊，宛若音樂般具「對位」及和諧之效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圖文整合關係可包括「分離」（圖文

自說自話）、「互補」（如圖像可暗示若干資訊，補充文字未言及訊息）、「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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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指涉同一事物但以不同媒介呈現）、「相反」（圖文呈現倒反訊息，如

反諷某事）、「增強」（圖像延伸文義而細緻補充與解釋）(Golden, 1990; Lewis, 

2001;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

（二）無字繪本之組合結構

「無字繪本」敘事者可藉「一致性」與「時序關係」以建構故事因果關係 

(Masaki, 2010; Nikolajeva & Scott, 2006)。連續圖像「一致性」涵括重複出現之人

物、地域及道具等視覺元素；「時序關係」則指藉動作變化、場景轉化、視點轉

化而呈現敘事時間（邱婉媜，2008；陳海泓，2004；McCloud, 1999）。

二、電影作品組成結構：影音整合形式

視覺元素指影像構成的要素，包括人物、環境與文字造型；而聽覺元素則是

影片中出現之聲音，如對白、音樂與聲效（王志敏，2006）。以下就視覺元素與

聽覺元素，分述影像文本結構的物質材料。

（一）電影類型之視覺元素

圖像與影像均為「視覺符碼」組成，再由眾多符碼「組合」後指涉某一系

統；靜態連續圖像序列需藉閱聽人想像力予以串接，電影則給予閱聽人直觀訊息，

藉鏡頭語言串起「景框間之關聯」再構成「電影圖像加乘效果」(Beronä, 2001; 

Bordwell & Thompson, 2010)。以下擬依循圖像／影像均由「視覺元素」及多種符

碼「組合關係」相似處起始，再闡釋電影之動態語言特質。

以「圖像／影像基本元素」言之，圖像／影像組成元素可化約成符碼研

析，如視覺符碼包括布景、道具、服裝、動作、光線和鏡頭語言 (Bordwell & 

Thompson, 2010; Hansen, Cottle, Negrine, & Newbold, 1998; Nelmes, 1996; Solomon, 

1976)。如「布景」是為演員行動所建置環境；「道具」為演員週遭物件；「服裝」

為演員穿著可助觀眾「辨別角色身分」；「動作」為演員表情和肢體語言；「燈

光」為影片亮度，可能取自外景或棚內打燈 (Bywater & Sobchack, 1989; Hansen et 

al., 1998; Nelmes, 1996)。

以「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言之，單一視覺元素亦需結合其他元素，構成某

類「眾所熟知」系統以傳達更多元意涵（Daveies, 1994 ／宋瑾等譯，2007）。如

宗教畫描繪羔羊，若加入聖母或天使圖像，則羔羊可映射至宗教系統中以表現耶

穌基督（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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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框間之相互關聯」為例，電影可運用鏡頭語言動態呈現視角；另靜

態圖像之連續序列（image sequences）亦可模仿影像語言，作近似分頁或分格

之圖像呈現 (Beronä, 2001)。若單以電影為例，電影創作者強調影像編組及剪接

之效，採用跳接或停格以呈現畫面韻律 (Bazin, 1999; Bordwell, 1985; Bordwell & 

Thompson, 2010)。鏡頭語言可助動態圖像呈現，如鏡頭遠近、移鏡和視角等運鏡

表現方式，構成電影動態特質 (Hansen et al., 1998)。

再以「電影圖像加乘效果」為例，視覺元素經動態組合後具加乘效果而呈現

不同意義；如西部片慣習以長鏡頭攝製人與自然環境之對抗關係，移鏡則多由東

往西，暗指西部開拓路線 (Hansen et al., 1998)。

大體來說，影像視覺元素涵括：具體存在視覺符碼、組合關係、景框相互關

聯及圖像加乘效果。

（二）電影之聽覺元素

聽覺元素乃為「戲劇效果有關的動作或影像」服務，配樂、旁白或聲效均可

輔助影像呈現（Amount & Marie, 1988 ／吳珮慈譯，1996）。電影聽覺元素包括

語言、音樂與音效三者（甘凌，2002；Bordwell & Thompson, 2010），以下分述之。

1. 語言

語言指影片對白與旁白，可交待劇情或傳達角色特質（甘凌，2002；

Bordwell & Thompson, 2010）。電影之對白或旁白聲音形式經組合後，方能形成

某字詞或片語，帶來更高層次之語義單位；眾多語義單位匯集後，可表述特定客

體（如角色）狀態，建構出表現客體意涵；而客體匯整後又成圖式化層次之事件

概要，舖陳概要情節 (Ingarden, 1973, 1986)。

2. 電影音樂

音樂結構提供了旋律、節奏、和諧與音調 (Ingarden, 1986)。旋律意指音調高

低（聲音頻率）；節奏涉及拍子長短、輕重或快慢速度；和諧指樂曲各部分調合

程度，避免予人突兀之感（同上引）。電影音樂之主要功能乃為劇情服務；故除

理解整合聲音形式、旋律、和諧度、韻律之效果外，實可著墨配樂欲呈現旨趣（張

岳，2002；Bordwell & Thomp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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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效

音效則包括下列 5 類：動作音效指人或動物活動時發出之聲響，如打鬥聲；

自然音效為攝錄自自然環境聲響；機械音效乃機器運作聲；槍炮音效則為火藥爆

破音；另特殊音效則指人為製造聲或自然音變造（張岳，2002）。聲效與發音

來源同時出現之功效，即協助觀者組合視覺與聽覺元素並形成關聯（Amount & 

Marie, 1988 ／吳珮慈譯，1996）。

4. 小結

電影文本結構可分視覺元素及聽覺元素。就前者言之，觀眾可構連不同畫面

再整合成「有意義」或「具因果關係」事件以明瞭劇情走向；後者言則包括語言、

音樂和聲效，均由聲音形式組成。

三、圖像作品轉化為影像之機制

敘事者揀擇若干機制以轉述文本，同時亦會根據媒介類型特質（如電影強

調速度感、臨場感與真實感等），作為轉述之重要依據。敘事者可透過「媒介」

特質，運用類型之造景、燈光、聲效等安排，轉述故事（Gaudreault, 1999 ／劉

雲舟譯，2010）。轉述者改編靜態圖像為影像乃「跨媒介（tranmedia）轉述」歷

程，考量影像類型特質如補增故事板等連續景框，或合併靜態圖像之景框而讓

影像流利呈現；即詮釋原作既有之符碼、情節與構圖等，藉由「媒介間互文性」

彰顯改編與原作互涉或承襲原作 (Hutcheon & O’Flynn, 2013; Murray, 2012; Ryan, 

2004d)。

「媒介間互文性」可涵蓋「類型互文」（typological intertexuality）及「相互

指涉互文」（referential intertexuality），前者為作品模仿特定類型之元素、結構

等，後者則為作品間之呼應、引述文句或模仿圖像 (Faubert, 2011; Holthuis, 2010; 

Warner, 2012)。詮釋者可藉「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而融入其他作品之

聯想，運用先前素材以開展改編內容 (Holthuis, 2010; Pavis, 2001)。故本研究盼自

「類型互文」及跨類型符碼之「相互指涉互文」起始，理解《雨》書如何因「媒

介間互文性」轉述為影像版本。考量較少文獻探索「媒介間互文性」及轉述機制

關聯，故此處擬向「改編領域」借光；梳理改編機制並結合「媒介間互文性」特

質，以歸納後續分析指標。

近年研究倡議理解「媒介間互文性」對改編之影響，改編者如何轉述原先素

材、主題、類型、敘事結構或媒介平台而「再創造」新文本；並建議日後可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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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規則、轉述文法、改編歷程之類目與模型 (Booth, 2008; Faubert, 2011; Leitch, 

2008; Moore, 2010)。

圖像轉述為影像機制乃為網絡般單論某一機制，故改編歷程應視為整體框架

加以研析 (Faubert, 2011; Moore, 2010; Warner, 2012)。改編理論言及之包括統合、

選擇素材、濃縮、加戲／放大、事實化，並依影像類型特質並搭配聲音以與畫面

呼應（Gaudreault, 1999 ／劉雲舟譯，2010）。靜態圖像轉述為影像時，改編者可

「統合」（unification）靜態圖像，如連接框格為流暢影像、新增故事板或分鏡

而將圖像轉譯為影像；另改編者需考量影像類型特質，「選擇素材」（selection）

與敘事旨趣相關或原作可彰顯「視聽元素」特質者加以凸顯 (Field, 1952; Jones, 

2009; Stam, 2005)。改編者轉述圖像為影像時亦需視媒介形式相異而「重組」

（reorganization）或「濃縮」（condensation），前者指改變原作結構與敘事元素

之排序，後者則考量敘事節奏而刪減原作情節 (Field, 1952; Jones, 2009)。改編者

亦可自原作之靜態圖像起始，新增更多素材而「加戲」（extrapolation）與「放

大」（amplification）等，融入鏡頭語言及動態畫面等作更細緻舖陳 (Field, 1952; 

Jones, 2009; Serra, 2010)。改編可藉「事實化」（actualization）將靜態圖像轉為

實物呈現，如依照圖像描繪事物以具體再現電影銀幕之角色及場景（Gaudreault, 

1999 ／劉雲舟譯，2010；Meikle, 2013; Ryan, 2004b, 2004d）。

易言之，改編者將圖像轉述為影像時，可援用「類型互文」以思辨改編媒介

之特質，補述靜態圖像之間隙（gaps）而連綴為動態影像，以達「統合」之效。

再如改編者亦可藉「類型互文」特質，思考影像之敘事節奏或濃縮時間順序，將

靜態圖像「重組」或「濃縮」；或考量影像流暢度及視覺語言，而「加戲」或「放

大」情節描寫。

轉述者亦可思索「相互指涉互文」特質，自圖像原作中選擇視聽色彩較明顯

者，即考量「媒介間互文性」而「選擇素材」。轉述者亦可取材原作圖畫，從中

推演「加戲」或「放大」依據（如模仿原作特定構圖、符碼、情節等）而達與原

作「相互指涉互文」。再如轉述者可慮及「相互指涉互文」，依據原作圖像設定

而作「事實化」參考。

整體言之，研究者可由「媒介間互文性」起始，剖析改編者引述引語、典故

及其欲指涉文本，繼而理解轉述理由、對類型表現之期許 (Holthuis, 2010)。故研

究者可分析改編者選擇之文本元素，剖析改編作品如何「類型互文」及「相互指

涉互文」等「媒介間互文性」。下文擬從「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起始，

闡釋「媒介間互文性」如何落實於跨媒介改編之分析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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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個案選擇與分析方式

改編乃為跨媒介之展現，融入不同媒介之再現形式以產製意義；改編者亦

可融入不同模式以強調重點、思索不同介面之交流形態 (Young, 2008)。研究者

倡言剖析改編歷程應有「理論依據」；如可從原作與改編版之「媒介間互文性」

（共享元素）起始，理解詮釋／生產歷程、類型提供之跨媒介敘事資源 (Faubert, 

2011; Lowe, 2010; Serra, 2010; Voigts-Virchow, 2009)。

以「媒介間互文性」分析方式為例，研究者可由 3 種取徑切入。其一由文

本分析以理解原作與改編版本如何互涉，研究者比對兩版本相異處並梳理文化脈

絡；其二由閱聽人詮釋著手，理解閱聽人如何因「媒介間互文性」引發聯想及解

讀活動；其三由作者取徑切入，闡明敘事者如何選擇特殊元素以指涉某一文本 

(Booth, 2008; Holthuis, 2010; Lowe, 2010)。

由於本研究無法直接訪談原作者及改編團隊，故擬運用文本分析以理解「媒

介間互文性」於轉述時扮演之角色；但本研究仍盼回歸敘事者改編脈絡，故擬引

用改編團隊對「媒介間互文性」觀察，剖析改編者如何藉「類型互文」（電影應

具何種表現形式）及「相互指涉互文」（援用原作何種語言及畫面等），以呈現

「向電影致意」主題。另閱聽人如何因「媒介間互文性」而解讀《雨》書及【雨】

劇，則不屬本研究之範疇。本研究盼兼顧「媒介間互文性」之文本分析及作者取

徑面向，作為思辨研究方法之基礎。

以文本分析為例，本研究盼以繪本《雨》書為綱領，剖析圖文整合結構及

具備何種「仿效電影語言」之潛質；其後再比對電影版本之詮釋、轉化、增刪或

細緻化等改編機制，以理解「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具體實踐。以作者取徑為例，

考量敘事者對「媒介間互文性」之想像，本研究擬輔以幕後製作說明書籍《電

影雨果伙伴們》（The Hugo Movie Companion: A Behind the Scenes Look at How a 

Beloved Book Beame a Major Motion Picture）(Selznick, 2011) 等書、【雨】劇製作

特輯【發現月亮】(King & Scorsese, 2011) 等電影團隊訪談（如導演自述），以理

解原作者創作初衷、改編團隊如何運用繪本提及之元素作跨媒介轉述。易言之，

本研究盼兼顧文本分析、原作者及改編者自剖轉述歷程，以釐清跨媒介轉述時

「媒介間互文性」扮演何種角色。

如《雨》書轉述為【雨】劇時，仍盼延續原作「向電影致意」旨趣，並模

仿原作構圖、情節與符碼 (King & Scorsese, 2011; Selznick, 2011)。以下擬先介紹

《雨》書故事大綱，隨即說明分析繪本結構及影像敘事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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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雨果的祕密》及【雨果的冒險】劇情簡介

《雨》書被喻為以「圖畫及文字」譜成之小說，以無字圖畫及文字情節講述

而成。主角雨果（Hugo）身處 1930 年代之巴黎，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他藏身於

鐘樓中，與其相伴者僅有父親遺物：廢棄機器人及手寫記事冊。雨果念及曾與父

親一塊兒維修機器人，故以記事本為憑，嘗試組裝零件試讓機器人重新運作。

雨果為獲取維修機器人之零件，故持續在玩具店行竊。雨果某日行竊時，遭

店家喬治叔叔活逮。店家見雨果記事冊表情驚愕，並堅持據為己有。雨果備感沮

喪之餘，與友伴聯手展開奪回記事冊計畫。

雨果修復機器人後，他發現機器人可繪製【月球之旅】代表畫面，而且落款

為 “Georges Méliès”（喬治梅里埃，為「喬治叔叔」本名）。雨果僅知此為父親

最愛的電影，對簽名一無所知。他與友伴共同解謎，想瞭解喬治叔叔、機器人與

電影畫面的關係。

雨果在電影研究者協助下，發現原來喬治叔叔原為著名導演梅里埃；機器人

乃為梅里埃親手打造之電影道具，且能繪製【月球之旅】圖像草稿。

梅里埃於 1902 年拍攝【月球之旅】時，頌揚人類應追求夢想；他變賣所有

家產投入影業，視電影為實踐美夢與冒險之奇幻旅程。一次大戰後，梅里埃感嘆

自己作品乏人問津，燒毀大半道具後並將電影膠捲售予鞋廠以貼補家用。梅里埃

唯一未燒毀之道具為親手打造之機器人，它能繪製【月球之旅】畫面素描。梅里

埃為迴避過往，將機器人捐給博物館，隱身巴黎販售玩具維生。藉著電影研究者

及雨果等人努力，梅里埃作品得重新播映與問世，並重拾世人認同與褒揚。

下文擬由繪本圖文結構及影音結構著手，分述《雨》書及【雨】劇轉述策略。

二、繪本圖文結構分析方式

《雨》書乃由單幅圖像、連續圖像及文字敘述組成，全書為 185 幅圖像。本

文則延用先前討論繪本圖文結構之分析指標，以分離、互補、對稱、相反及增強

加以研析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

《雨》書作者乃盼再現電影框格與手繪動畫質感，故分析《雨》書圖文結構

整合形式、指涉內容後，則續說明此與影音敘事之關聯。本文逐頁分析《雨》書

之圖文關係後，發現《雨》書之圖文整合形態可分成單幅圖像與文字互動、連續

圖像與文字互動；研究者並逐一分析圖文形式（僅有文字描述、連續圖像、跨頁

滿版圖像）、指涉內容、整合形態及潛藏電影質素。易言之，本研究即盼理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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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如何藉用繪本「圖文互涉」之跨媒介特質，並運用繪本圖像與默片形式之「媒

介間互文性」，理解此書之敘事結構。

三、電影文本結構分析方式

《雨》書作者參與編劇團隊，電影團隊轉述時亦以原作設定為考量；故本文

分析電影文本時未依框格逐一區分，乃依繪本圖文整合形式為軸，並比對轉述後

之影音結構。

本文參照「電影文本結構」分析指標，將【雨】劇分成視覺元素及聽覺元素

兩層面；其後並依「媒介間互文性」為軸，剖析原作與改編作品之跨媒介互涉、

改編者之敘事策略。【雨】劇視覺元素可涵蓋視覺符碼（道具、造景、明星、燈

光、服裝與動作）、組合關係、景框間連結與加乘效果等。【雨】劇聽覺元素可

涵括聲效、對白及配樂等層面，下文則引述繪本文字描寫如何轉化為聲部，並援

用電影團隊說法詮釋建構聲部歷程。

四、跨媒介轉述與「媒介間互文性」之分析方式

如前所述，本研究考量「媒介間互文性」取向，盼兼顧「文本分析」並補述

「作者取向」之說明。如「繪本圖文結構分析方式」及「電影文本結構分析方式」

即以「文本取向」剖析原作與改編版本差異，盼理解電影文本如何呼應繪本之「媒

介間互文性」並再述舊時電影。

如前所述，「媒介間互文性」可體現於「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面

向。以「類型互文」言之，影像敘事者可依「類型互文」衍生對「電影」之敘事

期待，「統合」靜態圖像之景框；再依電影敘事節奏以「重組／濃縮」或「放大

／加戲」。以「相互指涉互文」言之，改編者可自繪本「選擇素材」而「加戲／

放大」；另可參照原作圖像以「事實化」相關場景。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前文述及，目前跨媒介轉述研究多聚焦於「傳播科技」（數位匯流）對改編

歷程影響、「文創產業」與改編歷程之加值鏈、改編與歷史文化意涵。考量跨媒

介轉述之「媒介間互文性」扮演要角，故似應回歸「媒介形式」等本質加以探索。

如圖像研究者亦指出，敘事者可反思既有載體、圖像意涵之影響（思辨是否陷入

圖像公式制約。見孟建，2005）。因此言之，跨媒介研究者更應回歸「媒介」特

質，剖析改編歷程中因「媒介」而起之「媒介間互文性」扮演何種角色。

由於目前「媒介間互文性」研究多半聚於文本比對與分析，本研究則整理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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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結構

跨媒介轉述歷程

（以圖像轉為電影為例）

媒介間互文性

類型互文

考量電影連續影像與聲部特質

相互指涉互文

重組／濃縮： 加戲／放大： 現實化：

選擇素材：

文字連續／單幅圖像

圖 1：「跨媒介轉述」與「媒介間互文性」之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如上文所述，「類型互文」與「相互指涉互文」之類目可能交互影響，故以雙向虛線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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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像及影像敘事之討論、改編機制，以剖析「媒介間互文性」如何落實於「跨

媒介轉述」。本研究亦盼藉此思考，「媒介間互文性」若能引導創作歷程，則其

對改編產業鏈之效力為何？若其對敘事者具有影響力，則可否成為「文創加值」

之參考？

整體言之，本研究盼藉文本分析以比對「繪本圖文結構」及「電影視聽結構」

之「媒介間互文性」，如原作者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與電影語言呼應、改編

電影如何與繪本及舊時電影唱和。本研究盼輔以原作者及改編團隊之自述，剖析

「媒介間互文性」如何落實於跨媒介轉述歷程。

肆、研究分析：繪本轉述影像機制與歷程

改編者轉述原作為影像時，除可運用先前情節等素材外，亦需運用跨媒介敘

事策略等加以統合 (Hutcheon & O’Flynn, 2013; McFarlane, 1996)。研究者可思索，

改編者運用「媒介間互文性」轉述時乃運用何種元素、敘事策略在建構意義歷程

中扮演何種角色 (Holthuis, 2010; Lowe, 2010)。以下擬說明《雨》書之圖文結構，

潛存之轉化為影像條件；之後再闡釋電影團隊改編原作之敘事策略，以剖析「媒

介間互文性」扮演角色。

一、繪本《雨果的祕密》之圖文結構

《雨》書由連環畫頁、單幅畫頁及文字情節串連而成；此書涵蓋媒材甚為廣

泛，包括素描、電影劇照與攝影照片等。以下擬針對繪本之分離、互補、對稱、

相反及增強等機制，說明《雨》書圖文整合方式。若連續畫頁為無字者，則援引

相關敘事機制（圖像一致性、因果與時序關係），闡述其如何為繪本內容服務及

連戲效果。茲分成「單幅圖像與文字之整合」與「連續圖像之圖像整合」，分析

此書之圖文結構。

（一）單幅圖像與文字之整合

原作敘事者亦可運用圖文整合等機制，供同部作品之不同媒材相互呼應及指

涉 (Atkins, 2002)。《雨》書乃以跨頁滿版畫頁及長篇文字組成，採用單幅及連續

圖像舖陳，並輔以文字接力補述。《雨》書圖文整合形式包括對稱、互補、增強

與擴充情節等數種，而少見分離與相反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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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稱機制

《雨》書蘊含對稱機制，即以不同媒介指涉一事。如以文字說明【火車進站】

[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 之情節後，再以【火車進站】電影畫面回

應。《雨》書中雨果拜讀電影史書籍，發現 1895 年放映首部電影【火車進站】，

觀眾眼見火車衝向銀幕時尖叫甚至昏倒（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346-

347）。《雨》書於隔頁即單幅滿版照片，呈現【火車進站】影像（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348-349）。即運用「對稱手法」以不同媒介形式表述同一事物。

故在同一作品之「圖文互涉」部分，《雨》書已具跨媒介相互指涉之特質。

再就相異媒介（繪本與電影）「媒介間互文性」言之，【火車進站】截圖提供具

像化圖示而有助轉述為影像；且此敘事策略亦為【雨】劇改編者所接納，【雨】

劇亦挪用【火車進站】影片以擴充文本意涵。

2. 互補機制

此書融入互補機制，如呈現跨頁畫面後，以文字補述畫頁內容；亦可在文字

最末段夾帶細節，後以跨頁畫面具體呈現。

(1) 以圖補文

《雨》書除以手繪圖像作補述或前導外，也引入電影畫面與文字呼

應。在繪本圖文結構部分，文字融入角色對話，或可改寫為電影對白；

另如描述人物神情可助讀者視覺聯想（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

250-251），亦提供具體化影像之素材。圖像描述機器人持續作畫樣態，

有助細節轉譯（同上引：252-253）。

如《雨》書文字描述雨果修復機器人後，對機器人描繪事物備感驚

奇（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250-251）。《雨》書其後用文字「互

補」圖像未言及之事，以「單幅滿版畫面」呈現【月】劇畫面（同上引：

252-253）。

(2) 以文補圖

除了圖像輔助文字外，亦有文字輔助圖像情節。《雨》書起始並未

言及，雨果在垃圾堆中發現何種事物，待隔頁則以「滿版圖像」呈現損

壞之機器人（即梅里埃棄置道具。見 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

128-131）。《雨》書再以「文字補述圖像」，闡明雨果憶及與父親共同

修整機器人之回憶，補充雨果欲修復機器人動機（同上引：132-133）。

故跨媒介之文本互涉，亦可見於「以文補圖」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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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強機制及擴展機制

文字亦可再細緻說明圖像細節，融入「增強機制」。如《雨》書以「單幅

滿版圖像」描繪博物館遭逢大火畫面後（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122-

123），隔頁即以文字互補形態說明火勢如何延燒整棟樓，增強說明博物館火景。

《雨》書再以「擴展情節」之故事接力方式，以文字說明雨果父親已遭劫難，並

舖陳雨果居住鐘樓原由（同上引：124-127）。

整體言之，由於《雨》書屬「圖文書」類型，讀者需連接文字及跨頁插圖關

係予以補白，方能貫串整體情節。書中單幅電影畫面及關鍵動作跨頁，亦為轉述

影像敘事畫面及分鏡表之具像化基礎，有助於影音敘事之跨媒介轉述。在繪本之

圖文結構部分，繪本圖像（含挪用之電影影像）及文字則具跨媒介互涉之效，可

依「對稱」、「互補」、「增強」及「擴展」等詮釋細節，展現「媒介間互文性」。

（二）連續圖像之畫面結合

《雨》書原作者模仿故事板、鏡頭語言等與電影敘事呼應，供閱聽人翻頁

時構成「視覺連戲」之效而若觀賞默片般 (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 

Selznick, 2011)。然此連續圖像形式實與傳統無字繪本不同，而是依附於文字敘

述後，以圖文互補方式呈現。《雨》書多以文字先作開場說明，並由圖像接續文

字描述而融入一序列圖像。

1. 連續圖像序列之連戲機制

如前所述，《雨》書原作者已融入電影語言創作，藉「媒介間互文性」向電

影致意。就閱聽人言之，或可詮釋圖像序列之因果關係，並感知動畫般連戲之效。

閱聽人可融入視覺連貫之聯想，如思索動畫或默片等類型，運用想像力以填補圖

像間隙 (Elleström, 2010; Kuskin, 2010; McHale, 2010)。故就跨媒介轉述言之，實

可思索連續圖像與電影語言之「媒介間互文性」，以彰顯「媒介」（圖文書）特

質如何為改編歷程加分。

此書之無字圖像貫串方式包括「人物連戲」、「物件連戲」、「地域連戲」、

「時間連戲」、「框格變化」等。

以「人物連戲」為例，《雨》書多次呈現特定角色，協助讀者貫串畫面序列；

此書也描繪人物局部特寫，融入以小推大之效果以暗喻某位主角之存在。

以「物件連戲」為例，如此書在不同畫頁呈現時鐘與通風口等，有助讀者接

續翻頁後場景。以「地域連戲」為例，如開場第四及第五跨頁均存巴黎鐵塔的圖

像，協助讀者明瞭故事發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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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連戲」言之，《雨》書第一至第五跨頁則依次描繪月亮、繁星至旭

日東昇，暗喻時序推移而連戲。

以「框格變化」言之，開場 21 跨頁連續圖畫均無文字說明，且以粗黑底線

條作為框格，展現宛若景框之效果。隨著畫頁增加，黑框也逐漸減少，主要畫面

構圖增多亦隨之展開故事序幕（見表 1）。

2. 連續圖像圖文整合

視點轉化為圖像敘事之視覺語言，繪者規劃圖像視覺場景，引導讀者轉移視

角以瀏覽故事其他內容 (Beronä, 2001)。《雨》書運用鏡頭位移手法，隨著鏡頭

移近，讀者似可感知主角視點也逐步逼近。故《雨》書連續圖像實具場景連戲（同

一場景不斷放大）與視點連戲（轉換不同視點）功能（見圖 2）。

如自 51 頁起始則以梅里埃視角，以四大跨頁逐一描述記事本扉頁。第一跨

頁為梅里埃手指置於記事本上，記事本描繪齒輪、坐定之機器人樣貌（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52-53）；第二跨頁之鏡頭拉近，呈現梅里埃手指與機器

人扉頁（同上引：54-55）；第三跨頁之鏡頭再拉近，特寫機器人樣貌（同上引：

56-57）；第四跨頁則特寫機器人頭像（同上引：58-59）。

圖片形式 圖片指涉內容

21跨頁（共 42頁）

連續圖像，呈現

故事發展場。

連續圖像之圖像接續：

1. 第一跨頁之畫面先以月亮起始。

2. 第二跨頁則拉遠鏡頭呈現月亮與繁星畫面。

3. 第三跨頁則拉遠鏡頭呈現月亮照耀巴黎市。以遠景呈現。

4. 第四跨頁則繪製太陽在巴黎升起。以遠景呈現。

5. 第五跨頁則延續城市與太陽之圖像線索，舖陳巴黎火車站樣貌。

6. 第六跨頁之鏡頭拉近，以火車站背景為基底，前為稀疏人群。

7. 第七跨頁再將鏡頭拉近，呈現火車站的人群。

8. 第八跨頁再帶出雨果之特寫（暗喻雨果在人群之中）。

9. 第九跨頁描繪雨果在火車站一隅。

10. 第十跨頁（鏡頭拉遠）則藉著人物連戲，繪製雨果在火車站中奔走。

11. 第十一跨頁引入雨果邁入狹長隧道中。

12. 第十二跨頁則進一步描繪雨果在隧道躲閃之情況。以遠景呈現。

13. 第十三跨頁則以中景呈現通風口，並繪製雨果欲開啟之。

14. 第十四跨頁則以特寫繪製雨果的腳跟已邁入秘道中。

15. 第十五跨頁則以遠景呈現隧道另一頭商家。

16. 第十六跨頁則將鏡頭移近，描繪玩具店中老闆打盹的樣貌。

17. 第十七跨頁則為老闆警戒斜睨神情。

18. 十八跨頁則為老闆銳利眼神之特寫。

19. 第十九跨頁呈現巴黎火車站之時鐘特寫。

20. 第二十跨頁則以近景呈現時鐘後小男孩之窺伺眼神。

21. 第二十一跨頁則繪製小男孩從時鐘後偷窺玩具店老闆與女孩之互動情況。

表 1：連續圖像之畫面整合舉隅：故事開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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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媒介可將靜態文本轉為動態影像，故改編者如何將圖像或文字轉為流動影

像乃值得探析 (Bluestone, 1957)。如「媒介互文性」指某類型挪用另種媒介形式，共

享他種類型之元素外，亦再確認自身定位（Gaudreault, 1999 ／劉雲舟譯，2010）。

如前文分析，【雨】劇團隊將《雨》書靜態圖像及鏡頭位移方式，轉以動畫形式、

並模擬鏡頭移近之效，或可視為借用「動畫」以重現原作樣貌 (Meikle, 2013)。

易言之，繪本圖像提供表現客體及指涉系統外，也融入鏡頭語言等強化表現

客體、表達關鍵場景；改編者可參考構圖及他種類型語言，考量「媒介間互文性」

特質加以轉化 (Meikle, 2013)。

（三）繪本作品潛藏之電影質素

研究者曾以繪畫分析（構圖和色塊排列）來拆解電影圖像，如將景框比擬

為畫框、畫面與油畫布面等；或藉比較各類藝術表現之差異，彰顯電影為視聽媒

介之獨到處（Aumont & Marie, 1988 ／吳珮慈譯，1996；Bazin, 1999; Bordwell & 

Thompson, 2010）。上文已述及《雨》書之圖文整合關係，茲將此書蘊含之影像

質素整理如下。

1. 電影視覺元素應用

(1) 融入鏡頭語言

「媒介間互文性」可表現於媒介形式之挪用，如電影敘事視角（point 

of view）可模仿文學視角概念（perspective）建立「動態影像」類型特質

（Gaudreault, 1999 ／劉雲舟譯，2010；Chatman, 1990; Prince, 1982）。

圖 2：《雨》書中梅里埃眼見機器人筆記本之連續畫頁

資料來源：均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52-55）。
註：此連續畫頁亦改編為影像，以動畫特技術轉為流動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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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書融入鏡頭遠近元素，如以遠景呈現周遭環境、特寫強調關

鍵事物及人物表情等。隨著繪圖視角轉換，讀者可從旁觀者視角起始，

轉換為某位主角視角而理解其所見與心境。如敘事者轉換鏡頭遠近及切

換視角，以八跨頁描述雨果企圖解決機器人謎團之連續圖像（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206-221）。無字連續圖像具動作連戲之效，宛

若分鏡表呈現情節而為轉述電影畫面之基礎。

(2) 援引真實電影畫面及情節

Selznick（2007 ／宋珮譯，2012a：356-359）將梅里埃作品特色（即

變魔術之「替代」手法），融入繪本《雨》書。文字敘述「爸爸最喜歡

的電影叫做【月球之旅】」，並描述梅里埃以魔術起家，並投入電影事

業（同上引：354-355）。《雨》書其後以跨二大頁滿版劇照截圖，呈現

梅里埃如何運用魔術之「替代」手法而讓仕女貌似消失（同上引：356-

359）。

原作者運用「相互指涉互文」援引默片截圖，亦運用「類型互文」

等模擬翻頁而構成「剪接」或「跳接」之效，彷若再現梅里埃「替代」

手法。易言之，原作者創作圖文書之連續圖像（如手翻書而引發動畫之

視覺連戲），已運用電影動態表現之基本概念，亦呼應早期電影曾援引

「替代」等魔術手法加以呈現 (Kember, 2010)。

《雨》書原作者亦直接援引梅里埃之作品截圖，藉「相互指涉互文」擴充文

本意象。《雨》以【月】劇為藍本，以近似素描等形式將劇照轉為繪本形態。相

關圖像如圖 3。

整體言之，轉述者除可援用物件、符碼、構圖等相似性外，亦可考量「類型

轉化」（如繪本與電影相異）而選擇不同媒材再現。整體言之，改編作品可與原

作及其他轉述版本呼應，藉由跨越相異媒介平台之特質，凸顯「媒介」對互文歷

程影響力。

2. 電影聽覺元素應用

《雨》書融入對白與聲效等元素，有助轉為影音敘事。原作者以文字呈現雨

果與友伴對話，「機器從來不會有多的零件，所有的零件種類和數量都絕對精確。

如果整個世界是一部大機器，那麼我在這裡一定是有原因的」（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378）。若日後轉述為電影時可轉為對白，並融入演員腔調等強

化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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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跨媒介轉述歷程中，意味著敘事者如何將文字／圖框轉為流動影像，採用影

音等不同媒介材料及結構而濃縮或放大原作細節。以接收歷程為例，觀眾瀏覽繪

本圖像時可從左頁起始、由上而下地理解圖框情節；影像雖亦由框格組成，但偏

向動態且更流利轉化，並促使觀眾聚焦於某時段表現 (Jones, 2009)。故改編作品

如何適時融入新元素，服膺轉述媒介之特質，亦是跨媒介敘事需面對課題。

《雨》書之圖文結構中，繪本圖像以視覺元素組成，構塑角色與場景等表現

客體並組成眾所熟知之指涉系統，也融入連續圖畫之鏡頭語言等層次。《雨》書

亦提供對白與聲效等元素，有助轉為電影敘事之聲部。《雨》書敘事者援用電影

畫面等「相互指涉互文」元素，並運用鏡頭語言、藉翻頁之視覺連戲等「類型指

涉互文」（模仿電影語言），體現與電影之「媒介間互文性」；【雨】劇則依照

繪本構圖、電影史畫面及默片等「相互指涉互文」，並融入聽覺元素等兼顧「類

型指涉」之效（有別於梅里埃時期之默劇，並融入對現代電影類型之敘事期待）。

下文擬針對【雨】劇凸顯之視聽元素，說明原作轉為電影之改編歷程。

二、電影【雨果的冒險】凸顯之視聽元素

「媒介間互文性」（含圖像之相互擬仿）實屬「後設敘事」元素，如援用電

影製作手法闡釋電影故事（劉紀蕙，1997；Nikolajeva & Scott, 2006）。以「後

設敘事」（meta-fiction）言之，即指電影運用可自我指涉電影再現、製作歷程之

形式；創作者可應用拍片歷程、拍片機器、拍片畫面等，表現後設敘事之元素（劉

圖 3：【月球之旅】原版畫面及繪本版本

資料來源： 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252-253，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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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蕙，1997）。由於《雨》書及【雨】劇均蘊藏「媒介間互文性」等後設文本，

下文擬依「視覺符碼」、「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景框間之相互關聯」及「電

影圖像加乘效果」闡釋電影後設文本如何呈現、【雨】劇如何援用拍攝電影手法

再現電影史事，擴充「向電影百年致敬」題旨。

（一）電影敘事之影部呈現

原作者將《雨》書改編時，參照畫稿並延伸至電影分鏡表 (Selznick, 2011)。

以下則依視覺符碼、組合關係、景框間相互關聯、加乘效果，分述【雨】劇凸顯

之原作元素。  

1. 視覺符碼

(1) 布景

電影團隊強調細節展現，強化布景布置。《雨》書僅以文字簡短帶

過之梅里埃玻璃影棚，【雨】劇不但具體展現，並融入拍攝【仙女國】

美人魚與海怪等片廠實景 (King & Scorsese, 2011)。導演馬丁．史柯西斯

（Martin Scorsese）及改編團隊之約翰．羅根（John Logan）盼讓梅里埃

作品如實呈現，除引述黑白默片上色版本外，並搭配【雨】劇情節呈現；

【雨】劇除藉援引早期電影片段而展現「媒介間互文性」外，亦仿自歷

史檔案照以重構梅里埃拍攝場景等，藉由布景等與歷史照片達「媒介間

互文性」(Meikle, 2013)。

易言之，電影團隊援引【仙女國】與【月球之旅】畫面、歷史照片等，

藉模仿舊作布景或挪用片段而建構「媒介間互文性」，依此再現 1930 年

代之圖景。故【雨】劇實再述／再媒介化（re-mediation）早期之默片等

經典場景，藉「相互指涉互文」而回應「向電影致意」旨趣。 

(2) 道具

以再現【月球之旅】場景為例，電影團隊則參考梅里埃【月球之旅】

劇照，而重新構塑道具 (Meikle, 2013)。故電影之道具造型乃引自真實照

片，故【雨】劇圖像亦與經典場景具「相互指涉互文」關聯，便於閱聽

人聯想梅里埃拍攝實景。

(3) 服裝

導演以歷史照片為本，探究服裝、化妝及髮型呈現；再如研究員瑪

莉恩．鮑爾（Marianne Bower）則分析許多梅里埃照片，並剖析電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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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工作與拍片歷程 (Selznick, 2011)。故就服裝設計言之，導演、研究員

及服裝設計均援引梅里埃之檔案照片等，再現宛若「改編考古學」之歷

程 (Meikle, 2013)。此亦可見服裝符碼及檔案照片之「媒介間互文性」效

果，召喚閱聽人聯想早年巴黎場景。

(4) 動作

導演盼劇情流暢呈現，故強調演員肢體動作表達及走位順暢度，盼

讓電影宛若舞臺劇般 (King & Scorsese, 2011)。雨果姓氏諧音「Carbret」

實具法文歌舞之意，故導演安排巴黎餐廳之歌舞呈現，讓電影融入舞蹈

等元素 (Selznick, 2011)。故聲音引發之意象聯想，供改編者融入特定文

化情景之動作符碼（如餐廳之歌舞表演）而作改編基礎；以此亦可見「聲

音」元素、意象及「動作」之相互指涉關係，故聲效及動作之關聯亦可

體現跨媒介互涉之效 (Kress, 2010)。

2. 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

電影團隊改編原作時，連續圖像之視覺效果強烈者便予以保留；如火車站之

巨大時鐘呈現，或將雨果居住鐘樓畫面直接轉為影像等 (King & Scorsese, 2011)。

《雨》書模仿黑白默片特徵，呈現雨果轉動齒輪為時鐘上發條；【雨】劇仿自《雨》

書構圖、機器符碼，作跨媒介之互涉呈現（見圖 4）。

圖 4：【雨】劇場景援用《雨》書構圖舉隅

資料來源：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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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雨】劇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實與繪本相仿，即圖像與影像之「相互指涉

