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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語- 以 「人」為中心的藝術感受與思維

Chief Editor's Words: The Theory And Sensations of Humanity in Art

第9期 《現代美術學報》中 ，〈台灣大專院校數位攝影教育的觀察與省思〉、〈從

性的觀點探討中國 「月份牌廣告畫」美女圖像 〉、 〈讓觀者發聲--觀看理論運用於美術

館展場設計與規畫之研究〉、〈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史密生民俗節〉這四篇論 文 ，作者的

主要切入點是 「影像未來的前瞻」、 H士女畫的小覷 」、 「場域分享的微觀」、「跨越圍

牆的凝視」，好像約好了似的 ，都在談論一個以 「人」為中心的意義與事實 。雖然所論

觀者與被觀者角色立場不一 ，目標理想有異 ，內容題材 、策略方法甚或文化思想 、藝術

品味都有不同 ，但畢竟讓吾人警醒在現世中藝術 「觀看」與 「被觀看」的意涵及教育的

可能性 ，也許所必需的 「感受與思維」是互動連通的 。

影像科化的藝術教育 ？

數位影像的 「畫素」（pixel ) 之虛位不似傳統影像 「粒子」（i mage points ) 之實
質 ，如果要有傳統135mm底片的影像素質 ，可能需要2000-3500萬畫素的影像晶片 ，但

目前最多是600-800萬之譜 ，與傳統影像畫質尚無法類比。然而在台灣，1995年後數位

相機開始為普遍媒體應用及至廣告 ，近年來影像科化，「人」和機體介面大改變 ，所謂

畫素的瓶頸竟擋不住數位影像的 「快速」衝浪。

〈台灣大專院校數位攝影教育的觀察與省思〉一文 ，作者游本寬側觀美國攝影教育

近年來多為數位型攝影教師取代 、並納入跨媒體藝術學程的變革 ，因而從教學行政 、學

生回應 、教師對美學及技術的再思等三大方向建議未來 （台灣 ） 「攝影教學」應以 「數

位藝術」為精神指標。

於此強調數位影像之 「藝術性」，肇因現代人逐漸摒棄 「慢速 、化學成像」的傳統

攝影，而在盡情享用科技之方便表象之時 ，無盡愉悅的 「生活紀錄」、「即拍即看」、

「刷新記憶」、「速簡儲存 」、 H更捷複製」、「迅速偷拍」、「虛擬整容」、「數位挪

用」、「簡易後製」、 「立即傳播」、「數位原作和複製品永無區別」等現象所帶來難以

抵擋的數位化熱潮 ，可能淹沒 「人」的智慧與本性而帶來負面危機。

如果說得以進入開發中國家最主要得靠 「科技 、經濟與教育」，數位世紀裏 ，「科

技 j 藝術的 「教育」目標 、內容勢必有所調整 。科技應有 1 荣層的人文省思」，否則在

經濟支援下 ，不只未能改善人類生活 ，甚至帶來更大浩劫 。本文提到台灣大專院校攝影

課數位應用的普遍現況是 ：1 、 教學專業學程縮水、欠缺美感訓練 、傳統耗材負擔大而

環保實踐面臨威脅 、數位影像輸出品質控制不易。2 、 學生的自動化數位拍照技術幾近

於零、以彩色 、靜態為主 、重複使用 憶卡」、影像分享空間加大 、不再是 「完美 、

單一照片」、添加 「手繪 、音效 、旁白 、電腦處理」、簡易動態創作。3 、 教師再思 「全

階調」影像由高畫質數位相機輕易取得 、電腦易於後製、攝影是另一種圖象應用的底

層 。換句話說 ，簡易數位攝影之應用為作品表現在條件不足下卻發展迅速 ，有識之士應

正視其問題之所在 。

前瞻二十一世紀攝影教室 ，攝影能否結合新媒體從事科技影像創作或應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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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角色？教育網路化 ，師生互動是否造成作業審視、評比的困擾？ 「數位溝通」所涉

