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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的文章 

謝清俊 950328 

 

最近，「火星文」出現在考題中的事件，引了一陣陣議論。觀這件事的始末，不由

得令人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最後只有長嘆一聲掩報收場。無獨有偶，余光中教授和教

育部長對文言文教學比例的爭議，則顯露：即使是知識份子，面臨文字政策時，見解也

南轅北轍，莫衷一是。本來，像這樣的大事，應該辯個明白，說個分明。這樣，我們才

能找到正確的未來方向。可是，最後卻掩旗息鼓，不了了之。留下的是一頭霧水的老百

姓，以及「只要官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好官」。 

上述的兩個例子，不約而同的說明：時下文章的生態已今非昔比。本文也來湊熱

鬧，從數位化的角度來談談文章的生態。人人都知道，數位化改變了溝通的生態。溝通

的生態既然改變了，擔任溝通中介的文字紀錄，其生態也必然風行草偃。觀察文章的生

態變化，是件既有趣、又有意義的事。 

談到數位時代文章的變遷，首先聯想到的可能是網際網路上「輕薄短小」的文章；

也許是迎合青少年味口「圖多字少，膚淺花俏」的圖文夾雜；也可能是有關閱讀習慣和

認知行為變遷的研究報告。關於這些，已有許多研究和專文報導，本文不談這些，僅從

數位資訊情境的生態，來看文章生態的改變。 

首先說明一個事實：文章經數位化存在電腦中時，只存文章的信息是絕對不夠的，

必需把一些有關背景的情境資料也存起來，並與文章作適當的連接。所以，我們習以

為常的文章，到了電腦裡就必需含蓋文章情境的某些信息，並且要和文章構成一個整

體。這些文章情境的信息，是依文章應用和管理文章的需要而決定的。比方說，作者、

寫作日期，出版處，發行人……等皆是文章情境的信息。談到這裡，引發了一個文章範

疇的問題：數位化的文章，該不該包含傳統文章外的情境信息？這就對文章的界定產生

了疑惑，使文章的概念變得複雜了。 

做數位化的人都知道，文物數位化時必需搭配指定的後設資料，否則就等於沒有

數位化。後設資料就是情境信息的一種。不太了解數位化的人常常以為後設資料只有一

種。這就錯了！後設資料的內容是依應用的目的而異，一件數位文物的後設資料可以有

許多種。例如，記者撰寫的新聞稿，對記者而言，有一種後設資料；對報社來說，同一

則新聞有編輯用的、管理用的，甚至於是與其他通訊社交流用的各種後設資料。這些後

設資料之間，會有些重複，但也有獨特之處。所以，應用時會要求獨特者能彼此互通，

重複者需彼此一致。再者，人們通常要求電腦做的事情越來越多，而且人世間的事情常

有變化，所以後設資料不會是固定不變的，它會與時遷移，需要花很多力氣更新、維護

和保養。一般人不容易想像，後設資料竟有這麼複雜。 

後設資料既然如此複雜，就不是電腦常用的欄位結構可以處理得了的。所以，描

述後設資料現在都用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如 HTML、XML，也只有語言才有能力

描述後設資料的種種規格和後設資料之間的相容關係，以符合應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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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紙筆寫文章，已經歷了二千多年，早就熟知文章就只是文章，不須顧及情

境（後設資料）的信息。然而，數位化以來，越來越將文章與其情境信息結為一體的趨

勢。撇開數位化工作不談，例如，以前出書不必提供書目資料，現在則必需提供。又如，

現在投稿亦需附檢索詞、摘要、作者的信息等。這都是將文章與情境信息合為一體的作

法。這做法，也可視為是為讀者、管理者和工作者設想，有了這些情境信息使大家都方

便。然而，對作者而言，文章就不只是文章本身了，還需提供必需的情境信息。換言之，

只有文章本身是不夠的，必需和情境信息一起打包，文章才算完成。 

情境信息有許多種，小到可以僅僅是作者的識別信息，也可以是寫作時作者的意

圖、身心狀態等；大則可能包括文章寫作時的社會情境、政治情境、文化情境等。這些

都需要用一種通用的語言─即後設語言描述。因為這些情境信息必需不分國家、種族，

甚至於不分電腦機種都要能夠處理，所以，後設語言一定是一種通用的人工語言

（artificial language），需要電腦會處理。 

後設語言不僅僅可以描述情境信息，文章內容的注疏、註釋，以及文章之間彼此

的參照，甚至於文章內容與實物之間的聯繫關係等，也都可以用後設語言描述，如下表

所示。從下表知，文章的結構在電腦中產生了根本的改變，它變成以自然語言和後設語

言相輔表達的雙重結構：以自然語言寫文章本身，以後設語言描述數位化的文章與外界

的各種關係。 

表：文章數位化後信息之表達 

數化之文章 使用之表現系統 

文章本身 自然語言 

情境描述  

後設語言 

 

參照聯繫 

內容詮注 

 

有些學者認為，後設語言越來越重要：往後的年輕人除了母語外，其次最重要的

不是外語，而是後設語言。因為它是超越國界、不分種族、文化，能跨越時空、讓你充

份表達思想、意念的人類共同工具。 

 

註： 

 這兩件事的過程，都是典型的負面教材，事情的本身已不堪，事件過程更是雪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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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若是勇於面對事實、真正關心我們的未來，就應該辯個明白來決定我們的方向、

掌握未來。這兩件事的過程，難免「不求甚解」、「粉飾太平」之譏，更脫不了被人

詬病百餘年的「差不多先生」模式。 

 此謂連接即指在電腦中構成某種資料結構，以利往後的運用。 

 人們會越來越依賴電腦才能做事，發表文章也逃不出這個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