互文」而具體呈現場景。

3. 景框間之相互關聯

《雨》書原作者表示，此書融入【火車進站】、【月球之旅】及【有驚無險】

等作品，繪本創作之主要靈感來自【月球之旅】(King & Scorsese, 2011)。

電影研究員融入梅里埃作品，他表示梅里埃作品充滿豐富想像力，故將此融

入劇情而產生更多元表述形式 (Selznick, 2011)。由於【月】劇乃為梅里埃重要作

品，而【雨】劇改編【月】劇畫面以貫串主題，彰顯電影導演不僅擬轉述原作情

節，亦代表改編範疇涵蓋原作「媒介」等物質特性（materials）(Meikle, 2013)。

再以默劇【有驚無險】為例（見圖 5），【雨】劇亦此構塑主角躲閃警衛追

緝之構圖，設置主角懸掛於鐘樓景像。易言之，【雨】劇藉「相互指涉互文」而

再現經典默劇場景；在電影媒介出現百年後，運用「媒介間互文性」向電影舊作

致意。

以景框間之關聯為例，改編者除盼與原作情節互涉外，亦盼與早年默片之構

圖形式及媒介特質等互涉。

4. 電影圖像加乘效果

電影改編時略去繪本開場白描寫，原作以召喚觀眾融入影像方式，描寫鏡頭

圖 5：默片【有驚無險】之構圖亦被【雨】劇沿用

資料來源：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174-175）。
註： 【有驚無險】劇照出現於《雨》書，服膺繪本模仿黑白默片之旨趣；【雨】劇則考量原作運用

之電影史料，故模仿早期電影作為劇照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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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向人群與雨果等情節。電影則以近乎一鏡到底方式呈現火車站、車站大門、大

門後方時鐘。與原作相較，電影版更強調流暢視覺呈現 (King & Scorsese, 2011)。

故【雨】劇改編時已融入對電影類型之想像，盼藉流動鏡頭語言予閱聽人速度感；

另亦援引原作之構圖設計（見圖 6），並運用 3D 等數位科技再現城市造景，即

實踐原作與改編版之「相互指涉互文」。

導演亦強調電影乃多向度空間組成之媒材，故在空間感上多所舖陳與發

揮；導演與攝影師融入 3D 拍攝手法，強化立體感以豐富原作敘事空間 (King & 

Scorsese, 2011)。導演欲突顯車站廣大及雨果鐘樓狹隘之空間對比，藉著 3D 攝影

畫面技術，空間感差距更加明顯 (Selznick, 2011)。故【雨】劇導演乃藉「類型互

文」（3D 電影強調景深與速度感）之想像，藉此舖陳鏡頭語言。

再如【雨】劇拍攝火車停靠月臺之拍攝手法、取鏡角度均仿自默片【火車進

站】，後者為最早出現之電影。故藉早年舊作之鏡頭語言，【雨】劇除體現「相

互指涉互文」外，其拍攝手法亦可指涉較深層之文本結構（如運鏡等動態語言）。

易言之，改編者可考量情節及轉述媒介類型，運用媒介之特定語言（如鏡頭

語言）轉化文字描述；或運用科技賦予之敘事資源，將靜態圖像轉化為具景深之

3D 畫面。由前文可知，文字轉為影像時需再重新構連（re-articulation），並依循

類型之物質形式（如文字、圖像及影像等）加以表述 (Kress, 2010)。

圖 6：《雨》書開場跨頁改為【雨】劇起始片段

資料來源： 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3-4）；取自《雨》
書 21跨頁之開場片段，原作模仿黑白默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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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敘事之聲部呈現

1. 對白

聲音訓練師提姆．蒙尼區（Tim Monich）表示，演員中並無法國人且劇本

對白未融入法文；故融入法文重音及韻律，盼取代標準英文以服膺法國場景設定 

(Selznick, 2011)。

轉述者可引述某作品語句、典故或文本結構，以與原作互涉 (Holthuis, 

2010)。梅里埃為謀生計，將影片膠捲賣給鞋廠而熔為鞋跟，讓他往後格外害怕

聽見鞋跟聲音。如《雨》書中梅里埃對白「你不知道鞋跟蹭地的聲音會招來鬼魂

嗎？」（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95），反映害怕面對昔日過往及不捨。

本對白亦轉為【雨】劇臺詞，【雨】劇考量「角色心境及情感」之敘事旨趣，可

擇取《雨》書對話轉為對白，藉「媒介間互文性」而與原作呼應。

2. 聲效

如前所述，聲效包括動作音效、自然音效、機械音效、槍炮音效與特殊音效

等項。本劇較常運用機械聲效，強調機器人、齒輪或放映機運作等聲響，亦補足

《雨》書少描繪之聲效細節。聲效之搭配與選擇，反映改編者對聽覺想像與詮釋，

如其臆測閱聽人較易接納之聽覺形式為何 (Kress, 2010)。易言之，改編者為何選

擇特定聲效、對應之既有知識（如機械需發出何種聲響等），乃與轉述歷程之圖

像元素（如布景及道具）、五感聯想等相繫 (Holthuis, 2010; Kress, 2010)。

3. 配樂

轉述者詮釋文本時，可自文本所指涉對象起始，以聯想或重構文本 (Holthuis, 

2010)。編曲者霍華．蕭（Howard Shore）表示，配樂期能揭露故事之情感張力 

(Selznick, 2011)。【雨】劇人群背景部分則融入更多音效元素，由於劇本設定為

1930 年代，故融入當時歌舞廳場景音樂及歌聲等配樂 (Selznick, 2011)。

易言之，配樂可因改編者對歷史文化之認知、敘事旨趣等，作為轉述基礎而

傳達特定意象 (Kress, 2010)。如電影提供之影音模組等敘事資源，亦提供改編者

轉述情節、賦予更多元意義之空間。

三、跨媒介轉述歷程及考量

跨媒介轉述歷程涉及相異媒介形式之轉變，敘事者運用語法（如影像結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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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重製原初作品 (Jones, 2009)。敘事者轉述時需考量閱聽人對傳播形式之共

識，如模仿特定類型作品之公式及表述策略以合邏輯地延伸意義；跨媒介轉述多

伴隨特定考量或承載敘事功能，協助閱聽人與藝術品持續交流，並讓熟悉原作之

賞析者融入改編作品 (Carroll, 2001)。

若再考量「媒介間互文性」因素，則跨媒介敘事者改編原作時，如何選擇原

作元素而達跨媒介互涉效果？是否需保留對白、著名引語、典故或畫面等？或再

自主題相仿之作品取經 (Holthuis, 2010) ？以下擬以【雨】劇轉述繪本、電影海報

與史料等歷程，剖析跨媒介轉述之敘事策略。

（一）《雨》書轉述【雨】劇機制：以「媒介間互文性」為探索軸線

敘事者需運用既定類型，以組織、重建、變形為另一類型之文本（陳蕉譯，

2009 ／ Deleuze, 2002；Prince, 1982）。以下援引相關機制，並反思《雨》書轉

述歷程。

1. 主題統合

主題統合意指融合敘事軸線而成貫串主線及主題 (Jones, 2009)。導演將《雨》

書及【雨】劇觀眾群定位為兒童，因此敘事主軸旨在描述孤兒的心路歷程 (King &  

Scorsese, 2011)。在創作過程中，敘事者如何臆想「讀者反應」扮演極為關鍵

的角色 (Fluck, 2002; Nellse, 1993)。創作者預想到閱聽人之喜好或對類型想像，

而塑造出特殊之寫作方式、目標與題材以服膺閱聽人之審美需求 (Leitch, 2008; 

Thralls, Biyler, & Ewald, 1988)。

【雨】劇創作考量兒童生活，如以親情、友情與尋覓歸屬為主題 (King & 

Scorsese, 2011)。如【雨】劇中【月球之旅】畫面重現，雨果隨即補述「那是我

父親看的電影」(King & Scorsese, 2011)，回應父子親情等故事旨趣。上述臺詞並

未見於《雨》書原作，乃因改編者考量主要閱聽人需求而強化相關情節 (Selznick, 

2011)。易言之，跨媒介轉述者除考量「媒介間互文性」等敘事資源外，亦可融

入目標族群關切主題或熟悉之敘事形態（此目標族群可與原作重疊），藉此擴展

更多元閱聽群眾。

2. 選擇

影像敘事者可選擇若干靜態圖像元素，以特殊策略舖陳時序而服膺影像結

構，達到轉述之目標 (Coleman, 1985)。【雨】劇承襲原作「向電影致意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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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作引述之電影史場景或圖像，亦加入不同電影史料予以擴充 (Selznick, 

2011)。

以圖像為例，【雨】劇中機器人修復後描繪之圖景，乃源自梅里埃當年出品

之【月球之旅】默片海報 (King & Scorsese, 2011)。由於《雨》書原作並未模仿原

版海報，此為【雨】劇改編後新增敘事元素。故跨媒介敘事者實可參酌作品系譜、

特定作品類型等，強化敘事初衷（如「向電影致意」）及敘事元素（【月球之旅】

影片等相關文本）之關聯。

如前所述，《雨》書敘事者欲模仿默片形式，以黑白圖像序列呈現類似分鏡

表、鏡頭語言之質感；原作者並融入若干梅里埃【月球之旅】及拍攝場景等電影

史料，盼模擬影像形式（即「相互指涉互文」）向「電影」致意。【雨】劇改編

時則從原作關切角度延伸，選擇與繪本引述之圖像、默片截圖與照片，援用「相

互指涉互文」與繪本原作唱和。故繪本轉述為電影歷程中，其敘事主題乃與「媒

介」（電影）相繫，《雨》書改編【雨】劇之跨類型相互擬仿，更凸顯「媒介間

互文性」之於改編歷程之重要角色。易言之，《雨》書及【雨】劇分別以圖文形

式指涉電影、影像再製繪本形式，彰顯「媒介間互文性」對改編歷程之重要性，

此為先前文獻較少著墨處。

3. 重組／濃縮

敘事者選定素材後可重新編排敘事邏輯，亦能參考原作結構、事件發展與故

事線改編 (Jones, 2009)。濃縮為敘事者去除原作中若干成分，轉述為合乎新作之

主題與結構（同上引）。【雨】劇亦有不少濃縮片斷，讓劇情更為凝鍊且加快敘

事速度。

如《雨》書提及，火車於1870年代發生穿越車站意外，並附上新聞照片闡明；

其後則敘述雨果因偷食麵包而被警察追趕，意外掉入火車月台，宛若觀看電影般

見火車迎面而來。

【雨】劇則重組上述兩橋段，並融入圖像描繪火車進站景像（見圖 7）。劇

中雨果夢見走入火車月台，之後影片跳接至火車進站之遠景、中景、特寫，採用

平行敘事手法暗喻雨果正面臨危險。剪輯 Thelma Schoonmaker 盼彰顯戲劇化元

素，故濃縮情節以掌握敘事步調與場景轉換速度 (Selznick, 2011)。

《雨》書嵌入新聞圖片，並轉化電影【火車進站】圖像而達「相互指涉互文

性」；【雨】劇則依此擴充，除以 3D 場景重現動態之火車失控場景外，亦模仿

影史之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片段而拍攝火車行駛路線 (Selznick, 2011)。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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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轉述者藉 3D 電影「再媒介化」默片；轉述者亦擴充繪本圖像，並增加動態

情節以「向電影致敬」。

4. 加戲／放大

敘事者選擇主要事件後，可加戲、濃縮、重組若干情節，也可強化某些題材

細緻呈現 (Jones, 2009)。敘事者可融入新題材至改編作品，並結合原作部分情節。

【雨】劇加戲可展現於更細緻之分鏡表現、增加懸疑感、表彰角色情緒、戲劇化

呈現故事情節 (King & Scorsese, 2011)。

(1) 融入細緻分鏡概念及他種類型

改編乃跨媒介轉述歷程，敘事者可援引不同媒介形式而賦加意義。

故跨媒介敘事研究者實可從「媒介間互文性」起始，比對原版作品及改

編版本之「共享基因」，理解改編者之詮釋策略 (Young, 2008)。

《雨》書原作屬圖文小說類型，供讀者摸索及補白，故需再細緻化

相關情節 (King & Scorsese, 2011)。電影版轉化連續圖像時，需加入動作

細節、位移概念及加強戲劇化成分。如梅里埃翻閱「機器人構造」記事

本時（如圖 2 所示），電影版之記事本圖像以動畫形態加以連貫。故影

像敘事者可考量原作圖框、序列及鏡頭語言，也可融入更多圖片細節、

圖 7：《雨》書引述火車穿越車站之新聞圖片

資料來源： 左圖及右圖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宋珮譯，2012a：
382-383，460-461）。

註： 右圖則為《雨》書以黑白色調描繪雨果眼見火車迎面而來場景，但【雨】劇則濃縮及重組此敘
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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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不同電影類型以強化連戲效果。媒介敘事者實可挪用改編類型之

資源或語法，再述原版故事。

簡言之，改編者可援用動畫表現手法之「類型互文」，並思索繪本

原作「手翻書」而宛若動畫效果（如圖 2 所示），運用繪本原先即存有

之「類型互文」特質而再創作。

(2) 強化劇情流暢度

影像敘事者可重新組合靜態圖像框格，讓觀眾能更流暢地瀏覽電影

畫面 (Carroll, 2001)，此亦為【雨】劇團隊之訴求。

《雨》書以八大跨頁呈現雨果與伙伴互動場景，如描繪雨果在人群

中奔走、雨果友人被絆倒、雨果驚愕神情特寫、雨果伸手援助特寫等畫

頁（Selznick, 2007 ／宋珮譯，2012a：206-221）。【雨】劇中使用 3D

手法並輔以雨果友人之視角，以近景、仰角拍攝許多腳印及鞋底，暗喻

面臨被踩踏危險。

無字連續圖像需憑藉讀者補白以建立其間關聯；即從閱聽人翻書歷

程，體現宛若觀看不同景框之感受。影像敘事則可運用鏡頭語言、3D 電

影之科技等「敘事資源」，更流利且具體地交待事件始末；故改編者可

藉圖像序列之「相互指涉互文」起始，依原作圖像補述更多景框，不需

閱聽人動員想像歷程以連綴景框間關係。

故以跨媒介改編歷程為例，「媒介間互文性」亦體現於不同作品之

相互指涉；改編者亦為原作之詮釋者，可運用與敘事主題相關之類型及

引語，建立互文關聯 (Holthuis, 2010)。

5. 事實化

【雨】劇團隊著重人物表情、造景及配置等事實化歷程；待視覺元素建置完

成後，各圖像系統如何連戲亦為考量重點 (Selznick, 2011)。

(1) 【雨】劇承襲原作地點／圖像設定

以「媒介間互文性」為例，轉述者可「引述」原作語句，模仿呈現

方式等再創作；亦可自視覺元素起始，再創作圖像之外在特徵 (Holthuis, 

2010)。

【雨】劇開場融入巴黎鐵塔圖景，與繪本原畫相仿。本劇亦持續延

續 30 年代巴黎之場景設定（如圖 6 所示），並再加入凱旋門擴充法國意

象。【雨】劇承襲原作【月球之旅】場景，並在影片末尾映演上色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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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片【月球之旅】；【雨】劇亦模仿梅里埃原版之【月球之旅】海報，

改編為機器人手繪草稿。

敘事者設計文本時亦依循社會規則與公式（如影像需考量聲部及影

部），或思索讀者興趣何在以向目標群眾溝通 (Kress, 2010)。以影像敘

事者為例，敘事者可集結影像並將特定片段加以銜接，逐步引入高潮之

情節或結尾 (Baetens, 2003)。故跨媒介敘事者可依敘事目標（如向梅里埃

致意），引述與原作相關場景以擴充改編作品意涵。

(2)【雨】劇事實化繪本圖像及文字描寫

敘事者轉述靜態圖像及組合序列時，需豐富原先之視覺資訊及細

節，讓圖像成功地轉成電影之橋段 (Jones, 2009)。而【雨】劇重製造景時，

亦參考現實世界景像作為重構基礎。研究員參考梅里埃於 1925 ~ 1931 年

之影片，盼能捕捉梅里埃工作情況及作品風貌 (Selznick, 2011)。片廠之

巨型水缸、道具更換等實景，則為【雨】劇研究員考核歷史資料後展現

之成果 (King & Scorsese, 2011)。故改編者可依「敘事主題」之相關資訊

（如電影史之照片或研究文獻等），建構圖像／影像之「媒介間互文性」，

補足原作之「電影史」書寫並以影像呈現。 

整體言之，由於《雨》書屬圖文書類型，原作者最初即運用電影之「類型互

文」敘事；並參酌默片等經典圖像等，藉「相互指涉互文」而擬仿影像呈現形式。

另【雨】劇則融入改編者對現今電影類型之想像，融入視覺及聽覺元素強化感官

體驗，並藉鏡頭語言及特效延展空間感。【雨】劇除援用《雨》書圖文之「媒介

間互文性」，以選擇元素、重組／濃縮、加戲／放大、事實化外，也將經典電影

「再媒介化」融入動態影像而回應「向電影百年致敬」主題。

（二）《雨》書轉述【雨】劇歷程：以「媒介間互文性」為思辨軸心

跨媒介敘事乃指文本可時存於相異媒介平臺，如繪本改編為影像即為「跨媒

介」展現。「媒介間互文性」在改編歷程扮演要角，由於改編者亦為原作之「讀

者／詮釋者」，原作提供之圖像與語言如何供改編者聯想其他媒材，或為跨媒介

敘事研究探索重心 (Grishakova & Ryan, 2010)。

《雨》書跨媒體轉述歷程中，電影團隊之「隱含讀者」考量似未見轉譯機制

等文獻探索。【雨】劇承襲《雨》書之童書特質，以兒童作主要觀眾群，也引導

主題統合（如選擇兒童感興趣之機器人為要角）及選擇（以親情與友誼為題）。

電影融合視聽元素乃為「多模組」（multimodality）敘事展現，研究者關切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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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如何使用媒介、運用跨媒介之互文效果以細緻呈現符碼 (Grishakova & Ryan, 

2010; Kress, 2010)。多模組敘事研究主張，敘事者需鎖定於特定語言系統（如

類型）以細緻呈現符號語言，讓每一元素之功能具體展現 (Kress, 2010; Kress &  

van Leeuwen, 2001)。若再考量「媒介間互文性」因素，則改編者可運用原作之圖

景、文字、情節及敘事結構等「相互指涉互文」，從中串接新版作品之敘事邏輯；

敘事者亦融入改編類型（3D電影等）提供之敘事資源（如增加感官刺激之科技），

召喚閱聽人融入更多感官經驗。

在電影團隊轉譯歷程中，則實踐團隊所認知之電影表現形態；即藉動畫等「類

型互文」重現繪本原作之動態場景。如作者、導演及攝影師考量電影畫面應具流

暢感，故改編原作畫面融入更多動作細節描述；或再補增電影默片海報、檔案照

片、默片之經典構圖等，體現「媒介間互文性」而回應「向電影致意」主題。而

配樂師及聲音訓練師亦考量原作時地設定（為 1930 年代巴黎），故模擬法國腔

以設計角色對白、融入歌舞配樂等，此亦體現語言／臺詞及法國音樂／配樂之跨

媒介互涉。

以「媒介間互文性」及跨媒介轉述歷程言之，改編者可依原作圖文以「統合

主題」，並依敘事旨趣（如依現今電影語言再述舊時默片）而「選擇」再述元素。

電影團隊則帶入視聽元素等「類型互文」機制，以電影結構之敘事語法呈現劇情。

若干劇情轉譯為影音後，可藉原作圖像「事實化」以具體呈現，而達「相互指涉

互文」之效。改編者「濃縮／重組」仍援用舊時影片或照片，再述【火車進站】

及【月球之旅】等動態影像；即運用繪本原初便具有之電影圖像及語言，並以影

像敘事之語法予以再述。改編者亦可根據繪本舊作以「加戲／放大」，融入電影

史既存之動態畫面、擬仿【火車進站】時車輛行駛月臺之視角，重新置於【雨】

劇而向電影百年致意。

研究發現，跨媒介敘事者轉述時則需考量電影類型之敘事期待，如【雨】劇

團隊強調電影作品需有之視聽元素；易言之，類型在改編之歷程中實扮演近似「脈

絡化」之功能，它提醒敘事者可承載何種模組、各元素功能及意義。憑藉多模組

敘事之轉化，敘事者可依類型特質以產製／選擇特定元素作為文本設計參考，而

此層推定亦影響轉化歷程、實踐特定之模組形態 (Kress, 2010)。

之前改編文獻多半羅列改編機制，而少著墨於電影產製流程、「媒介間互文

性」對改編歷程之影響，或較少思索敘事者如何與目標群眾溝通。本文則以【雨】

劇為探索個案，闡釋敘事者如何思索目標族群特質後，從而引導敘事策略、視聽

元素設計之歷程。另如先前文獻已言及「轉述」機制，而靜態圖像轉述電影之跨

媒介「敘事策略」（如「媒介間互文性」如何體現於改編機制），似少見文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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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本研究結合敘事者策略、改編整體歷程（即「敘事設計」），並再詮釋跨媒

介、媒介間互文性、轉述策略之意涵，為本文之研究價值。

陸、結論與研究建議

一、結論

跨媒介敘事研究者認為，每一媒介均可再延展為不同類型（如故事衍生為電

影，再延伸為電視、小說與漫畫），並提供多元體驗管道 (Jenkins, 2006)。

本研究以「繪本圖文結構」如何轉述為「影像結構」為軸，並以《雨》書轉

化為【雨】劇為例，說明繪本所存在之跨媒介敘事潛質；其後並以「媒介間互文

性」為例，說明原作構圖、情節、符碼與歷史照片等對改編歷程之影響。

研究發現，由於《雨》書乃融合小說及連續圖像之形態，故敘事者轉述時可

從多面向角度轉譯。以連續圖像言之，繪本頁面宛若分隔景框般描述切割動作，

同時作者亦可融入特寫等圖像語言描述角色神情。如繪本《雨》書作者所述，編

製《雨》書時乃以黑白圖像呈現，以鏡頭堆疊方式呈現默片般之旨趣。故繪本圖

文組合形態，實提供轉述為影像之跨媒介特質，便於敘事者依電影語言改編故事。

以文字層次言之，繪本之角色對話與旁白，皆可轉為電影聲效；文字亦可

補述圖像情境，作為改編劇本之參考。電影敘事者可將此細節具像化及事實化呈

現，增加觀眾「眼見為真」之臨場感。繪本創作者之敘事策略（如融入電影呈現

形式等彰顯鏡頭語言等「媒介間互文性」），亦為轉述為電影之有力考量。

《雨》書實欲紀念電影導演梅里埃，並盼向電影致意。故【雨】劇改編者引

入若干電影史上著名畫面或作品加以呈現，或如實重建梅里埃拍攝片段、模擬梅

里埃拍攝片場。由於改編團隊亦為原作之詮釋者，可自「梅里埃」、「電影史」、

「法國音樂」、「法國文學」等主題出發，引述視覺元素、聲音元素、經典作品

引語等，而與他種類型互涉。整體言之，跨媒介敘事者可藉「媒介間互文性」，

彰顯改編版本乃承襲原作特質，並應用改編類型之既定語言（如電影之多模組敘

事形態）擴增原作意涵。

二、研究貢獻

跨媒介敘事關切故事如何在不同媒介間轉述，著重媒介特質對敘事影響力。

媒介擁有的物質資源、表述形式及載體、傳播管道等，均可影響敘事呈現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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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鼓勵理解媒介形式對內容之影響，反思敘事中的媒介本質 (Ryan, 2004b, 

2004c)。而敘事者轉述時考量之媒介特性，恰可反應此趨勢。

跨媒體敘事之轉述歷程中，媒體形式之表述形態、混用形態均值得關注

(Herman, 2004)。如《雨》書作者之部分靈感來源為電影導演梅里埃作品，除融

入電影片斷外，亦融入鏡頭語言及連環動作圖以模仿默片質感，彰顯跨媒介特色 

(Selznick, 2011)。原作者亦參與劇本寫作及角色設定等歷程，較能兼顧改編之原

真性 ( 同上引 )。在忠於原著及畫面呈現上，《雨》書如何轉述為影像、繪本彰

顯何種跨媒介特質及「媒介間互文性」均可探究。

媒介形式或可開展更多敘述可能性，或施加若干限制。本研究盼思索媒介形

式如何形塑內容，提供何種限制以「再創造」敘事結構、或供給更多（或更少）

轉述空間並以比對轉變差異 (Herman, 2004)。本研究盼釐清轉述者跨越不同媒體

情境以改編內容、融入電影後設文本，理解「電影類型」增加何種表述可能。本

研究盼融入「改編」與「媒介間互文性」領域之對話，故將「媒介間互文性」分

以「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論之並細緻化分析類目，此亦為本研究對「改

編」及「媒介間互文性」之學理貢獻。 

三、實務意涵：從「媒介互文性」反思擴充「文創加值」意涵

跨媒介敘事與文創加值乃為研究者關心議題，即藉不同媒介平台、媒介載

具以轉述作品概念、以相異形態呈現改編版本樣貌 (Clarke, 2013; Collard, 2010; 

Moore, 2010; Murray, 2005)。如跨敘事之轉述及改編之產業鏈，乃為跨媒介研

究之實務意涵，論及媒介平台匯流與文創產業關聯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 

Moore, 2010)。

跨媒介敘事者可依不同類型依此豐富細節、情節，故若將「改編」作為文

創產業加值言之，原作實潛藏往後作品之改編元素、另改編作品乃隱含既定作

品之因子 (Clarke, 2013; Collard, 2010; Moore, 2010)。跨媒介敘事者改編原作可依

既存情節延伸若干插曲，並運用新科技轉述媒介而獲得消費資本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如近期繪本轉述之數位繪本或以「動畫」形式呈現，或改編圖像

以「加值版電子書」（enriched book）面世；即運用「類型互文」（如數位繪本

與動畫呼應）、「相互指涉互文」（模仿原作構圖及情節）而設計互動腳本。

故就跨媒介研究之實務意涵言之，研究者可理解原作文本如何轉述為新版本

或衍生更多文創商品；效用除包括經濟效益及創收，亦思考敘事者如何援用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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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編作品、運用不同媒介平台之形式以產製敘事 (Collard, 2010; Faubert, 2011; 

Jenkins, 2006)。

本研究除承襲「跨媒介轉述」如何「延展原作意涵」之既有面向外，亦觸及

改編研究關切之「改編者如何藉媒介再製作品」、「文化創意產業加值」等創收

層面 (Jenkins, 2006; Moore, 2010)。如「文創加值」及「跨媒介轉述」之討論面向，

較少論及實作者如何藉「反思」原作之「媒介間互文性」而達再創造可能：本研

究以【雨】劇為例，闡明改編團隊如何藉「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融

入對「載體」（電影）及歷史發展之思辨、從「媒介間互文性」為改編歷程加值。

或如前文所述，「媒介間互文性」乃基於創作者對圖像形式之自省，由既有

圖像語言起始而作「後設敘事」思辨。以「視覺素養」為例，其強調「視覺學習」、

「視覺思考」及「視覺傳播」(Seels, 1994)；而「媒介間互文性」之後設反思或

可與「視覺思考」接軌，供敘事者理解既定圖像／影像語言從何而來，提供「視

覺傳播」新基石。

整體言之，跨媒介敘事者援引「媒介間互文性」概念創作時，或可同【雨果

的冒險】般由後設視角再思「電影」載具（即思考「媒介平台」屬性、「類型互

文」特質），融入更多再創作素材。故反思「媒介互文性」、援引歷史文化相關

之素材以擴充意涵（或顛覆既定架構而再創新義），或為思索改編產業與文創加

值之新取向。

四、研究建議

本研究乃針對「跨媒介敘事」之「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影響改編策略；「媒

介間互文性」引導改編者之聯想，或藉「媒介間互文性」開展改編之再詮釋歷程

均值得探究 (Voigts-Virchow, 2009)。

以圖文書《奇光下的祕密》（Selznick, 2011 ／宋珮譯，2012b）為例，此書

乃分別以連續圖像及文字介紹主角們之成長歷程。此書以圖像再現女主角之成長

背景，並以小說形式描述男主角追尋歸屬之始末。敘事者藉暴風雨、尋找、閃電、

星空等元素，以內部圖／文相互唱和之方式闡釋故事。易言之，《雨》書繪本圖

文乃依電影之「媒介間互文性」起始，以電影「類型互文」及默片圖像「相互指

涉互文」達到向「電影百年致意」目標。再如《雨》書轉化成【雨】劇時，亦藉

扣合原作言及之電影史場景及鏡頭語言，依現今 3D 電影語言「再媒介化」經典

默片。而《奇》書（同上引）則藉繪本圖文「媒介間互文性」，串接兩位主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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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軸線。故《奇》書更仰賴圖文整合之內部敘事邏輯，援引之「類型互文」及

「相互指涉互文」未必均始於默片等類型。

本研究考量「媒介間互文性」之於改編歷程功能，並輔以電影視聽元素之多

模組特質，故以《雨》書轉為【雨】劇為例以剖析「媒介間互文性」與跨媒介轉

述之關聯。若以其他圖文書籍言之，其「媒介間互文性」機制（擬仿類型、擬仿

情節、模仿符碼、致意之深層結構等）或有不同，亦可能引發相異之改編歷程。

整體言之，原作內部之「媒介間互文性」（圖與文）、改編與原作之「媒介

間互文性」，或可再依個案殊異而再作闡釋 (Voigts-Virchow, 2009)。故不同「媒

介間互文性」之表述形態，如何引發相異之轉述策略，或為未來可再研析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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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transform a picture-book story into a film narrative? How to appropriate 

the static graphics of the print text for constructing the audio-visual dynamics of a film?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adaptation proces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film Hugo 
from the picture-book 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by focusing on the potentials of 
picture-books as transmedia narratives. Typically combining graphics and text in its 
print format, the picture book is actually rich in intermediality useful for the adaptation. 
Thus, the text of the picture book, used to fill in where the visual scene might lack, 
could be actualized by the narrator in the film to enhance the immediacy of the scene as 
reality. That explains how the dialogue and narrative in the picture-book 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are presented in Hugo the film as conversation and voiceover with 
sound effects. As to the sequences of images, multiple frames or series of frames used 
to bring up the story details in the picture-book are equivalent of the storyboards in 
film production. By specifying the role “intermediality” plays in the process, the author 
then identifies sever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at work, which suggests w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ransmedia narr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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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紀錄片曾是臺灣民主化進程之重要文類，近年卻顛覆另類、小眾性格，紛紛

上戲院商業映演並召喚大眾，如【看見台灣】創兩億元票房，即在社會形成巨大

擾動。本文以此個案，討論紀錄片再媒介化歷程，以媒介化理論為分析架構，從

媒介化研究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兩項傳統出發，視媒介為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廣

泛效應；一方面分析符合最大公約數的媒介邏輯；二方面剖析空拍紀錄片將「真

實」再媒介化，並且新舊媒介混搭所帶來使用者整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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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上個世紀末胡台麗的《穿過婆家村》進入戲院商業映演開始，紀錄片上院

線已成臺灣10多年來獨特的文化現象。2013年上院線紀錄片高達12部，其中【看

見台灣】更締造國產紀錄片最高票房、觀影人次最高、超過一千場企業與團體包

場等歷史紀錄（林昭儀，2014 年 2 月 21 日）。這些院線紀錄片藉由商業映演的

行銷手段，引發大眾討論與關注，也鬆動臺灣紀錄片的小眾性格與批判傳統（蘇

威銘，2014）。一方面大大拓展紀錄片所承載議題的能見度，另方面也常被批判

為中產社會對於公共道德贖罪券式之寄託。

宛如磁石兩端的正負兩極評價，同樣出現在【看見台灣】的案例。該片在院

線上映 3 個半月，以空拍視角關注臺灣積累已久的環境問題，不僅成為街談巷議

話題，也成行政立法部門會議重點；媒體形容它是關懷臺灣環境的寧靜革命，到

電影院看電影儼然成為一種「愛臺灣運動」（都會地方中心記者，2013 年 11 月

27 日）。但相對於主流媒體呈現之政府與民間空前社會感動、關注與動員；在

另類媒體卻遭致濫情、只看問題表象的強烈批判（台灣立報，2013年 12月 10日；

胡慕情，2013 年 11 月 7 日；郭力昕，2013 年 12 月 16 日）。

以上兩種論點，似乎不足以解釋紀錄片【看見台灣】在社會擾動的全部面向。

作為臺灣第一部大規模空拍電影，本片突破傳統紀錄片攝製規格，採用數位高畫

質空拍技術，同時呈現臺灣山川美景與飽受摧殘、破壞的一面，讓生活在臺灣土

地上的人們得以俯瞰身處的家園，不僅獨特視角構成嶄新經驗，在傳播途徑上亦

見網路社群媒體動員、傳統媒體大幅報導、政策跟進檢討之線上／線下交互影響

之議題溢散效益，實為近年難得之傳播個案。本文嘗試從紀錄片之「再媒介化」

（remediation）歷程，應用「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論為研究架構，討論

臺灣此部空拍紀錄片之媒介廣泛效應。

貳、問題意識

「媒介化」是近 10 年內歐陸傳播研究領域積極探索的理論概念，Couldry & 

Hepp (2013) 分析，此詞是中介（mediation）、媒體化（medialization）等相似概

念中之勝出者，用以描繪日常生活、實務媒介組織、以及由各種脈絡和實踐類型

而來之無所不在媒介內容與平台形成的廣泛效應（broad consequence）。探討此

一概念的學者們認為，媒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帶來深刻影響，單以文本分析、產

製政治經濟學、閱聽人或接收分析不足以盡述；為尋求一個能夠表述媒介橫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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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與社會所帶來廣泛效應的語詞，促成「媒介化」的整合性概念，並以此批

判性分析媒介與傳播以及文化與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 

Couldry & Hepp 進一步分析，科技的進步使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日趨重要，

促成2000年代中期「媒介化」概念興起；當擁有高速網路在已發展國家成為常態、

行動電話幾近普及、網路搜尋能量大幅擴增、部落格與網路影音分享 YouTube 崛

起、以及社群網站的流行，在在使得媒介成為我們每天日常生活中，聯繫孩子、

朋友、家人、工作的基本參照點。媒介無所不在以及多面向本質構成我們生活的

「肌理」（texture）(Silverstone, 1999: 6)，因而需要從產製／文本／閱聽人的不

變三角層面另行發展新研究取徑。

以臺灣紀錄片近年上院線為例，可略窺「媒介化」徵兆。除傳統名人代言、

媒體宣傳外，網路社群經營是電影行銷不可或缺的先行策略，如【看見台灣】在

11 月上映約半年前，即以「邀請到臺灣歐吉桑吳念真導演為電影擔任旁白，用

充滿情感的聲音帶領大家……」的名人代言感性訴求，開設臉書粉絲團網頁；之

後以密度高於一般紀錄片宣傳之影音預告，波段散布包括後製幕後與導演訪談等

訊息，臺北戶外首映更利用 FlyingV 網路群眾籌資方式，成功募得 248 萬餘元首

映經費，臉書粉絲數快速上升，迄今超過 15 萬人（見 https://www.facebook.com/

Abovetai），顛覆紀錄片非主流、小眾性格，成功召喚大眾而成為一種流行。

此種主流商品化的發展與傳播策略，若以「媒介化」視角觀之，確實透過多

平台、無所不在的內容，在人們每日生活中形成一種網絡，以非線性互文方式構

連出大眾認知的廣泛效應。

作為一種傳播實踐途徑，院線紀錄片融合數位高畫質技術以及電影商業映演

通路，亦可從「再媒介化」概念加以探討。所謂「再媒介化」，簡單地說就是：

「媒介就是它的再媒介化」（a medium is that which remediates）；亦即挪用其他

媒介的技術、形式與社會重要性，企圖以真實為名將之更新或重設。此概念認為，

媒介在我們的文化中從未孤立運作，必須進入與其他媒體相互關係之中。尤其在

今日，我們更必須參照其他媒介而認知此一再現力量 (Bolter & Grusin, 2000)。

在西方紀錄片發展的早期歷史中，正存在此種「再媒介化」現象。紀錄片

學者 Nichols (2001) 提出 6 種再現模式之中的「觀察模式」（the observational 

mode），就與 1950 年代攝影與收音技術進展密切相關。當時可攜式 16 釐米的

攝影機與同步收音技術的發明，解放了必須在攝影棚內拍攝限制；幾乎可自由到

任何地點記錄影像與聲音，促成想要去中介而複製生活片段之企圖，也就是，假

裝攝影機是不存在的。因此「觀察式模式」中，攝影機與拍攝者成為「牆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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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蠅」（fiy on the wall），以一種對世界不冒犯的、觀看的方式來凝視 (Beattie, 

2004)。

讓畫面看得「更真」，也成為攝影師無止盡的追求。【看見台灣】導演齊

柏林回溯 20 年空中拍攝歷程時曾說：「我們以拍照為職業的人，追求的就是別

人拍不出來的畫面。」（齊柏林，2013：47）近 10 年，他開始透過網路標購各

種能精進空拍影像品質的美國軍用偵查機鏡頭，後來震撼於日本 NHK 與英國

BBC 拍攝的 HD 空拍影片，開始動念挑戰拍攝動態影像，2009 年決心買下美製

的 Cinefiex 高畫質攝影系統，內建陀螺儀穩定器，可以抵抗飛行產生的震動，

提供穩定的空拍畫質。這臺系統是全球第 168 部，卻是臺灣第一部（齊柏林，

2013）。

「不要懷疑，這就是臺灣。如果你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看

見台灣】從這句鏗鏘有力的旁白開始，以第三者所謂「上帝的口吻」直接傳達

記錄者觀點；同時，透過數位 HD 攝製技術，使得穩定高角度拍攝成為可能，垂

直性鏡頭的視覺語言，讓觀者得以俯瞰式掌握「權力觀點」（the point of view of 

power）(Kress & van Leeuwen, 1996)。全片雖以第三人稱旁白、即 Nichols (2001)

之「解說式模式」（the expository mode）主導敘事，觀者卻得以用前所未有的

視野俯視「既熟悉又陌生的山川土地，只因我們從未有機會以這樣的角度仔細凝

視」（賴青松，2013：6）。

當被凝視的對象是臺灣島嶼、是臺灣人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透過

觀看而再現的真實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以真實為本質的紀錄片猶如經歷「再

媒介化」，嶄新科技再現過去看不見卻存在著的「真實」。

但究竟什麼是真實（reality）？人類經驗感知以外而獨立存在的真實究竟是

否存在？數千年以來哲學家與科學家對此爭議不休，也是新聞傳播研究的重要課

題（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在紀錄片領域，早從有此文

類以來，如何再現真實的辯論亦未曾止歇；記錄者是在場的主體、還是沉默的

主體？一直處於論辯之中。德國新電影重要導演華納．荷索強烈主張風格化，

他曾在全球紀錄片重要場域─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 IDFA）大會上，為紀錄片工作者場景安排

（stage scenes）的權利辯護：「場景安排（staging）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都該做

的事，所謂的真實電影只適用於 1960 年代。」他認為，不斷推陳出新的數位特

效軟體與技術，改寫了真實的定義（林泰州，2008 年 9 月 9 日）。此種看法無

異於呼應了再媒介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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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灣】以數位空拍技術再媒介化後的「真實」，加上電影行銷宣傳操

