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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教學對高中學生學習動機之研究 

吳蕙如 1 吳百祿 2 沈龍安 1＊
 

摘 要 

為瞭解我國於 2020年提出的《2030雙語國家政策》之「推動高中以下學校運用

英語進行多領域教學」之策略實施情形。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教學之高中學生學習動機，一方面瞭

解高中學生學習動機的現況，另一方面在於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學生在 CLIL教

學的學習動機差異。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從教育部於 2021學年度核定的 50所高中

雙語實驗班中，採立意取樣，抽取 12校 15個實驗班的學生，有效樣本為 495人。研

究工具為自編「高中學生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量表」，經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形

成正式問卷，包含 5個層面，17個題項，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統計方法包含平均數、

標準差、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研究發現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為

中上程度，以「滿足」層面為最高，「注意」層面為最低。另不同性別、學校類別與

學校屬性對高中學生的學習動機未達顯著差異。最後，研究者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

出 4點建議供高中實施 CLIL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學習動機、高中學生、ARCS-V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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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LIL Instruction on Motivation to Lear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ui-Ju Wu
1 Pai-Lu Wu

2 Lung-An Shen
1*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regarding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using 

English in instruction in some fields and subjects for schools at the senior high school level 

and below” in the “2030 Bilingual Policy”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in 2020,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in CLIL 

i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it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Furthermore, it i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to 

learn perceived by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used the technique of purposive sampl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15 bilingual instruction experimental classes in the 12 high schools 

among the 50 high schools nationwide chose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1 (the 

110 academic year). Totally 495 student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Motivation to Learn Scal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LIL Instruction”,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s was formally formed after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It consisted of 5 dimensions and 17 items.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is .93 (N=495), indicating satisfactory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included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tivation level in 

CLIL instruction was upper-middle, with the dimension of “satisfaction” being the highest, 

and the dimension of “attention” being the lowest. In additio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in terms of genders and 

various school types. Finally,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and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serving as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IL instruc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Keywords: CLIL instruction, motivation to lear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CS-V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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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有鑒於全球化與國際化是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且英語係當前國際溝通最重要的語言，我

國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以「厚植國人英語能力」與「提

升國家競爭力」二大政策目標，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國家發展委員會與教育部於 2020 年 8 月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且協同相關單位

共同辦理 2021 年至 2024 年之各項雙語國家策略，以全面提升國人的國際溝通能力與國際化視

野（國家發展委員會、教育部，2020）。 

在上述即將或已執行的四年雙語國家策略中，其中「推動高中以下學校運用英語進行多領

域教學」之策略，頗受高中以下學校教師與家長的關切。以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和高職）為

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2021 年 6 月公布 50 所高級中等學校，自 2021 學年度進行雙語

教學實驗。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規定，雙語實驗班是以班級週課表為單位，除了國語

文、社會領域和英語文課程之外，其餘之課程均可採雙語教學，且雙語教學之節數比率應逐年

提高，雙語教學之教學語言（英語），至少要達到該節課程時間之 50%（教育部，2021）。亦即

高中雙語教學實驗班的教師應在教學科目（如：數學科、體育科等）採用雙語教學。 

上述對高中雙語教學實驗班於一般教學科目採用英語教學之規定，與當前盛行的雙語教學

種類之一的「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之精神

相符合，亦即 Coyle 等人（2010）提及 CLIL 的核心精神在於達到「學科內容」與「語言」學

習的雙重目標，以整合學科內容及語言的學習方式，培養學生運用跨語言學習與溝通的能力。 

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是指教師講解時能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

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的學習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2015）。學習動機是影響各

種教學活動成效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國外學者對 CLIL 教學之動機研究頗為重視，Vonkova 與

Moore（2021）以 CLIL 或 EMI 與動機為關鍵字，在 SSCI 資料庫就蒐集到 2020 年出版的 17 篇

相關論文，顯示 CLIL 教學之動機研究是國際雙語教學重要研究趨勢。研究者閱讀國內外有關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相關研究，發現有些學者認為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不高（王俞蓓、

林子斌，2021；張玉芳，2020；Hunt, 2011），也另有較多學者認為 CLIL 教學對學生之學習動

機是正向的（Bower, 2019a, 2019b；Doiz et al., 2014；Mearns, 2012；Quazizi, 2016；Schietroma, 

2019）。而上述的國外研究大多是實證性的量化研究，而國內的研究僅屬於論述性研究。此外，

在 CLIL 教學中，學生背景變項（如性別）與學習動機差異之實證性研究結果，仍顯不一致，

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再者，鄒文莉（2018）認為在 CLIL 教學中，學科內容和語言學習在

課堂中的比重要依據學習情境、學習者程度、教材資源等條件因素進行適當調整。考量學校類

別（公立和私立）和學校屬性（普通型高中和完全中學）在學習情境、學習者程度、教材資源

可能有某種程度之差異性，亦可能影響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故納入學校類別和學校屬

性等兩個學校背景變項，一併探討在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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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有鑒於此，研究者閱讀 CLIL 教學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文獻，並參考 Coyle（1999）提出

的 CLIL 教學 4Cs 架構，和 Keller（2008）增修的 ARCS-V 動機理論，自行研編適合高中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量表，以利施測；故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現況。 

(二)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如性別、學校類別、學校屬性）之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情境中

之學習動機之差異情況。 

貳、文獻探討 

一、CLIL教學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教學亦即「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模式

教學。CLIL 於 20 世紀發源於歐洲，CLIL 的詞彙於 1994 年正式被採用（Marsh et al., 2001）。

由於受到教育決策當局和學校的支持，儼然已成為歐洲學校教育某些領域的主流。在過去的 30

年以來，已從歐洲大陸的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擴展到大澳洲、香港等地區（Smala, 2016；Nikula 

& Moore, 2019）。 

CLIL 的教學方法不是將語言學習與其他學科分開，而是在教學過程中同時幫助學生學習學

科知識和外語。Lo 與 Lin（2019）形容 CLIL 位於連續體（continuum）的中央，而兩端分別為

學科內容本位課程和語言學習課程。CLIL 並不是以大量的學科字彚或內容，強加在語言教學，

也不是將學科內容從母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CLIL 教學方法是獨特的，強調整合學科知

