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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為通識教育寫的一篇論說文，不是發表研究結果的論文。 

    人類社會與文明的進展，資訊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目前凡是談到

資訊，很少有從人文發展的角度來觀察資訊。本文以傳播與文化的關係

為橋梁，談論資訊、媒介、表現系統等，與文化進程的關係。採取這樣

的角度，一方面是擴大視野，以便能更廣泛、更深入的了解資訊這個概

念，以及資訊是什麼。 

    在糾正時下對資訊的一些誤解之時，資訊是如何生成的，也做了些

說明，期使這樣討論，可以使人文與資訊的關係趨於明朗。 

    依據聯合國對資訊業的界定，從事人文工作者，是資訊業者；本文

對此亦略作說明。若從人文的肇始來看，人文、傳播和資訊源本是一家。 

    資訊和傳播都是建立在表現系統和媒介物之上的。本文也略述了表

現系統和媒介物對文明進程的影響。能量作為媒介物，是文明能進入數

位時代的關鍵；其影響之大，從文明進程來看，不亞於文字的發明，是

耀眼的里程碑。自從數位多媒體普及以來，新的表現系統層出不窮。新

的表現系統對文明有什麼影響，目前還言之過早，然而其影響絕對不容

忽視。 

    本文對於資訊、傳播、表現系統和媒介物對文明進程的影響，因限

於篇幅，未能詳盡。日後若有機會，當另撰文補足。 

關鍵辭：資訊、傳播、人文、媒介物、表現系統、語言。 
 
 
 
* 本文為主題論述特約稿，於 2014.11.01.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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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現代生活，已經離不開資訊產品。換句話說，當我們用到資訊產品

時，資訊的概念常常會有意或無意地浮現，它影響到我們如何利用資訊

產品，來做我們想做的事。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對「資訊是什麼？」都

不陌生、都有些經驗。然而，如果你隨意的訪問些人，問他們：「資訊是

什麼？」你可能意外的發現，每個人的看法五花八門，差別還真大。 

    這現象不只出現在我們生活中，在各個專業社群之間，對資訊的概

念也各有側重，並各有堅持，各說各話。學術界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

一直不停的有人想找出個各行各業都通用、都認可的資訊概念，可是成

積並不如預期，直到現在這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本文嘗試著從人文的立場，從歷史的進程中來觀注「資訊是什麼？」

這麼做主要的理由是：希望能避開各行各業的局限，從更廣擴的生活面

來尋找更正確的資訊概念；同時也盼望，本文所談的概念，能協助讀者

更正確的掌握資訊工具和相關的設施。反過來說，減少些對資訊錯誤的

見解，就可以避免錯誤的決定，以及錯誤行為帶來的損失。 

對資訊的誤解：兩個例子 

    我們無時無刻離不開資訊，但是對資訊的誤解也最多、最深。例如

有人說：「資訊就是有用的數據(data)。」這句話就有語病。為什麼？這

句話像是在界定什麼是資訊，因為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凡是有用的數據

就叫做資訊」。可是，資訊不適合這麼界定，因為「有用的」這個詞語是

可能人見人殊的：對你有用的不一定對我有用，同理，對我有用的也不

一定對你有用。依這句話，你認可的資訊，就可能和我認可的不同。數

據是資訊的一種，不錯。但是資訊不僅僅只是數據，且和有沒有用無關。

所以，這句話應該理解為「在說明資訊的性質」或是「在說明資訊這個

詞彙表示的『概念』」，而不可作為資訊的定義。 

    再舉個例子：說到資訊業，很多人直接的反應就是：「哦，那就是電

腦業啦」。這些人把資訊與電腦畫上了等號，認為資訊就是電腦，電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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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資訊。然而，這又有什麼不對呢？且讓我們用下面的事實來說明。 