及的心理和生理特質是否更深度研究與應用？教師不只在教授工具操作 、科技知識探

討 ，也涉足更多哲學、社會學等學科 ，是否藉由科技啟發學生靈活思維及藝術創意？誠

如作者所言： 「數位攝影不單是銀鹽變電子，多少傳統影像愛好者 ，持數位相機之後也

未曾讓個人藝術因而變深 、持厚 。只因爲 ，拍照畢竟是一種以人爲主 ，機器 、科技爲輔

的深度人文活動；影像創作 需要思維 。」

顯 然 ，台灣大專院校數位攝影教育不只應強調探討解決 「數位即時見証 」、 「數位

挪用」、「網路大串連」、「金錢流動及契約承諾」、「數位影像私密倫理」等課題 ，在

負面危機中 ，最應啟發的是藝術的想像與創造力，營造出 「新影像」、「新美學」、「新

藝術思維」 ；在跨領域媒體藝術中 ，結合 「創新」和 4 薄通」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條件。

看起來 ，唯有深層的 「人文省思」，重視 「人」的感受與思維 ，數位藝術才是 「人」的

藝術。

無疑地 ，數位影像藝術 「很快地」成為當代藝術的多元主流 ，除了呈現其自身

「寫實 、虛擬 、組構 、變異 、簡速 、即時 、複製 、聯結 、互動 、流通」的卓越特性 外 ，

事實上 ，最重要的是應表現其新時代的或超越時代的 「藝術性」。影像科化由 「人」運

用科技創造產出的是 「人」的藝術 ，於此延伸其義，藝術家 「運用科技成其藝術」而分

享其 「感受與思維」，確屬 「人」的大事 ，此或不只一般教育界應思索的問題吧 ？

「月份牌廣告畫」美女圖像的情慾 ？

始於十九世紀末國際大都會上海的月份牌廣告 ，俗稱 「上海廣告畫」，包含風景、

宗教或喜慶 、戲曲或民間故事 、花鳥 、靜物 、美女圖等題材 ，大至全開 ，小至32開 ，敘

述東西交匯的故事 ，細腻地描繪當時上海百萬人心中所嚮往的理想世界，造就了二十世

紀三〇- 四〇年代輝煌的上海風尚 。其中尤以美女圖像為主流 ，早期所繪美女多為細長

鳳眼 ，似有中國歷代仕女典型之美 。當時月份牌廣告畫的知名畫家有鄭曼陀 、梁鼎銘、

李慕白 、徐詠青、謝之光等多人 ，也有許多畫師投入這個行列。

近幾年來台灣坊間 ，偶有發現 1896年之後流行至今已超過百年的 「月份牌廣告

畫 J ， 大多端莊典雅 、賞心悅目 。至於沈淑綺 〈從性的觀點探討中國 「月份牌廣告畫」

美女圖像〉一文 ，分析 「圖像」中的 「女體」、穿上服裝後搭配廣告商標呈現的 「物神」

特 質 ，探討傳統社會建構下的女性 ，則多有回歸 「人」本位 、探索 「女性自身」的意

味 。

民初中國社會 ，以 「愛美」為 「人」的天性行銷商品 ，「月份牌廣告畫」創造出

清末以來許多女人和女體的理型 ，以完美無瑕的容顏 、體態和多樣化的中西服飾 ，透過

時尚意識 ，成為社會建構下的商品化女性 ，可以滿足消費的物慾與情窓 。

清末民風保守 ，傳統情境下的女子妝扮嚴肅 ，若企圖勾起情慾 、總被斥責道德淪

喪 ，必需背負社會的原罪，然而卻暗允被壓抑的男性在 「月份牌廣告畫」的正當窺癖中

得到抒解 。廣告畫中的美女則無論裸體掙脫禁錮 、或穿著時尚展示名流階級 、或風姿撩

人引誘他者 ，均扮演男人凝視下的慾求女子，更代表西方人像攝影和石印技術傳入中國

後 ，透過美女符碼的複製繁衍 ，製造現代中國的 「公眾」形象-是一個喚起男性 「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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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和想像的娼妓文化形 象 。