識內容和外語學習，其教學目標的設定，包含了語言能力目標和學科知識目標，在教學評量方

面亦兼顧語言能力的評量和學科知識的評量（Coyle et al., 2010）。在 CLIL 教學歷程中，教師的

教學內容重心是在學科內容上，而外語詞彙必須透過學科內容來學習，外語是學習學科內容的

教學語言和溝通工具，學生從學科內容的角度來學習外語（Coyle, 2007）。在 CLIL 的班級中，

學習者不僅要理解語言的文法，更要學習使用語言溝通，以及使用語言學習。因此，CLIL 的課

程很重視認知技巧的發展，因為學習者要用另一種語言去思考學科內容（Marsh & Langé, 

2000）。 

CLIL 教學模式主要建立在 Coyle（1999）提出的 4Cs 模式上，4Cs 即內容（content）、溝

通（communication）、認知（cognition）和文化（culture）。內容是指對學科知識、技能與理解

的進步；溝通是指語言使用和語言學習的互動和進步；認知是指從事高層次思考與理解，問題

解決，接受挑戰和反思；文化是指對「自我」和「他人」公民權的覺知、區辨，以及朝向多元

化理解的進步（Coyle et al., 2010）。這個 4Cs 模式是結合內容、溝通、認知和文化彼此關係的

一種統整學習架構（Smala, 2016），如圖 1。 

  



CLIL教學對高中學生學習動機之研究 5 

圖 1 

4Cs統整學習架構模式 

 

 

 

 

 

 

 

 

 

 

 

 

註：取自“CLIL in Queensland: The evolution of immersion,” by S.Smala, 2016. Babel, 50(2), p. 22. 

Coyle（2007）強調成功的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會依各國的教育政策及教學情境之不

同，有不同的教學模式，他曾列舉 216 種不同 CLIL 課程，以進行有效學習。一般而言，雙語

教育的發展有二個主流，第一是學科內容本位教學（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源於 1960

年代的加拿大法語沉浸式課程，第二是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CLIL），源於 1990 年代的歐

洲（Naharro, 2016）。部分學者（如 Cross, 2014；Garcia, 2009；Lasagabaster & Sierra, 2010）企

圖去界定 Immersion（沉浸式雙語教學）和 CLIL 之差異，然而也有學者（如 Cenoz, 2015；Smala, 

2016）認為這兩種的語言教學方法其實是重疊的，且這二個術語也不易界定，運用在實際教學

情境彼此交叉且彼此覆蓋。 

就我國推動之 CLIL 教學模式而言，因受限於教育法規尚未修法，以及師資數量之不足，

CLIL 教學模式尚在起步階段，各縣市只能採用雙語實驗課程進行（廖偉民，2020）。目前我國

實施 CLIL 教學模式分散在高中、國中和國小中高年級階段，大多採實驗班方式辦理。 

二、ARCS-V動機模式 

從教育心理學的觀點，可以將學習動機理論分為四個學派：1.行為取向的動機論；2.認知取

向的動機論；3.人本取向的動機論；4.社會學習取向的動機論。而這四個學習動機理論各有強調

的重點，在行為取向方面強調學生透過增強，得到「滿足」，而得以維持良好的行為。在認知取

向方面強調學生追求成功，建立「信心」，而得以維持追求成功的動機。在人本取向方面強調教

學活動與學生學習需求產生「關聯」，才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在社會學習取向方面強調學生

的「信心」是完成學習動機的主要關鍵（張春興，2015；Atkinson, 1967；Bandura, 1977；Keller, 

1987）。 

而從上述強調的「滿足」、「信心」、「關聯」和「注意」，正與 Keller（1987）建立的 ARCS

動機模式（簡稱 ARCS 模式）相符。Keller 的 ARCS 動機模式是結合注意（attention）、

關聯（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和滿足（satisfaction）等四個概念的動機與教學設計（Keller, 

認知 

文化 

溝通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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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是一個具有良好效度的理論（Astleitner & Hufnagl, 2003；Small & Gluck, 1994）。爾後諸

多課程，如線上學習、多媒體教學、土木工程學、體育科等均採 Keller 的動機理論設計（Milman 

& Wessmiller, 2016；Li & Ren, 2018；Sulz et al., 2016；Zhang, 2017）。 

Keller 的 ARCS 模式的第一個概念為注意，注意這個概念是教育學者 Gagné（1977）認為

教育過程中九個步驟的第一個步驟，主要是強調引起注意，維持注意，在這階段強調要變化

（variability）。第二個概念為關聯，係指課程和教材要和學習者的生涯發展有關聯，且要符合

學習者的熟悉經驗（familiarity）。第三個概念為信心，信心係指教學者能告訴學習者能完成教

學過程中的每一項任務。認為學習者的焦慮和害怕在學習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教師應協

助學習者有成功的學習機會。第四個概念為滿足，內在增強是滿足的最重要元素，也是最難影

響的。反而外在動機最易受影響，因為只要透過教師回饋的酬賞即可（Keller, 2010）。 

Keller（2008）將原有的 ARCS 動機模式，增加第 5 個層面，即意志（volition），形成 ARCS-V

模式（Simsek, 2014；Keller, 2016）。Keller（2008）認為動機分成二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想

要」（will），亦即一個人的需求、渴望和目標以及滿足需求的信念；第二個層次為運用意志的行

動或執行。而 ARCS 動機理論的四個面向均已包含在第一個層次，因此 Keller（2008）提出統

整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 ARCS-V 動機理論。ARCS-V 模式的基本假設認為：像 ARCS 動機模

式認為只要有較高的動機就會持續努力，進而達成渴望的目標；然而，事實上在行動或執行的

過程中，會遇到各種不同的分心、障礙和或其他另外引起的目標，以致原有的動機無法繼續堅

持，因此意志就成為能繼續執行渴望目標的重要角色（Keller, 2017；Kuhl, 1987；Zimmerman, 

2002）。 

從上所述，ARCS-V 動機模式與其他學習動機理論（如 Pintrich（1989）之期望動機理論認

為學習動機包含期望、價值與情感等三種成分）相較，較能彰顯 ARCS-V 動機模式係透過教學

設計，來瞭解學習者在學習動機之注意、關聯、信心、滿足和意志等五個層面之程度，這五個

層面淺顯、易懂、清晰與明確。 

Keller（1987）提出 ARCS 的教學策略，其中注意的教學策略有不一致或衝突、具體、變化

性、幽默、探究和參與等 6 種。關聯的教學策略包含經驗、當前的價值，未來的可用性，配合

學生需求，楷模學習和非單一選擇等 6 種。信心的教學策略有明確的學習要求、提供可克服的

困難挑戰、成功的期望、歸因於努力而非運氣和自信心等 5 種。滿足的教學策略包含自然的影

響力：如幫助同學完成任務、非預期的酬賞、正向的結果、避免負向影響、間歇性的質與量增

強等 5 種。 

雖然當時 Keller 沒有提出意志的教學策略，但是 Keller（2016）為了提供教學者能運用

ARCS-V 模式來評估學生的學習動機，分別提出教學者的自我分析和教學者對學習者的分析，

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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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學者的自我分析和教學者對學習者的分析表 