    根據聯合國頒佈的資料，職業共有四大類，即農業、製造業、服務

業、和資訊業。十五年前，1999 年，在美國資訊學會的年會上，主題演

講者公佈了件重要的歷史記錄：美國從事資訊業的人口總數，已超過了

美國全部就業人口總數的 60%！如果資訊業就是電腦業，那麼，美國真

有那麼多人從事電腦的事嗎？竟比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加起來的總數

還多出 50%？這是說不通的。 

    然而，年會報告的數據不會錯，那麼問題出在那兒？問題出在對資

訊業的認知，因為資訊業不等於電腦業；資訊業是以「處理資訊」為主

要工作的行業，與業者用什麼工具沒有關係；而電腦僅僅是一種處理資

訊的工具罷了。 

    據此，教書的、做研究的、作家、記者、傳播業者、仲介業者等，

他們的工作主要是靠知識（知識是一種資訊）或消息（消息也是一種資

訊），當然屬於資訊業。若仔細檢視其他行業，會發現：從事人事、會計、

金融、保險、乃至於管理者，莫不依賴資料或數據來執行他們的業務。

那麼，這類行業也屬資訊業嗎？是的，這些也是資訊業，因為資料或數

據也是資訊。說到這兒，也許資訊業的範疇之大，已經出乎許多人的意

料了！如果以「依賴資訊來執行他們的業務」這個原則來查察，那麼，

我們不難推論：凡是「坐辦公桌的」公務員、職員等都屬資訊業！因為

語言、文字、圖表、甚至多媒體等也還是資訊！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不過是在聯合國「主要的資訊業列表」中的一

部份，其他的行業在此就不細說啦。看了這些例子，了解了什麼是資訊

業，就不難明白：資訊的範疇比電腦大得多啦！而資訊與電腦根本是兩

回事，它們根本不一樣。 

    對資訊業的誤解，究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約在四十年前，正值

電腦的應用逐漸普及，有遠見的人士開始積極推動行政的電腦化，以期

厚植國力；然而，一般民眾反應非常冷淡，都認為電腦化是電腦工程師

的事，與他做的管理、人事、會計、總務、出納……有什麼關係？他們

不知道自己從事的行業是資訊業，而電腦是處理資訊的利器，電腦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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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他自家的事。於是不了解資訊業，不肯親自上陣將自己熟知的業務

電腦化，因而逼得電腦工程師不得不越俎代庖，親自披掛上陣主持人事、

會計、總務、出納……等電腦化的工作。可是，電腦工程師怎麼了解這

些事務呢？這成了典型的「外行主導」，做出來的系統當然被批的體無完

膚……其後的衝突、矛盾可想而知。總而言之，對資訊業的這小小一點

誤解，阻礙、延誤了業務的推展至少十年以上。 

    錯誤的見解是很可怕的，可是目前，仍然有許許多多對資訊的錯誤

認知。 

探索資訊的一個前題 

    提到資訊，很多人會不假思索的聯想到電腦。當然，我們現在處理

資訊時，幾乎無不用到電腦。可是，資訊和電腦畢竟不同。可是，就有

些人卻認定了資訊必定和電腦有關，認為：電腦的事就是資訊的事，資

訊的事就是電腦的事。其實，「電腦的事就是資訊的事」這樣說並無大錯，

因為電腦本來就是專門為處理資訊而設計的機器；可是「資訊的事就是

電腦的事」就不對了！這句話把禁錮在電腦裡的那一些叫作資訊，把圍

繞著我們四周有許多活活潑潑、琳瑯滿目、無窮無數的資訊完全屏棄了。 

    試想：電腦發明以前有沒有資訊呀？第一部電腦是 1946 年在美國賓

州大學創造出來的。那麼，1946 年以前就沒有資訊了嗎？那真是笑話了。

1946 年以前只是沒有「資訊」這個詞彙，但是不表示沒有資訊，以前許

多其他的名詞，如：信息、情報、消息、文章、數據……等都是表示資

訊的意思。這些詞彙在不同的場合，都指稱資訊這個概念。所以，資訊

可以與電腦無關！ 

    應該沒有人反對：書本、文章、記錄等文字記載的事物都是資訊。

那麼，早在遠古文字形成之後，就已經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資訊。只是當

時不叫作資訊而已。再說，情報是一種資訊。西元前約五百餘年成書的

《孫子兵法》裡，就已經一再強調情報（資訊）對軍事有多麼重要，而

大談特談情報戰的要訣，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能示之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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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示之為能」等。所以《孫子兵法》裡談的不僅僅是資訊，它已相當