在父權價值的社會宰制下 ，「月份牌廣告畫」的美女們 ，透過 「書本 」或 「時尚

打扮」，甚或 「抽煙 」、「跳舞 」舉 止 ，扮演著 「女學生 」、 「黃花閨女」、「賢妻 」、

「孝媳 」、「交際花 」的尤物角 色 ，代表著 「有知識」、「貞節 」、「孝順 」、「宜室宜

家 」、「文雅儉樸 」、 「端莊合禮」「豐足 」、「美好 」、「健康 」、「自主 」、「進步 」、

「時髦 」、「奔放 」的文本作品與類像 （sim ulacrum ) 。吊詭的 是 ，禮教無法抵擋社會風

氣的開放和進步 ，但在 「月份牌廣告畫」中 ，無論何種女性總都臣服於傳統男性 「觀看 」

的機 制 。

對於女性迫於情勢追求時髦 、取悅男性 ，魯迅指出是從妓女 、姨太太身上學得的

經驗 。賈克 ‧拉岡 （Jacques Lacan, 19 0 1-8 1 ) 還認為香煙廣告的消費慾望 ，只是女性充

滿虛妄的主體性之自以為是 ，好像是說這樣的女性是虛張聲勢的 ？而對女性之弱勢被

動 ，套句傅柯 （M ichael Foucault, 1926- 8 4 ) 的說法是 ，「權力」強調人體某些區域 ，使

其變得異常敏感 ，進而誇大 「觀看 」與 「被觀看」的興 奮 。

本文顯然 「特別 」留意到 「月份牌廣告畫」的女性群體在社會政治上的弱勢處

境 ，所持觀點亦似乎受時下女性意識影響 。若然 ，在一個視 「月份牌廣告畫」美女如是

的社會 中 ，男女角色並非 「本來如此」，而是有其社會文化的成因 。相對地 ，為 「畫師」

所畫或為 「藝術家」所畫 ，其視覺感受與藝術思維將會大大地不同 ，而為 「男藝術家」

所畫或為 「女藝術家」所畫 ，更可能是大異其趣 。由不同的 「人 」看待的 「月份牌廣告

畫」美 女 ，因有其正當性 ，就不一定會是男人眼中的 「尤物 」。總之 ，以 「人 」為中心

或以 「物 」為中心來看待 「月份牌廣告畫」美女 ，當有深沉的 、不一樣的 「感受與思維 」

吧 ？

讓觀者發聲？

美術館不僅提供欣賞藝術原作的視覺經驗 ，也是鑑賞教育的自然場 域 ；新博物館

學概念以 「人」為出發 ，美術館空間 、美學思想 、與觀眾互動等元素之深度考量 ，必需

透過 「觀看」、「參與 」的過程 ，達成與藝術作品溝通和 自我的實踐 。此時 ，展場設計

就顯得格外重要 ，同時 ，設計與藝術跳脫現代主義的區分框架 ，即走向後現代舞台 ，回

歸其有機圓融之自性 。當今常出現的展示設 計 ，大致有定點的 、互動 的 、情境的 、劇場

的諸種模式 ，無非是因應藝術題材及行銷概念所 致 ，其設計過程多為敘事性介紹或灌輸

式勸服之溝通思維。

〈讓觀者發聲--觀看理論運用於美術館展場設計與規畫之研究〉一文 ，作者曹筱玥

藉用前述拉崗 （Lacan ) 的觀看理論及多位學者相關論 述 ，重新看待展示設計的過 程 。

展示本身是美術館教育的基 礎 ，展示設計則是 「策展人」哲思 、學力 、藝涵的具

體體現 ，包括人文理念 、規範過程 、選題視角 、展題觀念 、運作方式 、操作技巧等 ，是

一種 「藝術語言體系」。從以 「作品-物 」為中心到以 「觀眾-人 」為中心 ，透過 「美術

館展場-空間」的知識移轉及展示設計之思 考 ，無論是針對個人感知 、觀者自傳 、科際

整合 、機構展演 、博物館流通等 ，藝術品將隱身為 「他者 」，觀者卻凸顯為 「我 」，如何

「觀看」與 「感知 」，並且與之產生互動 ，是策展人應安排的 「藝術化」的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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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術館中 ，「寓教於藝術 （樂 ）」 有其心理層面的難處 ，展示流程中最可能需要