作成功，在臺宣傳與映演期間長達九個月，造成的廣泛效應似乎不只「愛臺灣」

與「濫情無視於結構」的支持與批判二元論述而已，因而促使本研究嘗試用「媒

介化」這個新傳播概念，反思此一現象。

「媒介化」至今沒有統一定義，Deacon & Stanyer (2014) 研究 2002 到 2012

年 14 個主流媒介傳播期刊共 93 篇論文後發現，81% 的文章只提到此詞卻未予定

義。德國學者 Hepp (2013) 將此概念歸納為「制度論者」（institutionalist）與「社

會建構論者」（social-constructivist）兩項傳統：前者認為媒介或多或少具有獨

立的媒介邏輯，媒介化指涉不同的社會場域與系統如何適應此一制度性規則的過

程，主要關注「大」媒介與其向心力；後者則強調傳播建構社會與文化真實過程

中各媒介的狀態，特別關注數位媒介與個人傳播，亦即「小」媒介與其離心力。

「媒介化」於是更開放地同時論及如何在某特定媒介傳播過程所建構的真實，

以及整體過程中的脈絡化效應（contextualized consequences）(Couldry & Heep, 

2013; Deacon & Stanyer , 2014; Hepp, 2013)。

如前述，新媒介科技已無所不在的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肌理，故要理解此脈

絡化效應，若以媒介化研究取徑，除探究【看見台灣】製作行銷團隊背後默示的

「媒介邏輯」，亦須關照由傳播建構之閱聽人（或進一步稱之為新科技的使用者）

整體經驗。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念萱、李嘉維（2009）曾以意義產製（sense 

making）的角度審視閱聽人與科技物之間的準社會互動，從認知面（knowing）、

情感面（feeling）、體驗面（doing）三方面探討使用者整體經驗，本研究嘗試以

翁秀琪等人建構的理論概念出發，解析此片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之廣泛效應。

綜上探討，本研究擬定研究問題有三：

一、 紀錄片由另類媒體轉入院線經營之商業主流平台，綜合那些歷史、技術、社

會、經濟要素？在【看見台灣】存在哪些媒介邏輯？

二、 閱聽人作為使用者以那些實體／虛擬社群網絡參與【看見台灣】映演活動，

產生那些形式／內容的互動（互文性）？

三、 使用者由互動所召喚之知識、情感、實踐等不同認知層面何者為重？是否構

連或滲透日常生活之環境意識，因而產生轉化或行動？

參、媒介化研究之理論探析

呼應以上欲探討面向，本文分為一、媒介化；二、再媒介化與使用者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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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節爬梳相關理論。尤其，「媒介化」為傳播研究領域近10年逐漸成形之新概念，

故先簡述此概念之近期動態發展。

一、媒介化

媒介化一詞，最早可回推 20 世紀初期，匈牙利社會學與人類學家 Ernst 

Manheim（1933）在博士後論文《公共意見的傳遞者》（The Bearers of Public 

Opinion）所提出，他用「人類直接關係的媒介化」描繪現代性中社會關係的改變，

此一改變特別標示在所謂「大眾媒介」（mass media）之興起 (Couldry & Heep, 

2013; Hepp, 2013)。1990 年代與 2000 年初期，學術社群嘗試用此一新語言，取

代探討行之有年之媒介效果（effect），描述傳播媒介在每日生活與社會的廣泛

效應，但此些努力許多源自非英語系學術社群，直到 2000 年中期多重影響促使

「媒介化」一詞始成為國際傳播學界共識。

（一）媒介化研究之建制化歷程

媒介與傳播研究領域日趨國際化，是媒介化研究逐漸形成共識的背景原因

之一。包括更多非美國籍會員加入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歐 洲 傳 播 研 究 與 教 育 協 會（Europe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ECREA）成立、以及諸多國際會議將「媒介化」納入議題，

促使以英語為母語學者與來自其他區域者交流。2011 年 ECREA 成立媒介化研究

暫時工作小組（Temporary Working Group, TWG）。

此工作小組於 2012 年在英國舉行首屆工作坊，主題是「媒介化的跨文化與

跨國觀點」，反思此一逐漸成形的重要概念。其主要立論為，媒介已成為任何

事情的一部分，我們不再能夠視其為分離的領域，必須理解充斥在每日生活的

媒介傳播如何改變文化與社會的建構。在此觀點下，「媒介化此一概念用來描

述，在媒介與傳播、社會與文化變遷之間，溢散著不同技術的媒介及其相互關係

的長期過程」(ECREA TWG, 2012)。「媒介化」一詞至此仍屬動態概念，需進行

更具體之概念化工程，行動方案包括─由 ECREA 媒介化工作小組於國際期刊

Communication Theory 以媒介化為主題發展專論（同上引），此專刊由英國學者

Nick Couldry 與德國學者 Andreas Hepp 主編，2013 年秋天出版。

此專刊導論中，這兩位學者以 2000 年中期作為媒介化概念形成之關鍵時

點，歸納 3 點成因：1. 新媒介科技普遍滲透到每日生活，如網路、手機、部落

格、YouTube 影音分享、以及社群媒體興起，促使媒介研究從產製／文本／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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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不變三角，轉向新的研究取向。2. 從 1980 年代即存在著超脫產製／文本／

閱聽人之不變三角的研究傳統，朝向關注媒介開放的、非線性效應，代表性學者

如英國的 Roger Silverstone 以及哥倫比亞的 Jesús Martín-Barbero，兩者都提出了

超越單面媒介效果之中介概念。3. 圍繞著媒介化概念出現更廣泛與異質的匯流

趨勢，如 Bruno Latour 於 2000 年初期提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以及逐漸受到重視的媒介人類學 (Couldry & Heep, 2013)。

正如 ECREA TWG 網站首頁開宗明義所說：「我們身處於媒介攸關每一部

分生活的時代，涵蓋工作、娛樂、政治、組織、經濟以及文化與社會層面。為掌

握這持續擴增的『媒體飽和』（media saturation）現象，因而提出『媒介化』概

念。」（http://mediatization.eu）此段扼要說明，很容易理解此概念之背景脈絡，

但從認識論來看，還需進一步爬梳。

（二）由制度論到社會建構論

在媒介化研究上，Hepp (2013) 歸納出「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兩項傳統，

前者主要關注傳統大眾媒體之「媒介邏輯」（media logic）；後者則更有興趣致

力於每日生活實踐，特別是數位媒介與個人溝通，聚焦在變遷中的傳播建構之文

化與社會。但此兩項傳統不僅共存，近年也向彼此靠近 (Couldry & Heep, 2013: 

196)。

從「媒介邏輯」一詞的概念意涵演進，即可窺媒介化研究兩種傳統共存的

辯證式過程。被 Hepp 歸於制度論研究傳統起源概念的「媒介邏輯」一詞，在

1970 年代末由 David Altheide 與 Robert Snow 提出，但這兩位學者對此採用中介

概念，尚未採用媒介化這詞。直到 Asp (1990) 首先在「媒介化」脈絡中引述媒介

邏輯；他論稱，要理解媒介在社會的角色須考慮 3 種不同影響層面：一是市場、

二是意識形態、三是圍繞在媒體產製過程的規範系統（systems of norms）；在此

Asp 明言以 Altheide & Snow 所稱之「媒介邏輯」最能適切形容第三個層面 (Hepp, 

2013)。

Altheide & Snow (1979) 最早以媒介邏輯一詞，描述新聞或政治的溝通實踐

如何屈附於電子媒介的生產慣習之下（唐士哲，2014a）。猶如一套默示規則，

媒介邏輯指涉特定媒介內建構訊息的假定與過程，包括節奏、文法以及模式，

涉及定義、選擇、組織、呈現的規範或準則，並決定訊息該用怎樣形式呈現 

(Altheide, 2004)。即便 Altheide 後來陳明媒介邏輯概念其實涵括更廣，原意在複

雜社會脈絡下，反思媒介化過程之意義建構與符號轉換如何制度性鑲嵌於日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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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慣例之中 (Altheide, 2013)，但 30 多年前先創術語已成隱喻性概念，觸發媒介

化制度論傳統之後續探討。

此一制度論取徑下，德國 Winfried Schulz 與丹麥 Stig Hjarvard 的理論化貢獻

最為突出 (Hepp, 2011)。Schulz 提出媒介化 4 個過程：1. 延伸（extension）：媒

介科技延伸人類溝通官能的天然限制；2. 取代（substitution）：媒介部分或完整

取代了社會活動與社會機構；3. 融合（amalgamation）：媒介活動不只延伸或（部

分）取代非媒介活動，同時相互整併與混合；4. 順應（accommodation）：社會

所有部分的行動者與組織順應了媒介邏輯 (Schulz, 2004)。在第四個過程，他提及

媒介邏輯在社會所造成的改變；但對他而言，媒介化意味此種邏輯的擴散，亦非

唯一面向。

Hjarvard (2008) 同樣圍繞著「媒介邏輯」探討媒介化過程，似乎更偏向制

度論：「『媒介邏輯』這術語指涉的是媒介制度性與科技的慣用手法，包括傳

布素材與符號資源的方式，並且以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來操作它」（同上引：

113）。他並區分強、弱兩種不同媒介化形式：前者是直接的，社會或文化活動

本身假定了媒介形式，之後需與媒介互動並隨之起舞；後者是間接的，符號內

容與社會文化活動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逐漸依靠它並與之相互連結 (Hjarvard, 

2004, 2008)。

但將媒介化理解為「一種」制度性媒介邏輯的擴張，並不能清楚解釋此一邏

輯的樣貌。Couldry 提出兩個反對觀點，其一、媒介影響太過異質，很難被化約

為單一的「媒介邏輯」；其二、此一術語暗示改變具有某種「線性本質」(Couldry, 

2008)。挪威學者 Lundby (2009: 117) 亦主張：

只談一個總括性媒介邏輯並不可行，須區別各種媒介特性如何應

用到不同社會互動形態之中……，因此必須研究媒介化過程在傳播上

的變遷與改變。媒介化研究應強調社會與傳播形式如何在社會互動中

發展並被使用。

因此，媒介化研究的制度論傳統雖自「媒介邏輯」概念取得養分，近期媒介

化論述卻傾向開放的非線性詮釋。臺灣近年本土研究亦開始探討此一嶄新傳播概

念，唐士哲（2014a）即以媒介化政治概念分析電視政論節目，闡釋內化於電視

政論過程之媒介邏輯。

社會建構論傳統進一步打破線性邏輯框架，將媒介化視為「後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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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rocess），以及媒介觸動的形塑力（moulding forces）(Hepp, 2011; Krotz, 

2007, 2009)。Krotz (2007) 主張媒介化為後設過程，促成社會變遷之長期發展

或建構，類同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等概念，既指涉媒介帶來改變的後設過程；亦涵括影響人

作為行動者及其社會關係的微觀過程。

Hepp 以「形塑力」描述媒介在傳播過程施加的某種「壓力」（pressure），

例如電視具有某種「壓力」以較線性並適合視覺呈現的方式呈現某些觀念；印刷

具有接受較複雜論點的可能，可較緩慢地閱讀，觸及較複雜的文本結構；行動電

話使行動中與朋友保持聯繫成為可能，亦帶來必須這樣做的「壓力」。這些例子

並非說媒介是「物質結構」產生的直接效果，而是媒介形塑力只有經由特定傳播

形式、在不同中介方式中才能成為具體，故強調聚焦包括人類實踐或行動之轉換

過程的多元脈絡 (Hepp, 2011)。

Block (2013) 採取文化研究取徑，承認人具有能動性，關注媒介建構真實的

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與隨之而來形成意識形態之霸權能量（hegemonic 

capacity）。但她認為，無論符號權力、媒介權力、媒介邏輯、形塑力等概念均

提問關於媒介培力／去權（empower/disempower）的可能。人們在數位媒介提供

之平台，雖獲得被肯認、被看見、被聽見的權力，卻也可能強化現存社群／社會

的權力關係，導致無法或不願跟上科技發展者去權。

上述種種論述，將媒介化推往更開放方向。近來兩個傳統也彼此交流，一方

面倡導制度論者再思「媒介邏輯」概念；另一面主張社會建構論者亦強調探索制

度性面向的重要性 (Hepp, 2013)。

總之，學術社群對於媒介化一詞之概念化工程方興未艾，Jensen (2013) 引用

Herbert Blumer (1954) 提出限定性（de›nitive）、敏感性（sensitizing）兩種概念

探討媒介化理論：限定性概念，包括制度化與霸權（類同於制度性傳統）；敏感

性概念則包括社會建構、科技動能、以及鑲嵌式傳播（類同於社會建構傳統）。

其中，鑲嵌式傳播指涉新、舊媒體混搭結構，此在數位科技時代特別顯著。正因

為此鑲嵌性，使媒介化一詞越趨向敏感性而非限定性概念。

二、從再媒介化到使用者經驗

若以結構與行動為光譜兩端，媒介化研究之社會建構傳統更靠向行動，如

Hepp 提形塑力概念，科技本身與個人作為傳播活動的行動者，均為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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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性因素。以紀錄片為例，向來存在記錄者、被攝者、觀者之相互關係，【看

見台灣】之空拍技術將此推到極致，傳統媒介（紀錄片）鑲嵌數位穩定高空拍攝

技術，記錄超越人眼自然界限的俯瞰畫面，不僅應驗「後設媒介」（metamedia）

形容現有媒體被嵌入新科技的架構 (Kay & Goldberg, 1999)，亦再媒介化了真實，

創造嶄新使用者經驗。

Bolter & Grusin (2000) 之再媒介化概念主張，數位媒介非但未脫離傳統媒

介的美學與文化原則，反是再形塑的過程，正如照相再媒介化繪畫、電影再媒

介化舞臺劇與照相、電視再媒介化電影與廣播。因此，「媒介就是它的再媒

介化」（a medium is that which remediates），過程涉及雙重邏輯─無中介性

（immediacy），即真實的透明再現；以及多媒介性（hypermediacy），即媒介本

身的不透明性。

再媒介的雙重邏輯，可從三方面加以說明：（一）再媒介化是中介的中介，

媒介彼此影響，互相依存；（二）再媒介化視真實與中介是不可切分，本體論上

假設所有媒體都再媒介著真實；（三）再媒介視為改造，目標在再形塑或復興其

他媒介，特別是對真實的再現 (Bolter & Grusin, 2000)。

再媒介等新理論的出現，似乎說明 1960 年代以來傳播領域理解的媒介概

念，或許無法再延續 50 年不變。Jensen (2013) 認為，媒介化研究進一步應聚焦

在「舊」媒體／類型，嵌入新傳播資源之對話本質，乃至於媒介整合於各樣天然

與人造物件與社會脈絡所構成的新行動脈絡。所謂「物件的網路」（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術語正說明，媒介正以各種形式整合於世俗每日生活，鑲嵌在自然

環境與人類身體身上，逐漸超越物質世界的界限。

此種意義來自對話的觀點，正回應語言學家 Bakhtin 所說，回到日常生活世

界，意義存在於作者、說話的對象、以及外部文本構成的軸線之中，既產生於人

際互動之互為主體的平行軸；也來自文本之間互動產生互文的垂直軸（鍾蔚文，

2004）。語言學長久關懷的意義命題，在數位時代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眾聲喧嘩，

等待著被探索。

從使用者角度來看，我們已進入一種「新運算」（new computing）年代，

對比「舊運算」年代在乎電腦可做什麼，新時代科技需回應使用者需求，要能

夠豐富使用者經驗的活動與關係 (Shneiderman, 2002)。McCarthy & Wright (2004) 

主張，我們是與科技共處而形成情緒與感官層面的「活生生的經驗」（felt 

experience），因而須從生活體驗以及情感面之行動與互動詮釋人與科技之間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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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活生生的經驗」化為可分析架構卻非易事，例如坐在黑漆漆的影院

中，隨著電影劇情跌宕、人物命運的悲喜，觀者產生個人的、內在的觀影經驗，

該如何適切詮釋？好萊塢劇作家 Boorstin (1990) 提出 3 種觀看電影方式，剖析人

與電影之間的體驗：第一種偷窺之眼（voyeuristic eye）關注新的、奇妙的事物，

這經驗就像觀看煙火，被不斷堆加的繽紛色彩與絢爛形狀所牽動；第二種替代之

眼（vicarious eye）受情感性吸引，猶如我們將自己的不完美投射於某些角色的

缺憾之中，產生替代的移情作用而受感；最後，內心之眼（visceral eye）則類似

一同搭雲霄飛車，不只是移情，而是一種感動、歡喜、害怕的第一手經驗，如看

到出其不意被異形攻擊而不禁發出尖叫 (McCarthy & Wright, 2004)。成功的電影

往往來自嫻熟操作以上三種「眼睛」，讓人與電影互動出情感共鳴。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解讀如何「閱讀影像」，分析符號產製中，符

號產製者尋求將他者再現的複雜過程，包括產製者文化、社會、心理的歷史背景，

並聚焦符號產製的特殊脈絡。語義學者與符號學者亦長久關注符號如何中介外在

與內在世界的再現關係，其中如「透視」（see-ing）理論認為，觀者除了看見圖

像表面記號、顏色、肌理，也能夠看見圖像外的事物；正如同樣一片雲，有人只

看到雲的形象，有人可以卻「看進去」，察覺雲中舞者 (Kenney, 2005)。此差異

正來自個別不同體驗、來自於意義產製過程中異質又複雜的整體經驗。

進入數位科技促成新舊媒體混搭時代，使用者除視覺、聽覺，也產生結合觸

覺等聯覺現象（the phenomena of synesthesia），一種跨越、重疊、或整合的感覺

經驗 (Pilotta & Schultz, 2005)。

總括來說，當代研究科技批判與文化研究學者，大多脫離化約的二元觀點

（自主的 vs. 非自主的；科技 vs. 社會決定論），朝向將科技視為一種生活形式、

一種構連概念與科技行動性構想（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6 ／黃守義、許詩

嫺譯，2008），研究趨勢也轉向視使用者與科技間為一體兩面的共構關係。

翁秀琪等（2009）曾建構從使用者出發的網路準社會互動理論，以人機互動

研究向實踐／實用轉向為取徑，引用 1956 年芝加哥學派 Horton & Wohl 研究人

與傳播科技（當時是廣播電視）互動關係之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

概念，重新打造網路使用者經驗的理論架構，除側重此概念強調使用者中心、互

動兩個要點，亦補強生活脈絡以及社群分享互動，歸納出認知面、情感面、體驗

面是影響使用者經驗的主要因素，據以審視閱聽人與科技物之間的準社會互動，

所建構之三重構面對本文理解觀看者「看進去」、聯覺的互動經驗上，提供具體

的詮釋框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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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媒介化研究在臺灣本土經驗研究尚不多，傳播學者唐士哲爬梳「中介」與「媒

介化」概念時說：「媒介化作為一個分析工具，應要能夠描述不同脈絡下整體社

會的趨勢發展，藉由具體的實證分析彰顯媒介對不同的建制以及人類行動場域的

影響性」（唐士哲，2014b：22）。本文以【看見台灣】紀錄片為經驗實證，將

媒介化概念接合臺灣傳播研究脈絡，採取質性研究方法多重配置，包括深度訪談

法、文獻分析法、與臉書粉絲團網友貼文回應之次級資料分析，試圖勾勒貼近日

常生活經驗之媒介化脈絡性效應。深度訪談對象為處於「媒介邏輯」內之相關人

士，如製作團隊、電影行銷人員、環境關懷相關社團人士等（受訪者背景見附錄

一）；文獻分析搜集本研究相關報導、評論、研究等資料；一般觀眾意見來自臉

書粉絲頁留言之次級資料。回應研究問題所擬之問題構面與操作性概念見表 1。

為聚焦新舊媒體鑲嵌所帶來的使用者經驗，本研究視該電影臉書粉絲頁為社

群互動場域，在此搜集一般觀眾線上即時、互動、廣泛的意見，以質性研究分析

軟體 NVivo 10 擷取文本資料，從電影臉書粉絲頁建立起始截至 2014 年 6 月 14

日共取得 20,362 筆貼文與回應。因文本數量龐大，故以該片映前、映中、映後

之重要行銷時點，取約 3 天左右之貼文與回應為分析樣本（抽樣點見附錄二），

再以軟體建立節點。

NVivo 10 無法辨識中文詞頻，實際操作係以每百筆逐筆觀看方式選取 1，共

建立 1,952 個參考點，三構面選取節點數目分別是：知識 201、情感 1,090、實

踐 661。因係立意抽樣，少數留言重複選入不同節點，因此數字雖不具量化研究

1 此次利用 NVivo 10軟體擷取臉書粉絲頁留言後，以每頁 100筆留言資料逐頁檢視。在設定之電
影行銷時點區間，逐筆細看；在時點外，就略看，但若覺得有意義，仍選入節點。

構面 操作性概念 訪問方式（對象）／次級資料

媒介邏輯 1. 內容製作

2. 電影行銷

3. 資金

深度訪談製作團隊、電影行銷人員相關報導、

評論、研究等文獻

互文性 1. 網路社群媒體互動

2. 實體社群互動

3. 環境議題

深度訪談環境關懷相關社團

臉書粉絲團次級資料分析

使用者經驗 1. 知識

2. 情感

3. 實踐

臉書粉絲團貼文與回應之次級資料分析

表 1：研究構面與操作性概念

傳播研究與實踐5(2)-05 曹琬凌.indd   132 2015/7/16   下午 05:51:43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5卷 第 2期．2015年 7月 133

精確意義，但由此亦可見以情感性回應居多（節點總表詳見表 2）。另因留言者

資料數量龐大，本文討論時以各次構面節點名稱與軟體選取時，產生之參考點數

字 2 註明引文來源（如視角與高度參考點 1）。本次為學術研究之目的分析臉書粉

絲頁文本，惟因個人留言隱私考量，均以匿名方式加以分析，文中亦以歸納性整

理為呈現原則，在此不檢附貼文原始文本。

伍、研究發現：媒介化分析之 3 個面向

像是歷史的巧合，被視為西方紀錄片影史早期代表作之《北方的南努克》，

正是走向戲院商業映演的開端，不僅由法國電影公司 Pathé Frères 發行，背後並

有皮革公司贊助。導演弗萊赫堤曾說，若無此贊助，將無法製作本片 (Beattie, 

2004)。此例雖非植基於本土脈絡，但作為紀錄片歷史上第一部長片，仍可見從

有紀錄片文類之始，資金／贊助／映演管道就與創作本身息息相關。【看見台灣】

創下臺灣紀錄片商業映演佳績，是極端化特例，以媒介化與再媒介化概念觀之，

2 研究者審視留言內容並依構面歸類（即建立節點），操作 NVivo10時，軟體自動依不同構面產生
參考點數字，如「視角與高度參考點 1」，即為「視角與高度」次構面下選取的第一筆留言。

構面名稱 參考點

知識 201

視角與高度 161

環境議題與批判 45

情感 1,090

愛臺灣愛土地愛家鄉 336

情感共鳴 606

負面反應 15

製作團隊 244

導演等工作團隊 170

音樂旁白等 91

實踐 661

守護家園與省思 124

自我改變 86

觀影行動 428

後續推廣 57

表 2：臉書粉絲頁留言／回應之節點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 NVivo10中建立節點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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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難得個案。以下就一、開拓傳播實踐與商業化交雜之媒介化發展；二、新舊

媒介促成互文形塑力；三、知識、情感、實踐面之整體經驗分析，3面向加以討論。

一、開拓傳播實踐與商業化交雜之媒介化發展

紀錄片在臺灣的發展，可說亦步亦趨回應整體政經、社會脈絡。解嚴前後如

「綠色小組」等反主流影像工作者曾伴隨政治、社會運動，在逐漸拓寬的政治空

間中，扮演傳遞訊息、結合社會資源、推動社運發展、記錄運動場景的重要角色

（敦誠，1992）。1990 年代之後，解嚴後政治禁忌漸除，「反官方說法」利基

市場不再；又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嚴重衝擊本地影視產業，國片產製數

量銳減，商業部門無意投注資金，政府單位以經費直接補助包括紀錄片類型的影

視產業產製，臺灣紀錄片之街頭草莽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性格亦隨之改變，朝向以

公部門補助為主的產製及消費模式發展（劉昌德，2010）。但處於主流商業價值

主導之影視環境，以獨立製片為主的紀錄片產製一直面臨資本不足、映演管道缺

乏的雙重困境。

（一）促成開拓傳播實踐管道之脈絡化效應分析

本土獨立紀錄片以非主流另類媒體的面貌，豐富臺灣傳播地景，卻從早年綠

色小組時代即存在行銷管道有限與勞動條件低落等兩項問題。江冠明（1992）估

計，在 1986 ~ 1988 年間，曾有 8 千萬到 1 億元的「反官方說法」錄影帶地下市

場，但兩年後，此市場快速消退。當時小眾媒體無力自行開拓營銷管道，委託出

售黨外雜誌的流動攤販銷售，有些業者任意盜拷暢銷品，壓縮市場空間，這些工

作者也陸續出現財務危機。更因影帶販售多半在吵雜的演講會場，養成觀眾喜歡

看「衝突畫面」的習慣，以致「綠色」、「第三」製作比較細膩的社會運動紀錄

片，成為滯銷品；另方面也誤導觀眾口味之「刺激性」和「消費性」取向。

如此，解嚴後言論尺度放寬，其吸引力逐漸降低。因此，縱然風起雲湧的

社會運動給予此類影片發展養分，工作者卻未得相等回報，生存一直困難，5、6

年之間，相繼成立的反主流影像媒體組織紛紛解散或半解散（戴伯芬、魏吟冰，

1992）。

1990 年代後，電子攝影與剪輯技術及費用門檻降低，設備高度普及，促成

發聲過程之民主化，紀錄片儼成平民運動，播映管道卻始終處邊緣位置，除公視

外，只有受公部門直接或間接資助的影展活動為主要映演管道；因常態映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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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很難養成觀眾收視習慣，無法進一步「吸引商業資金挹注」（劉昌德，

2009 年 9 月 28 日）。紀錄片工作者資源不足，勞動條件亦低落。研究發現，紀

錄片工作者須仰賴另一份工作補貼維持生計；高達 2/3 受訪者，除紀錄片工作外，

還有另一份工作；其收入，占受訪者經常性收入的比例非常高（劉昌德，2007

年 12 月 31 日）。

此種獨立製片缺乏資源的本質，正是草根性另類媒體經常面臨的困境。

Fuchs (2010) 分析，資源不足導致自我剝削與不穩定勞動狀態，同時造成內在時

間與精力的衝突，進一步降低其政治潛力。此問題亦如 Atton (2002) 描述，另類

媒體在經濟與組織上強調「超前政治」（pre›gurative politics）原則，企圖在資

本主義社會裡，採取社會主義原則做事，難與主流媒體抗衡。既造成對個人的自

我剝削，也不利另類媒體發展，導致另類媒體生命短暫，有的迅速消失；有的逐

漸專業化、制度化，改變內部生產關係，產品內容也開始失去原先基進與開放色

彩（成露茜，2009）。

臺灣獨立紀錄片在此發展困境中，逐漸走向電影院線渠道放映，無異正如前

述，以專業化、制度化模式逐漸納入商業體系。蘇威銘（2014）分析其中兩層意

義：第一，擴大社會效應，使影片議題討論空間更開放，傳播管道從小眾影展、

學校巡迴映演、非主流頻道電視放映等，擴展到相對受大眾關注的場域。第二，

對於多屬獨立製片之紀錄片工作者而言，上院線也是回收成本的管道之一。雖不

是每部紀錄片都能推上院線或適合院線，但如【生命】、【翻滾吧，男孩】、【無

米樂】、【奇蹟的夏天】、【牽阮的手】等片仍有不錯的票房與口碑。

開拓社會影響力與資本回收之雙重意涵外，亦揉和創作者希望「作品被看

見」的心理期待。導演周美玲曾說，紀錄片嘗試上院線，很多都是導演出於作品

好好被觀看的心情，靠著意志力推上院線，因為畢竟在戲院的觀影環境，看影片

比較專注（辛佩宜，2009）。

近年來，院線紀錄片票房成績不斷創紀錄。2012 年【不老騎士】上院線連

續映演兩個月，票房突破 3 千萬元，刷新 2004 年臺灣本土紀錄片【生命】總票

房 1,041 萬元紀錄；2014 年【看見台灣】票房突破兩億元，勝過許多商業國片（黃

亞琪，2012，2014）。票房一再刷新，意味紀錄片小眾性格不再？內容去政治化

而不再基進？抑或是走出「另類貧民窟」（alternative ghetto）朝向廣大公眾發聲？

答案，或許兼有之。

一方面，不斷創紀錄的票房數字背後傳達：1. 臺灣看紀錄片的觀眾人數變多、

題材接受度變大；2. 更多企業與社服團體願意出資拍片，帶來以往電影界無法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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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社會資源、人脈網絡 3（受訪者 E）；另一方面，紀錄片工作者完成影片後，

努力將作品推向院線，透過電影傳銷手法，使其成為文化商品，無形中亦向商業

市場靠攏。資本主義追求投資報酬率邏輯，與紀錄片記錄真實之社會性本質，亦

陷入矛盾中。

如【看見台灣】耗資 9 千萬元，導演齊柏林抵押房子籌資，雖讓人讚揚實踐

夢想之勇氣（陳文茜，2012年9月1日），但其中4千5百萬元仍來自企業贊助（黃

識軒、許容榕，2013 年 12 月 6 日），投資水準遠超以往紀錄片規格。當成本墊

高到不遜於商業劇情片時，想要回收成本，更需以大眾市場為舞臺。受訪者 D

如此形容上映前評估此片的心情：「不上院線是一點機會都沒有，上院線是九死

一生。」當攝製規格與資本投資不斷推高，不得不走向商業院線召喚大眾，正如

Hepp 所說，特定媒介在傳播過程之「壓力」隨之而至。

（二）「最大公約數」媒介邏輯與自我審查效應

不是任一部紀錄片都適合院線發行，片商評估是否可上片大致有 3 點：1. 題

材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共鳴；2. 藝術性、商業性、製作規格要達到一定水準；3. 出

品人／導演／製作公司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與企圖心（受訪者 D、E）。反過來說，

若議題比較冷門或沈重；或者具體要推動某社會議題與運動，不以被最多人看到

為目的，自然也會侷限所謂的「市場」（受訪者 B）。

於是，想在主流商業管道映演，可能出現形式決定內容的效應：

假設全部導演都以上院線為目標，他意識到上院線的時候，它片

子必須長成某種樣子，就會有某種自我審查跟閹割，就說：「啊，這

觀眾可能不會喜歡，這一段也太硬了。」所以只能把它做到這個程度，

而不是那個程度。（受訪者 D）

為符合大多數共鳴或謂市場最大公約數的潛規則，媒介邏輯效應於焉產生。

以【看見台灣】為例，為召喚大眾觀眾，包裝、敘事都隨之改變，包括片名原為

《域望》，但考量一般大眾理解與接受度，改為【看見台灣】（郭彥劭，2014

年 2 月 25 日）；齊柏林原想聽從導演戴立忍建議，以全無旁白的方式呈現，但

3 近年社服團體／企業組織先後贊助紀錄片拍攝並支持上院線，如【被遺忘的時光】由天主教失智
老人基金會、【不老騎士】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拔一條河】由統一超商贊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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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選擇加入旁白與字卡（張哲豪，2013 年 12 月 10 日）。因此該片創下

兩億元票房驗證了市場策略成功，卻被環境保育團體批評「力道不足」，對於國

光石化、六輕、臺東美麗灣的輕描淡寫（江家華，2013 年 12 月 30 日）。如受

訪者 B 所說：

刻意的避而不談問題嘛！只是在模糊問題，講到最後，就直指我

們都是共業啊，我們都是共犯，但是並沒有講，誰該負什麼責任啊！

他是講共犯啦！但他不談責任，不談權責啊！（受訪者 B）

導演齊伯林接受媒體訪問時，稱此種風格為「溫柔的力量」，他說：「批評、

指責最後造成對立，不過，透過對話才能找到機會、找到可行的方法。」（江家

華，2013 年 12 月 30 日）。此種想要觸及多數人的傳播目的，從媒介政治角度

檢視，其媒介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指控對象導向一般民眾／消費者，未

針對政府或特定利益團體；隨之而來之霸權能量內化於愛臺灣之國族意識形態，

最終受益者是直線攀升的票房數字。符合最大公約數的市場邏輯，不僅牽制文本

產製過程，也左右符號產製者與觀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正是將紀錄片過渡、

轉化到本土商業劇情片傳銷公式的例證。

（三）臺灣認同意識與市場賣座之構連效應

電影行銷人員觀察，近年國片賣座潛規則之一，即是某種「愛臺灣」基調：

就是在地的情感、土地認同、文化親近性，簡稱愛臺灣嘛！比如

說【雞排英雄】、【大稻埕】、【海角七號】，像這些就是臺灣土地

上發生的故事，這很多啊！是不是每一片都賣啊！連【父後七日】臺

灣的殯葬文化都賣啊！（受訪者 E）

電影片商之所以願意發行【看見台灣】，部分亦因題材切合這幾年「愛臺灣」

脈絡（受訪者 D）。以 Schulz (2004) 之順應（accommodation）概念分析，電影

發行商順應此本土商業電影賣座的媒介邏輯，從命名到行銷都以「臺灣」為標示。

以 Krotz (2007) 視媒介化為「後設過程」觀點看，該片進入商業體系映演之媒介

化過程，亦與臺灣民主化後推動本土化國族認同交互作用，如徐永明（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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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探討此片時曾說：「臺灣又變成了當紅的字眼，以為李登輝與陳水

扁時代的『愛臺灣主義』已經煙消雲散，最近卻成為新的救贖密碼」。

但僅化約為國族主義式的集體情感，似略嫌武斷。臺灣近年來公民與環境

意識的覺醒，亦是該片成為「環境的寧靜革命」之社會成因（侯俐安、曹以會，

2013 年 11 月 27 日）。生態作家劉克襄在評論此片時寫道：

一部電影的最後以國旗結尾，不讓您覺得濫情，那也不只是電影

的成功，裡面一定還有更大的啟示。我很了然，那是大家對這塊土地

的愛護，已微妙轉移到對這面旗子的認同。這個認同不是運動競技場

上的國家意識，或是對抗某一外來力量的民族情緒，而是關懷生態環

境下，激發出來的家園情感。（劉克襄，2013 年 11 月 21 日）

該片上映時，臺灣籠罩在一片食安風暴中，民眾對於生活的信心幾乎瓦解，

此時【看見台灣】倡議的愛護家園信念，遂成豐厚的公約數，使眾多公民得以參

與其中。受訪者 A 認為，這不僅是 2013 年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產物，其實彰顯了

臺灣過去二十年關懷環境議題與公民意識崛起的結果；這幾年不管反核、1985

行動聯盟的白衫軍、甚至太陽花學運，「一次五十萬人出來，這個在以前是不可

能的，代表臺灣的公民社會逐步邁向成熟的階段」。由媒介化之社會建構論來看，

【看見台灣】熱潮背後，正是行動者及其社會關係的脈絡性互動結果，絕非以文

本美學成就高超、或行銷策略高明就足以解釋其成功。

二、新舊媒介促成互文形塑力

究竟多少人看過【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以兩億元票房估計約一百萬人

（項貽斐、陳于嬙，2014 年 1 月 7 日），臉書粉絲團按讚下片後持續上升到超

過 15 萬、幕後花絮短片如「來自玉山的歌聲」點閱數超過 50 萬，媒體形容猶如

掀起「齊來瘋」（Chisanity）（項貽斐，2013 年 11 月 19 日）。這中間，多數受

訪者都提到，網路新媒介在議題溢散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受訪者 A、B、C、D），

並且至終不僅傳統媒體跟進報導，政府環保政策也內化其中。

（一）網路活躍使用者動員線上／線下網絡

熟悉電影行銷之受訪者 D 觀察，上片前臉書粉絲數超過十萬，可看出該片

吸引網路活躍使用者（active user），這群對議題關注的知識份子，非常積極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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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電影行銷也適時提供助燃薪火：第一、密集露出短片宣傳，包括三支預告

片與六支影音花絮，支數與頻率遠高於一般紀錄片上院線行銷規格，讓網路熱情

使用者得以透過社群與影音分享平台散布與分享；第二、發布時機結合臺灣大型

影展，同為臺北電影節與該片贊助者之某文教基金會，把影展一百場企業形象廣

告額度，讓給首支 30 秒前導預告。如此網路加實體播映波段預告大量曝光，成

為上片前重要宣傳策略。

從訪談得知，電影行銷人員所謂 active user，包括環保人士認為深具中產階

級色彩之荒野保護協會 4 會員。受訪者 A 表示，該協會不僅邀請齊柏林演講，會

員也不斷透過臉書分享，自動自發動員包場。由臉書擷取資料顯示，確有荒野分

會與夥伴包場之相關留言（觀影行動參考點 30、291）。受訪者 B 亦表示，在上

片前曾透過網路平台幫忙宣傳；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的受訪者 C 也說，雖沒有透過

組織動員，但相關消息都由網路得知，他說：「片子剛出來的時候，說沒動員，

其實也是被動員的，因為在網路上、在臉書大家都在討論這部片的時候，無形中

是被動員的」（受訪者Ｃ）。

與劇情片不同，院線紀錄片行銷策略之一，就是「第一時間動員被動式的觀

眾進戲院裡面看，影片才有機會……」（受訪者 E），此案例正可見此股網路動

員效益。此次擷取臉書貼文與回應文本中，「觀影行動」之次構面總共選取 428

個參考點，數目居各次構面第二高（僅次於情感共鳴之 606 個參考點），似正驗

證該片成功召喚出將「感動」化為進戲院「觀影行動」的動員力，並透過網路社

群溢散、擴大。只是受限於研究時間與分析軟體，無法確知此些在臉書上表示，

要揪團、全家觀看、請同學、邀長輩、兒女、好友等等買票相挺的留言者，與其

所參與社團或組織實體活動之相互關係，但由上述三位具環境團體背景受訪者之

回答，仍可勾勒出人際互動之互為主體平行軸與文本之間互文性的垂直軸關聯。

紀錄片逐漸興起的網路群眾籌資方式，也在本片一試奏效。抓緊「愛臺灣」、

「挺在地」氛圍的電影行銷，在宣傳後期以大量試片方式創造口碑（郭彥劭，

2014 年 2 月 25 日），在高雄巨蛋、臺北中正紀念堂舉辦兩場大型首映，將網路

人氣導向實體世界。臺北戶外首映採群眾募資平台籌措經費，網友 26 天內捐獻

248 萬元，近 3 千位支持者九成為個人身分，電影公司特別製作長 23 公尺、高 3.3

公尺的巨幅「感恩牆」，首映開始前不少支持者在現場拍照留念（項貽斐，2013

年 10 月 31 日）。

4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於 1995年，以教育推廣、棲地保育為倡議方式，全臺灣有 11個分會，1萬 6
千多個家庭會員，相關資料見《真實付出　在地守護：荒野 2013成果報告》（荒野保護協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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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互動程度，勝於以往在臉書社群的參與，關心議題僅能按讚或是分享；

「現在是你可以投錢，而且投錢其實是當下的衝動跟情緒，並不在乎他的回饋方

案是什麼，覺得這是一個公益之心跟熱血，你的錢就投進去了，然後這個事情就

成了。」（受訪者 D）。從行銷角度看，網路群眾募資可視為議題能量的前期測

試；另一方面，無異於以媒介混搭，多元參與，創造一種「新」媒介化經驗。

（二）政府政策內化於媒介邏輯

傳統媒介也在熱潮中跟進。本研究搜集電影上映前後時期之《聯合報》、《中

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 4 報文本，共有 1 篇社論（聯合報，

2013 年 11 月 28 日）；12 篇全版報導（含相關環境衍生議題，《聯合報》7 次、

《中國時報》4 次、《蘋果日報》一次）；各種特稿、評論超過 30 則 5，報導篇

幅顯著程度遠高於一般電影與紀錄片。

瑞典傳播學者 Strömbäck (2008) 提出媒介化 4 個階段，其中第四階段為：政

治與其他社會行動者順應、甚至內化媒介邏輯，猶如媒介邏輯征服（colonize）

政治，而本片造成「看電影治國」效應似印證此概念。行政院長江宜樺觀影之後，

11 月 29 日召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會議」，列出 16 項議題，分為 5 個工作小組，