成熟、有系統的分出了實體的世界與虛擬的世界，也教導了傳播資訊和

操縱資訊（虛擬世界）的方法。  

所以，我們談資訊，眼界要能放得寬到跨越整個人文的時空（廣義

的說，科學也是人文下的產物），格局也不能局限在電腦的之內。換言之，

只有在慣穿古今中外的格局下，才能真正明瞭資訊、才能探究資訊或資

訊科技對文明的影響。 

資訊觀念的釐清 

    以上，我們略談了資訊的概念，然而，留下來的問題卻不少，比方

說：藝術品是資訊嗎？感情、感覺算不算資訊呢？意志是資訊嗎？信仰

算資訊嗎？春天的樹梢，或者冬天的北風，有帶給我們資訊嗎？這一節，

我們將解決此類疑惑。 

「資訊無所不在」與「沒有資訊」 

    有很多學者曾說：「資訊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確，我們在任何

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總會查覺一些資訊。有人辯駁說：「我曾經看到

一個東西，左看右看、前思後想，就是攪不懂那是什麼東西！這情形該

算是沒有資訊吧？」 

    其實，這情形還是有資訊的：例如「不懂」不正是他得到的資訊嗎？

還有，這個人觀察時如覺得這個東西「莫名其妙」，或是心中產生了「驚

奇」、「好奇」、甚至於有「挫折」，「沮喪」、「惱怒」等感覺……這些獲得

的情緒算不算是從這個東西所得到的資訊呢？ 

    「感覺、感情之類的，算不算是資訊？」這是一個很重要、也是一

個很基本、很嚴肅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試想，如果這些不算是資訊，那麼，任何藝術品、表演藝術還能提

供我們什麼呢？難道藝術品、表演藝術沒有資訊嗎？為什麼博物館、畫

廊、表演藝術等時下流行數位化？數位藝術又是什麼？所以，心中的感

受、感覺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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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上面說的那個人認為「沒有資訊」，是因為他認不出那個東西。

但是這並不能表示每個人都認不出這個東西。如果有人認出了這個東

西，那麼，這認出的資訊又是怎麼產生的呢？總不會是憑空蹦出來的吧！ 

    所以一個東西「有沒有資訊」應該和「認不認得它」沒有關係。認

得它，得到的資訊豐富些，不認得則得到的資訊貧乏些。如此而已。  

    以上的討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資訊是什

麼？」比方說，辯駁「資訊無所不在」時，其人心中早已有「資訊是什

麼？」的成見。當他找不到他自認為的「資訊」時，就會說沒有資訊。

這話較清楚的說法應該是「沒有他認為的那種資訊」。但是這情形並不表

示沒有資訊。 

取得資訊的方式 

    感受(觀察)是人們取得外界資訊的唯一門徑。人身上的「眼、耳、

鼻、舌、皮膚」都可以感受到外界的資訊。然而從眼睛觀察到資訊是最

常見、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讓我們用「觀察」來概括「眼耳鼻舌身」

取得外界資訊的方法。 

    觀察是一個的基本行為，通用於科學、人文以及生活的各領域。科

學家觀查萬物以鑽研科學知識；人文學者據以寫下傳世的文章、詩篇；

藝術家觀察萬物以積澱感受作為創作的源頭；而一般百姓則依觀察為生

活、活動的根據。 

    可是，觀察是很頑皮的，每個人觀察到的可能都不一樣。比方說，看

到一條少見的魚，動物學者會關心此魚的綱目屬種，因此他們有他們的觀

察重點和觀察的方式；商人也許會關心這條魚的利用價值；而老饕則可能

只關心它能不能吃，如何烹調、以及在餐桌上這道菜該叫什麼名字……  

� 觀察的局限 

    若說我們以觀察來認識一件事物，並不表示我們能擁有它完完整

整、從頭到尾、從內到外、巨細無遺的所有知識（資訊）――此即所謂

的「全知」。「全知」不是你、我，也不是任何人可達的境界，即使是頂



 

 