作到的層次是投出問題 「吸引注意」、意義與概念的 「引導認知」、從排除錯誤及發現美

學中 「創建理論」。

作品的敘事性及故事性、觀者自身的經驗與介入美術館歷史文化的程度及藝術批

評的需求 ，產生類似性的展現 、隱喻 、轉喻及感知經驗的構築 ，觀者成為置身其中的主

體角色 。展延觀者的記憶史與文化史，可打破傳統慣用觀看藝術品的歷史教育法 。美術

館與觀者之間的再現 「短暫串聯 、持續變遷 、與時驟變」，合於自我歷史的編寫 ，其展

示空間與觀者的關係 ，將移轉以往學術性的絕對判準。

美術館展示空間可打破傳統形式分析模式 ，以符後現代的社會氛圍 ，亦成為實現

願望的場域。莫里斯 （Morri son) 有 言： 「我們需要一個與世界共舞的手 、眼 、舌與

心 ，我們 需要唤起各種經驗的靈光乍現 。」 葛若恩 （Garoia n ) 也提到一個以 「整體氛

圍」來增強觀者對於藝術品與其中象徵經驗體會的展演空間屬性 ，可命名為 「設計完備

的環境」(choreographed environment ) 。

美術館展示設計的空間編寫與觀眾的介入互動關係 ，敘事性與隱喻性之適切問

題 ，在今日不斷地受到廣泛的討論 。近日來藝術媒材及表現的多變性 ，在國際主流思潮

中 ，已成為美術館中銳不可擋的發展趨勢 ，而其策展模式與角色定位 ，在由 「作品-物」

轉向 「觀者-人」的思考脈絡 ，亦可能徹底的改變展示設計。

拉崗 （Jacques Lacan, 1901-81 ) 強調觀看時 ’如視 「觀者-主體 （subject)」 的發展

一般 ，其核心在於強調人類的發 展 ；所謂的 ：藉由 「非我」（他者-母親）來建立

「我」、「他者」即 「我」我即他者 、東西不見即 「不存在」，亦即鏡像認同乃是一個

「從不足到期待」（from insufficiency to anticipatio n ) 、 由碎型逐漸趨於完整的過程 。本文

提到由此可推衍至美術館中 ，透過社會脈絡及環境脈絡 ，觀眾藉由作品物件串節

(chunks ) ， 亦由 「圖形的學習-鏡像階段 （mirror phase)」 到 「結構 、語言的學習 、更大

的氛域-象徵階段 （symbol phase )」，最後認知到 「策展主題」。

總之，美術館透過交流的中間平台 （middle ground) 與觀者溝通 ，其間的對話是流

動不定的狀態 。在美術館中 ，「觀者」既是參與的主體 ，所謂策展與展場設計，似乎唯

有應用以 「人」為中心而出發的 「感受與思維」，才能產生所諝的 「互動式博物館經驗」

( i nte rac t iv e m useum expe r i e n c e s ) 。然而 ，面對現代藝術的多元表現形式與符碼

(code s ) ， 觀眾是否能體驗並詮釋出當代藝術所隱藏的意涵 ，如何導引出最適切的展場

設計 ，恐怕更挑戰策展人的神經了？

沒有圍牆的博物館？

美國只有二百多年歷史，而已經成立二百五十多年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一擁有十

幾家博物館的 「史密生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 e ) ， 為了破除博物館 「靜態欣賞藝術

品」機制的框架限制，在專業機制下 ，以 「田野研究」為主，「行政支援」為輔 ，透過

大型展演 ，積極思考 、展現美國多元文化與記憶 ，是應用社會資源行銷文化成功的特

例 。從華盛頓紀念碑俯瞰，史密生機構所屬的博物館分列二旁 ，就在國家廣場上 ，每屆

約有300-700位展演者，舉辦博物館的 「夏日展演活動」，成為目前全美最大的民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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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自從1967年舉辦以來 ，大批遊客藉著文化活動而對政治與文化廣場、國會山莊與華