層面 教學者的自我分析 教學者對學習者的分析 

注意 這些學習經驗，我能讓學習者覺得刺

激且有趣嗎？ 

學習者將會感到興趣嗎？有什麼教學策略

可以刺激他們的好奇心和興趣？ 

關聯 我相信這些學習經驗對我的學習者將

是有價值的嗎？ 

學習者會認為這些學習經驗是有價值的

嗎？我要如何教才能幫助學習者相信這些

學習經驗是重要的？ 

信心 我有信心能運用我的能力讓學習者有

效能且有趣的學到這些學習經驗嗎？ 

學習者將有信心的覺得他們的能力可以學

會這些學習經驗嗎？我要如何幫助學習者

建立信心？ 

滿足 關於這些學習經驗，我會期待學習者

有正向積極的感受嗎？ 

我如何幫助學習者感受到這些學習經驗是

超棒的且渴望繼續學習？ 

意志 整個學習事件，我能給學習者提供有

效能的督促和支持嗎？ 

整個學習事件，我能幫忙些什麼？以維持

學習者的目標導向和核心任務。 

註：取自“Motivati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pplying the ARCS-V motivation model,” by J. M. Keller, 2016. 

Participatory Educational Research, 3(2), p.9. 

三、學習動機與 CLIL教學關係之相關研究 

於語言學習的諸多理論中，許多學者（Bruner, 1985；Tierney et al., 1995）皆主張語言學習

需建立於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且一般而言，女性對外語學習（EFL）比男性有更高的學習動

機和更正向的態度（Ghazvini & Khajehpour, 2011；Henry & Apelgrn, 2008；López Rúa, 2006；

Spolsky, 1989；Tragant, 2006）。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男性與女性對外語的學習動機沒有顯著差異

（Lasagabaster, 2003；Ludwig, 1983）。 

在CLIL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研究中，有些學者認為CLIL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不高。例如：

張玉芳（2020）認為小學階段可以偕同英語教師和其他學科教師一起合作，採用 CLIL 教學法

上社會、數學或音樂課；而國、高中生升學課業壓力大，教師較難有彈性時間採 CLIL 教學法。

此外，臺灣長久以來在考試領導教學的風潮之下，除了英文科以外，所有的考科都是採中文命

題，這也導致學生和老師以英文學習其他學科的意願自然不高，亦即國、高中學生對英文以外

之其他學科採雙語教學之學習動機不高。王俞蓓與林子斌（2021）認為雙語教育並非等同全英

語教學，並不是一開始就要學科教師使用全英語進行授課，如此一來當學生的語言能力或學科

知識不足時，便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長久下來將使英文程度相對不高的學生失去學習動機。

Hunt（2011）調查英國 13 所中等教語階段參與 CLIL 課程的 288 位學生，在題項：「我覺得在

CLIL 課程有較強的學習動機」，結果有 43%同意，42%不確定，12%不同意。Hunt 認為英國中

等教育階段學生對 CLIL 課程屬於低學習動機（不確定加上不同意達 54%）。 

但是也有些學者認為 CLIL 教學對學生之學習動機是正向的，例如：Bower（2019a）認為

語言的學習動機是複雜和多面向的，他發現在 CLIL 的教學情境中，學生對成功的期望是高的，

而且 CLIL 的教學是有效能的，能正向的影響學習者的動機和進步。Doiz 等人（2014）以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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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中等教育階段（義務教育），年齡 12 至 13 歲和 14 至 15 歲的 393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分 CLIL

教學組和 Non-CLIL 教學組，研究結果發現：CLIL 教學組的學生，無論年齡 12 至 13 歲和 14

至 15 歲，均有較高的學習動機。Bower（2019b）針對英國三所州立國民中學的 12 位學校領導

者（包含校長、高級行政領導者、課程領導者），採半結構式訪談，探討這 12 位學校領導者對

於 CLIL 的觀點。研究發現：CLIL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帶給學生深度參與學習，且透過

潛在的激勵與挑戰學習者，進一步提升學校成就與改善。Mearns（2012）針對英國綜合中學 13

至 14 歲的一個班級學生，以德語為外語的六星期 CLIL 教學，採問卷調查法，研究結果發現，

大多數的學生都很愉悅的能在不同的學科採英語實施 CLIL 教學，並顯示出學習動機的效果。

Quazizi（2016）觀察 CLIL 教學情境中的荷蘭小學一、二、三年級的 10 位學生，結果發現 CLIL

教學能產生對學習新數學概念和數學術語的高度學習動機氛圍，亦即 CLIL 課程設計能藉由學

習者的意識和非意識之意志力，暗中激起高度學習動機的機制。Schietroma（2019）探討 CLIL

的科學活動課程，以中學第 5 年（相當國內的高二）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CLIL

對學生學習 STEM 能提升正向積極的態度，同時也證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能發展關鍵的

歐洲能力和促進統整。 

有關 CLIL 教學中，不同性別等學生背景變項之學習動機如何？Doiz 等人（2014）研究發

現：年齡 12 至 13 歲組（中學第一年）和年齡 14 至 15 歲組（中學第三年）的不同性別學生在

學習動機沒有顯著差異。 

Fernández-Fontecha 與 Alonso（2014）從西班牙二所男女混合的小學，隨機抽取 62 位四年

級的學生，隨機分派 31 位學生至 CLIL 教學及 Non-CLIL 教學組，經過 419 小時自然學科教學

後發現，以前的研究普遍認為女性比男性對外語學習的動機較高，然而在本研究的 CLIL 教學

組，卻發現男性比女性的學習動機高，Fernández-Fontecha 與 Alonso 推測可能與自然學科對男

性比較有吸引力有關，也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不同學科採 CLIL 教學的男女學習動機之差

異。 

從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都有期刊發表，部分學者（王俞蓓、林子

斌，2021；張玉芳，2020；Hunt, 2011）認為 CLIL 無助於學生學習動機之提高；然而，也有些

學者（Bower, 2019a, 2019b；Doiz et al., 2014；Mearns, 2012；Quazizi, 2016；Schietroma, 2019）

認為 CLIL 教學有助於學生學習動機之提昇。此外，不同性別學生在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

Lasagabaster 與 Sierra（2010）研究發現沒有顯著差異，而 Fernández-Fontecha 與 Alonso（2014）

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的學習動機較高。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調查的研究方法，首先蒐集學習動機與 CLIL 教學的相關研究文獻。其次，

依據學習動機與CLIL教學的相關研究文獻，研編適用於高中學生CLIL教學之學習動機量表（草

案），經專家效度（請有 CLIL 教學或行政經驗的高中教師 3 名潤飾）與量表之信效度分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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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習動機量表之正式問卷。再採問卷調查的方法，針對 2021 學年度高中雙語教學實驗班的

學生實施問卷調查。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母群體為 2021 學年度國教署補助雙語教學實驗班的高中學生，全國合計