從人文看資訊之一：傳播、資訊與文明 

 9

尖的科學家、頂尖的學者也不能「全知」；只有上帝、佛陀或者有此能耐。 

    科學家也曾討論過觀察的問題。一般來說，科學的觀察並不像人們

認為的那麼客觀，絕對客觀的觀察幾乎是做不到的。在科學的圈子裡有

這麼一句諷刺的話：「觀察是充滿著理論的。」【參見《僧侶與科學家》】

所以，對一己觀察的所知，若能明白它的侷限，必定會懷有一份自知之

明的謙虛。 

� 觀察、認知和理解 

    觀察具體的對象，無論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觀察者就可以得到資

訊。因為具體的對象無所不在，所以我們可以說「資訊無所不在」。然而，

對同一個事物，因為每個人觀察的目的、觀察的重點、使用的方法等都

不盡相同，所得到的資訊都是片面的，很可能都不一樣。這也表示資訊

的獲得和人的認知有密切的關係。觀察到的資訊總要經由「人的認知」，

才能真正為我們腦中的資訊。然而，人的認知是極複雜的問題，不僅僅

和已經儲存在腦袋裡的經驗、知識、資訊等有關，還受觀察者當時的情

緒、感覺、意圖、意向和下意識的影響；此外，還免不了會受到觀察時

種種身外情境的約制，甚至與外境產生互動而互為消長。這些因素都會

影響到觀察取得的資訊。 

    比方說，我們不懂俄語，是因為我們腦袋裡的知識、經驗不夠，以

致於無法理解俄語、無法取得俄語承載的資訊。再說，如果我們的意志

消沉或是心情激動、忿怒，那我們也無法專注地取得該得到的資訊。又

如，環境太糟雜，使我們擔心、分心，或是觀察的對象受到影響，則我

們取得的資訊自然會與正常情況取得的不一樣。這些都是觀察、認知、

理解和資訊相互影響、互為消長的例子。 

    是故提昇觀者的品質，使得在觀察時能專注在被觀察的事務上，不

受心情波動或外境變遷的干擾，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定」或「止」的修

持。對觀察而言，是非常重要素養，也是能「如實」觀察的關鍵。 

    由於資訊與認知之間的問題不是此刻討論的主題，我們在此不再探

究它。提到它的目的，只是想藉此說明：資訊是一個人為的概念，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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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認知行為而得。如果「人」沒有了，資訊才真正的沒有了。 

資訊從那裡來？ 

    本文先前討論的，多屬觀察靜態對象的例子。其實，任何改變都可

以產生豐富的資訊，如下所述。  

資訊的生成之一：變動 

我們常藉行動來改變我們的生活環境。例如，我們建造房子、道路、

橋樑；我們喝水、吃飯……都靠我們的行動能力。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

雖然不是為了要提供資訊，然而行動改變了環境，無形中也就提供了資

訊。偵探追究案情、獵人追蹤獵物，都靠觀察先前「行動」所遺留下來

的痕跡――也就是「資訊」。 

    一般來說，似乎只有動物才有行動能力，才能以行動改變生活的四

周環境。然而，大自然也是會自行改變的。像日昇月落、風起雲湧、四

季循環、地震海嘯，甚至外太空的隕石等，都永不息止地在改變我們的

環境。大自然的運動是膺服物理定律的，像是萬有引力、力學的各種定

律、熱力學第二定律等。這些大自然運動引起的環境變遷，當然也提供

了豐富的資訊。為簡明計，「變動」在本文中包括動物的行動和大自然的

運動，「變動提供的資訊」是泛指任何變化、改變所產生的資訊。 

    我們所居的世界幾乎找不到永遠不變的事物。中國傳統的世界觀是

動態的，例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孔子的嘆謂：「逝者如斯夫，

不捨晝夜。」乃至於整本《易經》，都是環繞著動態的世界觀、闤道觀為

軸心，對人生探索的見解和認知。佛教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因

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等，也是體會到這世界的變動不居是永不止息的。 

    前文已提過，觀察任何具體的事物都會得到資訊。事物既然是動態

的，那麼，它所承載的資訊也在改變。 

資訊的生成之二：創作――為溝通而有心製作的資訊  

    舉凡：語言、文字、文章、詩詞、小說……；儀式、禮儀、社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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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圖騰、咒語；記號(sign)、符號(symbol)、符碼、旗語、烽煙……；

藝術品、表演藝術、多媒體藝術……等，都是人們為了溝通而創作的資訊。 

    對於這一類的資訊，有一個通用的界說：「資訊即所知表現在媒介上

的形式。」這是對人們創作的資訊，一個跨領域的定義。 

資訊的生成之三：體內溝通(intra-person communication)  