宣誓政府行動決心（錢震宇、楊湘君，2013 年 11 月 30 日）。這些存在已久的

環境議題包括：盜採砂石、水庫淤積、超抽地下水引起地層下陷、莫拉克風災造

成土石流及漂流木等問題、山坡地超限利用、河川污染；工業區空氣污染等等（政

治中心，2013年11月29日），無一不是臺灣環境沈痾，卻因一部紀錄片「媒介化」

了施政行動。

從環境教育的角度，該片可算成功宣廣行動（受訪者 A），《環境教育法》

的規範是其中推力。受訪者 A、B 同時提到，政府同意將觀看此片納入抵換環境

教育時數 6 是重要驅策原因。但也不是一開始就納入，反在影片引起廣泛迴響之

後跟進，可視為政策被媒介邏輯征服又一例證。

在上片之前，那時候阿布（電影公司）就有去跟環保署 approach

問，有沒有可能用發公文的方式，【看見台灣】憑什麼，譬如說票根

5 新聞文本搜集以網路檢索為主要方式，《聯合報》、《中國時報》取自新聞資料全文索引系統，《自
由時報》、《蘋果日報》則以其新聞網站檢索而得。

6 《環境教育法》制定於民國99年6月（西元2010年6月），公布一年後施行，依第19條規定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高中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所有員工、教師、學生
每年應參加 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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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可以列入環境時數扣抵，那時候這個議題還沒炒熱的時候，

環保署連鳥都不鳥他們，上片之後願意做、主動做、用力做。（受訪

者 D）

由此可見一種「大者恆大」的邏輯。媒體形成話題、民眾情感認同、政府內

化於施政、納入環境教育時數……各種因素環環相扣，使得一部原本票房不見得

看好之紀錄片，透過新／舊媒介、實體社團／組織人際號召，滲入人們日常生活

經驗之中。

三、知識、情感、實踐面之整體經驗分析

紀錄片進入戲院商業映演，縱或存在市場導向之媒介邏輯，但閱聽人具有既

是消費者又是公民的雙重身分，在觀看與分享過程如何與之互動、能否產生日常

生活抵抗、甚而促成社會改變的動能？正是媒介化研究之社會建構論關懷視角。

本文以【看見台灣】臉書粉絲頁留言為範圍，分為知識、情感、實踐等 3 個構面，

項下再分二到四個次構面，分別是：知識（視角與高度；環境議題與批判）、情

感（愛臺灣／土地／家鄉；情感共鳴；製作團隊）、實踐（守護家園、自我改變、

觀影行動、後續推廣），從使用者整體經驗分析廣泛效應。

（一）再媒介化帶來視覺震撼，卻少見深度論述回應

首從知識面看，這是臺灣第一部大規格的空拍紀錄片，帶來嶄新視覺經驗，

有人形容為「視覺解嚴」：「空拍代表一般地面視角的提升與解放，對周遭環境

現實的另一個觀點和意象，不僅是政治解嚴後放鬆飛行與攝影活動管制的效應，

同時也是延伸固定視野與既定印象的心理認知解嚴」（高志仁，2013 年 11 月 3

日）。

猶如「解嚴」般視角，拉高紀錄片再現真實的尺度，也是昂貴的數位影像空

拍技術促成之紀錄片再媒介化結果。本研究從臉書粉絲頁共選取 161 個貼文提到

獨特視角與高度，以鳥、雲、鷹、甚至神的高度為比喻，讓觀者對家園臺灣有新

的認識、理解、震撼。但在「環境議題與批判」次構面下，則只選取 45 個參考

點，不僅比例比情感性留言低很多，且限於臉書之微網誌風格，甚少出現深度論

述。留言中僅一篇探討由於農作收入微薄而不得不轉營魚塭的底層結構因素（環

境議題與批判參考點 4），以及兩篇提到應監督政府「水土保持法」、「全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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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計畫」放寬開發限制之修法進度（環境議題與批判參考點 2、6）。由此歸納，

從臉書粉絲頁所互動出的環境關懷，多屬愛護家園與環境的概括性感受，無法具

體針對特定議題甚或形成強有力論述。

（二）臺灣與母親的符號聯結，投射出移情效應

綜觀本文抽樣近兩千則微網誌類型文本中，以濃厚的情感抒發為主要書寫基

調，這些文字無論透過電腦、或是手機，呈現高度即時性與互動性，不乏近乎衝

動式文字描述，如感動到不行、淚流不止、淚流滿面、眼淚盈眶、內心澎湃久久

無法平靜、眼淚和內心的感動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等等（情感共鳴參考點 5、9、

33、67、267）。

互動性亦顯示在上映頭幾天，觀眾熱烈回報各地觀影情況，猶如即時現場報

導：「臺北百老匯 19：15 小廳九成滿，但是片尾字幕一出來，拍手歌還在餘音

繞樑，觀眾席上都還在窸窸窣窣擦眼淚，戲院工作人員馬上就衝進來大喊請觀眾

離開的時候記得隨身的東西……」（情感共鳴參考點 156）、「板橋大遠百看的，

很感動又沉重的影片！結束後只有三三兩兩的人離席，大家都還坐著等到最後，

這是我第一次看電影有工作人員進來說電影播完了喔，出口在這邊……」（同上

參考點 259）。

深一層分析其中情感因素，可發現空拍畫面融合磅礡交響樂與原住民歌

聲，加上吳念真旁白主導著臺灣／家園／母親的聯結比喻，成功將觀者情緒轉

化為對於臺灣大地作為母親的愧疚與震撼。「一開場的浩瀚就讓我的內心淚流不

止……，散場後，我幾乎找不到適合的語言表達心中的感受，此等震撼近如思親

之情。」（同上參考點 405）在愛臺灣／愛土地／愛家鄉次構面下，共選取 336

個參考點，數目居所有次構面第三高。其中，愛臺灣、我是臺灣人、我愛母親臺

灣、大地母親、認同土地／自己、咱的母親、家園等文字，密集重複出現，更

有網友形容猶如「和臺灣土地談一場戀愛」（愛臺灣／土地／家鄉參考點 98、

124），已從知識面的開拓視野，進入強烈移情式的內心情感投射。

（三）從生活做起之實踐啟蒙居多

從臉書選取資料分析實踐面經驗，共選取 661 個參考點，討論熱烈度僅次於

情感面，據此歸納 3 點：1. 進戲院觀看就是行動，許多人強調 10 多年、甚至 30

年來第一次進戲院（觀影行動 83、87、103），高齡父母也繼【鐵達尼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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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看電影（同上參考點 149）等等；2. 強調世代傳承，諸多留言特別強調帶兒

女來看，建議納為學校教材或校園巡迴（後續推廣參考點 5、8、11、18、19、

22、24、26、44、49、55）；3. 從自己改變做起，如不吃高山高麗菜、拒喝高山

茶、減用塑膠袋、用環保杯、垃圾分類、垃圾減量等等，此些都是日常生活具體

可行，屬於消費倫理或是環保生活的行動自覺（自我改變參考點 1、2、4、7、8、

9、10、11、18、20、24、36、40、42、45、53、71、75、79）。

早餐麵包加顆茶葉蛋入腹，留下了兩個塑膠袋，丟掉之際不禁想

到看見臺灣影片中麥寮的塑化廠及海邊垃圾掩埋的畫面……思考著，

這兩個塑膠袋從入手到丟棄前只陪伴著我十分鐘，我就已經在我的家

園，臺灣，創造了兩個永恆的垃圾？！也許當我們鄙視撿塑膠袋於一

窩的資源回收人員，同時也在顯示我們的愚蠢與浪費……。（自我改

變參考點 19）

從此反身性的貼文，可見空拍影像催化的情感回應，已如同撒種，催動自覺

與實踐。即便從批判角度看待本片之環保人士，也不否認強烈認同情感的確帶來

某種「教化」效應（受訪者 B）。從這些來自臉書的留言，亦看到落實在日常生

活的潛在改變力量。本研究因此認為，視作中產階級贖罪券、無法撼動結構性的

批判太過化約，此片所帶來的媒介化效應、或說與每個個人互動之意義，是多元

也異質的，所觸發自覺性反思，日後未始不可能出現一種長遠的、個人的、日常

生活的改變。

此種發生在日常生活的抵抗，雖有潛力侵蝕主流消費文化的根基，卻不易檢

視成效。若要將震撼與感動轉換為更具策略性、組織性行動，環保團體卻發現在

行動上存在某種斷裂，很難直接深化於特定議題與環境運動（受訪者 B）；一些

環境團體亦曾希望影片下片後趁勢作為教育推廣教材，但受制於商業發行規則，

洽談到最後都不了了之（受訪者 A、B）。或許正凸顯電影發行商業機制與公益

目的其實存在根本性互斥。感動是一時，要能長久行動，需要策略規劃、資源配

套以及長期耕耘，一部依循商業邏輯而行的影片，似無法或無意承擔過多公益的

想像與期待。

陸、結論

此次應用媒介化為概念工具，結合使用者經驗分析取徑探討院線紀錄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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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台灣】上映引起之廣泛效應，企圖將臺灣傳播學界近來朝向媒介化概念爬梳的

努力，應用於本土經驗研究。Deacon & Stanyer (2014: 1039) 批判當前媒介化研

究值得檢視的問題之一，即是 Sartori 所說：「沒有差異的普同概念」（universal 

concept of no difference）。若以「抽象的階梯」形容，愈概括表述愈處於梯子上端，

愈限定則愈下端。這兩位英國學者建議，媒介化可從高統攝性的概念向下走到中

層的一般性概念，亦即發展能夠兼具包容性與可操作的指標（indicators），強化

概念化差異。本研究將媒介化概念構連於再媒介與使用者經驗，即為一種創新嘗

試，希冀以可操作方式把此概念應用於分析複雜媒介化社會互動關係。

臺灣獨立紀錄片從早期發展存在社會性血脈，受到歷史、經濟、社會等多重

因素影響，走向院線映演企圖開拓新的實踐，其中隱見兩股力量相互抗衡：一面

是紀錄片作者意欲從主流商業電視掌控播映管道的突圍策略；一面是「商業市場」

爭取票房的最大公約數邏輯。二者何輕何重，存乎一心。要如何避免被「收編」

而失去初衷，永遠挑戰紀錄片工作者心中的那一把尺。歸納【看見台灣】之經驗，

有以下 3 點發現：

一、紀錄片商業映演存在最大公約數的媒介邏輯

臺灣紀錄片上院線商業映演，在【看見台灣】一片創下極佳成績，不單純解

釋為行銷策略成功，而是尋求最大公約數的市場媒介邏輯，與社會整體脈絡化發

展互動而來之結果：包括民主化後深植臺灣市民社會之國族（本土）意識、公民

主體意識崛起、環境教育立法助力等多重社會因素催化；近年觀眾進戲院看紀錄

片之習慣與題材接受度變大，企業與社會團體贊助拍攝經費意願提高等產業多重

因素亦在其中發酵。因此，【看見台灣】這部沒有高潮起伏劇情、沒有明星卡司，

只以臺灣為唯一主角的空拍紀錄片，以極端抽離制高視野，勾起強烈的臺灣認同

情感，正呼應市場最大公約數以及社會與個體心理需求，將影片轉化為你／我都

是主角的故事；但也受限於最大公約數的邏輯，內容也不得不相應調整或妥協。

二、 新媒介構連實體與虛擬社群網絡互動，形成新舊媒體混搭的

新經驗

此案例充分顯示社群與影音分享網站之動員力道，透過高頻次宣傳短片波段

行銷，吸引大批支持網友分享轉介；大量試片、演講的口碑行銷，把網路人氣轉

至實體世界。部分環保團體透過組織內討論，會員亦自動包場支持。本片更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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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籌資平台為戶外首映募款，讓使用者除了按讚、分享，還可進一步「投錢」

支持。從臉書粉絲頁留言顯示，不少行動者將進戲院／觀影視為支持環境倡議的

方式。議題溢散順序大致為社群網路動員－主流媒體報導－政府內化回應－扣抵

環境教育時數；此外，媒介平台之間高度重疊混搭、相互作用，最終呈現「大者

恆大」現象，正應驗媒介化觀點，媒介效應已多層次滲入我們日常生活，成為一

種嶄新經驗。

三、使用者整體經驗以情感回應為多，潛在行動能量在於生活實踐

媒介化的生活環境，構成一種整體經驗。從知識面看，空拍俯瞰式鏡頭再現

的視覺尺度，延伸紀錄片對於真實的追求，達到再媒介化的結果。觀者因此猶如

擁有鳥、雲、甚至上帝般視野，並因看見真相而震驚、感動，進一步催化強烈情

感共鳴。除來自「愛臺灣／土地／家園」認同，更受旁白將臺灣喻為母親的符號

聯結，激發有如「孺慕之情」般對母親的疼惜與不捨。這種情感性投射，由新媒

介如行動網路平台提供立即互動性，大量留言流露來自於此時此刻的衝動性感受。

感動是一時，是否可能轉化為實踐與行動？分析臉書留言後發現，本片敘事

將環境遭到破壞歸咎於人人有份的共犯結構，無形中在許多人心中形成你我都有

責任的不安與自責；將此比喻為在心中埋下種子，確可能在個人能力可及範圍，

產生化從生活做起的潛在行動能量，雖然微小卻可能滴涓累積成深遠影響；但也

可能只成意念的曇花一現，成效不易檢驗，亦難實際接合具有策略性之環境社

運。整體而言，【看見台灣】之媒介化效應，如以 Peters (1999) 藉耶穌撒種者譬

喻之撒播概念觀之，雖然「有耳可聽的都應當聽」，但種子是否發芽生長，受到

不同內在條件與外在環境脈絡而定。從媒介化社會建構論觀點來看，即便電影商

業市場將紀錄片社會性內化於票房消費邏輯似成默示「主旋律」，每一個體／行

動者仍可能產生異質且多元的不同回應，被啓蒙的環境意識與消費倫理仍可能帶

進日常生活的抵抗之中。

將媒介化與再媒介化等新的傳播概念應用於本土紀錄片研究，是本文之創新

嘗試。由於媒介化仍在概念化的動態進程，該如何據此概念配置研究方法，以精

確釐清媒介無所不在之實體／網路、線上／線下之間的複雜關係，為此次研究未

及掌握之限制；同時由網路鉅量資料雖得以歸納新舊媒介互動產生之廣泛經驗，

卻無法區辨使用者性別、年齡／世代、居住區域、政治認同等人口變項，未來研

究可補強上述層面，輔以其他方法繼續深化媒介化概念於本土研究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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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度訪談受訪者背景

受訪者 背景 訪談時間

A 環境與生態組織負責人 2014.05.28

B 環境運動者／另類媒體經營者 2104.05.29

C 生態紀錄片製作人 2014.06.05

D 電影發行公司總監 2014.06.05

E 電影發行公司總經理 2014.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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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看見台灣】電影行銷重要時點

時間 發布內容

2013.05.28 FB 粉絲團成立

2013.06.26 前導預告一：11 月壯闊呈現

2013.08.24 前導預告二：美麗家園篇 11 月 1 日正式上映

2013.09.11 幕後花絮：起飛篇

2013.09.24 10 月 30 日戶外首映 flyingV 群眾募資影片

2013.09.30 正式預告：電影 11 月 1 日全臺上映

2013.10.15 幕後花絮：邁步向前篇

2013.10.22 幕後花絮：東西方樂章

2013.10.23 高雄巨蛋首映會

2013.10.27 幕後花絮：來自玉山的歌聲

2013.10.30 臺北民主大道戶外首映

2013.11.01 院線正式上映

2013.11.06 幕後花絮：聽見．看見

2013.11.23 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2013.12.05 幕後花絮：名人推薦

2014.01.07 報載票房突破兩億元

2014.01.16 正式預告點閱率突破 100 萬人次

2014.02.15 院線下片

2014.03.06、07 屏東放映（車城國中、恆春國中）

2014.03.14 南投放映（地利國小）

2014.03.16 臺南放映（黃氏古厝）

2014.03.21 宜蘭放映（三官宮）

2014.03.23 花蓮放映（泰林文化園區）

2014.03.27 苗栗放映（龍雲宮）

2014.03.28 彰化放映（漢寶園文化園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看見台灣】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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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為買辦的土生華人薛有禮，在 1881年創辦新加坡首份中文報刊《叻報》

時，聘用「中國」南來文人葉季允主導報紙的運作，大致呈現將南洋從視為中華

文明「疆域」的延伸，到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意識日漸清晰的過程。本

文發現，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推展而言，《叻報》以接近中國「傳統」的形式，將

現代性元素透過中文進行傳播，更親近讀者與具有說服力，使西方現代性在當地

華人社會的迻譯更為可能。然而，在強調社會現代化的工具理性過程中，民族主

義的集體意識此時也獲得強化，使得文化現代性的個體主體性建構受到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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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世紀後期至 20世紀初期，英國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重要開拓者萊佛士（T. S. 

Raffies, 1781 ~ 1826）早年所構想的非正式帝國基礎上，將新加坡逐漸建立成為

繁榮的貿易金融和移民中心。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在新加坡的發展過程中，殖民

者與在地定居者和流移者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上的相互共構與折衝，

逐漸將新加坡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且讓現代性（modernity）移植到這新

興的港口城市。

殖民統治的本質在於「差異」，透過在人權、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等存在顯

著「差異」，使得殖民統治者能以文明的傳道者自居，同時又對他族進行經濟壓

榨，以及對其在政治上的抑制和統治的不平等賦予正當性（陳培豐，2013：1）。

英國殖民者傾向在被殖民者的族群內部建構與發現其成員的同一性，在外部則建

構更大的差異性，如建立「華人」1 的分類，其內部包含不同的方言群（譬如福

建人、廣東人等），外部則有界線更清楚的「馬來人」和「印度人」等分類，形

成殖民者所定義的多元社會，有利於分而治之的治理；除族群身分的認同建構，

殖民者的治理也讓「消費者」、「工人」和「國民」這類現代性敘述進入個體的

身分認知 (Trocki, 2006)。

在強化不同族群的邊界與引進現代性上，印刷媒介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機制。

殖民政府很可能為了更強化創造一個多元異質社會，促使各種語言報紙在 1870

年代後在新加坡出現 (Trocki, 2006: 66)。首份中文報刊《叻報》在 1881 年創辦，

開始透過印刷媒介建構華人的文化認同與現代性觀念。

然而，以「現代」為形式，卻以「前現代」／「傳統」為實質道德論述的民

族主義（錢永祥，2001），也在清朝末年逐漸形成。「中國」2 民族主義在甲午

戰爭後開始影響「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聚集地，也讓「前現代」與「現代」內

1 由「中國」大陸向外流離的人在稱謂上，一般稱為「華僑」、「華人」或「華裔」，內涵複雜且
爭議一直存在，本文主要使用「華人」一詞，泛指流離海外的「中國人」，詳細討論可參見王賡
武（1994）。19世紀末葉新加坡的「華人」主要有定居較久的「土生華人」，以及此時大量流
離至此的「新客」。

2 葛兆光在《宅茲中國》（2011）與《何為中國》（2014）中，認為「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
它「並非（像歐洲那樣）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
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近代民族國家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蛻變出來，
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著傳統中央帝國意識。」（葛兆光，2011：28，2014：12-13）。葛兆光
認為古代中國人的「中國」經常是一個文明的空間，而不是現代的、有明確邊界的國家，因此，
他對歐洲現代的「民族國家」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這特殊「國家」提出質疑，且認為應從歷
史進行更深刻的檢視與理解。本文提及的「中國」，則泛指至清朝結束前的文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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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元素的糾結更為複雜。殖民地政府原本堅決反對在地民族主義，這將挑戰其執

政權威與實質利益，然而，在殖民地政府的殖民意識型態與政策，卻弔詭地經常

有利於民族主義的建構（Anderson, 1991 ／吳叡人譯，2010），而印刷資本主義

（print capitalism）是民族主義得以出現的重要條件。

本文的理論關懷源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 1991 ／吳叡人譯，2010）一書提出的印刷

資本主義論點。現代性發展中重要元素之一的報紙，是隨著印刷資本主義而蓬勃

發展的活字印刷新媒介（media），其特殊的性質且協助創造時間與空間新概念

中的複雜內涵，讓現代性的特質與觀念傳播以新媒介為介體，並以「媒介現代

性」方式迅速向外播散與產生作用，形成人們日常生活世界實踐場域的媒介文化

環境。

安德森 (Anderson, 1998: 33) 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東西」（quotidian 

universals）會透過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展示出來，且它並非一種單向的流

動，而是同時讓許多人能共同想像。這些普遍性的東西對特定時刻具有特定意

義，且可以塑造那個時刻。這個抽象體系的建構，讓個體找到自身的位置和與他

人建立連結，建構自身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然而，人們如何將現代性「迻譯」

至日常生活，與政治、經濟與文化元素交混建構在地的現代性？這是本文問題意

識的起點。

本文透過晚近有關現代性的反思與討論，主要焦點著重在現代性建構抽象體

系中的時間與空間要素，以此為基礎提出詮釋新媒介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迻譯的

分析架構。本文嘗試透過中文印刷新媒介《叻報》及其出資人薛有禮（See Ewe 

Lay, 1851 ~ 1906）家族的背景為主要分析材料，時間從 1881 年創刊至清朝結束

的 1911 年為止 3，釐析所隱含的特殊意義，能更理解新媒介與現代性在迻譯新加

坡華人社會時的特點。

貳、理論與概念的運用與說明

一、不同脈絡下的現代性意涵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在 19 世紀之前，“modern” 一詞的用法

大部分是負面的意涵；19 世紀以後，“modern” 的字義演變朝向正面意涵，等同

3 《叻報》1881年創刊後數年的紙本已散佚，現存最早的報紙是從 1887年 8月 19日開始，直至
1932年 3月 31日停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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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改善的」（improved）、「令人滿意的」或「有效率的」（Williams, 1983 ／

劉建基譯，2004：248-249）。這個語意的轉變，可以看到「現代」一詞在 19 世

紀變化巨大的語境裡，成為代表西方內涵的重要詞彙，且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

主義下向全球擴展其影響力。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在 1980 年的演講〈現代性：未完成的計畫〉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Habermas, 1997) 指出，現代性是根基於啟

蒙思想的計畫，期盼透過藝術與科學不僅能提升對自然力量的控制，且能更進

一步瞭解自我與世界、道德的進步、社會體制的正義以及人類的幸福。哈伯瑪

斯將現代性進一步區分為「社會現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與「文化現代

性」（cultural modernity），前者強調的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所界

定的理性化，指向資本主義現代化下的經濟與官僚體制，接近一般所使用的「現

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文化現代性」則強調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這在原本一貫且連續的世界觀崩解後，出現 3 個價值領域的分化，

即真理（truth）、規範（normaltive）和本真性（authenticity），它們分別指向自然、

社會與主體，能各自獨立地發展出豐富的文化意義 (Habermas, 1997: 44-45)。

紀登斯 (Giddens, 1990: 1) 認為必須從制度層面來理解現代性，因為制度的

導入引起日常社會生活的改變，使得個體生活能與自我以直接的方式交織起來。

因此，現代與前現代的區別或斷裂，主要就是這類「制度性的轉變」，對於社會

結構與個體的建構造成相當大影響。現代性基本上由 4 個制度層面互動產生，即

資本主義、工業化（industrialism）、監控能力（surveillance capacities）與軍事

力量或是對暴力工具的控制（control of the means of violence）(Giddens, 1990)。

在現代性的發展中，兩種不同的組織特別重要，即民族國家和系統的資本主義生

產，兩者結合所創造出來的權力在密切協作下，席捲了近代全世界各個角落，將

現代性綿密地滲入日常生活。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則主要從個體的層面來檢視現代性，

他在〈答何謂啟蒙〉（Foucault, 1984 ／汪暉譯，1998：430）一文中指出，現代

性經常被刻劃為一種時間的不連續意識，這是一種與傳統斷裂的全新感覺，且是

面對正在消逝的時刻之暈眩感覺。然而，傅柯認為，現代性其實是一種「態度」，

而非一般所理解的「時間」概念。所謂的「態度」是指「與當代現實相聯繫的模式；

一種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願的選擇；最後，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

為和舉止的方式，這種方式標誌著一種歸屬的關係，並把它表述為一種任務。無

疑地，它有點像希臘人所稱的社會的精神氣質（ethos）」。（Foucault,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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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1998：430）因此，傅柯視現代性的「態度」為一種實踐的批判，從中引

導我們去建構和認識自身，而這正是從啟蒙中承繼下來的精神財富，讓人們在持

續實踐的批判中邁向「成年」。

從以上對於現代性的討論，可以看到人的「主體」狀態被視為現代性「成敗」

關鍵，特別是強調主體「反身性」（refiexivity），只是該如何將此「主體」狀態

安置到不同脈絡進行評估，一直是充滿矛盾且難以處理的議題，且涉及如何看待

「人」的問題。然而，有關現代性的討論多忽略附著於情感的反思部分，甯應斌、

何春蕤（2012：38-41）指出，沒有不涉及情感的反身性，所有反思活動中的資

訊與知識等都有情緒的附著，只是這類情感的反身性在過度強調理性化的過程中

被長期忽略，窄化了現代性的實質意涵。

對於現代性由西方向外殖民而傳散到各地的狀況，不能僅把現代性理解為規

範性概念，企求、學習如何成為「現代」，而應視為在現代化過程中，與在地歷

史及文化遭遇，經過協商、混合的總體「效果」；而「翻譯」在其間扮演重要角

色，它提供人們思考問題的方法，讓不同社會有機的形狀、特性等能夠出現，且

也能被表現與傳達（陳光興，2007：389）。現代性迻譯至非西方地區的過程非

常複雜，Liu（1995／宋偉杰譯，2008）提出的「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對於我們理解殖民現代性的迻譯有所助益，因為它使我們能夠識別

並詮釋歷史偶然的時刻與過程。但是這些時刻與過程既無法歸結為外國的影響，

也不能簡化為本土傳統不證自明的邏輯，而是相互摻揉、協商與混合後的「效

果」。本文把現代性做為一個「對照性」概念，試圖理解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脈絡

下現代性的迻譯與在地接合（articulated）後出現何種樣貌，讓我們對跨域中華

的日常實踐中所展現的同質與異質部分有更多理解。

有關外來事物的「移植」，首先必須經過「翻譯」的程序，將其轉化為在地

群體能夠理解、接受的語言與文化，這個「翻譯」過程包含字義上的「語言學上

的翻譯」，即將外國語彙轉化為意義相當的本地語彙；同時也包括文化人類學意

涵的「文化翻譯」，即將不同群體的文化邏輯與實踐，轉化成自身群體能夠理解

的文化系統（朱惠足，2009：275）。因此，本文運用「迻譯」一詞，是要強調

現代性的「移植」與「翻譯」過程中，外來與在地之間有著更複雜的協商、挪用

與交混等元素的創生過程，各種意義與實踐在其間形成接合、轉化與創造，使得

群體之間的文化界線出現鬆動、游移、相互穿透等的動態變化，一些新元素得以

在此過程中交雜迸現，因此並非簡單與單向的「移植」與「翻譯」。

我們在對本土現狀進行反思與批判時，所採取的視角與判準，基本上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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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識架構上，使得對現狀的規範想像難以逃脫西方現代性範疇。為了釐清與

處理這個困境，似乎得回到對現代性如何在本土開展進行重新的理解與反思，才

可能超克西方現代性對我們長期的桎梏。

二、現代性重塑的時空概念

在初期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時間與空間是關鍵的觀念，尤其是兩者被賦予

全新意涵，讓現代性的論述與實踐取得更好的動能發揮。

現代性發展中重要元素之一的報紙，是隨著印刷資本主義而蓬勃發展的印刷

新媒介，其特殊的性質協助創造了時間與空間新觀念中的複雜內涵，讓現代性的

特質與觀念傳播以新媒介為介體，迅速向外播散與產生作用，形成人們日常生活

世界實踐場域的媒介文化環境，對整體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這是本文著重探討的

重點，尤其它如何參與建構新的時間與空間概念，讓非西方文化的被殖民者也能

接受，成為建構社會新秩序的重要手段。

紀登思 (Giddens, 1990: 13-14) 認為，社會的秩序問題應被看成是時間－空間

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問題，即：在什麼條件下時間與空間被組織起

來且連結在場（presence）與缺席（absence），這也牽動「邊界」（bounderness）

的問題，即有清楚地各種邊界有利內部秩序的維持。然而前現代所有社會都被紐

帶與聯繫交織起來，且貫穿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系統與「民族」（nation）的文化秩

序之中，其邊界不如現代民族國家般明確。因此，「時間」與「空間」的重新建

構是現代性的關鍵與特質，對社會秩序具有重要影響，是必須加以檢視的議題。

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來自 3 個基本面向，即「距離化」（distanciation）、「去

鑲嵌化」（disembedding）及「反身性」（reflexivity）。「距離化」是指時間與

空間的隔離。有了「距離化」這一必要條件，讓現代性另一重要動力來源「去鑲

嵌化」成為可能。「去鑲嵌化」則是指「社會關係從在地（local）互動脈絡中『抽

取出來』（lifting out），且它們在不特別確定的時空跨度（spans）中重新建構」。

至於現代性中的第三個面向是「反身性」，它是對所有人類活動特徵的界定，在

現代性中「社會實踐會不斷地依據所接受到關於實踐的資訊來檢驗和改革，所以

構成改變社會實踐的特點」(Giddens, 1990: 21-38)。現代性動力機制中所含括的 3

個基本面向相互連結且呈現相當複雜關係，本文主要處理有關「距離化」的部分，

但當中還是會與去鑲嵌化及反身性有所關聯。

時間與空間出現的距離化對於現代性非常重要，它使得官僚體制與現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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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國家的理性化組織獲得成長的可能性，且有其內在動力和能力去連結地方和全

球的領域，還可讓現代世界被放置在一種具全面意義的世界史裡，讓理性化組織

運用這樣的歷史來型塑現在（present），強化從過去、現代到未來的線性邏輯，

使得理性思考下的意義問題有更多的解釋空間，特別是制度性組織提供對過去進

行整體性的適當詮釋，讓個體可與具體或抽象群體進行更多連結 (Giddens, 1990: 

19-21)。因此，啟蒙時代以降的線性「進步」史觀，逐漸成為主導與極具吸引力

的歷史觀點，影響人們對過去、現代到未來的看法，對自身與集體的理解也和前

現代有很大差異。

時間與空間對於初期現代性的建構具有極強動力，且這兩項社會構造物

（social construct）經過整個體系長期塑造，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化

為理所當然的常識，且透過想像等方式讓個體與集體產生連結，形成力量強大的

集體意識，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及資本主義機制的運作方式維繫社會秩序。

麥克魯漢（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190-191）指出，人們願意

將生活支離破碎成小時、分鐘的現象，僅能出現在高度讀寫的社群。讀寫本身是

一種抽象的靈肉分離，隨著讀寫的全面普及，時間就取得圈封或圖畫式空間的性

格，可以分而再分，也可以被填充；一旦時間被機械性或視覺性的圈封、分割和

填補，就可以越有效地運用它。因此，時鐘並未創造抽象的時間，而是被時鐘強

化的讀寫創造出抽象時間。機械與抽象時間型態的建立，在工業大量生產時期也

延伸至報章雜誌的定期出刊。因此，大量定期出刊的報章雜誌在市面上流通，且

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所需後，抽象時間感更被確立下來。

和計時的歷史一樣，製圖學的歷史也鑲嵌在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過程裡，

它大致上是根據清楚的數學原理，改良空間的測量與再現（Harvey, 1990 ／王志

弘譯，1993：58）。正如東猜（Tongchai Winichakul）所言，地圖是對現實的一

個科學之抽象化（Anderson, 1991 ／吳叡人譯，2010：242）。印刷術普及後，人

們有了大量看印製地圖的經驗，才會把宇宙或「世界」想像成平攤在眼前的東西，

才會把宇宙看成是隨時等待人們去「探索」的對象，這是在口語文化時代不會發

生與不瞭解的事（Ong, 2002 ／何道寬譯，2008：55）。因此，地圖對空間認知

的極具重要性，它使現實的空間抽象化，但又讓這抽象化變為可見與可理解的，

讓人對現實有具體的掌握，這是一種視覺空間的建構，即它是透過新的科學知識

將人們生活的環境給予具體化，讓個體能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

上述討論可得知，在建構時間與空間的過程中，各種傳播與運輸的新媒介技

術陸續出現與不斷革新，其特殊的介體特質讓人們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經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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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現代性的特質更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其中印刷革命後出現的各種類型傳播

媒介具有重要功能與意義。

現代性的抽象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現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 

(Giddens, 1990)。新媒介技術則在時間與空間上，協助日常生活的抽象系統不斷

地增長，影響人們對自身的理解與外在的認知。印刷術促成一種封閉（closer）空

間的感覺，即文本的內容已成定論。人們相信印刷文本表示作者的語詞已定稿，

是個「終極的形式」，不可能再做變動。這種強加的封閉或完結的感覺，有時

是一種清楚的物理感覺，這是一種無意間產生的微妙且真實感覺（Ong, 2002 ／ 

何道寬譯，2008：100-101）。因此可以說像報紙這類新媒介的出現，強化了人

們的存在感與安全感，減輕現代性帶來的焦慮感，對個體的建構有一定作用，且

它延伸了人們日常的行動範圍，讓意義的傳遞與溝通增加了更多可能性，使人與

人的互動產生了很大變化。

參、土生華人的「再華化」與文化買辦

馬六甲的土生華人是在地原住民與移居於此的華人（幾乎皆為男性）交互混

合後的後代，兩者不是以同化的方式進行文化融合，而是各主體在互動過程中具

有相當的能動性，加上早期外在殖民力量在其中的介入不是很強烈，讓馬來文化

與中華文化在比較「自然」的狀態下進行混合，經長年累積讓土生華人文化融合

了不同傳統的特性，呈現在地混雜性，因此在文化認同上也有相當彈性，其固著

性未必很強烈，且文化包袱相對較輕，對「異文化」與「新事物」的接受度頗高。

土生華人原本是一種較為內在的「交互混合」，然而，當晚近治理能力越

來越精進的西方殖民者進入後，殖民力量透過各種方式滲入日常生活，再加上其

他元素的涉入，使得被殖民者在主體建構過程中，雖然未必是處於完全被動的狀

態，然而個體能動性還是受到一定壓抑，處於一個更複雜的協商過程，當中也涉

及許多的現實利益糾葛。

一、薛氏家族的「再華化」

《叻報》創辦人薛有禮是移居南洋第五代的土生華人，原籍福建漳浦縣，其

祖先在 18 世紀移住馬六甲，且逐漸在此發跡。1820 年代中期，薛有禮的祖父薛

佛記（See Hoo Keh, 1793 ~ 1847）在新加坡開發不久後到此地發展，成為新加坡

早期華人社會的核心領袖。1839 年獲選擔任馬六甲華人社會中最重要的職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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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亭亭主」，薛佛記回到出生地，不過和新加坡福建幫群仍有聯繫，這時的薛氏

家族是新加坡與馬六甲二地福建幫群領袖中的四大家族之一（林孝勝，1995：

40；柯木林，2007；莊欽永，1986：22-23）。

19 世紀中期前的新加坡和馬六甲土生華人社會，曾出現短期中華文風盛行

的氛圍，即由過去的溝通主要是採用口頭語言，此時出現書面語言的運用，其中

原因可能是 1815 年後馬六甲出現 9 間中文私塾學堂，教育獲得相當程度的推展，

使土生華人更有機會接觸中華文化；莊欽永（2007：227）認為，當馬六甲的移

民到新加坡後設立書院，基本上是繼承過去在馬六甲的傳統。

薛佛記這一代遷居新加坡的土生華人貿易商，尚未把新加坡視為其落地生根

的地方，較多把它當作事業發展的暫時寓居所在，其關係網絡主要還是在生長的

「地方」（place）—馬六甲。至於和「中國」的關係，則主要來自先輩在傳統

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商貿的往來，即孔飛力 (Kuhn, 2008) 所說的「通路」（corridor）

與「利基」（niche）因素讓其維繫著和原鄉之間的連結 4。部分土生華人貿易商

看重的祖籍同鄉關係，以及願意參與組織同鄉會，很可能多是利益合作的基礎，

至於認同問題此時基本上尚未浮現。

在辛亥革命以前，流離至海外的「中國」人未對自己的身分做特別的界定（麥

留芳，1985：32）。王賡武（1994：234）指出，華人從未有認同（identity）這

一概念，而只有華人屬性的概念，即身為華人和變得不似華人。王賡武所說的認

同，應是一種從個體出發的概念，而早期海外華人確實尚未發展出個體認同與集

體認同的意識，群體的邊界也不明顯。然而，早期的土生華人一般還是在意自身

的華人屬性，在生活上一般表現得「尊重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也尊重傳統上中

國人所推崇的學術、仕途和榮譽」（楊進發，2007：5）。蘇精（2010：232）指

出，到 1840 年代時新加坡土生華人頗為認同自身的華人屬性，保存很多華人傳

統的思想言行，渴望別人認可他們的華人屬性，且視他們為華人。

薛有禮的父親薛榮樾（See Eng Watt, 1826 ~ 1884）在馬六甲生長，後隨養父

薛佛記遷移至新加坡，是 1854 年當地第一所中文學校萃英書院的創辦人之一，

在新加坡經商多年且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鴉片戰爭後，廈門是被迫開放的 5 個

口岸之一，非常接近薛家的祖籍地，讓他們能在此開啟新事業，也與「中國」這

塊土地建立更密切聯繫。

4 孔飛力指出，19世紀後東南亞華人移民與祖籍地的關係愈趨密切，且在流寓地與家鄉之間維持著
經濟、社會與文化紐帶的「通路」，許些華人在尋找生計上的「利基」，皆建立在這條「通路」上；
官方在其間的涉入不深，民間的聯繫隨著西方經貿往來增加而愈趨活絡 (Kuhn, 2008: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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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榮樾是首批到廈門經商的英籍華人 5，1854 年薛榮樾與弟弟茂源（See 

Moh Guan, 1833 ~ 1879，也稱茂元）、坤元、德源（？ ~ 1885，也稱德元）合資

創辦錦興船務行，經營廈門、汕頭與新加坡之間的航線，並在廈門設立錦興分行，

由薛榮樾負責業務（莊欽永，2007：228）。「中國」口岸的被迫開放與輪船技

術的改進，讓商貿與移動的可能性增加許多，使得具備各種資本的薛榮樾這代土

生華人，在空間移動範圍較其父輩更廣闊與頻繁，甚至習於在中國各口岸與東南

亞間移動，與中國本土建立較以往密切的情感與商貿關係。

1858 年天津條約簽定後，「中國」被迫開放 5 個口岸（上海、寧波、福州、

廈門、廣州），供西方人通商與外國官員居住。薛榮樾此時以外國籍的身分返回

父輩的祖籍地，且在廈門長期居住，再娶妻妾王如意，並生下第三個兒子薛有福

（See Ewe Hock, 1863 ~ 1884）。他是在大清國日益衰弱後才遷居廈門，因此也

感受到了大清國「自強」的氛圍。

薛榮樾讓幼子薛有福自幼年起接受中文教育，後至上海參與考試，成績優

異，在當時清廷自強運動下，1874 年在清廷幼童留美計畫下成為第三批被遣派

到美國的留學生。1881 年薛有福尚未畢業，留美計畫卻突然中止；隨後薛有福

被清廷召回後服務於海軍，且於 1884 年的中法海戰中為「中國」捐軀（錢鋼、

胡勁草，2003）；同年底薛榮樾於廈門逝世。

從薛榮樾到薛有禮這一代，薛氏家族已和「中國」祖源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部分長期在祖籍地生活，甚至已服務於清廷。薛榮樾這位早期的英國籍土生華