50 所高級中等學校接受補助。由於雙語教學實驗班之學校較少，本研究為了獲取足夠樣本數，

以利研究順利進行，採立意取樣，並未顧及城鄉因素，此乃本研究限制之一。 

研究者係從 50 所高級中等學校，立意抽取其中一所高級中等學校 72 人為預試樣本，並以

立意取樣抽取 12 所高中共 15 班的學生為正式研究樣本，由於是以導師時間進行問卷填答，因

此發放問卷與回收問卷均為 521 份，回收率 100%，刪除無效問卷後，回收有效問卷為 495 份，

有效問卷率為 95.00%。樣本分配包含：男生 219 人（44.24%），女生 276 人（55.76%）；公立

383人（77.37%），私立 112人（22.63%）；完全中學 175人（35.34%），普通型高中 320人（64.65%）。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自編「高中學生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量表」，分二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背

景資料，包含：性別、學校類別和學校屬性等。第二部分為學習動機問卷，學習動機問卷之編

制，係透過文獻蒐集分析與理論探討，其中理論基礎包含 CLIL 之 4Cs 架構和 ARCS-V 動機理

論。CLIL 之 4Cs 架構包含內容、溝通、認知、文化等 4 個層面。ARCS-V 動機理論包含注意、

關聯、信心、滿足和意志等 5 個層面。ARCS-V 動機模式各層面於本研究操作型定義如下：注

意層面係指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教學過程和跨文化理解，能引起學習者的注意力、好奇心和

興趣。關聯層面係指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教學過程和跨文化理解，能符合學習者需求和生活

經驗。信心層面係指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教學過程和跨文化理解，能提昇學習者的信心和學

習期望。滿足層面係指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教學過程和跨文化理解，能使學習者獲得鼓勵投

入成就和滿足。意志層面係指教材內容、師生互動、教學過程和跨文化理解，能提昇學習者想

學好的決心和毅力。 

問卷之設計係由研究者採雙向細目表之方法編製而成。例如：題項 A1 包含 ARCS-V 動機

理論之注意層面和 CLIL 的 4Cs 架構之內容層面，題項 A2 包含 ARCS-V 動機理論之注意層面

和 CLIL 的 4Cs 架構之溝通層面，依此類推。問卷設計係採李克特五點尺度法，來衡量高中生

在 CLIL 教學中的學習動機，題項將符合程度分為五個等級：「非常符合」、「大部分符合」、「部

分符合」、「不符合」及「非常不符合」。以下分別從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說明本量

表之信效度。 

（一）項目分析 

預試問卷施測完後，接續進行預試問卷的項目分析。項目分析的判別指標中，最常用的是

臨界比值法，係根據受試者在量表的總得分加以排序，以找出高低分組上 27%處的分數，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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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二組在每個題項的平均數差異的顯著性，未達顯著的題項予以刪除(吳明隆，2016)。本

研究「學習動機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由項目分析結果得知，「學習動機量表」

的 20 個題項的決斷值（t 值）均達大於 3.00，統計量亦達顯著。但第 6 題及第 9 題的決斷值為

負值，表示此二個題項與其他各題測得的潛在特質方向不一致，故予以刪除。 

表 2 

學習動機量表項目分析 

層面 題    項 t 檢定決斷值 是否刪題 

注意 A1 在 CLIL 教學中，教師上課內容能引起我的注意。 6.40***  

A2 在 CLIL 教學中，與老師和同學們的溝通歷程中，能提升

我的注意力。 

6.53***  

A3 在 CLIL 教學中，思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能提升我的注

意力。 

6.37***  

A4 在 CLIL 教學中，在講授不同文化的觀點時，能吸引我的

注意。 

17.97***  

關聯 R5 在 CLIL 教學中，所使用的教材內容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16.87***  

R6 在 CLIL 教學中，與老師和同學們的互動內容，與我的生

活經驗有關聯性。 

-7.82*** 刪題 

R7 在 CLIL 教學中，對需要思考與理解的新知識（或技能）

學習，我能適應與接受。 

18.61***  

R8 在 CLIL 教學中，所提到不同的文化觀點，與我目前的生

活有關聯性。 

18.33***  

信心 C9 在 CLIL 教學中，上課的教材內容，能增加我的學習信心。 -10.41*** 刪題 

C10 在 CLIL 教學中，與老師和同學們的溝通歷程，能提升

我的學習信心。 

20.02***  

C11 在 CLIL 教學中，思考問題並講出答案的過程，能增加

我的學習信心。 

24.37***  

C12 在 CLIL 教學中，透過對不同文化觀點的理解，能增加

我的學習信心。 

22.24***  

滿足 S13 在 CLIL 教學中，能學到許多新的知識與技能，我覺得

有成就感。 

20.94***  

S14 在 CLIL 教學中，能用英語與老師和同學們溝通，我覺

得有成就感。 

21.32***  

S15 在 CLIL 教學中，參與思考和問題解決的學習，我獲得

了成就感。 

25.25***  

S16 在 CLIL 教學中，學習對不同文化的瞭解，讓我覺得有

成就感。 

21.00***  

意志 V17 在 CLIL 教學中，上課的教材內容，我有決心可以學好。 17.87***  

V18 在 CLIL 教學中，我有決心可以用英語與老師和同學們

溝通。 

17.77***  

V19 在 CLIL 教學中，我有決心去做探究思考、理解與問題

解決的學習。 

20.60***  

V20 在 CLIL 教學中，我有決心去學習不同文化的觀點。 19.56***  

 標準值 >3.00  

***p< .001 



CLIL教學對高中學生學習動機之研究 11 

（二）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 

本量表編製過程中係參考 ARCS-V 動機理論和 CLIL 的 4Cs 架構，並將量表依 ARCS-V 動

機理論分為注意、關聯、信心、滿足和意志等 5 個分量表，且各分量表所包括的題項界定清楚，

為避免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各題項所歸屬的因子可能會與原來設計不符，或是題項刪除太多，

導致研究不完整，因此研究者根據各量表的層面個別進行因素分析（吳和堂，2016；吳明隆，

2016）。 

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建構問卷的效度，以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取

樣適切性量數）值介於 .74～ .84，均達 .70 以上；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介於 626.07

～2372.28，自由度介於 3～6，顯著性 p＜ .001。 

本研究「學習動機量表」之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如表 3。經檢視發現，A4 因

素負荷量為 .12 低於 .45，需予以刪除；而非為反向題的 R6 為-.65 與 C9 為-.79 亦需刪除，共

刪除 3 題；刪題後因素負荷量介於 .62～ .99，特徵值介於 2.16～3.11，解釋變異量則為 70.88

～95.62。 

在信度分析方面，總量表之 Cronbch α 值為 .93，各分量表分別介於 .80～ .98，可見總量

表與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相當高，亦即量表之信度良好。研究結果獲得 5 個層面 17 個題項，