    體內溝通包括：思考、回憶、創新、反省、檢討、規劃……等腦內

的溝通活動。這類活動也是產生資訊的泉源，只是所產生的資訊若沒有

經過「外化」的過程變成具體形式，那麼除了自己，其他人不會知曉。例

如，孫悟空、豬八戒、米老鼠都是作者經由體內溝通而創作出來的「人物」。 

    自古以來，思考、回憶、創新、反省、檢討、規劃等腦內的活動都

很受到重視，甚至於認為這些能力是「人」才擁有的，是「人之異於禽

獸」的一端，也是「人的尊嚴」終極的寄託之處。語云：「網路時代最重

要的是創意」，其實不僅僅是創意一項，所有其他的項目如思考、回憶、

反省、檢討、規劃……等，也同樣的重要，因為這些項目是機器（電腦）

目前還無法逾越的領域。 

    到此為止，對資訊的概念大致已有個輪廓，綜括來說，人的腦子裡

的所知，也就是所有記著、知道的，都是資訊。所以資訊的內容包括：

理性的，像是知識、常識等；感性的，如感情、感覺、感受等；還有與

信仰、意志等有關的信息。明白了這些，以下就讓我們來省視資訊與文

明發展的關係。 

溝通、文明、與資訊 

概說 

    溝通是文明的源頭，沒有溝通就沒有文明。這是人類學者、社會學

者、傳播學者均有的共識。簡言之，生物社群靠溝通而建立，無有例外；

若沒有社群，當然也就沒有社會、沒有文明。所以，溝通是文明存在的

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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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的兩大功能：增進人們彼此的瞭解，以及傳播知識和處理知識。

增進人們彼此的瞭解構成社群，傳播知識和處理知識引導文明的進程。

所以，有許多學者喜歡說：「傳播（溝通）即文化。」(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然而，傳播（溝通）是必定要傳達某些資訊的，沒有資訊就不能構

成溝通行為；所以，資訊又是溝通存在的必要條件。前文談到的觀察，

屬於廣義的溝通，是故沒有溝通也就不能獲得任何資訊。所以，溝通與

資訊是相依相生的、共存共榮的。換言之，要麼就一起出現，他們不會

單獨存在。  

    從上面簡易的分析可知，溝通、資訊與文明三者是非常緊密的結合

成一體的。這關係可以說明：為什麼小小的資訊產品，竟然那麼容易使

我們的生活立即產生巨變。 

    以上的關係可以圖一表示。圖中實線的箭頭表示存在的必要條件，

雙箭頭表示互為必要條件。虛線箭頭表示有新的需求。如前述，資訊與

溝通（傳播）是雙箭頭的共生關係，這個組合是文化存在的必要因素。

資訊與資訊科技共生是常識。若將文化看作生活，那麼在生活中會產生

一些需求來試圖獲得更好的溝通、更多的資訊，或是更方便有效的溝通

工具或科技。 
 

 

     

 

 

 

 

 

 

 

 
圖一：溝通、資訊、表現系統、媒介物等與文明的關係示意圖 

媒介物 

資資訊訊科科技技  資資訊訊  

溝溝通通或或傳傳播播  

文文化化  

表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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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資訊，是指人們為了溝通而有心製作的資訊（請見前文），是

溝通時必需傳遞的信息，此信息的表達必需借重兩個事物：其一是一套

表現系統，是人們共同明白、經約定俗成的一套成規，如：言語、文字、

符號等，這是溝通時必需用到的；其二則必須借重媒介物，以人們可以

察覺的方式，將表現系統想呈現的顯現出來，以期接受者可查覺、可接

收。所以，傳播、資訊與文化的關係是建立在表現系統和媒介物這兩層

基礎之上，如圖所示。由此觀之，資訊即人們把想要傳遞的信息，利用

表現系統呈現在媒介物上的形式。 

文明發展與媒介物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觀察，凡是出現一種新媒介物時，必定引發

信息和知識傳播方式的改變。新媒介物誘發新工具的發明，因而擴大了

人們能夠獲得的知識範疇。媒介物之於溝通和知識處理的影響非常大：

常引起人際關係的變化、導致組織和社會的變革，而產生新的文明形態。 

    有很多談論這方面的書，例如，關於文字史、書寫史、閱讀史、書

籍史、印刷史等方面的書，都會談到媒介物的利用與文明進程的關係。

例如，我們古代利用過的媒介物有：結繩（記事）、器皿（上有字或記號）、

竹簡、木簡、刻石（石碑）、絲、帛、紙……等，這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說個近代的例子，如：化學感光物質這種媒介物的利用，引發了攝影、