人，在 19 世紀中期的中年以後回到祖籍地，像是衣錦還鄉的「歸國華僑」，且

娶妻生子，長期居住至老死，並未如其父一樣回到馬六甲安度晚年，且後來並未

活躍於新加坡及馬六甲華人社會，此時薛榮樾的「家鄉」可能已不是出生與成長

的馬六甲而是祖籍地福建廈門，從中可看到其「再華化」（re-sinolisation）的過

程，更強調自身的中華文化部分。

薛榮樾不僅讓自身「再華化」，長子薛有禮也在其安排下到「中國」生活

與接受教育（叻報，1911b 年 12 月 11 日，1911 年 12 月 12 日）。次子薛有文

（See Ewe Boon, 1860 ~ 1909）曾在廈門鼓浪嶼開設大型鐵鍋廠，是早期返「國」

投資的「華僑」，其工廠生產的產品主要運到南洋銷售（莊欽永，2007：231-

239），且與「中國」商貿一直有往來。

5 1852年的法律允許新加坡華人移民歸化為英國籍，當時有一些商界領導人歸化；1857年後則限
定為在海峽殖民地出生者及其子女，才能歸化為英籍。然而，多數僑居者對歸化為英國公民興趣
不大，他們計畫存夠錢後回中國的家鄉 (Turnbull, 197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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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薛氏家族的例子來，在整體外在環境改變下，19 世紀中葉後部分土生

華人出現「再華化」的契機，這裡應是一種親近「文化中國」的狀態，現代民族

國家認同的概念應仍處萌芽期。

二、土生華人買辦的特殊性與複雜性

在 1820 年代中期，歐洲商人開始在新加坡尋找在地夥伴，以接觸與聯繫原

住民（主要指馬來人與武吉斯人 [Bugis]）貿易商，從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土生華

人成為適合的人選 (Trocki, 2006: 17)。因此，新加坡買辦的出現，主要是擔任西方

與在地商人的中間人，其後慢慢加入其他文化群體，使新加坡買辦出現比中國大

陸買辦更複雜的面貌。他們在東西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讓不同體系的商貿方式

能夠運轉，且不僅是中西兩種文化的中間人，甚至是多種文化的中介溝通者。

薛有禮在馬六甲出生，曾接受英文教育，後來也在「中國」大陸生活與學習

中文，對中華文化有一定掌握與認識；以這時期土生華人的身分來看，他應能掌

握馬來語。因此薛有禮基本上能夠與在地馬來人、「中國」南來華人以及英國人

溝通與互動，對他在各地區活動時有很大幫助。

1877 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簡稱 HSBC、

匯豐銀行）在新加坡設立分行，薛有禮在此時成為銀行的買辦，開啟了薛氏家族

長期擔任匯豐銀行買辦的時代，至 1930 年代的逾半個世紀裡，前後有 3 名薛家

人陸續擔任匯豐銀行買辦 (Tai, 2010: 511)。匯豐銀行這時正處於開疆拓土階段，

薛有禮在 20 餘歲時獲匯豐銀行青睞聘為買辦，這應和其家族背景、掌握多語、

政商網絡與具中華文化背景有一定關係。

Hao（1970 ／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1988：210-214）指出，洋行依

靠擔保制度來保證買辦的可靠性時，非常重視「中國」傳統講究的誠信守諾，因

此買辦本人在聘僱自己的職員時也要確保其誠信，這使他們必須依賴「中國」傳

統的價值觀念，特別是家族和鄉土觀念。「中國」買辦的特點在相當程度上，也

出現在東南亞地區的買辦制度，即需要展現自身的「中華特色」。

1864 年創辦的匯豐銀行，在殖民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英殖

民者運用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將「中國」和印度的匯款網絡交織在一

起，且他們的資源構成巨大的、與西方主導的銀行業交互流通的區域金融市場之

一部分（濱下武志，2008 ／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2009：60-61）。

在 1881 年《叻報》創刊後，薛有禮應仍繼續擔任買辦職務，直到 18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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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由其二弟薛有文接下這項工作。1901 年薛有文年僅 13 歲的兒子薛中華（See 

TeongWah, 1888 ~ 1940）加入匯豐銀行，擔任父親的助手，至 1909 年薛有文逝

世後，薛中華繼承了父親買辦的職務（Song, 1967 ／葉書德譯，1993：87），直

至 1930 年代才卸下此職務，薛氏家族擔任匯豐銀行買辦超過 50 年，這和中國

買辦制度採行家族繼承的情況相似。薛家擔任匯豐銀行買辦職務與《叻報》運作

的時期重疊性極高，它和《叻報》在 1930 年代初期的結束直接相關（何舒敏，

1978：30），也和《叻報》的創辦及發展過程有極大關係。

葉文心指出，「中國」的買辦商人在生活風格與商業活動上，和傳統商人及

鄉紳有很大差異，他們吸收了中西不同元素，塑造出前所未有且混合異國與傳統

的特殊風格（Yeh, 2007 ／王琴、劉潤堂譯，2010：25）。對新加坡土生華人的

買辦來說，他們的生活原本已交混著中華文化與馬來文化，其後再加入西方等文

化元素，使其展現更複雜的狀態與風格，且他們多能掌握一定的「現代」知識與

觀念，成為西方現代性迻譯過程中的重要知識與文化中介，特別是部分買辦看到

了報紙這項新式媒介的重要性與在華人地區的潛力，讓其更有意願成為中介各方

文化的「文化買辦」。本文所指稱的「文化買辦」不是一個貶意詞彙，僅是試圖

說明買辦在清末時期更複雜的實踐，且是一種跨域的實踐，在各種地域、文化與

資本中移動的買辦，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這對當時的情勢發展有一定影響，值

得做進一步的探討與理解。

薛有禮是出身文化混雜的土生華人，其父親與兄弟皆和本土社會與中國祖籍

地有密切連繫，和「中國」應有一些微妙情感；在工作上又是各種商貿與文化的

中介者，也需要保持其「中華性」，使得新加坡首份現代中文報紙—《叻報》

更顯複雜，絕不能僅以是中國報紙的延續做為結語。

對於薛有禮創辦《叻報》的主要原因，論者有相當一致的看法，均指向是「愛

國」與推廣中華文化。陳蒙鶴 (Chen, 1967) 認為，「愛國心」（patriotic）是重要

推力，只是這個「愛國熱誠」從何而來，陳蒙鶴沒有清楚的論述。黃賢強（2008：

218）與莊國土（1989）的看法相近，認為薛有禮創辦《叻報》是因為認為當地

民智閉塞，也回應新任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的呼籲，為推動中華文化事業而

辦報，所以辦報的原始動機單純，並非因為政治與商業利益。然而左秉隆是在

1881 年 8 月初三（陽曆 9 月）到任，但《叻報》約在 1881 年 12 月初創辦，在

時間上極為接近，似不太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因呼應清廷領事的倡議而創

立報紙，或是薛家早有此意，而左秉隆的上任確給予辦報的助力，《叻報》創辦

後的政治觀點始終與清政府相當一致，並與清政府領事館維持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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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報》創辦時即在該報任職的葉季允，在《叻報》（1911b 年 12 月 11 日，

1911 年 12 月 12 日）創辦 30 年時撰文指出：

本報居停（指創辦人薛有禮），生長炎洲，沉潛學海，曩歸祖國，

讀書十年，嘗慨夫叻地同僑，囿於舊俗，身之與國，漠不相關，怒然

憂之，遂以覺世牖民，引為己責，念裨風教者莫良於報，於是毅然奮發，

獨任其難。

從以上的引文可見薛有禮確實對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推廣與持續，具有一定的使

命感，但很難斷定沒有其他動機。不過本文無意探討薛有禮的辦報動機，而是認

為《叻報》這項新媒介在新加坡的出現，原因相當複雜，而消弭文化距離的媒介

者角色應被重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多種文化的迻譯角色，意即一種文化買辦的

實踐。

《叻報》廣告客戶主要是歐人商行，這與薛有禮的買辦身分極有關聯，也和

薛有禮親族的豐沛人脈有關，譬如薛有禮的岳父謝安祥（Chia Ann Siang, 1832 ~ 

1892）曾在著名洋行—莫實德洋行（Boustead & Co.）任職多年，而莫實德洋行

在《叻報》長期大量刊登廣告，極可能有賴這層關係。除有外國人脈的支持，也

不能忽略殖民政府的角色。海峽殖民地政府的行政通告，也是《叻報》主要的廣

告來源，甚至還取得荷蘭駐印尼殖民政府的公告（叻報，1892 年 8 月 15 日：6）。

另外，印刷業務也是《叻報》的經濟來源，其中新加坡市議會就委託許多印刷業務。

至 1900 年底以前，《叻報》的每日發行量仍不多，若以發行量來爭取廣告

恐怕不易，然而，《叻報》的廣告經常占據報紙半數以上的版位，為其帶來相當

穩定的財源。《叻報》和當時新加坡發行的英文報紙一樣，發行目標似乎是瞄準

少數社會上層人士，而發行量不是最重要關鍵。從《叻報》前期的廣告可得知，

刊登廣告的商家目標主要應是華人社會菁英階層，尤其是將進步與現代化的西方

介紹給這些華人。

《叻報》不僅是翻譯較「進步」的英文資訊與意見，其內容會被立法會引用

和討論，且也會被西報翻譯 (Kanayson, 1964: 90)。《叻報》成為一個殖民者與被

殖民者資訊與意見的交流平台，特別是透過翻譯與被翻譯的過程，被殖民者的能

動性取得一定的展現，不是一個完全被壓制的狀態。

《叻報》的經營未必能讓薛有禮從中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這份報紙卻讓

他得到間接的利益。1892 年新加坡《自由西報》在文章中點名推薦薛有禮出任

市議員，特別指出他的英語能力與知識在華人中特別出眾，且因為經營報紙，能

傳播研究與實踐5(2)-06 黃國富.indd   167 2015/7/16   下午 05:52:12



JCRP, 5(2), July 2015168

持續與時俱進，若由他出任定能獲得其他華人「頭家」（tawkays）的支持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92.02.10: 2)。惟最後薛有禮並未

出任此職，原因不明。

1920 年代由富商陳嘉庚與胡文虎先後創辦《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

使《叻報》面臨更激烈競爭。進入 1930年代後，因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使得《叻

報》經營者薛中華欠下大筆債務，辭去匯豐銀行買辦與市議員職務，讓《叻報》

失去許多過往支持其的廣告主，使報社收入大減。此外，市議會也將印刷業務

轉包給他人，對《叻報》造成致命打擊，在 1932 年宣布停刊（何舒敏，1978：

30；Chen, 1967: 53）。《叻報》在缺乏殖民當局與外商支持後，曝露其頗為脆弱

的體質，也可見《叻報》能創刊及長期維持，殖民當局與外商力量的支撐應是主

要因素，至於他們為何鼎力相助，現實利害關係恐怕才是主要關鍵。殖民者透過

文化買辦在殖民地建立文化機制，使其成為各種新觀念與訊息的轉介平台，也讓

西方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要素能獲得保障與強化。對於薛有禮來說，買辦與辦

報成為相互幫襯的身分，甚至混雜在一起，也成為各種元素調和與轉介的機制。

肆、辦報者跨域宣揚的「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意識

從期刊此傳播形式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一種外來的新傳播形式

進入一個新社會，並非單純的橫向移植，而需要與既有的社會文化調和與接合，

且不停地與當地的社會變化互動，形成傳統與現代之間不斷搓揉的過程（李仁

淵，2007：22-23）。對處於東南亞的新加坡來說，19 世紀後半段是新加坡華人

社會成形階段，更多華南移民向南遷移，在新加坡這個新興城市體驗西方現代性

的撞擊，且活絡的流動狀態使得各種文化在新加坡展開相互滲透與影響，對中文

報紙的開展有著重大影響。

一、葉季允的關懷與使命

《叻報》在辦報方向上以上海《申報》為模仿與參考的主要對象，而《申報》

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0 ~ 1908）等人涉入報紙的出版，主要目的是賺錢。

因為不同理由，當時在「中國」辦報的群體認為，若他們以「中國」語言使用方

式來玩外國遊戲，勝算頗大，就像美查所言，商人希望「販賣中華文明給中國」

(Mittler, 2007)。因此，在現代的經營與操作下，報紙已成承載文化的產品，是一

門可以賺錢的好生意。薛有禮和美查分享接近的辦報邏輯，不過在出發點與目的

傳播研究與實踐5(2)-06 黃國富.indd   168 2015/7/16   下午 05:52:13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5卷 第 2期．2015年 7月 169

或有差異，薛有禮不僅希望販賣與延續中華傳統，同時也將西方現代文明帶給海

外華人，意即扮演一個文化仲介者的角色，既能發揮其使命感，且能取得一定的

現實利益，因此薛有禮經營的《叻報》涵括了文化、政治與經濟因素，使其呈現

更複雜的面貌。

薛有禮為達成自己的目標，必須找一位瞭解「中國」文化和西方知識，且瞭

解新式媒介操作的執行者。薛有禮相中在《香港中外新報》任職的葉季允（1859 ~  

1921），力邀身在香港的葉季允至新加坡主持筆政（叻報，1906年 9月 18日：1）。

葉季允在《叻報》任職主筆前後達 40 年，根據葉季允在 1911 年回顧《叻報》創

刊 30 年的文章中，指薛有禮似乎僅是個出資者的角色，對《叻報》內容沒有太

多干涉，讓葉季允在辦報上獲得相當大自主權（叻報，1911 年 12 月 12 日：1）。

《叻報》內部組織編制不大，葉季允主導《叻報》前中期的內容發展，甚至被尊

稱為「南洋第一報人」（陳育崧，1958）。

葉季允（1859 ~ 1927）原籍安徽，自少流寓廣東番禺，曾接受私塾教育，擅

作詩文，精於黃術，是一名典型的傳統中國讀書人（柯木林，2007：83）。葉季

允和一些「中國」沿海改革者一樣，年青、有好奇心，且在英殖民地香港生活數

年，已體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對西方有一定認識與理解。當時殖民地的氛

圍也造成「中國」人的羞恥感與自卑感，想要努力改革「中國」，這種情感對形

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義思想具決定性作用（Cohen, 1974 ／雷頤、羅檢秋譯，

2003：167）。葉季允雖已遠離中國大陸，但仍有「通路」維繫著居留地與家鄉，

因此剛開始時他可能把南洋視為中華文明「疆域」的延伸，然而，在外部環境快

速變化與辦報的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政治意識也日漸清晰。

《叻報》在 20 世紀初以前的銷售量不大，然而其代表著活字印刷出現後，

印刷資本主義在新加坡的萌芽，根據蘇碩斌（2006）的看法，而印刷資本主義的

重點不在資本主義的產業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邏輯」；同時，印刷資本

主義的重要意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

作用力。媒介作用力展現在「現代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衝擊了原本的社會結構。

《叻報》早期的資訊與言論內容，與告示經常混雜在版面上，後來才慢慢做

出更清楚的區隔。《叻報》的言論與訊息，大多沒標示作者姓名，有時採用筆名，

不過主要負責人與作者葉季允的想法與作法被視為有決定性影響。身為主筆的葉

季允，不僅負責撰寫論說 6，也要擔起選擇與編輯新聞的工作 (Chen, 1967: 31)，

6 葉季允曾在1904年辭去編務，《叻報》的日常評論明顯減少；1906年下半年葉季允恢復在《叻報》
職務後，《叻報》的評論內容回到以前的狀態，顯見葉季允對《叻報》內容生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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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個人傾向影響了《叻報》的走向。早期「中國」的報館實行主筆負責制，編輯

經營權由具體承辦者而非出資者所掌握，以保證報紙的獨立性，因此，報刊內容

主要反映編者而不是所有者的傾向（桑兵，1991：240）。葉季允在《叻報》的

角色，和「中國」報館的主筆大致相同。

《叻報》重視言論，將報社幾乎每天刊登的評論或論說放在頭版，談論的議

題廣泛，且接受讀者投稿但需署名（叻報，1887 年 9 月 1 日：1）。除了報社人

員的評論與個人投稿，《叻報》偶而也會轉載其他報刊的評論文章。葉季允指出，

古代「中國」有類似所謂的報館，然而現代報館的出現還是源自西方，有其特殊

社會功能（叻報，1887 年 8 月 22 日：1）。身為傳統中國讀書人的葉季允，對

此時西方報刊的定位也有不同想像。

葉季允是書生型的早期報人，與西方所說的知識分子有相通之處，但並不能

等同。在西方政教分離的傳統中，知識分子強調「公共性」，以批評政治社會為

職志，然而，對於葉季允這類傳統的讀書人來說，精神事務與世俗事務並非分離

的同一事務，因為人間最重要的精神事務—「成德」需在世俗世界中去完成。

陳來認為，儒家對「士」的觀念從來就不是以現實政治的批判為唯一的內容，因

為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責任倫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發展，更注意道德風氣的

變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內，而非站在政治之外參與政治（黃順星，2008：71）。

葉季允曾在香港報館工作，對殖民香港的英國殖民者已有所認識，且對報紙

這項新媒介有一定的看法與主張，並將其想法與理念傾注於報紙，試圖改變在其

眼中缺乏文化素養與現代知識的南洋華人。《叻報》辦報的態度，基本如下所述：

報章之設所以，寓褒貶而別是非，廣見聞而開風氣，達外情而宣

上意，持政論以挽頹風，此天下之公言一人之私言，其責任固綦重也。

（叻報，1899 年 12 月 25 日：1）

葉季允這位「南來文人」來到地處中華帝國邊緣的新加坡主持筆政，剛開始

未必計畫在此地久留，然而，他卻涉入在地頗多的文化活動，尤其是和清廷有關

的活動。此時中華帝國正由世界的中心移位到了邊緣，因此葉季允試圖在「邊緣

的邊緣」發聲，希望能幫助改變中國，讓邊緣重返世界的中心。

葉季允以文化啟蒙者自居，他注意文化的發展，更注意道德禮教的變化，因

此不斷向海外華人灌輸傳統道德觀念，且葉季允對其說教文章的影響，似乎頗為

滿意，在 1888 年農曆年前夕的社論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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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叻地人才已遠勝於昔日……已大有中國衣冠文物之氣，非

復昔年狉獉初啟簡樸之風。（叻報，1888 年 2 月 4 日：1）

葉季允從創報階段試圖引導南洋讀者變得更具有「中華文化」，然而到了甲

午戰爭後，他開始更積極引導《叻報》讀者關注「中國」國事（李元瑾，2001：

364）。葉季允在辦報與寫作的目的及策略上，近似清末在「中國」各地的刊物中，

有相當大部分是由地方開明士紳主導，以開通民智為主要目的的「啟蒙報刊」，

其重點並非政治，而是鼓吹破除迷信與陋俗，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強調「國

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的國家，擺脫民族面臨的困境（李仁淵，

2005：252）。

清末時期選用「中國」作為國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現代國際關係的環

境下，要打破原有族群關係與地域關係來重建認同，因此，它已不是先秦時代的

中國概念。現代中國的確立，一方面是現代主權體系擴張的後果，另一方面又是

在各種複雜關係中重新界定中國的結果（汪暉，2010：30）。然而，清廷官員初

期對國家「主權」的認知和西方不一致，英國官員以民族國家主權基礎所建立的

國際關係來看待中國領事館在新加坡的設立，然而清廷官員觀念多仍在「天下一

家」的帝國想像裡，對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念不熟悉，雙方在邏輯與認知

上的差距形成不少矛盾與衝突。

身在原本朝貢圈中的南洋，葉季允也和清廷官員分享對「中國」的理解與想

像，將自身視為「中土子民」。在觸及西方民族國家關係時，條約關係中的主權

國家觀念也在葉季允的文章中出現，經常討論「中國」與西方國家談判各種條約

的問題，如《叻報》早期的論說〈聞中葡約成事擬說〉（叻報，1887 年 12 月 27

日：1）、〈論中美立約不能以空言挽回〉（叻報，1888 年 12 月 7 日：1）。以

上所述可以看到在 19 紀末期，「中國」的現代國家觀念已在新加坡社會出現。

以《叻報》為例，目前保留下來的最早版本（1887年）中可以看到，《叻報》

仍沒有清楚的分類，也未設欄目，主要類別有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京

報選錄、西方各地訊息、中國與南洋訊息等，此時中國本土訊息重要。這些類別

個形式維持相當久，直到 1908 年 9 月 23 日大改版後，才有更清楚的分類，在言

論與新聞上，主要分為本館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閩粵、南洋、本坡、

本館譯電、京事、行省、外國等欄目。到了辛亥革命後的 1911 年 12 月，《叻報》

再次改版，在欄目上再做調整，分為論說、本館專電、本館譯電、京省、福建（或

閩粵）、要聞、本坡、南洋與附刊等（見表 1），原來的清廷敕令隨清帝國的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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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廢除。從以上欄目的變化，大致可以看出《叻報》對「中國」、本土與外國

事務，從中可看到《叻報》在不同時期對有不一樣的關注程度，在地域上也出現

理解的轉換。

《叻報》在初期經常於頭版刊登清廷的「論旨恭錄」，偶而會刊登「宮門抄

報」，顯示《叻報》對清廷官方訊息的重視，同時也固定轉載京報內容，關注民

間的脈動。葉季允這位在「中國」沿海成長與就業的新客，雖然剛開始對新加坡

及東南亞地區認識有限，然而《叻報》除有很多「中國」與國際訊息，也有一些

新加坡或馬來亞的消息。《叻報》持續報導新加坡殖民政府的訊息，也關注與華

人有關的訊息和華人領袖的意見，譬如對華人極重視的墓地事務的持續關注（叻

報，1887a 年 8 月 20 日，1887b 年 8 月 20 日：1，1887 年 8 月 24 日：1）；在徵

聘「採訪人」時，也強調需熟悉本地社會，以及需掌握中文、英文與馬來文（叻

報，1890 年 9 月 5 日：1，1893 年 9 月 5 日：1）。因此，在開辦初期葉季允不

僅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中國國境」內部，對於「中華文明疆域」範圍內的在地社

會動態，他也有所關注。

二、《叻報》與現代「中國」觀念的建構

1894 年 8 月 1 日中國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叻報》在 1894 年 8 月 4 日報

導此一訊息，其消息來源是新加坡一華商接到從日本神戶發來的電報告知（《叻

報》，1894 年 8 月 4 日：2）。《叻報》對此戰事極為關注，在 1894 年 8 月 6

日即發出論說〈論中日戰事〉進行評議；此後不斷跟進最新情況與發表論說，「愛

國」情緒不斷升高，把「敵國」日本人民皆稱為「倭人」，認為小小日本乃夜郎

自大，譬如〈論日本非中國之敵〉（叻報，1894 年 8 月 10 日：1）。

然而，情勢發展卻是中國不斷敗退，更激起了華人的憤慨情緒，特別是清楚

看到中國的衰弱，在〈憤言〉一文中，直抒心中憤怒：

時間 內容主要分類

1887.08.19 ~ 1908.09.21 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京報選錄、西方各地訊息、中國與南

洋訊息等。

1908.09.22 ~ 1911.12.09 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閩粵、南洋、本坡、本館譯電、京事、

行省、外國與附刊等。

1911.12.11 改版 論說、本館專電、本館譯電、京省、福建（或閩粵）、要聞、本坡、

南洋與附刊等。

表 1：《叻報》的內容粗略分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本文的研究範圍至 1911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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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發指眥裂者，

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見欺於數島之倭人也。（叻

報，1894 年 12 月 28 日：1）

同時《叻報》也刊登廣告，販售由上海寄至新加坡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地圖，強

化了不同「國家」的區別，將不同國家做更細緻的區分，也讓彼此的疆界與差異

更具體展示，透過機械複製的方式廣為流傳。

臺灣被割讓後，《叻報》在〈論割地畀倭〉（叻報，1895 年 5 月 15 日：1）

一文中，表達對割讓臺灣的不滿及亟思變革的途徑；同時也出現〈中國各省宜增

練勁旅以固疆圖說〉（叻報，1895 年 5 月 13 日：1），強調要強化各省武裝力

量以保住國家疆界，避免重蹈失去臺灣的痛。《叻報》除了原先出售的中國、日

本與朝鮮地圖，也開始加售〈台灣戰圖寄售〉：

啟者，茲有人繪印台灣戰圖，託本館代為銷售，此圖係繪大甲山

下之捷，山川景物，彈雨鎗林，莫不羅列於尺幅中，令人觀之不啻身

臨是地。諸君有欲覽勝者，請至本館購閱，也特此布聞，本館謹啟。（叻

報，1895 年 10 月 15 日：1）

以上《叻報》在甲午戰爭後的表現，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新媒介更清楚顯露其

「民族」情感，異常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憂慮著中國的未來，呼應著中國大陸

浮現的「中國」民族主義，且打破時空的限制，試圖建構中華民族的一體感，也

使得現代性的迻譯摻雜了情感面向。至於物理空間的阻隔，其實也是民族與民族

主義形成的重要元素。安德森 (Anderson, 1998) 認為，在物理空間上長距離的流

放（exile）與遷移（transportation），是形成遠距民族主義的重要條件。

創刊之初，《叻報》尚關注新加坡本地事務，但隨著 1895 年後中國國內局

勢的變化，相關報導很快便超越了任何其他消息，且有關「中國」政治的文章也

增多。在清末時對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叻報》的立場自始至終親當權派（柯

木林，2007）或傾向保守 (Chen, 1967: 44)。從版式來看，《叻報》也很「傳統」，

效仿香港與上海的中文報紙甚於本土的英文報紙，明顯是葉季允主導；在版面配

置上，也類似香港和上海報紙，刊登清庭敕令和摘錄北京官報。《叻報》在形式

上大致上依循香港與上海的一些重要報章，如《申報》、《中外新報》與《循環

日報》。從《叻報》經常轉載這些報紙的社論，可看出該報對這些報紙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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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而還在這些文章後評論以示贊同 (Chen, 1967)。除重視各地中文報資訊與言論，

《叻報》也把探訪訊息的範圍擴大到廈門、汕頭和東南亞各大城市（叻報，1890

年 1 月 13 日），可見其關懷與有興趣的「中國」，不僅是「中國」大陸，還包

括東南亞區域，可將「中國」視為跨域的地理與文化概念。

葉季允是較早來到南洋的讀書人，除積極涉入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也參

與遠距「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譬如 1905 年新加坡華人社會響應中國內地發

起的抵制美貨運動中，曾組成一個委員會，聯名向北京政府與美國駐北京公使等

表達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立場，其英文稿由重要領袖林文慶所擬，中文稿則由葉季

允撰寫（黃賢強，2008：55-56）。《叻報》對此事非常關注，持續報導與評論此事，

當中可見主事者葉季允的清楚立場，且他也是在地中華商務總會發起人，參與和

介入政治與在地社會的發展。

辛亥革命後，適逢創報 30 年的《叻報》，在 1911 年 12 月 11 日進行大改版，

將報紙開本加大為對開。在報頭旁對改版一事做了說明：

……近者三民主義日益昌明，專制時代已經過去，祖國內地由京

朝以迄各省，均以廓然改觀，諸凡制度、典章、兵刑、禮樂，一切新政，

有如五光十色，令人應接不遑，加以南洋愛國僑胞，亦多矯然特出，

可傳之事，接踵而興，自非再將報紙擴充，恐難免乎缺漏，是以本報

不惜工本再置巨機，趁此三十周年之期，即將報章再行增大，以期多

載時務，庶足以饗閱者之心……。（叻報，1911a 年 12 月 11 日）

1911 年葉季允寫了篇長文〈本報出世三十周年紀念序〉（叻報，1911b 年

12 月 11 日，1911 年 12 月 12 日），回顧過去、整理當下與展望未來。在這個「中

國」變動巨大的時代，對中國情勢極為關心的《叻報》，耗費巨資購置印刷機，

積極介入整個社會的發展。《叻報》在日期上由清曆（至 1911 年 11 月 6 日）改

為農曆一個多月後，再改為黃帝曆，因為清朝已覆滅，民國尚未成立；然而後來

又改為農曆，直至 1913 年才使用民國曆年，顯示《叻報》在中華民國成立時可

能仍不願意承認其正統性。

從上述有關「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意識的討論，可以看到在甲午戰爭

後兩者雜揉的在論述中呈現，特別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愈趨成型以後。誠如錢

永祥（2001：387）所言，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道德論述，它是以「現代」為

形式，卻以「前現代」／「傳統」為實質的論述。民族主義的現代形式主要是提

供普遍與平等的成員身分（如國民、公民），讓個人能從傳統、自然的關係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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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來；它的前現代實質是民族主義的論述，提供某種自然的、文化的或歷史哲

學式的超越建構，以作為民族的集體身分基礎。

民族主義這種半現代、半前現代的特質，會影響到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走向。

民族主義的動力相當程度來自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現代指向西方的

進步性與理性；前現代則指本土傳統的落後性與情感，兩者在民族主義論述的操

作中糾結在一起，讓更多個體的感知被召喚至集體的想像裡面。

印刷資本主義是民族主義得以出現的重要條件之一，因為印刷媒介是操作現

代與前現代／傳統論述的重要場域，從中得以建構想像的共同體。印刷報紙是型

塑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場域，對於中國大陸本土以外，且又雜揉殖民與東南亞特

質的新加坡社會，具有「時空壓縮」特性的報紙跨越時空障礙，在新加坡開展出

本土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

伍、《叻報》與現代性敘述的迻譯

殖民者為更有效治理殖民地，會嘗試建構一套「現代知識」，透過這套知識

告訴被殖民者西方文化的優越，本土傳統僅屬次等。這套所謂的「現代性敘述」，

以西方的分類和邏輯，被普世化為世界邏輯（黃崇憲，2010：24）。

西方「現代知識」在殖民狀態下以強勢姿態迻譯至新加坡社會；1890 年後

的華人社會中面對處於「自強」的「中國」，積極吸收「現代知識」的「中國」

士人與知識菁英，形成各種力量引進新知識與新觀念到新加坡。清廷試圖以過往

皇帝的聖諭，教化海外「子民」繼續效忠清廷；不滿清廷腐敗而出現的維新派與

革命派也有各自議程，需要透過知識去說明與說服海外「同胞」改革神州大地。

「中國」本土不同力量以各種方式與管道建構知識及競爭，新媒介皆成為重要場

域，但也因為這些力量的介入與在地力量的接合及協商等，使得在新加坡所發展

的現代性內涵更顯複雜。

一、新時空觀念進入日常生活

在現代性敘述的迻譯過程中，涉及的不僅是文字，還有圖像所塑造的各種視

覺形象。19 世紀下半葉，照相、平版印刷和新聞出版共同改變圖片在「中國」

製作、複製、傳播的方式（Yeh, 2007 ／王琴、劉潤堂譯，2010：90-91）。這些

媒介科技的發展使得現代性中「看」的特性被凸顯出來，視覺邏輯慢慢建立起來，

成為「現代人」思考的重要憑藉。《叻報》的內容中不僅是文字的敘述，圖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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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增多，尤其在「告白」7 或廣告部分，以下從不同面向檢視《叻報》在現代

性迻譯的論述與操作。

從時間的觀念來看，西方所發展的機械時鐘所塑造的時間觀念與「中國」社

會很不一樣，在清朝的正統曆書裡，並沒有以「七」為循環單位的習慣。雖然民

間通書採用「七」循環，也與西方所使用的「星期」概念完全不同。傳統曆書的

循環是從禁忌的角度提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趨吉避凶，「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

未形成以「七」為循環單位來安排事務的習慣（呂紹理，1998：72）。

1872 年創辦的上海《申報》最早採用「格勒哥里曆法」（Gregorian 

Calendar）8，在報頭並列標注中曆記日與西曆記日，呈現一種現代的時間概念。

《叻報》創刊初期也採用當時《申報》的作法，在報頭日期部分採取中曆為主、

西曆為次的並列方式，即以皇帝年號為紀元、中曆記日為主，因此，報頭右側

寫著「大清光緒十三年」，左側寫著「丁亥七月初一日」；下方則寫著「大英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號禮拜五」。在告白或廣告上經常會放上首次刊登的

日期，若是宣傳洋貨經常只有西曆，部分也會加上清曆並置，呈現出中西時間觀

念此時的混雜狀態；到了民國初期《叻報》慶創報三十年大改版時（1911 年 12

月11日），曾使用黃帝曆取代清曆，與西曆並置，但不久後又將黃帝曆改為農曆。

《叻報》創刊時即採日報形式，每日發行，每周的禮拜天也跟隨殖民政府的

規定休息，而不是傳統所重視的農曆每月初一和十五。《叻報》引用的是「星期」

概念，是現代性效果的展現，強化殖民者引進的新時間概念，讓人們在日常生活

中更習慣以「星期」來安排自身的事務，即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新勞動觀念。

此時西方現代性中的「閒暇」的概念也被帶進來，新加坡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休

閒」場所，交通也越趨便利，讓休閒活動來調劑新的生活形式。

《叻報》並未因採納西方的現代時間概念，放棄傳統的時間，而是採《申報》

的模式，在時間上同時放置農曆與西曆。除固定在禮拜日休刊，一些特定假日《叻

報》也不出報，創報前期休刊的假日主要以「中國」節慶為主，如農曆年（休刊

時間較長）、中秋節等；1898 年後，西曆年與聖誕節也休刊一天，可見西方假

日也漸被接受。

《叻報》在每年年初也售賣「華英月份牌」（叻報，1887 年 10 月 26 日），

7 「告白」與「廣告」意涵接近，《叻報》在創辦初期採用「告白」一詞，直至 20世紀以後改採「廣
告」。

8 這是由羅馬教宗格勒哥里十三世按羅馬舊曆修訂而來，從 1582年後陸續受到各國採納，成為最
普遍通用的曆法，通稱西曆或陽曆（黃金麟，2001：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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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中西日期並置，且有多種式樣。月份牌也是引進新時間觀的媒介之一，讓中

西並存的時間概念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協助建構新的時間感。1902 年《叻報》

發售最後一次月份牌後，隔年不知何故停售，至 1904 年改售春牛圖，同樣強調

是「遵照中西曆法，分秒無訛」（叻報，1904 年 1 月 6 日：1）。這些作法讓人

們在轉換時間概念時，還保有中國的傳統，畢竟中國雖逐漸接受新的時間觀，但

「中國」傳統的節慶仍未放棄。《叻報》在和「國際接軌」，以跟上所謂時代的

前沿時，也顯示新媒介的「進步」，但仍未放棄「中國」的傳統習慣與文化。現

存最早的《叻報》（1887 年 8 月 19 日：7）上，可看到《叻報》長期且固定刊

登輪船開往東南亞與華南各地的開航時間表，對要往來各地者來說這是重要資

訊，也讓西方時間觀注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每天發行的日報，成為線性時間的重要標記，也強化「新」為進步的內涵，

且讓許多互不相識的人，在媒體建構的環境中進行同時的想像。《叻報》也有相

當強烈的「新」概念，在目前保存最早的《叻報》上，即出現「新聞」與「時事」

的詞彙，且強調是報館的重點：

……報館之所以設，非若談狐說鬼，類於齋諧，騁艷誇妍，鄰於

稗乘祇足，為酒餘之談柄，破睡之新聞已也……。（叻報，1887 年 8

月 22 日：1）

在大量讀者出現之前，《叻報》持續的出版有著重大意義，其內容與言論的

轉變與其所想像的讀者直接相關，譬如對中華文化與「新中國」的想法傾注於其

所撰寫的文章與訊息，且讓讀者想像其同胞們，從中建立了連結，共同建構對「中

國」的想像。同時透過新媒介的形式與特性，將西方現代性的內涵迻譯至新加坡

本土，自然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新加坡除了商人、廠主及其他資本家，殖民者也積極引進現代的時間觀，

透過各種制度與機制進入人們日常生活，讓百姓必須以鐘錶的具體時間來安排生

活，新媒介協助推動與塑造了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不斷推介與展示鐘錶的重要

性與意義，使其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叻報》上也出現不少售賣鐘錶的廣告，

這對時間感的塑造具有重大意義，將西方的時間觀念向更廣大的讀者傳布。這種

在城市裡出現的度量時間方式，顯示鐘點的使用已和工商活動結合為一體，成為

一個相互支應的發展動力。人的身體和它所具有的勞動能力，在這種發展趨勢下

變成一個可以清楚計算的對象，而這種理性計算的發揮，是西方資本主義不可或

缺的條件（黃金麟，2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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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觀念的理解與想像上，19 世紀中葉電報海底電纜環球體系的完成，

開創了讓新聞在世界快速傳播的可能空間。「中國」在電報事業在西方國家介入

下發展迅速，上海與香港的海底電纜在 1871 年已鋪設完成，且不斷向外延伸；

1881 年成立大清電報總局後，加速海底電纜的鋪設，不久後電報服務已可達東南

亞 (Zhou, 2006: 22-36)。隨著時空的壓縮，有關中國的訊息也可快速傳遞到海內外，

讓海外華人發現自己與家鄉的距離其實並不遠，強化了和家鄉的聯繫與關係。

「天涯若比鄰」這句話讓 19 世紀末葉的人感受到其真實性，一些震驚一時

的大事，迅即為人們共知同曉，且出現了一個現象，即在現代新聞傳播的過程裡，

總會出現「把國外的事務國內化」（domesticating the foreign）的現象。在這個「國

內化」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內文化社會意識型態的編碼，以自己的觀

念和語彙來解讀，以及認識形形色色的外國新聞（潘光哲，2007：469）。

《叻報》創辦的時期恰是電報網絡鋪設大致完成的時代，《叻報》大量使用

各地的訊息，建立本土與外地的區別，且能突破空間障礙，迅速將各地訊息傳送

出去，特別是「中國」本土的事情，讓新加坡華人覺得和家鄉越來越靠近。

「國家」與「主權」的概念越來越清晰，在新聞分類上也更加清楚，而所謂

的「我國」指向中國大陸這塊土地，「地圖」在這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叻報》

上頭出現各種地圖，如販售由上海出版的「中國」、日本與高麗地圖（叻報，

1895 年 1 月 5 日：1）；「臺灣戰圖寄售」（叻報，1895 年 10 月 15 日：1）更

有文章認為中國應該重視有關地圖的知識（叻報，1897年7月30日：1）。不僅《叻

報》，其他報紙也經常刊登出售地圖的廣告，因此可見在 1890 年代後對地理的

想像出現相當大變化，透過地圖的再現讓「中國」形象被描繪出來，建立更具體

的聯繫。

二、對西方知識的重視與迻譯

在文化現代性中強調實質理性，包括具有獨立性的真理、規範和本真性之價

值，它們分別指向自然、社會與主體。這些價值的獨立，既是指獨立於前現代的

超越性根基；又指強烈的自覺與自主。透過文化現代性所發展出來的科學、道德

與藝術，是透過內部自行營造、證成自身的價值，從而對這類價值認定發展出高

度的自我意識（錢永祥，2001：383）。

晚清時期部分書生和文人急切地希望「中國」脫離落後與積弱的狀態，向「進

步」的西方看齊，提出各種方案與可能性，這包括「西學中原說」。18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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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90 年代間，「西學中原說」曾盛行一時，此時是中國學習西方船炮技藝與

