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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是境內與境外資訊爆炸的自由化時刻，可以說各個不同領域的
人都藉由資訊的流動強度而得以會面、連結、對話，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思潮」。這樣的跨域脈絡指涉出當時社會的某種慾望布署和當時可能的機

制，就是社會全面性對於「思想」的渴望，隨著對於思想的渴望，帶動翻

譯、出版與設計的相關創新與生產。

思潮的湧動，一方面通過翻譯與出版管道而進行的各種觀念與價值觀的引

介、試驗和討論，可說是推動更多創造動能與社會連結的動力。「外來

翻譯知識」與「在地知識」等不同立足點所發展的討論，確實揭露出台灣

1980年代的現實。而另一方面則以論戰的面貌所呈現各種價值觀對決，
快速的「戰」與「合」之必然，主要因為海量資訊「去脈絡地」快速流動，

而帶動著許多劇烈的討論和出人意表的連結，進而快速堆積出更多創造動

能的沃土。若企圖為台灣在 1980年代在各個領域中的蓬勃創造力尋找理
由，與其刪選特定因素，不如說，正是單一歸因的不可能，才激盪出許

多火花，也促成跨領域交流的機會，觀念的交換、資訊的傳遞，當時代

的翻譯者、作者、發行人、主編等都試著為「『台灣』與『未來』」搜尋

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過去、理解世界的各種資源。無論是在人文科學、文

學、劇場、視覺藝術、電影、媒體、廣告與流行文化，在 1980年代皆
有舉足輕重的發展。

1970年代末起貫穿整個 1980年代，乃至於 1990年代，《雄獅美術》面
對著不同時代階段的挑戰，面對並探索許多當時資訊爆炸下的新課題；

1980年代中期後，《當代》更是繼《文星》之後成為引介歐美思潮的重
要平台，通過各種主題的規劃，帶動當時學院的知識生產；從 1980年初
開始，各個報紙的藝文副刊也儼然成為各種市民社會觀點和思考的對話場

域，同時也造就出許多針貶時事、歷史與現況的知識份子，以編輯和發行

人的角色積極介入到社會變革中。在這期專題中，我們邀請《雄獅美術》

創辦人李賢文以這個貫穿不同時代的重要資訊平台角色接受專訪，並在論

壇中邀集金恆煒、李梅齡、王浩威和鄭陸霖從不同媒體、不同場域與不

同世代的面向上，進行對於當時政治、資訊、記錄、媒體的說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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