形成正式問卷。 

表 3 

學習動機量表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摘要表 

層面 題項 KMO 
Bartlett 

球形檢定 
自由度 

因素 

負荷量 

轉軸後平方負荷量 
信度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注意 A1 .75 2372.28 3 .96 2.87 95.62 .98 

A2 .98 

A3 .99 

關聯 R5 .74 626.07 6 .85 2.16 71.84 .80 

R7 .86 

R8 .84 

信心 C10 .82 1137.66 6 .91 2.45 81.77 .89 

C11 .92 

C12 .89 

滿足 S13 .84 1292.26 6 .89 3.11 77.78 .90 

S14 .87 

S15 .92 

S16 .84 

意志 V17 .80 937.19 6 .72 2.84 70.88 .86 

V18 .72 

V19 .78 

V20 .62 

總量表 Cronbch α＝ .93 

 

茲將修正前問卷與正式問卷題號列於表 4，並列出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前之編號與項目分

析、因素分析後之編號，以利相互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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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量表修正前問卷與正式問卷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前後之題項編號 

層面 
修正前問卷題目 

（題數） 

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

所刪除的題目 
正式問卷題目 

正式問

卷題數 

注意 A1、A2、A3、A4(4) A4 A1、A2、A3 3 

關聯 R5、R6、R7、R8(4) R6 R4、R5、R6 3 

信心 C9、C10、C11、C12(4) C9 C7、C8、C9 3 

滿足 S13、S14、S15、S16(4) - S10、S11、S12、S13 4 

意志 V17、V18、V19、V20(4) - V14、V15、V16、V17 4 

 

四、資料統計與分析 

（一）專家效度 

測量工具的「效度」是指工具可否實際反應出所欲檢測的抽象概念，也就是指測量工具是

否能正確測量所欲測量的現象。「內容效度」是以量化的方式顯示專家對於測量工具內容同意的

程度（Waltz, Strickland, & Lenz, 2005）。在本研究中指標的適用程度採取篩選題目的標準是：凡

經專家小組挑選「保留」，其百分比達 80%，則原題目文字不修改，予以保留；若專家小組挑選

「保留」，其百分比達 60%，同時其與「修改後保留」之百分比合計達 85%以上，則修改題目

文字後，予以保留；不合以上比例者，則予刪除。以確保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計量品質。 

（二）平均數和標準差之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平均數及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瞭解高中生知覺 CLIL 教學在學習動機各層面之

得分情形。 

（三）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檢定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量表各層面之差異情形。 

（四）t 檢定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檢定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各層面和整體分數之差異情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以下分別就學習動機現況，以及不同背景變項之受試者在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之差異，

進行分析。本研究係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屬於評分式加總量表，分析時，題項中的每一個回

答選項皆給予一個數值，從非常符合 5 至非常不符合 1，以代表高中生對該題項之認同程度（陳

寬裕，2017），分數愈高代表該層面之得分愈高。吳明隆與張毓仁（2018）認為，依 Likert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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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判斷標準：平均數 1.80 以下為低等程度、1.81～2.60 為中下程度、2.61～3.40 為中等程

度、3.41～4.20 為中上程度、4.21 以上為高等程度。本研究即採吳明隆與張毓仁（2018）的判

斷標準，若是平均數或 F 值差異值達到顯著差異，則進一步求出效果值（ω2）的大小與統計考

驗力（1-β）。效果值若小於或等於 .06 為低度關聯強度、大於或等於 .14 為高度關聯強度、大

於 .06 小於 .14 為中度關聯強度（吳明隆，2016）；依據 Kirk（1995）的標準，1-β必須高於 .80

以上，才符合統計考驗力之水準。 

一、高中學生在 CLIL教學的學習動機現況分析 

本研究經調查結果顯示，發現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現況，如表 5。從表 5 顯示，

整體單題平均數為 3.65 屬中上等程度，介於選項「部分符合」與「大部分符合」之間，顯示高

中生在 CLIL 教學之知覺偏向正向學習動機。 

從顯著性來看，整體差異檢定 F 值為 23.88，達顯著差異，其效果值（ω2）為 .16，為高度

關聯強度。進一步以 Scheffé事後比較，結果顯示以滿足層面為最高，而以注意層面為最低。 

表 5 

學習動機量表各層面現況分析（N=495） 

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單題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ω2 1－β 

1.注意 10.16  2.45 3.39 .81 

23.88*** 

4>2 

4>3 

5>1 

2>5 

.16 1.00 

2.關聯 11.10  2.24 3.70 .75 

3.信心 11.01  2.56 3.67 .85 

4.滿足 15.22  3.30 3.81 .83 

5.意志 14.56  3.13 3.64 .78 

整體 62.05 10.63 3.65 .63 

***p<.001 

就整體學習動機屬中上程度而言，此一研究結果與王俞蓓與林子斌（2021）、張玉芳（2020）、

Hunt（2011）等人之研究似不相符，惟與 Bower（2019a, 2019b）；Doiz 等人（2014）、Schietroma

（2019）等人之研究相符。研究者認為在高中雙語實驗班的 CLIL 教學情境中，是一種符合國

際化趨勢之教學，雖然學習的歷程具有挑戰性，但是學生對學習的期望是殷切的，所以應該會

有較高的學習動機。 

就學習動機的滿足層面較高，注意層面較低而言，研究者認為從本研究顯示：在高中雙語

實驗班的學生，其內在學習動機大多能從自我學習挑戰和自我內在增強獲得滿足；而其外在動

機也大多能從教師的回饋和酬賞等獲得滿足感，因此學習動機的滿足層面會較高。至於學習動

機的注意層面較低，可能與 CLIL 教學是一種新樣態的教學，教師大多是 CLIL 教學的新手，與

過去在非 CLIL 之學科教學的多年經驗下，能在教學歷程的各項活動階段，充分運用與學生之

生活經驗熟悉或相關教材，來吸引學生專注學習的教學經驗似乎有所差異。因此 CLIL 教學的

教師專業成長仍有進一步規劃辦理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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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性別之高中學生在 CLIL教學的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之高中學生知覺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在各層面與整體之差異摘要表如表 6，從表

6 顯示：男生整體平均數為 3.62，屬中上程度；女生整體平均數為 3.67，屬中上程度。女生學

習動機雖然高於男生；但是 t 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 6 

不同性別高中生知覺 CLIL教學之學習動機在各層面及整體差異摘要表 

層面 性別（N）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注意 1.男生 219 3.33 .83 -1.41 