中西文化激烈衝突的時期，而談論「西學中原說」者，包括王韜、鄭觀應（1842 

~ 1922）、薛福成（1838 ~ 1894）與黃遵憲（1848 ~ 1905）等人，他們在主張學

習西方時，試圖運用此說法來調和中學和西學的矛盾，減少引進西學的阻力（熊

月之，1994：722-723）。

清末中國南移文人也未脫離上述語境，葉季允身為一名傳統書生，非常重視

傳統中華文化的革新，也認為西方「進步」科學與觀念很重要。因此，在辦報與

寫作的目的及策略上，葉季允主要鼓吹破除迷信與陋俗，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

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且皆以「國家」富強與現代化為前提，忽

略「國民」的實質理性之培養。

《叻報》刊登的各種訊息中有許多來自當地西報和外電，且經常放在重要版

位；葉季允的論說也經常吸收西方知識與最新發展後，針對中國和新加坡在地情

境所撰寫，在這過程中其實也在迻譯西學與現代性，讓讀者更瞭解與親近西方，

譬如〈西學略述後序〉（叻報，1888 年 12 月 20 日：5）、〈論機器〉（叻報，

1891 年 10 月 26 日：1）、〈洋學宜講求說〉（叻報，1892 年 2 月 29 日：1）、〈論

西國富強之源〉（叻報，1893年 6月 10日：1）、〈熟習洋文乃能深通西學說〉（叻

報，1897 年 6.15 日：1）、〈論仿行西學之難〉（叻報，1898 年 3 月 30 日：1）。

在強調西學的重要性外，「民主」與「科學」成為介紹西學的主要兩大領域。

在「民主」觀念的推廣上，有討論西方立法的重要性，譬如〈論立法期於無弊〉

（叻報，1888 年 12 月 3 日：1，1888 年 12 月 4 日：1，1888 年 12 月 5 日：1）、

〈中西律法利弊論〉（叻報，1891 年 10 月 29 日：1）、〈中國立憲論〉（叻報，

1906 年 9 月 25 日：1）；有推崇西方的價值與制度建設，譬如〈富強宜求其源說〉

（叻報，1888 年 12 月 19：1）、〈自由辨〉（叻報，1903 年 2 月 25 日：1）、〈說

權利〉（叻報，1906年 5月 5日：1）等論說，對西方民主觀念與制度有頗多介紹，

且認為是「中國」邁向富強需要學習的基本知識。

在「科學」觀念的推廣上，早期強調西方器物的進步，譬如火車，傳統中

國的農民憎恨火車這個「現代」怪物，因為鐵軌貫穿祖先的墳地，把風水破壞，

且當火車轟轟之聲振耳之際，也吵醒寂睡墳中的祖先靈魂，是極為不敬的冒瀆，

會為他們和子孫帶來噩運，因此他們疑懼、困惑、也抗拒著現代化（葉啟政，

2001：152-153）。然而，葉季允看見與體驗到火車與鐵路的威力，乃在《叻報》

不斷倡議中國應興建火車，才能讓中國邁向現代化，擺脫傳統的蒙昧（叻報，

1888 年 7 月 31 日：1，1888 年 8 月 20 日：1）。除了火車，他也強調西方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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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好處，如 1891 年 10 月 26 日的社論〈論機器〉，文末最後還是強調機器始

於中國，指著名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 ~ 1916）也

支持此說法，以強化「中體西用」的論述。葉季允主要強調地是社會現代化中的

工具理性，響往資本主義現代化下的經濟發展、制度建設與「科學」功能，期盼

早日實踐中國的現代化夢想。

葉季允瞭解要深入學習西學，大量翻譯是必經過程，他曾在〈論譯書〉一文

中強調翻譯的重要性：

通西學必自閱西書，始閱西書必自譯。西書始洋務之興六十餘年

矣，而中外之扞格如故何也。溯自有明通市以來，泰西各國教士已將

中國之經傳通鑑，譯以辣丁法英文字，康熙間於巴黎斯設一漢文書館。

近則各國都會不惜重資，皆設有漢文館，有能將漢文古今書籍，下至

裨官小說，譯成其本國語言者，則厚賞之，其使臣至中國……皆以重

金另聘漢文教習不盡，通其底蘊，不止各國之求通漢文也，如此而於

譯書一事，其重且久也……。（叻報，1898 年 5 月 25 日：1）

葉季允一直非常重視西學，對西方人的進步也有頗多體驗。他認為西方的

進步，與其重視翻譯有關，譬如對中國各個方面的瞭解，有其長期累積的背景。

而亟思富強的中國，也必須學習西方的知識與長處，而其基礎來自翻譯，透過對

外國書的翻譯，讓更多「中國」人開始瞭解西方，打開進入西學的大門。《叻

報》除大力提倡翻譯，也介紹西方主流的「進步」思想，譬如斯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的進化觀，《叻報》轉錄了《申報》的文章〈說適〉（叻報，

1906 年 4 月 10 日：1）一文，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念的重要性。

葉季允在 1909 年農曆新年前夕，從進化角度書寫了一篇文章〈新加坡新年

進化記〉（叻報，1909 年 1 月 27 日：9），描繪新加坡華人社會民風已有很大

程度的進步，人們簡化傳統習俗與減少迷信，並認為華人素質提高，「則我中國

之振興，已於此奠具基礎矣。」

然而，葉季允和清末許多知識分子相近，對於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擴張行徑的

正當性很少質疑，反之，他們認為以強凌弱、以眾欺寡是生存競爭必須遵循的天

演「公例」。在這種不可抗拒的自然鐵律下，被他國侵略的國家僅能追隨霸權國

家的先例，按同一法則奮發圖強（沈松僑，2002：720）。因此，如何擺脫「落後」

讓自身「強國強種」才是重點，卻未反思「國際現實」的問題是否合理，陷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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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迷思中。在工具理性主宰下，更難反省西方知識與觀念的問題，不自覺地

「翻譯」與宣揚殖民現代性中片面強調的社會現代化之進步性，也強化殖民者的

統治正當性。

《叻報》對西方知識的迻譯，其來源主要是轉譯自「中國」，這和葉季允經

歷有關，使其知識來源較仰賴「中國」。Wang（1959 ／張奕善譯，1969：167-

168）指出，對於同樣的政治與教育觀念，南洋華人在從西方的模型中取法或透

過歐洲的教育時，便以懷疑態度視之，可是若繞道「中國」再進口時，則欣然接

受且加以傳播。但是也有少數不同取向，譬如另一土生華人林文慶所辦的《日新

報》，以他曾在英國留學的背景，是直接引進與翻譯西方的觀念，不過林文慶也

受康有為與梁啟超等人影響，尤其是在對「中國」內在問題的理解，因此可以說

診斷問題上受中國影響，但是在給予藥方上直接運用其西方知識。

上述可見《叻報》等報紙對翻譯的重視，且其牽涉到的是語言、知識與文化

的翻譯。然而，我們在看待這個翻譯過程時，也不應過度從「工具」的角度來理

解。張君玫（2012：59，93-94）指出，翻譯是一種「轉化的創造」（transcreation），

它必然要去協商與重構既定界線的「越界—創造」（trans-creation），同時也是

對既定文化的「創造性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人們普遍認為，翻譯

是引介西學或新思潮的必要「工具」，然而翻譯的「工具性」始終被高估，其中

的創作與轉造性卻一直被低估。因此，在《叻報》長期的翻譯過程中，創作與轉

造性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滲入其中，使現代知識與在地歷史、文化等在遭遇時，出

現協商、混合的總體「效果」。

除在《叻報》的工作，本對醫學有所掌握的葉季允，在 1901 年獨力創辦《新

加坡醫學報》，提倡醫學和宣揚健康及衛生，被認為是新加坡第一份中文學術期

刊。葉季允擁抱「衛生的現代性」，認為現代的健康與衛生觀念與知識必須更廣

泛傳播。葉季允依然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出發，感慨「中國」的沒落，要恢復昔日

的光榮，需下苦工，將東西方醫學知識迻譯到新加坡社會，期盼能加速提升醫學

新觀念。他並未否定傳統中醫知識，主要是試圖透過加入西方醫學的優點，使中

醫得以轉化與混合為更加精進的「現代」知識，恢復它過往的光彩。

在葉季允的影響下，《叻報》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教育者，主要職責是

反復地對海外華人灌輸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觀，以喚起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並

擔負起社會的道德心的作用（Yen, 1986 ／栗明鮮譯，1991：267）。除了宣揚中

華文化，在 1895 年後也開始出現一些對自身地反思，譬如出現〈論古書之不可

盡信〉（叻報，1892 年 8 月 20 日：1）的文章，帶入西方對知識的懷疑精神；《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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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注西方知識與經驗並加以推廣，認為有助「中國」的改革。因此，這裡反

省與檢討的「自身」主要是指向集體，對個體的批判較少且不深入。

葉季允瞭解有關知識的迻譯，學校是重要的文化機制，特別是新式學堂，

因此他撰文〈論宜毀寺觀以擴充西學書院〉（叻報，1898 年 1 月 12 日：1），

指寺廟不該占用太多資源，而應把資源投入培養人才的學校，也暗示寺廟傳統落

伍，西學書院則是現代進步；葉季允另撰文〈論湘省振興西學之速〉（叻報，

1898 年 2 月 15 日：1），讚揚「中國」內地部分地區在辦學上迅速取得成效。

葉季允也積極介入新加坡的新式學堂建設，他是養正學堂的發起人，介入在地華

人社會的發展，不過這些文化機制的建立與維持主要仰賴華社內部的有限資源，

殖民者很少施予援手。

從葉季允對儒家傳統與西學的態度來看，他和很多「中國」士人一樣是個儒

家現代化主義者，希望透過西學加速國家的現代化，也就是透過工具理性推動社

會現代化，擺脫受列強欺凌的窘境，至於強調實質理性的文化現代性被忽略了，

或認為可透過中學來處理。對他們來說，西方強調主體透過反身性與批判來主體

性尚未構成問題，也就不需要處理。

誠如陳光興（2007：374-375）所言，19 世紀中期以後至 20 世紀初期的中

國與印度知識菁英有一個共通性，在承認西方文化物質層面的優越性下，認為東

方的優越性在於文化的精神面，在改革的過程中，重點是要保留自身精神文化的

優越性，使得可以在「精神」層次上暫時忍受「物質」上的被宰制。因此，當時

的知識菁英從一種實用角度出發，試圖以西方的科學與知識協助國家的復興，在

精神文化的層次上仍強調自身的優越性，也才會出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

口號，主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工具理性。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隨著印刷資本主義的推進，像《叻報》這類印刷媒

介在新加坡扮演了媒介現代性的角色，在其使用某種象徵符號所建立的媒介環境

中，現代性的各種元素逐漸滲入日常生活之中，與流移社會中並非十分穩定的傳

統產生衝突、協商與接合等交混狀態，慢慢長出在地現代性的動力與特色。

媒介的隔離又連結特性，讓人從中感受到個體與集體的存在，其實也就是

現代性的體制，打破傳統社會的連結方式，讓個體慢慢被凸顯出來，但又同時建

構一種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新集體性。個體的出現不等於個體主體性的完成，因

為現代性中強調個體的主體性是要展現自我批判的反身性，這是一個不斷建構與

實踐的過程，既在需要集體的同時又抗拒集體的各種控制，以達至自我認同的證

成，當中有著各種衝突、矛盾與不確定等因素。然而，這類主體性的建構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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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初期現代性中多未被凸顯，特別是在掌握權力的殖民政府在強調社會秩序

下，多強化工具理性的社會現代化，至於對掌權者可能造成威脅的文化現代性經

常被擠壓，使得需要文化現代性養分的個體主體性也處於被體制壓抑的狀態，不

易讓批判的反身性展現其動力。

陸、結語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的新加坡，因自身的地理位置與歷史機遇等因素，

在亞洲與世界經濟中持續扮演著多樣且多邊的功能，且讓新加坡成為各種力量交

匯所在。身為土生華人的薛有禮家族部分成員，在 19 世紀中葉後的「再華化」

過程中與祖籍地建立更密切關係，且因自身的文化資本與跨域的政經關係，使其

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條件創辦《叻報》。

從《叻報》創刊至 20 世紀初期薛有禮逝世為止，《叻報》的經營大致相當

清晰，在薛有禮主導對外業務與葉季允負責報紙內容上，讓報紙這項新形式的媒

介扮演文化仲介角色，將廣告、跨界訊息及文化等連結起來，讓傳統與現代、清

廷與殖民政府的訊息等皆能交混地在《叻報》上出現，在矛盾、衝突與曖昧中逐

漸影響新加坡華人社會。葉季允在日常的實踐上，也關注時事發展與迻譯西方知

識，同時積極參與在地文化與教育事業，涉入政治與在地社會的發展。

《叻報》能創辦及長期維持，殖民當局與外商力量的支撐是主要因素，當中

除有情誼因素，但現實利害關係恐怕才是主要關鍵，即讓西方人的政治、經濟與

文化要素能獲得保障與強化，也使得《叻報》成為各種權力在其中運作、調和與

折衝的場域。對於薛有禮來說，商人、買辦與報館創辦者成為相互幫襯、混雜的

身分，也使《叻報》這項技術與意義的中介場域，成為東西方文化調和、接合與

轉介的文化機制。

在本文所處理的時期裡，對於西方現代性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推展而言，

《叻報》是一個重要的傳播管道，它以接近中國「傳統」的形式，將現代性元素

透過中文進行傳播，更可能親近讀者與更具有說服力。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論述成為主流後，「中國」人對於西方新媒介的使用是將其視為「器」，其重

點是承載中華文化，也透過新媒介這個平台來傳播時空新觀念與西學等「進步」

知識，重點還是回歸到「中國」富強這一目標，這也強化了社會現代化的工具理

性思維。至於有關文化現代性的個體主體性建構部分，此時期理性化雖仍處萌芽

階段，而社會也未具備足夠的條件讓個體發展成為具高度自覺意識的主體，特別

是民族主義的發展時強調的集體意識，在相當程度上也壓抑了個體的開展，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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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居「文化啟蒙者」的葉季允，經常也身陷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衝突與張

力之中，尚不易開展更清晰的主體意識。

然而，不應過度從「工具」的角度來理解這過程，其中的創作與轉造性卻一

直被低估。因此，在《叻報》長期的迻譯過程中，創作與轉造性部分在相當程度

上滲入其中，加上新制學校等文化機制的陸續出現，使現代知識與在地歷史、文

化等在遭遇時，出現協商、混合的總體「效果」，試圖在新加坡建構出在地的新

知識與新文化。

在現代與傳統之間，而非由傳統至現代的線性過渡，雖然現代性不斷進入非

西方社會，然而，傳統與現代、以及外來與在地之間，長期存在雜揉與糾結的協

商與交混等元素的創生狀態，並非呈現現代完全取代傳統的過程，且當中出現各

種意義與實踐在其間接合、轉化與創造，使得群體內部成員之間以及和他者的文

化界線出現鬆動、相互穿透等的動態變化，使個體的部分能動性能在其間展現，

而這複雜的過程需要進行更多且細緻的梳理與審視，才能看到現代性效果在本土

的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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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t Pau,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in Singapore launched in 1881 by See Ewe 

Lay, a Peranakan Chinese comprador, who recruited Yeh Chi-Yun, a literati from 
China, to preside over the editorial operations. The newspaper presented Nanyang 
(Southern Oceans) as a nation-state extend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it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us serving to cultivate a gradually clear Chinese consciousness.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Lat Pau (1881-1911) and See Ewe Lay’s family backgroun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such a media projection of Singapore via the functioning 
of print capitalism. It finds that western values of modernity we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more smoothly to the Chinese society in a way that echoed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In the proces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nationalism has 
been reinforced, 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for cultural modernity 
tended to be sup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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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體污名化弱勢者的報導，除了受限於新聞產製流程，也和媒體工作者集體

的「恆久價值」密切相關。Herbert Gans認為，新聞工作者的文化經驗及教育過

程形成了他的「恆久價值」，進而成了選擇與定義新聞的判準，並反應了媒體工

作者的價值立場。本文認為，結合文化行動的視野，傳播教育可以強化多元文化

教育，透過實習課程安排讓學生進入田野，理解不同的文化群體，培養多元價值，

從「被報導」的群體理解他們的處境與想法，進而改變這樣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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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多元價值的缺席？

2006 年 2 月，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中華民團康復之友聯盟等團體，到某

報門口抗議污名化精障者的報導，一個月後，立委王榮璋召開「媒體報導如何避

免將弱勢族群標籤化」公聽會，邀請精障者及家屬、媒改團體、媒體代表參加。

一位平面媒體的副總編輯，聽完精障者及家屬上台表達遭媒體污名化報導對其生

活、工作與人際相處所造成的困擾後表示，這是她第一次與精障者面對面接觸，

要為過去的錯誤報導表達歉意，並說：在聽完大家發言後才知道「原來媒體是把

刀！」

媒體主管表達歉意，但其發言卻讓在場人士感到驚訝，媒體對被報導者造成

了這麼大的傷害為何沒有察覺？媒體主管說，這是第一次和精障者面對面接觸，

卻也讓我好奇，媒體主管先前對精神障礙者的印象是什麼？

與會的朋友未必都認為媒體是惡意污名化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也相信許多

基層的媒體工作者是出於關懷社會的立場報導相關新聞。但有趣的是，為何媒

體對精障者（及弱勢者）的描述大多偏於負面形象？新聞從業者未必有和精神

障礙者接觸的經驗，採訪時也大多只是短暫接觸，認識有限，但為何精障者的新

聞大多呈現其暴力與無法控制的負面形象（管中祥、戴伊筠、陳雅萱、王皓均，

2010）？是什麼樣的工作或生活經驗，甚至是價值觀造成這樣的報導結果？還

是，媒體工作者缺乏多元價值的觀點，容易從既有的價值與刻板印象去認識、報

導不同的文化群體與弱勢者？除了常見的消息來源選擇、收視競爭等影響新聞產

製的可能因素外，還有什麼原因造成了媒體污名化的現象？

作為一個傳播科系的教師，也很想知道，在課堂上我們並不會教學生去歧視

弱勢者，但為何歧視的問題卻在媒體普遍可見？透過傳播教育是否有可能避免未

來的媒體工作者複製同樣的價值？傳播科系學生進入職場之前，是否／如何有機

會接到不同的文化群體，理解多元價值，未來面對不同文化／弱勢群體時，能減

少，甚至去除污名化的問題？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本文從研究者於 2012 年發表的研討會論文《誰在

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1 為起點，以

Gans 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觀點作為本文主要的理論概念，以此檢

視傳播教育中多文化課程與媒體實務問題，反思新聞傳播教育的侷限，接著，回

1 這項研究曾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2年會中發表，部分內容改寫成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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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討論作為培養未來媒體工作的傳播教育，如何透過實習課

程帶領傳播科系學生到不同的文化群體及 NGO「實習」，讓學生經由親身接觸，

反省自身的文化經驗，並以此拋磚引玉，反思既有傳播教育及實習機制侷限，思

索改進之可能。

貳、新聞產製與恆久價值

這些年，我主要的研究關切媒體與精神障礙者的動態關係，除了討論媒體如

何再現精神障礙者；精神障礙者如何透過「文化行動」回應主流社會的污名；同

時也在一篇名為《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

製分析》的研究中，探討了媒體工作者如何產製精神障礙的相關新聞，以及，媒

體裡的精神障礙者印象的生產與新聞工作流程、媒體工作者的「恆久價值」之間

的關係。

2012 年的那項研究，曾經深度訪談了雲林、嘉義地區的 5 名地方記者（見

附錄），以精神障礙者相關社會新聞的產製為主要討論內容，從新聞實務工作中

進行分析。瞭解第一線的新聞從業者如何看待精神障礙者？選擇該類新聞是基於

什麼樣的價值因素？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新聞產製是個十分複雜過程，除了新聞價值的選擇，亦涉及到新聞機構如何

安排工作給記者；記者怎樣得到資訊；記者及消息來源之間的溝通及連繫方式為

何；記者和同業之間，以及不同新聞機構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合作或競爭關係；

新聞機構的內部機制和工作流程之間的關聯，以及不同層級及或不同部門之間如

何互動等。新聞產製的每個環節，都或多或少影響了新聞建構的圖象 (Tuchman, 

1978)。

在這份《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

析》研究中發現，在上述因素中，消息來源是精神障礙污名化報導的重要原因，

特別是地方記者在一般新聞媒體的編制中，不但人數相對較少，負責的採訪路線

多而複雜，工作的地理範圍更為廣大，在新聞常規及截稿壓力下，對於權威性消

息來源的依賴更為嚴重，因此，強化了社會對精神障礙者負面印象。不過，更讓

人好奇的是，「選擇消息來源」已進入新聞實際產製的階段，而我在本文中想進

一步瞭解的是：進入實質產製程序之前，新聞從業者對於精神障礙者的認識又是

什麼？

一般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存在著諸多類似的迷思，認為精神障礙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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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及行為舉止大同小異；精神障礙者很危險，容易有瘋狂殺人的舉動；人們對

精神障礙者感覺到害怕與不安，認為他們必須受到隔離；他們的行為像小孩一

樣，無法自我管理與照顧；另外，也有人會抱持憐憫與同情的態度面對精障者，

原因是這些人無行為能力，必須受到醫院的特別照顧（Corrigan & Lundin, 2000

／張葦中譯，2003；Klin & Lemish, 2008; Rusch, Angermeyer, & Corrigan, 2005: 

530）。「與眾不同」的特質，是許多人精神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其「異於常人」

之處主要來自於其可怕的行為與可憐的處境，不僅是一般社會大眾有這樣的看

法，新聞從業者也有相同的觀點，共享相同的文化價值，而這樣的「社會共識」

不僅符合傳統新聞價值的奇特性，「精神障礙」的身分也成為新聞報導特別強調

的重點（管中祥，2012 年 7 月）。

雖然，新聞的選擇與產製通常被視為是專業過程，強調透過科學知識與客觀

態度的訓練，避免使自己情感與價值影響專業的判斷；同時在實務操作上，透過

專門的技術與機制，也期待可以避免個人主觀價值作祟 (Schudson, 1989)。然而，

許多時候，新聞價值的選擇即使排除了有形式的政治、經濟干預，或者組織的控

管與常規，仍會受到社會文化中的「恆久價值」的無形影響 (Gans, 1980: 45)。換

句話說，除了前述 Tuchman 所指出的新聞產製流程，以及專業主義、新聞價值

之外，新聞機構所屬社會本身的文化價值觀，亦即「恆久價值」都會影響新聞的

生產（李立峰，2009：5）。

所謂的「恆久價值」是指記者與一般大眾擁有某種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價值

觀點，Gans (1980) 將新聞文本中的價值區分為價值暗示（value implications）與

內在於新聞中的價值（values in the news）。價值暗示是文本上可見的價值觀，

宣揚了某種意見，可能對社會造成某些影響，而暗示價值背後更根本的基礎，則

是內在於新聞的價值。內在於新聞的價值來自於記者自身，當中又分為話題性價

值（topical values）與恆久價值。話題性價值指的是，媒體在特定時刻、對於特

定行動者或特定活動所表達出來的意見；相對於話題性價值，恆久價值則是長期

出現，並且出現在許多不同類型的新聞中，而這通常也是新聞的判斷依據，決定

哪些事件能變成新聞，而我們的意見，也是自身恆久價值的闡述，而存在於媒體

工作者心中的恆久價值，某種程度也反應了社會的普遍價值。

如同 Gans 所描述，新聞的選擇觀點和媒體工作者自身的恆久價值密切相關，

即使他們透過專業訓練，試圖進行客觀且不涉入情感的報導，但在專業工作者的身

分之外，也和社會大眾同樣是普通人，享有共同的社會價值。因此，許多新聞從業

者會和受眾對某些社會議題有著共同的態度與反應，甚至將自己視為受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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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出觀眾的觀點與價值。新聞產製看似是新聞從業者的專業判斷，但事實上，新

聞工作的「恆久價值」已經暗示媒體如何選擇與定義新聞 (Gans, 1980: 263)。

記者本身的世界觀與態度經常決定了新聞的價值是什麼，也就是說，記者

挑選出其認為重要的以及不重要的細節，什麼要擷取與什麼被剔除，其實已經反

映了他所帶有的價值觀。例如，美國的主流媒體充滿著優勢階級所建構的價值觀

點，Itule & Anderson (1994) 便指出，美國的新聞界是以白人觀點來看到社會議

題，新聞呈現的是白人眼中的世界，Carter, Branston, & Allan (1998) 也分析美國

新聞媒體所呈現的性別面貌，他們發現，中產階級的白人男性不僅掌握了美國新

聞機構各個環節的重要位置，也呈現了男性化的新聞敘事，而新聞根本就是陽性

特質的肥皂劇。進一步來看，新聞報導中的用字遣詞往往不經意地反應出新聞機

構，甚至整體社會的價值與意識型態。van Dijk 研究種族主義的論述再生產也有

同樣發現（van Dijk, 1993／齊月娜、陳強譯，2011：214），他指出在媒體領域中，

種族主義再生產的最重要機制為「人員雇用」。新聞機構預設少數族群記者能力

較差或報導會有偏見等，因此聘任的從業人員多為白人；然而多數的白人記者對

少數族群社區沒有深刻的認識，因此相較於少數族群記者的報導，白人記者所撰

寫的內容缺乏見識、膚淺且刻版。作為多數的白人記者是在一套白人群體的主流

規範與價值中成長，並接受教育與社會化，因此對於新聞的解釋，會傾向於採取

一個徹頭徹尾的白人視角。van Dijk 進一步指出，這些機構主要是由白人擁有或

管理的，那麼新聞的選擇、新聞價值的定義必然也基於白人菁英的視角。這樣的

過程無形中建立一套資訊的產製與循環系統，從媒體機構的設立、記者聘用、消

息來源選擇，以及書寫過程中，系統性的選擇與排除某些種族或階級，而優勢的

權力階層也在這樣的系統中複製了主流的價值與觀點。換句話說，新聞工作者與

社會菁英集團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因而使他們產生共同的政治觀點（林照真，

2004 年 6 月）。

Gans 強調新聞機構即是社會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價值早就習以為常，因此，

對於新聞產製的研究，除了探究新聞生產過程中相關的元素外，影響文化的甚深

的恆久價值更是分析新聞產製的重要切點。就如同他認為，美國的新聞反應了美

國社會的恆久價值，因為新聞工作本身就是社會中的一份子，所以也會受到社會

文化的影響（李立峰，2009：12）。

某些價值判斷是來自新聞從業者個人的經歷與背景，以及他們成長過程的社

會接觸與生活經驗。從新聞從業者的背景來看，他們通常是社會的中產階層，較

重視社會的穩定秩序，大部分的新聞記者都是大學畢業生，甚至有研究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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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較高薪資與社會地位，並且有更多機會接近上層階級，也因此，往往無

形中成為主流價值的維護者與傳遞、複製者，對於「異常者」與社會秩序存在著

特定的價值判斷 (Gans, 1980: 211-213)。換句話說，Gans 認為，新聞工作者的「都

市中產階級」的類似背景，以及新聞傳播教育經驗，也成了他們選擇與定義新聞

的價值判準。

羅文輝等曾針對中港新聞從業者的背景進行系統性的調察，他們發現，典

型的臺灣新聞人員為是已婚男性，年齡約 35 歲，大學畢業，主修新聞或傳播，

在新聞界工作約 9 年，無黨籍，在政治態度上不支持任何政黨，每月平均收入臺

幣 7 萬 2 千元，而臺灣新聞人員中受過大專教育的比例則高達 98%（羅文輝等，

2004：51-53）。雖然這幾年臺灣新聞從業者的社會地位不如以往，但其教育程度、

收入較高，並且工作地點集中在北部，仍具典型中產階級的特性。

這樣相同的生活及成長背景造就新聞工作者相近的「恆久價值」，也形成

了 Bourdieu 所說的「慣習」（habitus），不同社會階層與生活經驗的人有著不

同的生活模式，提供其日常生活的思維與行為參照，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在「慣

習」的結構運動下複製自己的生活軌跡，產生自我生活的慣習，也使得不同階層

的人則在不同社會慣習的結構化區隔下，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生活場域之中。有趣

的是，慣習又能反過來作為溝通的中介，行為無須明示，也能讓具有共識的人

感到合於情理，讓相同養成背景與文化經驗的人擁有相近的價值。因此，慣習造

就常識世界（commonsense world），讓人們具有共識，進一步將共識標籤為客

觀，並不斷再製這些「客觀事物」與共識。也就是說「慣習」，這歷史的產物，

本身又依歷史所產生的程式製造個人與集體實作，進而再製造出歷史（Bourdieu, 

2000 ／宋偉航譯，2009：169）。

「慣習」和「恆久價值」一樣，是某個社會階層的行為模式與思維準則，

常久深植在身體和思想的基模之中，並且反應出特定階級本位的品味（邱天助，

2002：9）。Bourdieu 也認為，這樣的結果未必是新聞工作者有意促成的，更多

時候是因為缺乏反身性（reflexivity）而不斷將主流與菁英觀點散布與強化，這樣

的養成也與新聞記者所受的新聞教育有關。除了前述具有相近的生活經驗與社會

階級，強調傳播技術的教育走向，也讓許多記者在尋找消息來源時更信仰專家與

主流意識形態。

雖然新聞產製過程很難避免社會文化價值的滲入，但新聞傳播教育仍期望經

由專業教育的培育以維護新聞產製的專業性，避免受到個人與社會價值的影響。

因此，為了保有專業的獨有性，專業人士必須更控制專業教育的生產過程，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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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專業學校與專屬課程，確保新進入專業的人能夠熟習、掌握與接受專業知

識，並使得專業服務的生產者與生產達到標準化（黃順星，2013：24）。不過，

新聞傳播教育的實用主義取向，卻造成了新聞記者對不同專業領域與對多元價值

理解的侷限，並且過度實用導向。馬成龍（1999）就指出，在以就業為依歸的教

育環境下，傳播系所的課程漸漸從人文教育邁向職業教育。陳國明（2001）也有

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由於系所競爭激烈，加上市場有限，以實用取向來吸引學生，

冀求以速成的技藝傳遞來幫助學生畢業後能輕易謀得糊口之職作為號召。如此卻

造成一窩蜂往媒體相關方向跑的畸形發展，使整個傳播教育領域，像是技工訓練

所，反而忽略了新聞工作是個複雜的過程，涉及到不同的價值與立場。新聞工作

者若缺乏多元價值的訓練與經驗，便容易從既有的「恆久價值」或「慣習」來理

解與呈現原本多樣與複雜的社會議題。

參、多元價值缺席的實務教育

在市場的壓力下，本來就已偏向實用取向的新聞傳播教育，更被迫強調實務的

技術運用。不過，針對傳播教育過度偏重技能訓練的問題，傳播學界雖然早有相關

反思與討論，但如何打破既有的價值，培養新聞工作者多元視野卻很少被討論。

須文蔚、陳世敏（1996）認為，傳播學門的建制和實務工作技能訓練密不可

分，不只是傳播教育受實務傳統的深遠影響，很多傳播研究受到實務界的經濟援

助。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也說，傳播教育教授很多傳播基本知識，

但學生實際操作經驗無法滿足實務界需求。他們提出傳播教育應該教授領域程序

性知識，但同時也要傳授知識系統的情境因素。陳韜文（1999）也指出，新聞傳

播教育雖然旨在培養學生的思考分析能力，但同時也必須接受新聞工作的技能訓

練，因此對於新聞傳播教育者來說，求取學術和實務之間的平衡點，是一恆久的

難題。

顯然的，即使認為傳播教育不應該過度偏重技能學習，但在相關的討論中，

仍偏向如何在學術與理論之間求取平衡，或者如何透過知識能力的涵養協助技能

運用，考量未來工作實務性依然是傳播教育重要的面向。不過，除了「求取平

衡」，也有學者指出，傳播教育應注重人文素養的教育，王石番、陳世敏（1996）

就認為，傳播教育偏重專業，忽略通識與人文課程，他們提出因應之道強調，傳

播教育要培養通識、全觀的傳播人才，大學部傳播學門課程應將大學教育造就為

「全人」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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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聞教育重要的思考方向，因為新聞工作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

議題，但「人」與「社會」卻有著多樣的面向、多元的價值，存在著不同階級、

性別、性取向、種族、年齡、地域等各樣差異，但新聞傳播教育是否引領學生從

多元價值去思考、理解、分析人的處境、生命經驗，以及衍生出的各種議題？是

否提供多元價值的學習？是否告訴我們如何看待一個人，如何理解人的行為？如

何反省我們是從什麼樣位置去看待人？我們看待弱勢者的立場與角度是否存在著

各樣的偏見？

在《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

論文中，作者即試圖回到新聞傳播教育的面向討論：以精神障礙的報導為例，瞭

解新聞媒體呈現精神障礙的報導充著歧視與偏見？以及，這樣的偏向與新聞傳播

教育及媒體在職教育之間有何關聯？

一位新聞系畢業的受訪者就說：「您問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有什麼學校老

師要特別教導我們採訪精神病患的方法？我的印象中是沒有，以前大多是新聞採

訪嘛，採訪就比較技術的層面」。（編號 5 訪談，2012 年 2 月 15 日）不僅養成

記者的新聞教育有其盲點，新聞機構的在職訓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另一位資深

媒體工作者在受訪時說：「我擔任地方記者到現在，已經大概 25 年了……我覺

得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與瞭解，對我們記者而言可能也是一個盲點。我們的

認知的確不夠啦，報社也沒有給我們這方面的訓練，除非你自己去進修，否則我

們就會用一般人的角度去看這些精神障礙者」。（編號 2 訪談，2012 年 2 月 3 日）

同樣的，傳統的新聞訓練雖培養新聞科系的學生與新聞從業者專業技能與知

識，讓他們可以快速地處理新聞事件，不過，這些「專業教育」卻未必能帶給媒

體工作者多樣的文化視野，甚至反倒形成專業偏見，複製既有價值，而無法用多

樣的文化觀點理解與呈現不同文化群體。如同張錦華、黃浩榮、洪佩民（2003）

所指出的，新聞傳播教育裡中文新聞採寫教科書的一般採寫原則，多是基於「傳

統自由主義」式的多元文化意涵，僅是強調平等對待、尊重少數 、免於偏見等

原則，但並不重視對不同差異文化的理解。也因此，雖然在新聞學理或新聞實務

中都期待新聞記者能保持客觀，能超然地不涉入自身的主觀價值與情感，但在具

體的新聞實踐中，都不可能徹底的排除價值，或來自價值的暗示 (Gans, 1980: 3)。

但若如 Gans 所言，新聞從業者的價值會受到其生活與文化經驗，即「恆久

價值」的影響，那麼，新聞從業者若能有不同的文化體驗、習得多元的文化價值，

例如在生活與工作中與精神障礙的接觸經驗若有別既有社會觀點與文化價值，是

否會有不同的認知與價值？是否會影響報導的取材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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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新聞工作之外經常參與社會服務的記者，有許多機會與精神障礙者深

入接觸，他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看法就和其他受訪的記者有所不同。

我的觀察是，現在這些精神疾病的人有些是可怕、也有些是不可

怕，很多是在社會，或在社區裡面活動，有些則是在家裡沒有就醫，

他也不危害人，也沒有暴力傾向。我們擔心的 是那些會有暴力傾向或

是突然間會失控的患者。那有些是都不會啊 .... 我覺得多接觸、互動會

增進瞭解啦，你會知道他們的一些想法，還有一些作為，那也會跳脫

過去我們傳統對他們的一些刻板印象，一些對他們污名標籤化的行為。

（編號 4 訪談，2012 年 2 月 9 日）

這位受訪者在訪談中多次提及，在他的生活及採訪經驗中，有機會接觸到在雲

林、嘉義縣市的「非隔離式」精神障礙者照顧機構。這樣的經驗，不僅讓他對精

障疾病多樣型態有所瞭解，知道精神障礙攻擊人的比例很低，也發現他們具有多

樣的能力與才藝，並且強調不應該採取隔離的政策來對待精障者。

不只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有這樣的看法，曾經與精障者有不同接觸經驗的另一

位年輕記者也有類似的觀點。

我有些朋友有重度的憂鬱症或是躁鬱症，不知道的人會覺得他好

像很可怕，可是因為他是我朋友，我非常瞭解，才會覺得這樣的病並

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子，其實他也是精神障礙的一種。我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覺得精神疾病不是想像中的那種「肖ㄟ」，也是透過這位認識的

朋友，在認知上才會有這樣的改變，否則我會覺得精神疾病是要被捉

去控制起來的那種人。所以，我覺得可透過報導讓民眾去理解精神障

礙有很多種不同的，並不是只有著刻板印象的那麼一種。（編號1訪談，

2012 年 2 月 2 日）

這位受訪者從事媒體工作 12 年，是現職的媒體工作者，也在我任教的國立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就讀，除了因為有精神障礙者的朋友讓她可以理解他們

的真實處境。她在訪談時也提到，因為在我開設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及「草根

行銷」課程中有機會討論相關議題，讓她反思新聞媒體污名化弱勢團體的問題。

同時「草根行銷」課程，也曾安排同學接待受邀到國立中正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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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障者權益組織「風信子協會」的精障者，陪同他們到嘉義「蔗埕某文化園區」

參訪、旅遊，在親身接觸後，修課的學生們對精神障礙者，以及新聞工作有了不

一樣的想法。年輕的記者繼續說：

因為那時老師上課有說過，我開始會比較反省自己，好像他們也

似乎不是這樣，雖然他們作出這樣的行為 ，但我必須要去知道他們背

後的成因是什麼，而不是就這樣子讓他過去……因為有這樣子的過程

（按：指接待「風信子協會」到嘉義「蔗埕某文化園區」參訪），所

以我現在絕對不會用大眾的刻板印象去寫新聞。就像剛剛說的，我以

前做新聞，大眾是這麼認為，所有人是這麼認為，我就這樣做好了，

但我現在會強迫我自己去改變這件事。（編號 1訪談，2012年 2月 2日）

從上述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傳播教育或媒體實務中，大多缺乏讓傳播

學生或媒體工作者認識精神障礙者的教育內容或培訓機制，而媒體工作者在日常

生活中與精障者的接觸經驗，也影響了他對精障者的態度，甚至導致報導偏向。

不過，這樣的影響關係並非僵化不變，亦即，雖然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較持負面

評價，恆久價值也滲透到新聞產製的過程與結果，但不同的生活與文化經驗，以

及多元文化的新聞訓練亦可能讓新聞從業者有別於傳統價值對精障者的理解，展

現不同文本內容，降低媒體的污名化。

傳播科系中有關多元文化課程並不多，即使有，大多是與文化研究有關的理

論取向，然而，對於不同文化群體的理解，不能只是理論爬疏或課堂對話，若能

有較長時間進入田野，參與文化群日常生活，應該能有較深的理解與親身感受。

研究者透過自身過去的教學實踐發現，教師若能調整傳統的媒體實習課程，讓學

生進入不同的文化群體、NGO 組織「實習」，不但能讓學生貢獻所學，認識不

同的社會群體，也能藉參與來反思既有的階級位置與恆久價值。 本文接下來將

檢討傳播科系實習制度的現況，分享研究者教授「文化實習」課程的實踐經驗，

嘗試提出如何調整傳播教育中「多元價值」缺席現況的可能作法。

肆、傳播教育與文化實習

傳播教育畢竟帶有濃烈的實務傾向，除了老師教授固定理論基礎課程外，實

習制度是大學新聞教育中的重要「橋樑」（臧國仁、石世豪、方念萱、劉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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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不但能幫助學生在「類似」實際實務工作場景中，將學習到的