盛頓紀念碑 、週遭主題博物館及歷史建物群有了更進一層的認識 。1973年開始獲准使用

國家廣場舉辦活動，『聯邦法規』還立法保障享有優先使用權利 。

(沒有圍牆的博物館-史密生民俗節 ） 一文 ，作者李素蓮省察1967年創辦的 《美國民

俗節》（Festiva l o f American Folk lif e ) - 亦即 1998年美國專業尊重 、全民定位更名的

《史密生民俗節》（Smithsonian Fo lk life Festival ) 之跨越博物館圍牆成功的理由。

1967-2003年間 ，《美國民俗節》/ 《史密生民俗節》，每年花費政府預算 、基金會

及民俗節之友捐贈、其他企業募款等共約200-400萬美元 ，舉辦有關國家的 、境內各族

裔的 、移民的、保育的 、州際的、地域的 、社區的、甚至於他國的民俗文化節目 ，透過

展演會場工程設計 ，跨文化的歌舞樂團音樂會 、手工藝製作表演展示 、家庭節目、兒童

節目、勞工節目或慶典活動 、研習營、展覽現場示範 、解說 、出版品等，擴張到包括街

頭藝術 、巨星音樂會 、國家薪傳藝師音樂會 、抗掙樂舞 、皇室文物 、市集 、重要紀念

曰、伐木 、水電 、醫術 、舞龍 、絲路展演者活動 、白宮的工作群相、美國辯護律師 、史

密生博物館群的幕後工作群之參與等 ，兼顧娛樂 、休閒 、工作之生活面面觀 ，嚴謹地從

學術與道德關懷的角度前題下 ，探討藝術 、文化 、歷史 、政治 、族群 、社會等議題 ，除

了肯定傳統文化對社會的貢獻外 ，也建立藝術家的自信心，更為手工藝師帶來實質的經

濟效益 ，甚至還影響文化立法。美國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 ，三十餘年來 ，此民俗節不

同意見觀點愉快地交融著分享現場的聲光氣味 ，十足呈現美國母體及包容世界多元文化

的大熔爐特色。

透過一定形式的轉換 ，讓大眾觸及不同的生活領域 ，不僅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祭

儀的傳遞所 ，也是一個活生生的劇場，有效的延續傳統民俗 「活生生的」文化生命 ，使

彼此了解文化的差異 ，減低磨擦與衝突 ，更是面對傳統消逝 、自我審視的最佳見證 ，其

間對 「人類」的關懷 、運用藝術分寸的拿捏 ，正考驗著高度的智慧。

相較之下 ，台灣的藝術文化活動經常匆促草率上場 ，史密生機構則前半年已規畫

就緒 ，所餘只需進行細節 ，不但每屆觀眾超過百萬令人懾服 ，其關懷 「人」的福祉 、建

構文化環境之 「沒有圍牆」更值得讚嘆。

越過圍牆最重要的成功因素當是主辦的 「人」、參加的 「人」，關懷的更是 「人」。

吾人或可藉史密生民俗節的藝術經驗 ，思考 、面對所傳承的文化及其真正的精神 。如果

讓台灣文化越過圍牆 、登上世界舞台，其最大的可能性是否還是首先要以 「人」為中

心 、關懷 「人類」福祉的藝術 「感受與思維」為出發？

以 「人」為中心？

西方思想的焦點 ，除了強調 「上帝」、「自然」之宗教與科學之外，最重要的是強

調 「人」的人文主義，以調正神化或物化的偏差；其中原型的代表是富有再生及復活精

神的文藝復興 ，當時 ，文學藝術表現出生動活潑的自然美 、人體美、生活美 ，十足關心

「人」的現世生活 ，是有其不得不之因與所以然之果 。這在東方中國自然圓融的 「天人

合一」思想而言，其是否單純以 「人」為中心 ，實有更深的人文意涵。

當今後現代社會的處境下 ，思想家相對於排他性甚強的現代主義，重新面對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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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常的二元知識論提出質疑 ，相對地重視 「人」存在的新價值 ，不但關注社會文化的關

聯 ，更採納多元論點及邊緣論述 。當今網路上可見多少行業的哲思與研發先後邁向以

「人」為中心而出發的寬廣之路，當有其豐富的新義。

教育部在 1998年公布而2001年開始實施的 「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

要」，即以 「人」為中心_ 「人」與自己 、「人」與社會、「人」與自然 。只不知由中

小學立基於此的教育面向 ，究竟發揮多少心力與智慧在培養後代學子正確的人生觀與生

活態度及專業素養？又是否能延及大專院校或其他？

藝術活動入世於 「人」，其本質卻是出世 於 。L、」。此以 「人」為中心的 「感受與

思維」，當如慧能的自淨本性 、自識本心 ，亦如尼采肯定人的努力 、運用自我的天賦才

情 ，終歸實現自我 。在台灣 ，無論學校、美術館 、博物館的展示或其他文化慶典 ，甚至

於商品廣告，其實已必須從技術本位及靜態觀賞或奇觀的角度 ，朝向藝術本然感受與多

元思維的範疇 ，或可呼應此四篇論文傾向要義 ，在於破除科技迷思及情慾 、物慾之橫

流 ，並且建構一個以 「人」為中心的 、富於 「愛」的文化環境 ，達到分享 「感受與思維」

的藝術境界。

《現代美術學報》主編 王 素锋 敬誌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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