2.女生 276 3.43 .80 

關聯 1.男生 219 3.65 .81 -1.32 

2.女生 276 3.74 .69 

信心 1.男生 219 3.66 .88 -0.15 

2.女生 276 3.68 .83 

滿足 1.男生 219 3.78 .88 -0.61 

2.女生 276 3.83 .78 

意志 1.男生 219 3.63 .82 -0.16 

2.女生 276 3.65 .75 

整體 1.男生 219 3.62 .67 -0.87 

2.女生 276 3.67 .58 

 

此一研究結果和 Lasagabaster 與 Sierra（2010）之研究結果相符，與 Fernández-Fontecha 與

Alonso（2014）之研究不符。惟研究者發現本研究中女生的學習動機平均數均高於男生的平均

數，是否與諸多研究（如 Dabbagn & Khajehpour, 2011；Henry & Apelgrn, 2008；López Rúa, 2006；

Spolsky, 1989；Tragant, 2006）認為女性對外語學習比男性有更高的學習動機有關，實有必要進

一步研究探討。此外，Fernández-Fontecha 與 Alonso 認為在國小自然科學的 CLIL 教學中，男性

的學習動機比女性高，可能與男性對自然科學的學習吸引力比女性高有關，亦有必要進一步規

劃研究，例如：以不同 CLIL 教學科目為背景變項，學習動機為依變項，來探討男女性別在學

習動機上的差異。 

三、學校類別在 CLIL教學的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類別分為公立與私立。從公私立學校高中學生知覺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在

各層面與整體之差異摘要表如表 7。從表 7 顯示：公立學校整體平均數為 3.69 屬中上程度，私

立學校整體平均數為 3.52屬中上程度；t值檢定顯示注意層面與整體達顯著差異，其效果值（ω2）

分別為 .03、.01，係為低度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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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學校類別高中生知覺 CLIL教學之學習動機在各層面及整體差異摘要表 

層面 學校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ω2 

注意 1.公立 383 3.46 .90 6.40*** .03 

2.私立 112 3.13 .25 

關聯 1.公立 383 3.73 .74 1.67  

2.私立 112 3.60 .78 

信心 1.公立 383 3.70 .83 1.43  

2.私立 112 3.57 .91 

滿足 1.公立 383 3.84 .82 1.72  

2.私立 112 3.69 .85 

意志 1.公立 383 3.66 .77 1.17  

2.私立 112 3.56 .82 

整體 1.公立 383 3.69 .62 2.46* .01 

2.私立 112 3.52 .63 

註：*p< .05；***p< .001 

針對此一研究結果，雖然公立學校學生在注意層面及整體之學習動機高於私立學校學生，

惟均屬低度關聯。不過研究者認為就 CLIL 教學之整體學習動機而言，公立學校學生學習動機

比私立學校學生高，可能與國內私立高中傳統以來重視升大學，甚至升學名校或知名學系。而

升大學的考試科目大多採中文命題，CLIL 教學採英語教學，可能較無法引起私立高中學生的學

習動機有關，此一研究結果也接近張玉芳（2020）的看法。 

四、學校屬性在 CLIL教學的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屬性分為「完全中學」與「普通型高中」等二種。而不同學校屬性高中學生

知覺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在各層面與整體之差異摘要表，如表 8，從表 8 顯示：「完全中學」

學生整體平均數為 3.60 屬中上程度，「普通型高中」學生平均數整體為 3.68 屬中上程度。就學

習動機各層面而言，僅有關聯層面與滿足層面之 t 值達顯著差異，進一步求其效果值（ω2）；關

聯性層面效果值為.01，而滿足層面效果值為.01，均為低度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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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學校屬性高中生知覺 CLIL教學之學習動機在各層面及整體差異摘要表 

層面 學校屬性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ω2 

注意 1.完全中學 175 3.45 .88 1.21  

2.普通型高中 320 3.35 .78 

關聯 1.完全中學 175 3.61 .73 -2.02* .01 

2.普通型高中 320 3.75 .75 

信心 1.完全中學 175 3.63 .85 -0.80  

2.普通型高中 320 3.69 .86 

滿足 1.完全中學 175 3.69 .83 -2.30* .01 

2.普通型高中 320 3.87 .82 

意志 1.完全中學 175 3.58 .73 -1.38  

2.普通型高中 320 3.67 .81 

整體 1.完全中學 175 3.60 .58 -1.44  

2.普通型高中 320 3.68 .65 

*p< .05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普通型高中學生的整體學習動機比完全中學學生高，惟未達顯著差異，

此一結果與表 6 和表 7 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表 6 顯示性別（男生和女生）對高中學生整體學

習動機未達顯著差異，表 7 顯示學校類別（完全中學和普通型高中）對高中學生整體學習動機

達顯著差異，惟屬低度關聯。研究者認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已達 495 人，惟分析背景變項（性

別、學校類別、學校屬性）與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時幾乎未達顯著差異，可能與社會科

學研究之人群關係學派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或「觀察者效應」（observer effect）

有關（Breznau, 2016；Paradis & Sutkin, 2017；Roethlisberger & Dickson, 1939）。霍桑研究的代

表人為 E. Mayo 於 1924 年在美國伊利桑諾州的西方電氣公司執行，研究主要發現：1.行為與情

感密切相關；2.群體顯著地影響個人行為；3.群體標準型塑個別工作者的產出；4.決定產出的因

素主要在於群體標準（Lee, 2016）。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110 學年度國教署遴選的 50 所高中雙語教育實驗班學生，這些學生的

取樣類似霍桑研究中被遴選參與西方電氣公司實驗的工人，二者的實驗對象均具有尊榮感。研

究者認為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能受到下列霍桑效應的影響：1.研究對象同質性高；2.學習動機可

能受到實驗班之群體標準、群體影響個人，以及情感因素（受到尊重）所影響，導致三個背景

變項（性別、學校類別、學校屬性）在學習動機各層面和整體未能達顯著差異。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為中上程度，以滿足層面為最高，注意層面為最低 

本研究結果指出，高中學生在 CLIL 教學之學習動機現況，整體單題平均數為 3.65，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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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程度，顯示高中生在 CLIL 教學之知覺偏向正向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各層面差異檢定之 F 值

為 23.88，並達顯著差異，其效果值（ω2）為 .163，屬高度關聯強度。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發

現，其中滿足層面為最高，關聯層面與信心層面為次之，而以注意層面為最低。 

（二）高中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在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顯示，男生整體平均數為 3.62、女生整體平均數為 3.67，均屬中上程度。而女生在

學習動機各層面和整體雖然高於男生，但是均未達顯著差異。 

（三）公立高中在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高於私立高中學生 

本研究顯示，公立高中整體平均數為 3.69，私立高中整體平均數為 3.52，均為中上程度。

另學習動機之「注意」層面與「整體」達顯著差異，顯示公立學校之高中生在學習動機之「注

意」層面與「整體」層面是高於私立高中生，惟其差異屬低度關聯。 

（四）完全中學與普通型高中在 CLIL 教學之在學習動機之關聯與滿足層面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完全中學」學生整體平均數為 3.60，「普通型高中」學生整體平均數為