理論知識化為工作能力，引領學生跳脫出實務工作上的思維，加強反覆思考的訓

練哲學。

一般來說，傳播教育中的「實習」課程有「校內實習」與「校外實習」兩

類（蔡念中，1995）。實習課程不管是實習刊物、電台與電視運作的實習制度，

在傳播教育中皆扮演知和行的功能（鍾蔚文、臧國仁，1995），在實際情境中運

作，學生更可對整體的傳播環境進一步認識，上課所學也不再只是紙上談兵。不

論媒體與傳播系所如何設計實習課程，或是外在的媒體環境如何變化，實習制度

作為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學習歷程的一環，其最關鍵的意義乃在於：讓學生在學校

教育、實習、再回到學校的過程中，發展成為自主的學習者，透過實習的實務經

驗，反思以往所學所為，並重新詮釋學習的意義和方針，進而發展出自我導向的

學習（劉光瑩，2008）。

不過，部分傳播科系的學生在經過校外實習之後，反而對於媒體工作及媒

體環境比之前失望，對未來也充滿不確定感，實習似乎不再純然是讓新聞傳播系

所學生準備好進入職場的職前訓練，而是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生涯定位的觸

媒。許多實習生自承實習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是一次震撼教育，有人在實習當中發

覺自己對新聞工作的夢想遭到了嚴厲的挑戰、有人發現以往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新

聞倫理規條在實務工作場域中並不一定會被遵守，還有更多人在實習之後才發覺

自己所學不足，因而決定透過繼續深造或是實務工作的機會進行磨練（劉光瑩，

2008）。

類似的情況在我教過的學生身上也經常可見，特別是到主流媒體實習的同

學，反而會更「認清」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也有人因為更清楚媒體工作的「現

實」面貌，因而提早「社會化」，提早學到了新聞產業積重已久的習性。換句話

說，到媒體實習能讓學生在畢業前瞭解職場運作與工作場域的點點滴滴，未來工

作時不致手忙腳亂，並且能及早適應。然而，這樣的方式也容易養成僅從「媒體」

的角度思考現象，有時也會沾染職場上的各種習癖（管中祥，2005）。

不論是校內或校外的媒體實習課程，目的都在於讓學生能熟練實務工作的

傳播技能，並提早熟悉未來的職場生態，在這樣的目的與框架下，其實是將傳播

教育更往實務的方向推進。然而，如何在知識與實務、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取平

衡」，重視新聞工作人文素養的培育，讓傳播教育能作為造就「全人」通識教育？

或者，傳播科系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實習」培養未來的媒體工作的多元觀點與媒

體實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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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和大部分傳播系所一樣都有校內、校外實習課程。「校

內實習」是大三的必修課，透過《中正 E 報》的實務操作，學習編、採、寫、拍

攝、剪輯、製作、活動等實務技能。「校外實習」則是在大三升大四暑假時，由

同學自行接洽媒體，或透過系上安排，直接到媒體產業實習一到兩個月。

幾乎所有到校外實習的同學都會選擇到電視台、報紙、公關廣告業、製作

公司等機構實習，不過，也有極少數例外。2012 年的暑假，就有位傳播系同學

選擇到長期關懷臺灣農村議題，並實際採取行動的「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

陣」）」實習。

「農陣」是一群關心臺灣農村的農民、農村工作者、NGO、媒體工作者、

學者、作家、法律專家、工程師、藝術家、學生等相互連結組織，秉持著「小農

經濟」、「永續農業」、「糧食主權」的理念，以多元背景的成員，利用傳統、

網路與實質行動，從理論論述到實際的農村農務，展開農民組織、農村田野調查、

與社會合作化的小農經濟實踐，並在網路發起農村議題的串聯行動，並藉著媒體

持續與臺灣社會展開的對話。這樣的機構和許多在城市裡的 NGO 有所不同，必

須經常進入農村，經驗農村生活，到此實習的同學不僅有機會習得傳播教育甚少

提及的農業知識及農村問題，也能瞭解媒體中「被報導者」的日常生活，瞭解他

們的真實處境。

有一位來自彰化的學生，大學時期接觸社會運動，很好奇這些組織除了社

會抗爭，平日的工作是什麼？她認為，實習不就是對未來的工作先做些嘗試嗎？

若是到「被報導」的機構實習，更能瞭解這些組織的主張與運作方式，對未來新

聞工作也會有所助益。而當時彰化因國科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擴建計劃，引發爭

議，開發之後將可能造成當地農地嚴重污染，灌溉用水資源將會遭到排擠，當地

農民群起抗爭。這位同學想為農村盡一點心力，並擔心到臺北實習的經濟問題，

在多重因素的考量下，選擇了以「台灣農村陣線」作為實習點。

「台灣農村陣線」的實習生來自不同科系，「農陣」也在臺灣不同地區有各

樣的行動，也因此，不同地區的實習生會因當地的議題與行動，而有不一樣的參

與方式。以彰化溪州來說，因為正發生中科搶水抗爭，在地的實習工作就包括如

何向農民及鄉民宣導「農陣」的理念，說明擴建計劃造成的種種問題；實習的同

學也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蒐集與農田、水圳、農耕、工業污染相關資料，例如

溪州農作物種植分布，土壤孕育植物與這條水圳的關係，並試圖回應國會科的必

要徵收土地的論述，更有趣的是，這些實習生在這段期間也成了農民的「靠山」，

提供相關諮詢，協助當地農民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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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比較偏向於田野調查，這部分類似於新聞採訪，每天看

似與農民閒聊，但也從中紀錄了許多口述歷史。（國立中正大學學生

訪談，2015 年 3 月 2 日）

除了能夠「貢獻」自己所學專業，由於到「農陣」實習的學生來自不同的科

系，也讓參與實習的傳播科系學生反思自己的位置與處境，以及新聞傳播教育的

侷限。

不過與傳播系不同的是實習的友人來自不同科系，社會系、地理

系……他們思考的角度自然與我不同，他們發揮自我專業去分析同一

件事，最後的結論會是多樣且精彩，這點是我非常自嘆不如的地方，

感覺傳播系好像沒什麼路用……對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必需學有專精，

這就像專門跑財經或是醫療線的記者一定對這方面有一定的知識，才

有辦法瞭解這些新聞內容……如果你是跑這一線的記者必須瞭解這些

團體的點，瞭解他們的訴求，思考的角度也會更廣泛，寫出來的新聞

跟別人比起來可能更有觀點。（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訪談，2015 年 3 月

2 日）

相較於其它傳播科系學生選擇以媒體作為校外實習的場域，這位到「台灣農

村陣線」實習的學生，和其它到傳媒實習的同學收獲也有所不同。不但能貢獻所

學，接觸人群，從不同系所背景的實習生身上學到不同的知識與觀點，並且發現

傳播教育偏向實務教學所產生的限制，進而產生追求多樣知識的動力。更重要的

是，重新思考自己的社會位置，並試著從以往「被報導」的群體理解他們的處境

與想法。

這位到台灣農村陣線實習的同學可能只是反應學生個人興趣的「個案」，但

除了個別的學生願意到 NGO 組織實習，傳播教育也可以進一步系統性地在課程

中設計多元文化相關內容，並且與不同的文化群體、NGO 組織建立合作關係，

設立實習點，進行長期合作，讓學生有機會到不同的文化群體去實習。

2004 年我在世新大學任教時，曾參與教育部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

案，負責其中的「文化實習」課程。

「文化實習」的課程和一般傳播科系的媒體實習課大不相同，開設這堂課的

目的，是希望修課同學除了能有基本多元文化相關的理論基礎，也能實際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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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群體與場域，實際學習，參與 128 小時的「田野」蹲點課程。透過實

地田野考察和參與，親身體驗多元文化差異的狀態、形成機制與問題，培養瞭解

文化差異的能力和胸襟，並磨練社會觀察、研究、反思、溝通與行動的能力，讓

「多元文化」不再只是課裡的知識與理念，而能成為日常生活的具體實際。

世新大學的「文化實習」課程安排了幾個實習點，主要是考量階級、年齡、

性別、種族等不同面向，而這些群體也多與世新社發所有長期合作的關係。包括：

美濃愛鄉協進會、馬告國家公園、南洋台灣姊妹會、台染產業工會、兒童福利聯

盟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萬華社區遊民計畫、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新知協會、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苦勞網、全

國產業總工會、原住民族學院，以及大文山資料庫計畫（文史工作者與社區組織

口述歷史小組）等。除此之外，修課的同學也可以自行選擇。

課程安排區分為實習前、中、後 3 個階段。在學生進入田野前，除了先介

紹各個實習點的背景與性質，也會邀集學生討論包括未來實習內容、田野筆記寫

作、以及相關倫理等實習事項；實習的同學在實習期間主要是參與該機構的日常

運作，包括協助整理資料，規劃與辦理活動，不過，更重要的是與不同文化群體

親身接觸，甚至是一起生活，進而瞭解不同文化群體面對主流社會的處境與問

題，與當事人一起思索回應方式，共同採取改變的行動，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

認識與瞭解不同的文化。

雖然課程名稱看似像到不同的文化群體「實習」，但更大的意義是在向不同

的文化群體「學習」。這些修課的同學原有的知識與技能未必能為實習單位帶來

多少協助，但相反的，卻能在一次次的「文化震撼」中反思既有的恆久價值。

實習期間，課程教師會安排同學進行數次面談，瞭解與討論實習時所遇到各

樣狀況，並予以回饋，更重要的是反思實習時的觀察，共同討論問題的解決的方

式，回應多元文化理論課程提出的各樣觀點；課程最後則是舉辦成果發表會，邀

請實習點教師及修課學生共同參與，除由學生報告實習成果，並請實習點教師針

對學生學習過程進行回應。

「文化實習」課程的最大意義並不在於理論的耙梳與觀念的建立，而是讓學

生在實作中有機會向不同生命經驗者學習，體會到不同的生活經驗，透過親身參

與而能有更多的理解與反思。在此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培養更細緻的文化觀察能

力、對多元文化有更貼切的想法，更重要的是看到學生的改變。

這樣的課程讓修課的傳播科系學生受到最直接的衝擊，就是被迫重新看待弱

勢邊緣團體的形像，打破過去對這些群體存在的刻版印像，挑戰既有的「恆久價

值」，在學生進入職場之前，培養多元的觀看視角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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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到「遊民工作坊」實習的同學，原本以為是要去幫助「可憐又懶惰」的

遊民，但沒想到和遊民相處後，才發現每個遊民之所以會成為「遊民」，其實都

有各自的生命歷程與遭遇，並不都是主流媒體與傳統價值所建構的「好吃懶做」

形象，相反的，其中有些人中年失業，但仍很努力的打零工養活自己，然而，所

賺的錢並無法支付房租，只好四處行流浪。學生也發現，如果真要「幫助」他們，

不是只有「憐憫」之心，或提供物質上的協助，更重要的是要解決社會制度所造

成的問題。

在這位同學原來的觀念裡，遊民是一群「好吃懶做」的人，但在實際接觸後，

才有機會反思並挑戰傳統的刻板印象，開始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遊民，理解他們的

社會處境與侷限，也試著從街友的位置認識世界。而另一位到「南洋台灣姐妹會」

實習的同學也說，因為這次的文化實習，他開始去關注到這些「新移民女性」們

在媒體裡面所出現的新聞其實都只是很負面的，也很少的媒體工作者願意真正的

去認識這群人、去聽聽她們想要說些什麼。她們真的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想改變

社會大眾對她們的刻板印象，但是這些正面消息在媒體中又能看見多少呢？這是

身為讀傳播系的學生感到最悲哀的地方了（管中祥，2005）。

「文化實習」不僅挑戰了既有的刻板印象，也反思傳播教育及新聞工作的不

足之處，一位世新公廣系的學生在課程回饋時也發表類似的看法：

在世新，大部分的同學都會選擇去電視台、報社、雜誌社等媒體

單位去實習，總覺得對未來就業會很有幫助，而我因多元文化學程，

意外的到南洋台灣姊妹會，而沒有像其他班上同學進入公關公司，本

來還擔心少了實務經驗，會影響未來找工作，但卻反而學得該如何以

不同角度來看媒體組織。（管中祥，2005）

而另一位到同志諮詢熱線實習的廣電系同學，在第一次回校進行課程討論時

就說：「我終於知道什麼是歧視了」，這句話引起我和其他修課同學好奇，難道

是在同志團體實習時遭到同志排擠了嗎？沒想到這位同學說：不是的，在那裡的

都是同性戀，而我是異性戀，自然就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我想這就是「歧視」吧。

透過實際的接觸，更能感受到「他者」的處境，反轉自身的優勢位置，試著

從「異文化」群體的角度理解社會中存在的「歧視」，而這也是對潛藏在心中既

有「恆久價值」的挑戰。這位同學在成果發表會上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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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不一樣，同志不再只是電視裡的人，是我的朋友，是昨天

才跟我吃過飯的朋友，我不能容許文化流氓欺壓他們，也不能忍受偏

差價值觀對他們的壓迫。這對學傳播的我，無疑是一次重要的學習，

現在我口中的「文化流氓」，以後會不會也冠到我頭上？這是值得我

謹記在心的。（管中祥，2005）

大部分同學實習的課程雖已經結束，但仍與實習點保持聯繫，甚至在畢業後

回到原實習單位擔任志工。而其中一位公廣系的同學畢業後，並沒有到心儀已久

的公關公司上班，而是加入高雄的移民團體，她告訴我，這些新移民更需「公關

廣告」。

這樣的實習課程對學生而言是深刻的，不僅是一種知識的涵養，更是生活的

真實體驗，就像一位同學在課程結束時所說的：「真的多元文化是在實踐過程中

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有真正的學習，藉此，我們才能暫時遠離有限的專

業視角，以及對差異群體的純粹想像，體會更多的文化面貌（管中祥，2005）。

即使如此，「文化實習」只是研究者個人在傳播科系教學的有限實踐經驗，

並不表示傳播科系學生上過多元文化課程與參與過「文化實習」，就必然會對自

身價值的翻轉，但，這樣的課程，卻能在現有傳播科系普遍欠缺的多元文化價值

的知識與實踐課程中，提供接觸不同文化群體，反思自我文化階級的機會。

伍、結論

新聞報導之所產生偏見／向，相當程度受新聞機構的運作模式的影響，為了

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新聞產製，新聞機構除了設計出一套便於運作的流程，如截

稿時間、消息來源、工作常規等。但除此之外，新聞產製仍會受到無形的「恆久

價值」影響，這些受制於傳統觀念、生活經驗、教育養成的社會價值往往會穿透

新聞產製的種種過程與所秉持的專業意理，顯露於新聞文本之中。

新聞從業者多為大學畢業生，甚至擁有碩、博士學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

或至少也是進入普遍認為很好的學校就讀、畢業後成為社會的中上階層。新聞工

作者在社會團體中的生活經驗，自然而然會將群體中的生活常態與價值觀內化為

自身所有，並衍生成為新聞寫作時的判斷與選擇。事實上，這樣相近的生活環境

造就了新聞工作者慣有的「常識世界」，並且不斷再製這些客觀事物。在實務操

作上，恆久價值往往成為新聞從業者新聞選擇與價值立場的依據，特別在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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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截稿壓力下，成為快速判斷及組合新聞的重要工具，從新聞素材與消息來

源的選擇到書寫，這些主流的觀點不斷被複製。

傳統的新聞傳播教育過度強調專業技能，在相關課程中較少多元文化理論與

實務的安排，缺乏多元價值的涵養，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如何讓未來的新

聞工作者能與既有的「恆久價值」對話，反思自身的「文化階級」，在進入職場

前與不同的文化社群，或被社會排除的邊緣社群接觸，也許有機會改變作為都市

中上階級的媒體工作者，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不自覺建構的社會歧視。

成露茜在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期間提出「文化行動派」的概念，

以培養未來媒體工作者的多元價值，她主張在大學部開設包括「文化實習」在內

的多元文化相關課程，讓學生能瞭解、反省、批判、創新自身的文化；對於別人

的文化，尊重、包容、欣賞、學習（成露茜，2005）。這樣的課程是要落實多元

文化的精神，培養學生傳播專業理論與相關傳播技能的同時，也涵養學生的多元

文化視野（管中祥，2010）。換句話說，媒體工作者至少在知識上要有多元文化

的認識，以避免成為主流價值的複製者，不能僅是理論上的堆砌，對於不同文化

的認識與理解仍需要更實際的經驗與體驗。

本文所提到的「實習」課程，不論是到「台灣農村陣線」實習的經驗，或者

是「文化實習」課程，都讓傳播科系學生有較長間進入媒體以外的機構向不同的

文化群體學習，這是傳播教育課程中可以思考的方向。因此，傳播教育的實習課

程，除了以媒體作為主要的實習單位外，亦可考量在實習課程中增設不同的文化

團體、NGO 組織為實習點，透過適當的教學安排，讓傳播科系學生進入實習，

使他們在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還能有不同的生活體驗。這樣一方面可以在理論與

技術的學習之外培養傳播科系學生人文素養及多元眼界，同時也有助於未來的媒

體工作者在求學期間便有機會反思既有的階級價值，並在之後的實務工作中，能

有多元與同理的的角度處理與自己相異文化經驗的「他者」所面臨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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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12年雲林、嘉義地區訪談名單

編號 性別 所屬媒體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1. 女 地方有線電視系統記者 10 年 2012.02.02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2. 男 衛星電視新聞台地方記者 25 年 2012.02.03 嘉義市風尚人文咖啡館

3. 女 平面媒體地方記者 15 年 2012.02.08 嘉義市三皇三家複合式餐飲

4. 男 平面媒體地方記者 25 年 2012.02.09 嘉義市聖若望主教座堂

5. 女 平面媒體地方記者 15 年 2012.02.15 雲林縣風尚人文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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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英才而不是打造匠才： 
臺灣新聞實務教育的改革進行式

Cultivating Craftsmen, rather tha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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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Chun-Yen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博士

Ph.D.,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前言：實務與學術的拔河

新聞實務教育如何推行？向來是傳播教育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陳韜文，

1999）。伴隨此一核心問題，歷年存在一項辯論，也就是新聞傳播教育究竟是要

貼近實務訓練，還是要貼近學術發展？ 1990 年代美國大學曾經發生一波裁撤傳

播學系的現象，《新聞學研究》對此以「傳播學的正當性危機」為題，聚焦探討

此問題（新聞學研究編輯部，1996）。該文指出美國大學強調大學傳播教育以經

典學術、通才教育為優先，爾後才發展實用、技能的教育。因此當高等教育經費

縮減時，便優先裁撤強調實務教學的傳播學系。現象背後的意義，正是凸顯傳播

學門面臨的發展瓶頸，更點出美國傳播教育長期以來深受實務傳統影響，甚至於

接受實務界的經濟支持，以至於使新聞傳播教育偏重技術訓練，偏離通識與全人

教育的理想（須文蔚、陳世敏，1996）。

臺灣的新聞傳播課程同樣有高比例的實務課程，根據翁秀琪（2001）的研究

發現，1991 年以後臺灣各大學傳播相關系所均蓬勃發展，在課程設計上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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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專業性、技術性來發展。不少學者因此批判當時的臺灣新聞教育是「重職業

訓練而輕學術訓練」，如此不僅偏離了大學教育的價值理念（翁秀琪，2001），

更造成一個矛盾的結果，也就是傳播科系學生雖然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但因為無

法從大學課程學習中培養足夠的創造力和批判思考力，以至於競爭力薄弱（陳國

明，1999）。這也導致了技術教育跟不上新媒體環境，而熟悉技術的學生恐會出

現技術能力跟不上環境變遷的問題（皇甫河旺，2012）。

相應的，自 1990 年代也開始有一批傳播學者主張應該積極發展更具人文、

通識或全人教育的傳播教育理念（如王石番、陳世敏，1996；吳翠珍，2002；陳

國明，1999；臧國仁、蔡琰，2000；鄭瑞城，1998；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

1996）。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下，當代臺灣的傳播實務教育正面臨一個關鍵的研究

問題，就是：如何培養出具實務能力的傳播人才，卻又不限縮在技術層次的訓練

（熊培伶，2008；鄧宗聖，2009）？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若干學院也透過課程結構或學制的轉變，嘗試建立

傳播教育新典範（鍾蔚文，2012）。以既有的討論和問題出發，本文就此進一步

檢視兩個研究問題：

一、當代新聞實務教育的理念是什麼？應有的內涵是什麼？

二、在大學的教學現場上如何實踐這樣的理念？又怎麼進行既有課程變革？ 

作為初探性質的研究，本論文研究範圍將先聚焦於新聞傳播的實務教學，日

後有機會再擴及其他類型（如廣告、公關、數位媒體、行銷傳播等）。本文以參

與和規劃實務教學改革的大學教師經驗為本，藉由教師的反思、詮釋和實踐來獲

得足以回應問題的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基於本研究目的，本論文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對象

的挑選，以過去或目前正從事新聞傳播實務教學、教法課程變革的教師，分析瞭

解他們對新聞實務課程的看法、教學理念，同時分析他們是如何將理念落實在教

學教法，系所課程結構的調整又是怎麼實際進行。自 2015 年 3 月至 4 月間，本

研究總共完成了 8 位關鍵教師的口述歷史訪談，並轉謄為逐字稿後進行歸納分析

（口述歷史受訪者，請參見附錄一）。

貳、新聞實務教學理念的再省思

自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傳播學界便興起一連串的教育反思，並呼籲新聞傳播

教育必須改變。自 1996 年可以發現國內發展新聞教育的重鎮，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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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便藉由該系所發行的期刊《新聞學研究》，開闢「專題論壇」，以研究專論或

會議發言稿集結的方式，呈現國內外新聞傳播學者對於新聞傳播研究的種種反思。

檢視這一系列的討論，縱然多數討論議題多聚焦在傳播學研究的學科定位，

並就知識論、傳播研究的本質進行學術反思，另一方面也不乏有學科知識如何落

實在新聞傳播教育的討論。如《新聞學研究》第 53 期，〈傳播學發展現況〉一

文（須文蔚、陳世敏，1996），其中檢視到新聞傳播研究，一直以來有著實務傳

統，不僅使得研究受到實務界的牽引，同時也造成教育以技術訓練作為新聞教育

核心的狀況。這樣的現象不獨發生於美國，也應驗在 1990 年代正在蓬勃開創的

臺灣傳播系所。該文檢視傳播學術的知識特質，所提出的 3 點具體建議，亦可以

發現其中觸及新聞傳播實務課程改革的呼籲，包括：

一、 放棄以媒介為類別的研究與教學取向：建議應回到學科知識和概念來進行課

程與研究領域的劃分。

二、 回復多元傳統：建議從人文學科汲取養分，強化傳播學的基礎涵養進行教學。

三、 回歸學術研究：建議降低高比例的實務課程，同時認為實務課程也不應該僅

止於技術傳授，而應該透過經驗、歸納成學理，藉以呼應大學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以人文和學術研究為本。

潘家慶等（1996）在同期主題進一步為文探討〈傳播教育核心課程規劃〉，

同樣參考大學教育理念、人文教育精神，和傳播學門的概念知識，進一步檢視美

國教育改革作法，強調傳播課程改革應該走向課程整合，目的是創造學生能夠擁

有共同的智能和社會價值。在這樣的前提下，透過實證調查分析，3 位學者指出

了，多數受訪者認為新聞科系應該設立人文和專業這兩類的核心課程設計，其中

專業便是指偏向傳播實務的課程，包括了電視節目、傳播法規、採訪寫作、視覺

傳播、大眾媒介與社會等等領域。這些課程安排係著重於學術與實務的概念知

識、科技識讀素養、資訊蒐集和媒介說寫能力等，目的是促使新聞傳播教育能夠

更加貼近人文教育的精神

上述研究將新聞傳播研究、教育理念和具體應有的課程設計、教法如何進

行，進行了一次系統性的概念串聯，主張新聞傳播教育應該回應大學博雅（通識）

教育的本質，進而聚焦於傳播學科的學術知識。因此在新聞傳播實務教育方面，

應該著重「技術導向科目的知識基礎」，而不是教育學生能夠「對應產業需求」

的技術（須文蔚、陳世敏，1996：27）。這樣的看法也成為日後許多學校進行新

聞傳播實務教育改革時，一個重要參考指標。

國內進行大規模傳播課程改制，首見於相關系所創校最早的國立政治大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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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學系。早在 1995 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與傳播學院一起進行了一場長達

20年的傳播教育課程反思、改革。從 1995年到 2000年初，先後擔任新聞系主任、

傳播學院院長、校長的鄭瑞城是推動新教育理念形成，並落實於具體改革行動的

要角。在接受訪談時他開宗明義指出，大學教育應該坐落在一種人文理想和視野

之上，然而就他的觀察，他卻發現 1990 年代政大的傳播教育與前述理想有不小

的落差。他說：

我們（當時的政大傳播學院）已經走向一個太技術化、太瑣碎，

已經失去大學教育該有的大致方向了。我覺得如果我們大學教育能夠

讓學生接受一種博雅教育，一種通才教育，然後到研究所階段，如果

你想學新聞，再來考新聞研究所。花太多時間在技術面的知識，我覺

得那是一種浪費。（鄭瑞城，2015 年 3 月 3 日口述訪談紀錄）

當時鄭瑞城聯繫幾位有志一同的教授，率先就大學應有的教育理念進行釐

清，隨後再根據釐清後的教育理念進行學系、學院的課程架構、教學內容改革，

過程中不斷透過各種場合和形式進行共識凝聚。鄭瑞城認為，當時這樣的教育改

革措施對於在 1990 年代的傳播學界來說，許多人或許會認為有些太急太早，但

就他個人而言，新聞傳播教育應該改革的想法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鄭瑞城回想

自己對政大新聞傳播教育的反省，實際上早在 1987、1988 年，也就是解嚴前後

便開始了。根據他的自述，在他接任新聞系系主任時正逢 1990 年代大學興起自

主、自由的風氣，這樣的時代氛圍促使了大學的自我反省，因此有利於具體的教

育檢討被落實。再加上 1995 年 5 月 8 日教育部函文各校進行大學是否試辦前段

不分系的研究，因此他才能有效串連其他教授，一起在政大傳播學院內開始對頗

具歷史的傳播教育重新檢視、檢討，進行大規模的課程改革。

在 1995年 9月至 12月，政大傳播學院開始進行院內師生調查及舉辦公聽會，

同時在 1995 年 10 月進行「傳播教育規劃研究」。這份由王石番、陳世敏（1996）

完成的研究報告明確指出，傳播教育應該依循大學的博雅教育理念進行重新定

位， 從而提出未來傳播學門發展的 3 個具體判準（王石番、陳世敏，1996：3）：

一、大學應朝向回歸學術研究本質。

二、回歸以造就全人為目標的通識教育。

三、回歸大學部為學術重心而以研究所為專業訓練的階段性教育。

上述 3 個判準也成為日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進行課程改革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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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鄭瑞城完成自己親自主持的〈傳播學院前段不分系及學程規劃案成果報

告〉，進一步以學院為思考，提出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構想，同時強化國立政

治大學傳播教育朝向學術研究和通識教育的改革目標，另一方面針對既有的職

業／技術傾向的課程教學內容進行調整（鄭瑞城、林元輝、孫秀蕙、侯志欽，

1998）。然而這樣的教育改革並不是全盤的拋棄實務課程中有關技術的教學內

容，鄭瑞城認為「技術面，是一定要去學，課堂上也要教，但是不需要花太多時

間」（鄭瑞城，2015 年 3 月 3 日口述訪談紀錄）。

在 1990 年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帶頭推動實務教育反思後，越來越多傳

播學者也都對於大學新聞傳播教育應回歸大學的博雅教育有近似又不盡相同的看

法，由於各校的傳播學院或學系的背景和教學特色有所不同，因此反應在各校的

新聞實務教學的理念和想像也有所差異。

接受本文訪談的幾位任職不同學校的大學教師都認為，新聞傳播實務教育不

應再依循傳統媒體類型來進行個別技能訓練，而是應該掌握各種資訊工作所需知

能，培養跨傳播類型的傳播人才（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另外，新

聞傳播實務課程除了是技術的訓練之外，還要包含超越技術的學理知識訓練。只

是在技術以外應該帶入什麼樣的教育理念、教些什麼，幾位傳播領域教師著重的

點也略有不同。以下根據本次口述訪談資料，歸納出幾個不同的思考路徑。

一、重視技藝和知識的養成

曾於 2010 年至 2012 年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的陳百齡認為，實

務課程與傳播環境難免有一種對應的關係，然而教學的目的並不是要讓學生成為

技術工。

我們不會把學生訓練成一個只是會操作（技術）的匠，我們希望

學生具有一定的格局，可是他又懂得動手來實做。這件事非常重要。 

我對於過份技術化這件事情並不贊同，因為這樣只能造就出一堆黑手。

你看我們現在的許多傳播機構，他們只重視技藝而不重視腦袋，這就

會出現很多問題。（陳百齡，2015 年 4 月 2 日口述訪談紀錄）

在陳百齡的想法中，實務課程應該被視為是一個能夠與理論概念接軌的知

識訓練課程。他以自己的授課為例子，在課堂上的學生除了要學會操作繪圖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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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夠設計標誌之外，還要能夠運用理論來分析說明自己的作品。陳百齡藉此

說明，傳播實務課程理想上應該是技術與理論的連結，教育理念是「所有的技能

背後的那個知識的連接，應該要讓這一些傳播科系的學生很清楚地去掌握那個脈

絡」（陳百齡，2015 年 4 月 2 日深度訪談紀錄）。

陳百齡回想 1995 年學成歸國、初任教政大新聞系不久，他便與另外兩位資

深教授共同撰文，該文便已經提到上述教育理念。從分析傳播知識性質和傳播工

作者應該具備那些知識等問題切入，他們檢視傳播實務教育的內涵，認為即便是

新聞實務的課程，其教學目的應該是要讓學生能夠從理論層次思考現象，從技術

的訓練中學得組織邏輯、概念的方法（鍾蔚文等，1996）。簡言之，傳播學門中

實務課程的教學目的，是要透過技術實作來瞭解技術背後的原理，以及認識不同

傳播技術背後的共通性。

任職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教授張錦華認為，如果思考要怎麼藉由新聞

實務來實踐大學的教育意義，這個問題便關係到，大學應該要將學生訓練成什麼

樣的社會角色？對張錦華來說，答案很明確，她認為實務教育的目標就是要使學

生成為一個技藝師（craftsperson）而不是工匠。

以我們來說，我們叫做 craft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 technique，他是一

個 craft 就是技藝。技藝裡面包含知識，也包含藝術，是一種精緻的表

達能力。所以我覺得 craft 概念是我們在追求的，所以他們（指臺大新

研所的學生）基本上都會有一些知識性的內涵，再加上我們非常重視

的 critical thinking。所以說，學生們會不斷地去檢視這個技藝在這個社

會裡面扮演的角色價值。（張錦華，2015 年 3 月 27 日口述訪談紀錄）

目前任職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系主任的戴皖文，2014 年剛推動完成一波

大幅度的課程改革，他也抱持著相近的看法。

最重要的訓練應該是觀點的訓練。所謂觀點的訓練就是說他對任

何議題還有自己主動的一些看法，還有批判的能力，這些都是我們非

常注重的。……我們會用創作這種觀念，創作並不表示他是技術的，

創作本身他是藝術的，它可能是創造力的。（戴皖文，2015 年 4 月 16

口述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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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幾位傳播學界教師的見解後，可以發現的共通點是，他們都主張：

新聞實務課程除了應該教授實務的技術之外，重要的是能夠讓學生掌握技術背後

的知識內涵，作法是要能連結傳播學理和新聞理念，目的是要使技術的使用者能

夠具備人文和藝術的特質。因此技術教學的過程必須讓學生能提出自己的觀點，

在課程中也必須包含美感、美德及批判思考的能力訓練。

二、強調公共／社區參與

著眼於新聞應具備的公共特質，有學者則是更加強調在實務教育中，讓學生

能夠藉此具備連結社會、投入社會參與或負擔社會責任的職志。

除了技能之外，知識的涵養是很重要的。但是這個知識必須跟我

們將來做一個傳播工作者所需要擁有的社會意識結合在一起。……希

望傳播工作者能夠跟他們的社會實踐能夠結合，那也就是我們為什麼

要在課程中，建立社會意識、開闊理論視野這樣的一個概念。（胡元輝，

2015 年 4 月 16 口述訪談紀錄）

有豐富實務經驗，目前在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專職任教的胡元輝，目前

負責該系實務課程的改革設計。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來反思新聞傳播實務課程的定

位，他發現過去經常陷入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也就是傳播實務教育是要更貼近

現實，還是要更學術？對此，胡元輝嘗試另闢蹊徑，提出涉世學術（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的理念，他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促進學生的公共服務使命，在課程

中注入知識的有用性，從而幫助學生思考如何能夠貢獻社會、發揮影響力。反應

在新聞實務教育裡，胡元輝認為應該發展「在地實踐」、社區參與意義的實務課

程，讓學生在新聞傳播實務課程中同時學習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一方

面能擺脫大學是知識象牙塔的污名，同時也開創新聞的另一種可能，也就是消解

新聞教育與現實的商業新聞操作之間的矛盾關係。同樣是要讓新聞傳播系學生在

技術學習之外，更懂得如何與學校所處的地方、社區進行互動，在地方履行新聞

的公共精神（另可參見胡元輝，2014）。

強調以社區為基地，進行實務課程的公共實踐教育，則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早年就有的自我定位，這也直接體現在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新聞實務教育理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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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新聞系比較多實務的課。……它基本上該學的部分，大概都

跟其它的新聞科系很像。但是因為世新的小世界的實習，一直強調公

共新聞學。所謂的公共新聞學，不管你是使用網路來呈現，使用電視

來呈現，還是使用報紙來呈現，它的那個精神，就是跟社區連結的精

神，我覺得一直都是世新新聞教育的特色。（鍾起惠，2015 年 3 月 30

日口述訪談紀錄）

曾經擔任 NCC 委員，目前任教於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鍾起惠認為，新聞教

育必須先正本溯源，釐清新聞與資訊之間的不同。她指出新聞的特質就在於公共

性，因此在新聞實務教育上，雖然世新新聞系會讓學生學習能夠對應新聞業界需

求的技術，但技術之外也會讓學生以大學所處的社區為基地，進行具備社區公共

精神的新聞實務演練。

三、發展社會創新的知識學習

相較於前述兩種理念，有教師對於當代的新聞實務教育則是採取更積極的想

法。同樣著眼於新聞與社會的關係，認為新聞具備公共服務的責任，同時新聞實

務教育也必須對應快速變化的傳播環境，就此反思教學理念應該如何重新設定？

任教於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的陳順孝，近年來與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自發性

地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在持續的腦力激盪和思索後，最終提出了傳播創新的實

務教學理念。

我們的傳播創新有兩個方向：一個是以傳播專業來報導社會創

新創業故事，讓學生從報導中實地瞭解社會問題、學習創新創業精

神；……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東西是，我們要推動傳播領域的創新創業，

因為傳播產業正面臨媒體解構、跨界碰撞、專業重組的巨變，在巨變

過程中，我們希望帶領學生用新觀念、新策略、新組織、新科技、新

文體來創新創業。所以我們就把自己的方向濃縮成傳播創新。（陳順

孝，2015 年 3 月 14 日口述訪談紀錄）

反應在實務教學上，陳順孝認為應該要更有效的讓理論與實務結合，讓學生

能夠面對現實的傳播問題，並回到理論去思索，從而提出具體可行的實務解決辦

法。值得一提的是，在陳順孝的理念中，課堂上不僅是要建立學生有解決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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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能力，更重要是要創造學生以更創新的方式來建立傳播的未來性。而所謂

的創新，也不僅限於公共服務，同時還應該包含了如何使具公共目的、公共價值

的傳播創新創業能夠獲利。簡言之，這樣的實務教育理念，更加著重於在新聞實

務課程中訓練學生具備創新能力，讓他們認同傳播創業的目的是要營造有利於社

會的影響力，但不需要排斥社會事業具有商業營利的能力。因此，這裡所謂的創

新創業，在教育的理念上，其實是一種建立學生具備開創社會企業的能力。任教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林崇偉，對於實務課程的想像與陳順孝相近，他認為

目前大學裏頭的實務課程必須要檢討，因為實務課程實際上是離現實社會太遠而

不是太近。他認為實務課程在理念上就應該從解決社會上的實際問題出發，「我

覺得傳播教育不是要創造能夠書寫新媒體的人，傳播教育應該能夠培養出創造新

媒體，以及產製研發新媒體的人，這才是我的期待」（林崇偉，2015 年 3 月 26

日口述訪談紀錄）。

林崇偉因此以教育創作為理念，提出所謂「Living Lab」的概念，也就是讓

學生走出校園、走進社會、瞭解社會，進而從既有的知識中，看見社會的問題、

提出可能的新解決方式。

參、理念如何落實於實務課程教學：幾條不同路徑

在有限的文獻資料和初級經驗資料整理之中可以發現，臺灣新聞實務課程在

經過持續地反思之後，教育理念上概略有兩個類型的走向，一是強調更加貼近實

務，另外就是走向回歸學術。然而在概念上，這兩類理念或許可以被視為是概念

光譜的兩端，而不是兩條不相交集的平行線。因此，前述 3 種的教育理念，也不

是迥然不同的類型，更像是在光譜之中或偏向學術，或有更貼近現實的定位。

值得探索的是，各種不同定位的教育理念如何被落實在實際的課程教學教法

上，或許與各校系所不同改革條件、機會與能力，因而採取不同的改革模式有關。 

從幾位接受訪談的學者和其正在參與的所屬學校的課程改革方案來看，可以區分

出以下幾種不同的落實模式（改革歷程，可見附錄二）。

一、全院改革：傳播通識與部分課程的協同教學

為了實現博雅教育以及專業分流的理念，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以院為單

位，進行課程的大幅改革。早在 1998 年開始即試辦前段不分系、後段專業實務

課程的學習，並以學程制度取代分系教育。 其中新聞傳播實務相關課程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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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包含「新聞編採學程」、「網路及多媒體學程」與「國際傳播學程」，以

及與廣電系合開的「廣電新聞學程」；2001 年學程再經重整，整併為「網路及

多媒體學程」、「新聞編採」、「國際傳播學程」；2010 年再經整合為「新聞

與資訊」單一學程，同時設有「採訪與報導」、「資訊設計與媒體企劃」、「社

會與文化」三領域，以培養學生整合傳播的能力。除專業學程之外，傳統的新聞

技術、編採等應用技能則分別融入不同課程進行教學 1。

同屬具歷史的傳播學院，世新傳播學院在 2002 年成露茜教授擔任院長任內，

開啟全院的課程改革，開設「傳播技能」作為院必修，讓大一新生能夠對於全院

各不同學系的傳播專業有所瞭解，某種程度可以被視為是世新傳播學院的專業通

識課程。同時於 2003 年也推出學程規劃辦法，將一、二年級設定為先修課程，

三、四年級則可視專業興趣進行學程選修。2004 年新聞系推出採訪寫作學程、

編輯學程、英文新聞編採等 3 個學程 2。這樣的做法是以院為規模，用實務課程、

院必修課，以及學程的設置，打破既有的科系分工、知識分化的毛病，同時也讓

學生學得更為整體的傳播實務認知與技能，有助於他們未來面對媒體整合環境能

具備應有的整合能力、多元能力（管中祥，2010）。

從學程的名稱來看，這兩間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傳播學院，固然在教學內容設

計上有所不同，然而卻一致地以院為單位進行各系所師資和課程革新。鄭瑞城認

為，學程課程的設計和推動，是建立教學機制彈性化，如此也才能有效的在實務

教學中因應多變的媒體環境，「彈性就是一定要去想一個真的能夠回應社會跟時

代的需求那樣一個東西。機制（學程）比較重要，那個彈性出來了，才有那個機

制去回應」（鄭瑞城，2015 年 3 月 3 日口述訪談紀錄）。此外，鄭瑞城認為在

個別課程中，應該採取協同教學的方式，「我認為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一門課是某

一個老師有辦法單獨去把它教得很好的」（鄭瑞城，2015 年 3 月 3 日口述訪談

紀錄）。

如今在政大新聞傳播課程中，已經落實大一、大二不分系，大三、大四選修

學程，此外在若干實務課程也由幾位教師協同教學。 政大新聞系的陳百齡所負

責的一門課程就是與其他 3 位老師進行協同教學，至今已經連續合開了 12 年，

他認為這樣不僅改善了同課名不同老師卻有不同教學內容的問題。當進行協同教

學時，每位老師也能夠分別就自己專業領域進行更深入的教學。

1 政大課程地圖。請參考網址 http://cis.nccu.edu.tw/coursemap/students/ProCourseMap.aspx? 
College=400&Dept=402_1。