電影、刻版印刷、微縮影卷冊、微電子技術、積體電路（如：記憶晶片

和微處理機）等一連串的的發明效應。同理，廣播、電視、錄音、錄影

等系統亦莫不源於其特殊媒介物之發明。 

溝通科技與資訊科技 

    就目的和功用來說，資訊科技就是溝通的科技、傳播的科技。現在

有許多人認為資訊科技大大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娛樂，其實，

直接改變了我們的是新的溝通（和傳播）科技，它直接影響到生活和文

化（如圖一）。溝通有三個層面：技術層面、意義層面和效果層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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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就僅僅棲息在技術層面，不涉及意義層面和效果層面；而意義層面

和效果層面，才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娛樂的真正推手。這分野

連學者也不免誤解。 

傳統媒介物的物質障礙 

    傳統媒介物種類甚多,都是利用物質做為媒介，且都是以消耗或破壞

物質的方式來記錄（表達）資訊。這麼一來，不僅要耗用物質,更用去不

少資源，如時間、人力等。如果用以製成產品,便會受制於這種媒介物的

物理性質,而有生產、儲存、運輸、分配等經濟上的問題。在使用時，除

要注意保養維護以外，還要面臨折舊、損耗、腐壞、甚至於遺失、盜取、

水火災害等等。這些都是傳統媒介物攀附物質所得到的障礙。 

能量媒介 

    以能量作媒介物是 1870 年才開始的，最初是電報和電話的發明。這是

人類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能量媒介沒有上述的物質障礙。自 1970

年迷你電腦普及之後，迄今短短的四十年間，能量媒介很快速的取代了幾

乎所有以往用過的物質媒介物，儼然「唯我獨尊」。當下的手機族、電玩族、

網路族、低頭族……等，都是成天在和能量變現的「虛擬實境」混。 

    能量媒介利用帶電的粒子、電波、電磁材料、光電材料等的能量變

化，或是能量平衡的狀態來表達資訊。因此，電子媒介在表達時只耗用

少量的能量。能的消耗常常是可以補充，且能夠使物質回復到原來狀態，

故無物質消耗。電能能夠輕易地轉化為聲、光、熱等形式。於是以電能

表達的資訊也就能夠方便地轉化為各種可見、可聽的形式，來滿足各種

應用的需求。人類歷史中，曾有許多追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

源的故事，可是都無功而返。自從物理學中能量不滅的守恆律發現後，

人類追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的夢破滅了，自此不再作這般

浪漫的夢；可是，能量媒介的應用，確出乎眾人意外的，創造了個幾乎

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其實，並不真正是，而是非常接

近了，想想看我們抄檔案抄得多痛快，不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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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說到這兒，不由得想起蘇軾的《前赤壁賦》：「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

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乃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蘇老如在今日，

也許會把能量媒介加到他的文句中吧。 

結  語 

   能量媒介的利用，也促使了許多嶄新的表現系統，以及工具與技巧的

誕生，諸如：手機中或網頁上常用的小符號(icon)，日本創作的表情字，

觸控螢幕……。又如，立體的運動追蹤系統，把人體各處貼上感知器，

可以詳細記錄運動的細節，這些記錄可用於改善運動員的姿勢；也可以

用以分析武術的密秘；還可以修正舞者、樂師、演講者的姿態，或者可

讓電腦有能力判讀人們的肢體語言、表情……等。這些嶄新的表現系統，

在此不能盡舉，但是它們的確已顯現了以往無法表達的情節，其影響會

不會造成自文字發明後，文明躍進的另一高潮呢？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總而言之，能量媒介下的空間(cyber-space)，已經不是我們生活中的

空間了；能量媒介下的時間也不是我們生活中的時間了，若再增上嶄新

的表現系統，以及各式各樣的多媒體變化，究竟能把我們的文明推展到

什麼境界？是目前沒有任何人可以預知的。諸位若能抽出空暇來，不妨

去參觀一些數位藝術的創作展，那兒正是時空、媒介物、表現系統、多

媒體等，綜合操練的競技場，也許能由小觀大、一葉知秋，得稍窺未來

文明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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