3.68，均為中上程度。另外在學習動機之關聯層面與滿足層面之 t 值達顯著差異；顯示普通型高

中之高中生在學習動機之「關聯」層面與「滿足」層面是高於完全中學高中生，惟其差異屬低

度關聯。 

二、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 4 點建議： 

（一）加強 CLIL 教學之教學歷程各項活動，並強化和維持學習注意力 

本研究發現：高中生在 CLIL 教學的學習動機之「注意」層面較低。研究者認為 CLIL 教學

是新興的一種教學樣態，宜運用高中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教師專業成長方式，強化 CLIL

教學之教師專業成長。尤其在教學歷程之各項活動，宜加強引起學生學習注意力和維持學習注

意力。可參考 ARCS-V 動機模式提出的注意教學策略，包含引起不一致或衝突之教學情境、提

出具體的教學目標、教學者肢體動作或語調等之變化、幽默的教學、運用問題解決式的探究學

習，以及運用角色扮演讓學習者直接參與等教學策略。 

（二）進一步瞭解男女性在不同 CLIL 教學科目之學習動機是否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高中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女生的平均數高於男生，惟未達顯著差異。

因學者 Fernández-Fontecha 與 Alonso 的研究發現在自然學科的 CLIL 教學中，男生的學習動機

比女生高，可能與男生對自然學科較有吸引力有關。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於學習動機量

表增加參與 CLIL 教學科目，除分析男女生在 CLIL 教學的整體學習動機差異之外，亦可探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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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科的男女生在 CLIL 教學的學生學習動機之差異。 

（三）繼續發展第二版本之高中 CLIL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量表施測對象因受人力、物力等因素之限制，採立意取樣，抽取教育部國教署 2021

學年度核定之中南部之部份雙語實驗高中，並未對全國 50 所高中雙語實驗學校進行施測。所發

展之量表可能缺乏穩定性，以致刪除部分題項。未來以此量表作為「第一版高中學生 CLIL 學

習動機量表」，將繼續開發第二版本，除了再增加量表題項外，將以全國高中雙語實驗學校進行

施測，並納入實施 CLIL 教學之普通班學生，以避免僅對雙語實驗班學生調查研究可能產生「霍

桑效應」的偏差結果。且注意題項之文字描述，讓受試者能更加瞭解文字內容，避免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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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參與融入情境設計的機器人 

體驗活動之學習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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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以高中科學科技園遊會中的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為研究場

域。研究者將活動場地佈置送餐機器人之情境，比較參與活動學生對知識保留及學習

興趣之差異。在高中的資訊科技課程，因為有教授程式設計，與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

關聯性高，因此本研究將學生之資訊科技課程學習成績作為調節變項，探討其中關係。

本研究取得一般組 165人、實驗組 174人學生資料，共計 339人進行研究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1）兩組學生雖未在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未具顯著差異，但多元迴歸分析

顯示學習興趣對知識保留有小效果量之預測效力；（2）學生資訊科技學習成績高低分

組在個人興趣、情境興趣、學習興趣有顯著差異；（3）情境興趣組學生知識保留與情

境興趣及學習興趣間雖屬弱相關但仍具顯著，以多元迴歸分析情境興趣及學習興趣可

以顯著預測知識保留，顯示情境設計對學生學習仍具有部分功能。（4）資訊科技課程

學習成績於本研究未具調節效果。受限園遊會的活動設計，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活動

設計策略來探討學生知識保留因素及對學習興趣之影響，藉此提升學生在學習活動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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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Robotics Experien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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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using a robotics promotion activity in a 

high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rden tour as the study site. The researcher set up the 

activity site with a food delivery robot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retention 

and interest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he IT course in high school has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robotics promotion activities because of the programming taught, so 

the study used students' IT course performance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In this study,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65 students in the general group and 

174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a total of 339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nowledge retention and learning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earning interest 

had a small predic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retention.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rsonal interest, situational interest, and learning interest between students' high and 

low IT learning achievement groups. (3)Althoug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extual 

interest, contextual interest, and learning interest was weak, it was still significant,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ntextual interest and learning interes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knowledge retention, indicating that contextual design still has a partial function 

on student learning. (4) There is no moderating effect of IT course performance in this 

study. With the limitation of the activity design of the garden party, it is suggested that 

different activity design strategies can be used in the futur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students' knowledge retention and the influence on learning interes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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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學校教育上，除了正式的課程教學，亦會辦理多元的活動，讓學生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

進行多方面的學習，培養其他興趣、增廣見聞，增加學生在正式課程之外的學習收獲。研究者

服務的學校每年定期辦理科學科技實作闖關活動，參與的學生會選擇每個關卡進行實作活動，

學生在活動中學習了科學或科技的知識，而完成各關卡任務者，會得到各關卡的蓋章證明，集

滿所有關卡蓋章可以兌換獎狀，藉以鼓勵學生的參與學習。研究者協助這科學科技實作闖關活

動多年，主要設計機器人實作活動，讓學生了解機器人的概念知識。活動是一個簡單機器人任

務，學生必須編輯一個簡單程式，讓機器人運行至指定地點。闖關活動是利用學生下課時間至

活動地點進行，所以完成闖關活動的時間不能太長，通常在 10-20 分鐘內可以完成任務。 

這類活動雖可以豐富學生的學習，但是活動的品質或是成效如何？應如何評估？短時間完

成的學習任務，對學生會產生學習的成效嗎？學生能將活動的內容記憶起來嗎？依 Bloom 的認

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分為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六個歷程

（Krathwohl, 2002），在這六個歷程中，記憶為簡單的層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必須先將知識記

憶，才有後續高層次的學習成效。所以研究者計畫先以學生對活動後的知識保留（knowledge 

retention）為研究變項。 

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模擬真實環境，讓學習者與真實環環的連結，提供了學生學

習正向的感受（Ü nal & İnan, 2010）。辦理活動若融入情境學習策略可以增加學習的成效嗎？例

如，關卡導入情境的設計，可以增加學生的記憶嗎？機器人科技愈來愈成熟，應用也愈來愈多

元，融入實際使用的現況，對於學生闖關實作是否有所助益呢？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關卡設計有

什麼相關性呢？這些都是研究者在辦理多次活動後想要探究的問題。另外，學生的資訊科技課

程包含了程式的學習，與闖關的內容具有關聯，為了解其中的影響，研究者以其為調節變項，

探討其中的關係。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不同關卡設計對學生活動後知識保留的影響。 

二、探討不同關卡設計方式對學生學習興趣的影響。 

三、探討不同關卡設計，學生資訊科技學業成績對知識保留是否具有調節效果。 

四、探討不同關卡設計，學生資訊科技學業成績對學習興趣是否具有調節效果。 

五、探討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之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知識保留與情境學習 