2 世新新聞傳播學院院學程，請參考網址 http://cc.shu.edu.tw/~cjc/pages/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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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這個領域它的同質性是非常高的，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知識

其實是共同的。可是我們的學生出去就業找工作的時候，他的那個專

業，有時候不見得是可以區分得那麼清楚。比方說，我們有廣告系的

同學畢業以後去做新聞的工作，也有新聞系的去做廣告的工作。所以

這就讓我們看到，在傳播這個同質性很高的環境裡，我們是不是需要

有一個更好的策略，讓同學們能夠既具有傳播的一般知識，又可以有

一些他自己的專業。（陳百齡，2015 年 4 月 2 日口述訪談紀錄）

整體而言，由學院所帶動的整體實務課程變革與實施，目的是為能更加貼近

傳播通識的教育概念，建立通才的學理教育。此外在實務的課程上，檢討過去「以

媒體為依歸來區分系別，然後再依照媒體去設計系的課程」，陳百齡認為會造成

實務教育與數位匯流的媒體環境形成極大的落差，因此，政大傳播學院「不再以

這個媒體分類作為知識分類的標準」，重新釐清傳播工作的內涵，認定傳播是一

個資訊處理的工作，將新聞傳播定位為即時資訊相關的技能，在課程上重新定位

傳播的本質，將之視為是一資訊處理的工作，如此也不免需要透過全院總動員，

大幅翻修傳播教育知識的內容。歷經教育資源、教師人力、課程的盤點和再改造，

陳百齡相信新制度能夠讓傳播教育更加靈活、更貼近新時代的需求。

二、全系改革：基礎技能與社會科學理論接合

相較於上述以院為單位的實務課程改革與落實，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則是

以系為單位進行課程改革，歷經過去 3 年密集的討論和行政作業，103 年度入學

的大一新生開始適用新的課程制度。

相較於其他歷史更為悠久的新聞系所，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創立時便已經

著眼於數位時代的傳播環境，因此在系的課程設計是一套讓學生能夠對應數位傳

播特質的課程，

之前這一套課程已經實施了十幾年，這一套課程的好處是在，它

完全 for digital，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上一條鞭式的訓練，就是讓學生

必須從文字的協作到各項傳播的技能都能熟練。另外，除新聞倫理，

實習媒體之外，我們還有一些應用的課程可以讓學生能更落實實作這

一塊。這一套一條鞭式的課程是不能動的，就是說從我們剛開始時認

為，數位的教育必須要匯流。所謂匯流，學生就必須要對各種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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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都有一些瞭解，所以這一條鞭式的訓練，就是你必須要修完哪些

課，才能修後面的課。（戴皖文，2015 年 4 月 16 口述訪談紀錄）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因為舊有的課程設計，有太多必修，且是修完一個

必修才能進入下一個課程，以至於使學生抱怨修課缺乏彈性。在學生陸續反應問

題之後，驅使擔任系主任的戴皖文開始嘗試回應，第一年透過課程調整來進行修

正，卻發現了原來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既有的課程架構上，因此他決定開啟全系課

程架構的改變。參與課程改革討論，也負責實務課程改革的胡元輝談到這次的改

革經驗：

我們 return to basic，就是把一些基礎的元素先在大一的時候給你

打下基本功。同時把過去比較多的，稍嫌散亂的實做課程再做了一些

微調與重組以後，必修學分就可以下降。我們的課程區分四個，基本

面的知識（按：指文字、影像、聲音和資訊等四部分的基本知識）。

這些基本的知識與技能，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就教給學生，之後，我們

就讓學生可以在這四個 track 上去選修一些進階的課。相對比較整合式

的訓練，我們就把它集中在大三的學習上面。（胡元輝，2015 年 4 月

16 口述訪談紀錄）

在改制後的新課程架構中，實務課程的部分，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的基本構

想是：在大一根據傳播的特質區分 4 個基本技能的訓練課程，包括文字、影像、

聲音和資訊；大二實施進階課程訓練，包括：新聞採訪寫作、電視節目製作、廣

播節目製作、訊息設計、基礎公共演說；三年級開始訓練整合傳播的能力，同時

有更進階的實務課程如深度報導、劇情片製作等；最後在四年級必須完成畢業製

作，這一年還增加一個與其他院校不同的實務訓練，也就是要求學生必須要進入

在地傳播產業，進行有給職的實習。而課程改革的核心精神，便是要回應「在地

精神」的核心精神 3。

另一方面，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也增設 4 個知識型的課程，包括社會學與

傳播、心理學與傳播、政治學與傳播、經濟學與傳播，學生必須四選二，藉此建

立技能之外的知識涵養，讓學生在更進階的實務課程之外還能夠擁有社會意識，

進而在實習課程中讓學生能夠將知識和技術融會貫通，實踐於實作情境。

3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課程地圖，參考網址 http://coursemap.ccu.edu.tw/dept_info.php? 
deptcd=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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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大學跟社區的連結，連結的方式之一，當然就是學生可以透

過自己的實作去跟地方產生某些的連結。那同樣的，學生能夠對一個

地方的事務有比較深入的理解跟參與的話，那以後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就業，同樣那種精神意識都會存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們

是希望更進一步地深化原來我們《中正 e 報》的精神。（胡元輝，2015

年 4 月 16 口述訪談紀錄）

許瓊文（2007）曾根據其任教經驗，反思《中正 e 報》這樣一個強調數位匯

流的實習媒體所具有的教育意涵。雖然該研究焦點在於新科技如何影響傳播教育

方式和知識內容，然而內文卻也觸及傳播實務教育，認為學生參與實習媒體是一

個深具情境性的知識技能的養成，因此教育內容應該具備技術、實務、理論概念

知識，及創新能力。國立中正傳播學系全面性的課程改制，相當程度就是有意讓

學生有系統地學習，逐步獲得文字、影像、聲音和資訊等 4 項能力。

三、自主改革：從課程微調到創新教學

相較於由院、系等行政單位的整體課程檢討和改革，在其他地方的情況是，

個別教師開啟自發性地課程調整。採取此改革途徑的教師，他們多藉由自身對課

程內容反省，或獨自進行教學內容、教法的改變。

首先是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在定位上是新聞專業教學的機構，因此該

所因應近年來數位化環境的興起，在實務課程上也增加了視覺影像的課程。另一

方面，在新聞所任教多年的張錦華也觀察到，同事們多會在既有課程中增加與數

位匯流相對應的教材。

在每一個不同的課程裡面，全部都要加上這個所謂的新媒體的數字

（位）的部分，比如像採寫裡面也會加上新媒體的部分，然後編輯課裡

面也加上新媒體的部分。（張錦華，2015 年 3 月 27 日口述訪談紀錄）

除了自發性的課程微調或教材增補之外，有些傳播學門內的教師則是透過進

行大幅的課程變更，進而連結其他自發性進行課程變革的老師，以協同教學的方

式落實他們對於實務教育的理念。如輔大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為了能夠更

有效發展學生具備數位匯流以及社會創新的知識學習，因此他與幾位同校老師以

輔仁大學的傳播創新研究中心為基地，定期討論、開會來釐清既有的傳播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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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隨後他們歸納出傳播的問題包括：教育主軸不夠清晰、課程設計多停留在大

眾媒體導向、缺乏跨領域的教育規劃，以及課程內容多重複等 4 個問題。因此他

們認為，在實務課程中必須要增加能夠幫助學生面對網路鉅變的回應能力的教學

內容。教學上，教師則應該更加釐清課程主軸，同時需要改良教學教法（更加強

調做中學）、精簡教學課程，讓老師教授擅長課程。

陳順孝指出，他與幾位參加討論的教師在近兩年密集討論後，最後形成共

識是要將傳播教育重新定位，主張在實務教育的人才培養，應該是帶領同學探索

媒體創新、微型媒體創業、直營媒體經營以及開創傳播新事業等等的創新創業能

力。進一步聚集眾人的智慧，他們進一步規劃幾門新興的傳播實務課程，分別是

傳播創新創業概論、社會覺察力、新傳播科技、資訊採集與分析、傳播策展、傳

播敘事、資訊視覺化、傳播社群經營、微型創業與管理、設計思考與實踐、傳播

創新創業實作。這些課程概略也對應了他們對於傳播教育未來的想像，也就是傳

播應該是數位敘述和知識轉譯的教學性質，同時傳播教育也應該發展學生傳播創

新創業的實務知識。

我們現在已經開了兩門相關課程，就是傳播與社會創新，跟資訊

視覺化。明年我們會再開傳播創新創業，然後會開傳播社群經營。另

外，我在新聞系提議把新聞系裡面傳統的新聞編輯課，改成新聞編輯

與策展，把策展這個概念就帶進來。我們原來有一門課是數位傳播，

主要教大家怎麼用電腦，可是我覺得現在好像也不需要教學生怎麼用

電腦。所以就把數位傳播改成數位敘事。（陳順孝，2015 年 3 月 14 日

口述訪談紀錄）

這樣的自發性發展課程、教學理念，目前雖然受到輔仁大學現任傳播學院院

長的支持，然而仍有教師對於若干理念抱持不同看法，短期間尚難以形成共識，

因此距離成為學程或者實際融入學院的課程架構，仍有一段距離。陳順孝等幾位

老師目前採取的策略是，以先行自發性的開課，逐步完成改革課程的目的，並期

待在過程中能夠爭取到更多教師的認同於參與。

由於這些課程設計，內容多涉及到跨領域知識，因此授課方式也同時是以相

互奧援、協同教學的方式進行 4。而在教學教法上，陳順孝強調授課會更加強調

4 傳播與社會創新的課程設計，參考網址 https://rcci21.wordpress.com/2013/12/12/%e5%82%b3%
e6%92%ad%e8%88%87%e7%a4%be%e6%9c%83%e5%89%b5%e6%96%b0-%e6%95%99%
e5%ad%b8%e8%a8%88%e5%8a%83%e6%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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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以及建立修課學生對於實務問題的實務解決能力。然而這樣

的課程並非走向職業訓練或者產學發展，陳順孝強調「我們反對產學學院，因為

我們覺得那是職業訓練所，那我們走的路線是研發」（陳順孝，2015 年 3 月 14

日口述訪談紀錄）。

肆、結論：實務課程改革的現在進行式

臺灣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的實務課程，教育內容究竟應該走向更貼近傳播職業

分工的技術訓練，或是建立學生擁有理論學術思考的能力？自 1990 年代中期，

當臺灣傳播學術界的教授疾呼，應該恢復大學教育的理念，讓走向職業訓練導向

的新聞實務教育獲得重新檢討的機會。歷經 20 年過程，根據幾位受訪者的觀察、

經驗詮釋和反思，我們可以看到有諸多大學教師的看法，體現出相近的教育理

念，也就是認為實務的訓練不是為了讓學生熟練技術，而是「為了讓學生能夠超

越技術」。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諸多受訪的教師往往會強調，實務課程的內容

是讓學生體驗技術、掌握技術背後的道理，進而跟學理知識相互連結。相應的，

新聞實務教育的目標則是要讓學生從技術學習中培養出會操作、能分析、肯反思

和會表達等不同層次的知識和實作能力。這樣的實務教育，目的在於引導學生成

為一個具思考力、批判力與創造力的傳播者，而不再是昔日那種職業訓練意味濃

厚的職工養成。

本文認為，歷經 20 年的討論，今日的實務教育的想像，也不僅是單方面讓

大學傳播實務教育「回到大學博雅教育的理想」，而是形成更多元、同中有異的

想像。受訪的幾位大學傳播教育者，正不約而同透過持續的討論、反思和實踐，

試著釐清新聞實務教育與職業訓練之間的差異。正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

授陳百齡所言，實務教育不是要訓練學生成為既有媒體組織的受雇者，在可以看

見的未來，新興媒體環境讓自媒體成為可能，因此他們正在構思未來的實務課程

中，增加使學生能夠獲得對應新媒體環境應具備的能力與知識。

另一方面，隨著教學現場個別老師所處的不同教育條件，即便他們都共同發

現了傳播環境現況，也預見可能的未來變化，但教育內容、架構乃至教法都採取

不同的改革做法。有教師是針對自己所授課程進行微調修正，也有系所透過增補

新課程來進行修正和課程改革。

更有如政大、世新傳播學院以學院課程的大規模變革作為因應，建立一系列

新實務課程和學程。政大在大一、大二不分系中，便設計了傳播通識課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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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課程採用協同教學的方式進行，讓學生掌握基礎實務知識又能夠在大三、四

發展專精，進行傳播專業的分流。世新傳播學院同樣設置學程制度，此外增設了

院必修 - 傳播技能，該課程如同各系專業特色的展示櫥窗，讓各系同學在大一就

能夠透過修課，對各系專業形成初步瞭解，藉此也獲得不同系的基本技能以及對

傳播工作有整理的認識（管中祥，2010：15）。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多創新性的課程設計出現，如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

系在實習課程中增設了數位匯流實習，以及在地傳播企業實習的設計。輔仁大學新

聞傳播系的副教授陳順孝則與一群老師志同道合的教師共同協作，在彼此的課程中

做了更大幅度的嘗試，希望從一系列課程中獲得傳播創新、社會創業的方向。

諸多課程理念的翻新與教育方式的變化，目前仍持續進行，這也顯示新聞傳

播實務課程的改革仍處於現在進行式。正如同幾位參與新聞傳播實務課程改革的

教師，多坦言課程改革也是個做中學的過程。陳順孝的自我經驗詮釋，或許可以

為這場還在進行中的新聞實務課程、教法改革，作為一個貼切的註解：「我們現

在正處在一個知識探險的時代。這 10 年我的一個最大改變，是慢慢承認我不懂

（新時代的傳播教育）。那我不懂，我的所有教學變成是我帶著學生去探險。那

我這個老師的價值是在於，我是一個有經驗的領隊，我可以告訴學生說這個東西

值得注意」（陳順孝，2015 年 3 月 14 日口述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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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名單

項次 受訪者 現職 訪談日期／地點 備註

1 鄭瑞城 退休 2015.03.03 ／

媒體觀察基金會

擔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系主任、傳播學院院長時

推動課程改革。

2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

系副教授

2015.03.14 ／

國立臺灣大學社科

院

研擬輔大新聞實務課程推

動與課程改良。

3 林崇偉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

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2015.03.26 ／

商業研究院

推動課程服務社會與創新

創業。

4 張錦華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

究所教授

2015.03.27 ／

國立臺大新聞所

創所教師之一。

5 鍾起惠 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2015.03.30 ／

世新大學新聞系

世新大學新聞系資深教

師。

6 陳百齡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副教授

2015.04.02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

學院

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

院副院長期間協助推動課

程改革。

7 胡元輝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

系副教授兼社會科學

院副院長

2015.04.16 ／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課

程改革委員之一，並推動

社會科學院課程改革計畫

8 戴皖文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015.04.16 ／

電話訪問

推動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

系課程改革。

傳播研究與實踐5(2)-08 張春炎.indd   232 2015/7/16   下午 05:53:19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5卷 第 2期．2015年 7月 233

附錄二：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小史記（僅記錄本文研究範圍）

年分 事件

1995 教育部公文函請各校自行研究是否試辦大學前段不分系事宜。

1996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啟動傳播教育課程規畫研究。

1996 新聞學研究 53 期開闢專題論壇，檢討傳播學門發展和課程規劃問題。

1997 國立政治大學獲得教育部補助進行傳播學院是否試辦大學前段不分系之研究規劃工

作。

1998 完成課程研討會和行政程序，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並提出前段不分系及學程規劃

案。

1998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開始試辦前段不分系、後段專業實務課程的學習。

2001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傳播學院針對學程進行重新整併，推出新學程。

2002 世新傳播學院推動課程改革。

2003 世新傳播學院推出學程規劃辦法。

2004 世新傳播學院施行學程，新聞學系推出採訪寫作學程、編輯學程、英文新聞編採學程。

2010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相關學程再經整合為「新聞與資訊」單一學程。

2013 輔大傳播創新研究中心於 6 月正式成立、9 月中心教師學首次開設「傳播與社會創

新」。

2014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開始施行改革後新課程架構。

2014 輔大傳播創新研究中心舉辦「傳播創新工作坊」，開始討論傳播創新創業學程規劃草案。

2015 輔大傳播學院舉辦「傳播創新共融營」，開始共商課程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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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我們意識到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文明的火山口旁。

本書的德文版出版時間是 1986 年。1986 年該年發生在前蘇聯的車諾比核災

和在美國的挑戰者號事故。Ulrich Beck 教授透過他對德國社會和全球風險的觀

察，進而作出《風險社會》本書中的種種判斷，被同一年所發生的巨型意外所呼

應。使得在 1992 年出版本書的英文版序言中，Brian Wynne 和 Scott Lash 兩位教

授讚嘆本書是二戰後少數、非教科書類型（從行文風格上比較像散文）、卻引發

人們廣為注意少數社會科學書籍之一。如今，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已超過 20 年，

卻仍然對研究者有許多啟發；就像 Beck 採取如 19 世紀思想家的位置來分析當代

問題並超越既存的基礎來思索未來如何可能，今日的研究者仍可藉其著作來擴大

當下的思維並轉向未來的探索。

DOI: 10.6123/JCRP.2015.017

  * Email: ktcho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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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書中可以得見，Beck 的目標是在追蹤被冠之為「後」（post，或者可代

之為 late 或 trans）的事物。這裡的「後」，指涉我們正在踏入而逐漸成型、或

甚至仍被當前情況所遮蔽的未來，以及一種我們正在經歷或者目睹、正在過去產

生斷裂的現代性情況。Beck 提醒我們，本書在開拓讀者視野的同時，某些內容

是站在經驗導向、反映主觀的理論（empirically oriented, projective theory），而

缺乏任何研究方法上的防衛措施。無論如何，在本書中陸續可以讀到的經驗事實

（主以德國為例）和預測將會發展出的過程，乃是從工業社會重塑成風險社會的

過渡情況。

風險社會這本書核心著重在關於工業社會的「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12)。Beck 雖然探討「後」的情況，但是他其實是藉由風險研究和其論述來改革

現代主義者的計畫。他所探討的反身性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對啟蒙計畫的重構與

修補。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著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次現代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

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危機，而非加深當前對制度的不信任與衝突。對於 Beck 而

言，正如「現代化消融 19 世紀的封建社會結構並產生工業社會，今日的現代化

正在瓦解工業社會、而另一個現代性則正在成形中」(Beck, 1992: 10)。不同之處

在於 19 世紀的現代化力圖主宰作為他者的自然，當前的現代化則是自挖牆角；

19 世紀被除魅的是階級與宗教，今日則同樣發生在科學、技術和典型工業社會

中的生活方式。這並非現代性的終結，而是超越工業社會設計的現代性之始。

前者是典型的（classical）現代化，後者則是反身性的（refiexive）現代化 (Beck, 

1992: 10)。

貳、主要內容回顧

在本書中，Beck 的研究核心是有關「工業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的主導理念」。

全書共分成 3 部分、8 個章節。前兩部分處理的是反身性現代化產物。第一部分

處理的有關風險分配邏輯的論述，並描繪風險社會是什麼樣的事物，試圖重新探

究如何定位當代人類的位置。透過對財富分配的邏輯和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對

話，形塑出風險的邏輯、以及因風險而聚集、因認知和文化各自占有立場的人群。

第二部分則是基於個人主義化的論述。由於現代化過程一方面使得社會得以

宰制自然，另一方面也使得對自然的破壞變成社會內部的問題，而不再只是外在

環境的問題。這使得原來在工業社會中主要財富分配為首、風險分配受其宰制的

邏輯，轉成兩者同時競爭並且互不相容的新情況。再者，個人主義化也是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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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產物。就如同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瓦解 19 世紀的勞動與生活型態，工業

社會的「傳統」─福利國家與勞動市場的一般化、教育和就業關係、家庭與兩

性分工─也被再進一步的現代化所瓦解。第三部分則基於前兩部分，主要處理

在反身性現代化和個人主義化的情況下。以及如何對作為工業社會基石的科學典

範及其視野，以及重塑政治系統及其決策過程。

在本書有幾個關鍵重點，首先是風險分配的邏輯。Beck 從毒物在環境中的

流布開始探討風險。風險分配跟追求「平均值」解答之間，出現置現實情況於不

顧的忽視。這種忽略了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工作方式、資訊、教育不同，以

及單一產品雖然看似在安全範圍內而無害，卻對生物累積的人體健康可能造成影

響。在此，自然環境的毒物分布成為人們現實的社會危險處境。

而風險處境所需的知識又因其不可見性，而必須再進一步仰賴科學。因這

些危險處境越來越難以感知來接收，又或者可能發生在下一代身上。然而，現代

化風險會同時呈現特定地域性及非特定普遍性，而科學的預設並無法掌握不確定

和暫時的災害路徑。在這種情況下，科學一邊調查風險的內涵，其過程是建立在

假設上，而以機率作為可能性的框架行動。當科學條件被設置在極苛刻的情況

下，其對安全的假定使得事實上的意外反而像是真正的意外。因其根本不在計算

的公式之內。因此科學理性沒有社會理性是空的，社會理性沒有科學理性是瞎的 

(Beck, 1992: 30)。

風險的因果關聯性本身就是諸多個別條件彼此互相糾纏之間的複雜集合。試

圖找出個別原因和責任，反而可能形成普遍不負責任的共犯結構。風險是現今不

存在、但導致今日行動的原因。風險社會因此是一個面向未來的社會。而風險因

其作為潛在副作用，而獲得影響我們當下的決策之合法性。但進一步質問，到底

是越來越多的風險，還是越來越尖銳的風險感受？

Beck 認為政府的行動在污染排放的設置上，只是為風險進行粉飾而非預防。

所以，自風險誕生的是科學工業和政治，透過破壞既有的政治和科學之信任得

利。這裡更誕生了理性間的競爭。自然科學雖然輕視大眾的恐慌，但仍在長期的

過程中，失去一部分的權力到民主的過程中。他認為人們也應該認識到經濟風險

的盲目性，以及邊際值的欺騙效果。

第二個重點是 Beck 過去對制度的研究和它與風險社會觀點之相結合，他認

為應該要有新的理論與範疇來支持我們的當代研究。兩者連結之處在於被重新拋

擲到制度化市場中的個人主義化過程。Beck 在論證這點時，再度與 19 世紀的觀

察者馬克思和韋伯對話。他認為戰後德國所發展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以階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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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視之。他進一步指出風險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風險處境也不應當被理解為階

級處境，風險衝突也不能被視為階級衝突；現代化風險 (Beck, 1992: 36)，因為風

險並不分階級降臨。

在馬克思的觀察中，是貧困化和勞動異化的共同經驗消除個人主義，才能促

成階級形成。但在 Beck 的看法裡，今天的個人不再被融合到階級團體之中，而

是在福利國家的工資勞動中個人化。他也指出以韋伯的社會階層概念─以市場

為中介，使得地位轉為階級的框架來看德國，自 1950 年代以降已隨著教育擴張、

大量失業等情況而不能適用 (Beck, 1992: 96-97)。

傳統的階級與階層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一個已經日趨自我選擇而個人主義

化、但又不自主的社會；兩性分工正在重新磨合，並且與新家庭型態和職場生活

一同進行。個人在此被福利國家的制度所標準化與納入治理的單位中，但個人的

命運卻被重新拋擲到市場競爭中。傳統上的教育文憑和職業取得之間的聯繫變得

淡薄，為此也使得工業社會中的職業與家庭生活間的穩定性變得搖搖欲墜。教育

和就業間的市場關係之斷鏈，形成某種程度的個人境遇之再封建化。在這個過程

中，風險與決策變成每個人的個體經驗，而不再是以階級和階層的形式出現。

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個人主義化、大量失業與新貧窮等「當時的」新現象

（如今已經變成我們正試圖習慣，但又試著要掙脫的枷鎖），促使傳統理論必須

要轉向新的理論，因為現實環境已來到一個新的水準。但 Beck 並沒有為我們提

出最終的解答，而是指出未來的衝突將會越發多元；衝突將能打破既有結構化的

意識型態與聯盟形式，並依情境和參與者的訴求主題而有別。

事實上，風險社會一書提供的是一套座標系統，一套對當代工業社會進行反

思的定位方式。透過在德國經驗的數據，以及當時流行的論述和過去的社會狀態

進行比對，發現了人類在實際生活與感知上的位移。這種位移對貝克教授而言，

就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向風險社會，也是從財富分配的邏輯轉向風險分配的

邏輯。同時也是從維繫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家庭、兩性分工和職業生活位移

到個人主義化的新生活型態。最終，在反身性現代化的標題下，如何超越啟蒙科

學的信念，並拓展既有科學典範的視野。另一方面，則是對治理的政治過程提出

批判，並指出政治的去邊界化現象，以及質問科技與政治的兩難。

Beck 挑戰科學實證邏輯的計算，質疑其是否能確切地表達出當代社會中的

境況。這種質疑廣布在全書對於統計平均值、管制標準的建立和邊際值的探討

中。這實際上說明當代科學理性壟斷對於事實的說明、也就是論述的權力，這是

必須要被再一次透過民主的過程為之解放。正如 Wynne 和 Lash 在引言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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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知識所打造的風險系統理想模型，與實際的應用環境、設備和知識之間

的巨大落差。而需要透過反身的學習過程（refiexive learning process）來與各種

知識、次文化和認同進行協商磨合。但這個解放過程所需的卻毫無疑問是更多的

科學必須要進入，並且迫使科學反身性不斷地累積，最終達成一種不斷學習的狀

態，而非全盤推翻科學。Beck 認識到社會變遷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參、反身性現代化與東亞社會

關於社會變遷過程，Giddens 同樣地在大約的時間點上捕捉到這一鉅

變。Giddens 在大約同期的作品如《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1990）和《現代性和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

等書中，展現出對反身性的另一種剖析，對於個體的自我創造和生命敘事，以

及對符號標誌和專家系統的信賴承諾與風險。在 Giddens 的眼中，人們進入到高

度的或者晚期的現代性之中，而非進入後現代之中。對 Beck 和 Giddens 而言，

社會都經過前工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簡單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

以及工業社會再現代化－反身現代化（refiexive modernization）此二過程 (Beck, 

1994; Giddens 1994)。

而 Giddens 進一步闡述現代性特徵的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必須仰賴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加以穩固。人們透過信賴符號標誌

（symbolic tokens）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這兩套抽象系統來重組和調度時

空，而這兩套系統需要信任（trust）才能得以運作 (Giddens, 1990: 351-417)。換

言之，人們必須對現代生活中的抽象系統加以信任─即使他們並不完全瞭解系

統的運作─才能夠繼續藉助這套系統來簡化其生活。

但相對於 Giddens 樂觀地透過知識來反省，以改善專家系統所提供的知識技

能，以 Beck 的觀點，此處的反省是一種反作用力、副作用。風險的具體性在於

難以控制、無法計算、無法賠償、沒有極限，這些無法純粹以知識加以預測和控

制的後果成為現代社會／社會變遷的推動力，是一個現代性與其自身自我對質

的局面；定義以及處理這些風險成為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換言之，由現代性

的發展轉向反身性的過程，Giddens 的概念是對系統現況的反思、讓它更加完善

（better）；而 Beck 則是透過現代性的副作用來面對現代性，要從其體系的根部

重新挖掘、檢視。

Lash 則認為 Beck 和 Giddens 的行動者過於自我（ego）且偏重於認知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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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身性對應於個別社會對現代性的願景 (Lash, 1994; Lash & Urry, 1994)。Lash

認為 Beck 和 Giddens 所討論的反身性是在認知上的反身性、以對風險的認知來

衡量，美學的反身性則是以不安全感（insecurity）為衡量。另一方面，Wynne 和

Dressel 同樣認為 Beck 過度偏重認知面；在分析英國和歐盟處理 BSE 爭議時，進

一步認為 Beck 將「無知」（non-knowledge）1 概念化深具啟發性，但是其分類：

「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錯與錯誤的可能性」、

「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 5 種模式卻不能夠完全解釋國際或國內的風

險治理 (Wynne & Dressel, 2001: 127-129)。

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認為 Beck 的認知面分析無法明確區分：明確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作為論理的（工具性的）工具以及社會行動者（也可能

缺乏知識）審慎反思中所可呈現之對象；具體知識（embodied knowledge），被

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的一部分、往往是整個社會運作的一部分，但沒有或是無法

被其行動主體所反思或明確表達。

由於社會與文化的偶然性（contingency）可能導致不同的知識與知識構造

（framings）；因此，Wynne 和 Dressel 為了捕捉無知的概念，便使用虛擬知識

（virtual knowledge）來稱之；這是一種既定社會團體的實際承諾和習慣所建立

起的、暗含在的知識或信念。舉例而言，如果飼牛業者添加動物遺骸到飼料之中，

他們便暗含著以下正面的信念：若非認為動物飼料不會造成感染，便是即使會造

成感染，也不會再感染到其它物種如食用的消費者。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將

無知經過文化概念化為「邊界知識」（borderline knowledge），無知（ignorance）

則是知識的具體元素 (Wynne & Dressel, 2001: 129)，他們認為創建知識條件的過

程也正是創造人類自我、道德承諾和文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是選擇

性且有限制的認知過程；在此一文化過程中，為使任何的知識一致性與結構性有

所發展而內生的保證，導致同時也產生出無知、知識排除與「缺乏意義」（lack 

of meaning）；換言之，知識和無知共同受到其國家和／或文化脈絡的形塑（同

上引）。

面對這些探討，Beck 在本書中處理人類科學與知識不確定性時，認為風險

無疑是一種現代的科技產物，而且必須透過科學的知識來理解。但他也在其指出

1 風險社會的核心中軸是知識與知，無知的概念引自 Beck (1996) 在討論人類的「不知道」（nicht-
wissen）之動態狀態，英文除了 non-knowledge以外，也同時有 ignorance之翻譯；由於其關鍵
在於「為何無知」的動態狀態，因此才會有「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
錯與錯誤的可能性」、「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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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謂著意識（知識）如今決定存在，是知識為社會帶來超載的災難，但也是知

識在為社會系統鑲上那關鍵的保險絲。在其後的《世界風險社會》一書中，他也

承認風險還是關於習慣與文化；是文化的認識與定義形成了風險 (Beck, 1999)。

不僅如此，不同文化和社會所面臨的風險問題及感知重心也因此將有所不

同。Beck 從德國和全球的社會現實中抽象化而得的風險社會概念，適合諸多研

究者作為觀察的啟發和起點，但仍尚待深化。2010 年的英國社會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的風險社會專刊，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作者也從經驗上

顯示不同社會的觀注重點與發展情況的不同，使得風險社會的概念始終是保持多

元而非單一樣態的。

如南韓學者進一步認為第二現代和反身性現代化，如同全球趨勢，影響

東亞極深如同西方一般。Chang (2010) 使用「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來形容追趕型社會所面臨的急遽擠壓所帶來的後果；因為追趕式發展

而以無預期的後果形式產生、威脅生命的風險與危險，大眾挫折且醒悟的認識在

東亞非常高。周桂田認為這種短時間內的現代化發展缺乏自主建立的基礎，「產

生了擠壓、快速模仿西方社會的變異結果」，使在地社會發展出特殊的「現代」

經驗；可能在某些面向有較強的規範力道，有些面向又純粹是形式制度而無實質

內涵（周桂田，2003）。

這是因為後進國家因為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性因素，使其持續在制度和意

識型態上受西方支配，從而導致不斷追趕和模仿西方工業社會模型。在以西方視

野和範疇來看待在地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反使在地制度的建構始終不夠健全，也

難以警覺其社會自主和傳統文化的消逝。這是因為在地社會缺乏引入之制度、科

技和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基礎的哲學，也因為歷史發展的原因而未能有成熟的公

民監督與批判力量。然而，這些深層的原因同樣被主流的西方論述所遮掩，從而

掩蓋「多元地區風險發展的事實與問題」（周桂田，2003）。

肆、與社會學對話

另一方面，本書的一個問題在於為了主觀突顯風險社會的邏輯以及當前的各

種高不確定性問題對人類的衝擊性，以致於給予讀者一種對傳統社會學問題不哪

麼重要的傾向。雖然 Beck 的質疑是有意義的：為什麼在傳統社會裡面，分析的

範疇是職業、性別、階級、收入……等；到了工業社會，分析的範疇仍是這些；

再到未來的社會，分析的範疇仍然沒有變過。Beck 對於社會研究工具和分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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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批判是有力的，社會學的反思也有價值，但仍須進一步將其散文般的論述再

聚焦。

比方說風險分配。Beck 認為現代化系統性的副作用導致「風險的社會生產」

伴隨著「財富的社會生產」而來 (Beck, 1992)。同一性的、在災難中被製造出來

的風險劇烈性，排除風險分為不同層級的可能性，並且使 Beck 可以總結到「私

人逃生通道」將被關閉，將我們全部描寫為藉由「反身性現代化」 (Beck, 1992) 

而臣服在災難形式的風險之下。

階級處境與風險處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 Beck 對於「擁有與沒有」和「不

受波及與受波及」之關係來修正其判斷；世界中仍然存有特定的一群人、一些國

家因為「擁有」較多保護自己的能力而較「不受波及」；同時也有一群人、一些

國家因為「沒有」保護機制而「受波及」。風險雖然是不分階級地分配於所有人，

但是其造成的危害卻是有差別的。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社會建構的惡的分配將不僅受階級因素影響，也受其

它社會結構而成的弱勢因素，如性別和種族影響 (Adger, 2006; Cutter, Boruff, & 

Shirley, 2003)。鑑於在許多案例中，弱勢者如非裔美人，占據較高比例且脆弱的

位置，也由於他們較低的社會經濟狀態，這些不同的惡的分配之分層化邏輯，可

能對這些脆弱的人群進一步放大種族與階級的效果。

來自對食物、水、土地或者是空氣危害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恰是 Beck 平等

主義分配模型，因為其極端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本質的不可預測性。然而，正如前

所述，某些並非因階級而建構的風險存有，不會因此降低風險的階級命題之適切

性，相反的，還可能因此強化了它的適切性 (Curran, 2013b)。

這是因為，雖然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是平等的；但當個體們逐漸認知到這些

不同的風險之效應以及其相對的分布，那麼能逃離毒害和風險源頭的能力，將會

因為那些可以輕易取得未受污染的食物來源或土地之寡占者，以及那些能在這些

「私人逃生通道」上開高價的人，還有只能勉強度日的人之間就也會有巨大的區

別，不管這些風險是以何種形式具體出現 (Curran, 2013a)。

事實上，非特定普遍性的、彌漫在我們生活中的那種風險特質，只有在特定

地域內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等脈絡進行連結與探討，才能展現真實世界當前與未

來對於風險議題的把握。因此，傳統的社會學問題如階級、財富與知識都將以雙

重的風險─非特定普遍性與特定地域性的─作為思辨的共同主軸；階級社會

對於資源的分配、財富分配的邏輯與風險抵抗的能力，以及掌握無形風險的知識

等問題在風險的雙重性格上展現了個別在地社會的風險能耐。而 Beck 所論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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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不平等因此也可以如此思考：是個別社會的在地脈絡及其能耐，促成在非特定

普遍性的風險中之不平等，風險的分配與財富、科技和知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

果關係，但是後三者的綜合（synthesis）卻緊密地影響對抗風險的能耐，以及同

樣的風險在個別社會中作用的力道。

無論如何，《風險社會》一書如同一本預言書，Beck 預見到今天人們仍然將

具不確定性的事物、也就是社會變遷、歸於政治系統治理的工作；即使其實社會

變遷與政治系統的關係脫勾，而更多是個別的科學、經濟和社會決策所產生的。

他同時也預見到在風險社會之中，將有越來越多的浮動選民，使得傳統政黨

的鐵票或票倉難以為繼。更多情況是政黨必須要一直推出吸引民眾的特點。這也

和政治權利的長期深化所導致的政府權力之折損有著同樣的趨勢，並且彼此影響。

還有民主的君主政體這一矛盾情形。

藉由此書以及這近 30 年來的風險社會學發展，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專家、知

識體系統和價值加入這場風險論述的大戰之中，導致身處其中略感混亂。而本

書所指出的許多發展方向和未成形之物，有些已經顯現出來、有些則否。但誠

如 Beck 所言，當一個社會愈少公開的認知到風險，則將產生愈多的風險 (Beck, 

1999: 144)。藉由本書，研究者仍然能夠自 Beck 最核心的觀點和捕捉未來發展輪

廓的方式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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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aspers.airiti.com/CRP

傳播研究與實踐5(2)-10-徵稿啟事.indd   247 2015/7/16   下午 05:53:58



傳播研究與實踐5(2)-10-徵稿啟事.indd   248 2015/7/16   下午 05:53:58



出版者

Publisher

期刊地址

Add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子信箱 E-mail

華藝地址 
Add

電話 Tel
傳真 Fax

電子信箱 E-mail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ASPERS

Airiti Library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Airiti Press Inc.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Inc.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No. 1, Lane 17, Sec. 1, Mu-Cha Rd., Taipei 116, Taiwan 

+886-2-22368225 ext. 3103
+886-2-22367150
crpjour@gmail.com

234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886-2-29266006
+886-2-29235151
press@airiti.com

2221-1411
http://aspers.airiti.com/CRP
電子期刊全文請上華藝線上圖書館，網址為http://www.airitilibrary.com/

Copyright © 2015 b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傳播研究與實踐

第5卷 第2期 2015年7月 Volume 5 Number 2 July 2015 科技部TSSCI 期刊

傳播研究與實踐5(2)-11 版權頁.indd   209 2015/7/7   下午 02:09:53



傳播研究與實踐5(2)-11 版權頁.indd   210 2015/7/7   下午 02:09:53



    訂閱單

傳播研究與實踐
發行公司：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發行　
郵寄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連絡電話：+886-2-29266006 轉 8695           傳真專線：+886-2-29235151
服務信箱 : press@airiti.com                            Airiti Press 網站：http://www.airitipress.com/

個人 圖書館／機關團體

 新臺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新臺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一期 $ 350 € 31 US$ 36 US$ 33 一期 $ 700 € 48 US$ 56 US$ 53

一年 $ 600 € 58 US$ 66 US$ 60 一年 $ 1400 € 96 US$ 112 US$ 106

卷 期 ～ 卷 期 數量 金額
總金額

* 臺灣單冊郵寄處理費 65 元                   郵寄費用 數量 金額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Airiti Press 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個人姓名

機關名稱

發票抬頭及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

□郵局劃撥 帳號：50027465     戶名：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支票付款 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信用卡
發卡銀行 □MasterCard      □Visa

信用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銀行匯款
戶      名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      行 國泰世華銀行 - 中和分行

帳      號 045039022102 ( 總行代碼：013；分行代碼：045)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傳播研究與實踐5(2)-12 訂閱單.indd   211 2015/7/7   下午 02:10:09



     Subscription 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Tel: +886-2-29266006 ext. 8695   Fax: +886-2-29235151   E-mail: press@airiti.com   Website: http://www.airitipress.com
Publisher :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Inc.

PERSONAL RATE INSTITUTIONAL RATE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1 Issue € 31 US$ 36 US$ 33 1 Issue € 48 US$ 56 US$ 53
1 Year € 58 US$ 66 US$ 60 1 Year € 96 US$ 112 US$ 106
Vol. No. ~ Vol. No. Copies US $ Total US $
*All Price include postage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is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Airiti Press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Name

Company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Pay by Credit Card

Card Type     □JCB      □MasterCard      □Visa

Card Name

Card Number 

Expiry Date   __________ / __________ CVV number

Signature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AIRITI INC.

Address 18F., No.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Bank Name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Yong He Branch

Account No 0107441863017

Swift Code ESUNTWTP

Bank Address No.145, Zhongzhe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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