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說明人類在環境中如何經由感官覺察、注意、

辨識、轉換、記憶等內在心理活動，吸收並運用知識的歷程。Atkinson 與 Shiffrin（1968）指出

訊息的接收分為三階段：感官收錄（sensory stores）、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與長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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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long-term memory），而知識保留與長期記憶有關，學習過程的目的是在記憶中構建知識（Dös, 

2015）。人類的記憶結構可分成感覺記憶（sensory memory）、注意、知覺（senses）、短期記憶

與長期記憶五個不同的層次（Gagne, 1985），當接收到外來刺激時，經由感官收錄最原始的訊

息是為感覺記憶。但因為學習者瞬間可以接收的訊息有限，並非所有的外來刺激都是存在感覺

記憶，學習者只會選擇對自己重要、有意義或有有興趣的部分，然後轉換編碼成短期記憶。短

期記憶約持續 5-20 秒即逐漸消失（Craik & Lockhart, 1972），而長期記憶容量是無限大的（Sweller 

et al., 1998），長期記憶能保持幾天到幾年的記憶（陳坤淼、王明仁，2010），因此長期記憶才是

學習的目的，可作日後知識的檢索及在類似情境的學習遷移。長期記憶分為三種：1.程序性記

憶（procedural memory）：主要是透過實際操作而學得的行動性記憶，像是騎腳踏車。2.陳述性

記憶（declarative memory）：是指事實性或自己生活經驗的記憶，也是學校知識的主體。3.策略

性記憶（strategies memory）：學習如何透過策略對自己的學習狀況自我監控（張春興，1994）。 

短期記憶進入長期記憶是利用記憶策略，也就是使用一些特殊技巧或設計（Ashcraft, 1989）。

在記憶的現象中，Craik 與 Lockhart（1972）提出處理層次論（levels-of-processing theory），指

出受試者將要記憶的項目意義化或精緻化（elaboration）的程度而言。記憶的深淺由處理層次的

深淺而定；對刺激處理的時間較久，處理的層次會較深，也就較不容易遺忘；而對學習者而言，

高度熟悉有意義的刺激，比無意義的刺激較不容易遺忘。然而，更深層的處理要花更長的時間。

由處理層次論的主張來看，學習與記憶的瓶頸在於未能針對要記憶或學習的材料進行深層的處

理，如果能對材料進行有意義的聯想、組織，則該訊息越容易保留下來。 

為增進長期記憶，心理學家提出五種策略，包含多重編碼策略（multiple coding method）

（Grimmett, 1983）、軌跡法（loci method）（Bellezza, 1981）、關鍵字法（keyword method）（Atkinson 

& Raugh, 1975）、主觀組織法（subjective organization method）（Koriat et al., 1998）、情境助憶法

（contextual facilitation）（Koriat et al., 1998; Roberts, 2007）。這五種策略可以幫助學習者詮釋外

來刺激所要傳達的概念，之後再輔以有組織的編碼。因此，有意義的訊息會被學習者作進一步

的處理，使學習者所接收的訊息能傳達至長期記憶區，並獲得充分的深層處理，將有助於提升

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情境學習是提供替代性學習活動和環境，用以增強和改善學生的理解和知識保留。情境學

習結合替代活動（遊戲，練習和模擬）的價值，以激發學生對教育環境的興趣，增強知識的轉

移，提高學習的保留率（Chow et al., 2011）。 

根據 Lave 與 Wenger（1991）的觀點，學習不是只有將抽象的知識由教學者傳授給學習者，

而是知識共同建構的社會過程。情境學習強調學習應該建構在真實的案例上，以學習者為中心，

讓學習者在自然的學習環境中，有身歷其境的感覺，教學者則是從旁協助，幫其搭建適當的鷹

架，引導學習者主動學習，因而建構實用的知識。Stein（1998）曾定義課堂中的情境學習環境

（SLE）必須包含四個關鍵要素：內容、情境、群體交流與積極參與。Wang 等人（2021）以

Stein 定義之 SLE 四個要素進行機器人技術教學，研究結果顯示教學成效良好，學生對於情境學

習的機器人教育教學法有效地學習機器人知識。 

情境學習強調學習活動的真實性，可以讓學習從行動中反思具有的知識與經驗（C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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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2010；Gaba, 2007）。Suchman（1987）則提出「情境行動」（situated action）的觀點，認

為知識中的許多概念須靠實際的經驗來揣摩，由實際的活動中才能理解其含意，若知識脫離使

用情境，則學習就變成抽象符號的遊戲。亦即知識的產生是透過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建構而來的，

透過自然的情境觀察、模仿及一連串的實際活動，經過不斷的試驗、探索、操弄、反思、及修

正等歷程，學習者會逐漸熟稔發現困難與問題，並建構新知識或技能來解決情境問題（Brown et 

al., 1989；Gaba, 2007），所以「情境」於學習過程中具有線索、指引與增強保留之功能，學習者

對於知識的詮釋與理解會因身處在社會文化中，在真實的情境脈絡裡，藉由與他人互動，自然

而然地建構個人有意義的新知及技能。在教師或專家情境教學示範、問題解決策略導引，提供

學習鷹架，引導學習者藉實際情境案例學習問題探究與解決，在這些實際體驗經驗活動來習得

知識、情意或技能。 

情境學習過程可以是操作性的、實驗性的實作體驗學習，是可創造真實互動的學習環境，

讓學習者在安全環境下，透過參與、回饋與反思活動（Cant & Cooper, 2010；Ramsay et al., 2008；

Sharpnack & Madigan, 2012），其教學特色為設計與實際情境人、時、物相似擬真學習環境，強

調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互動過程引導學習者反思，藉由情境融入滲透後的審視回顧

（debriefing），從不同觀察者所察覺學習者反應與行為並進行討論，在互相交換資訊，老師提

供結構是回饋來促進有效學習（Goudreau et al., 2015）。真實情境脈絡設計變成有意義的學習，

是能引發學習者主動追求新知的欲望，對學習者學習有很大啟發功能（Rourke et al., 2010）。 

情境學習的概念強調人們獲取知識的方式會受到社會和情境的影響（Brown et al., 1989）。

情境學習是一種體驗的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學習、是與社會互動的學習，其教學學

習內容應取材自真實情境或案例，讓學習者實際運用知識，才能瞭解到所學的知識具有意義及

價值。多篇研究證實情境學習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Efe et al., 2011；Wu et al., 

2010）。基於情境學習的教育技術的應用和研究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二、學習興趣 

興趣的定義是參與某些活動或物體接觸心理狀態的傾向（Hidi & Renninger, 2006）。興趣影

響學生的注意力，毅力和自我調節，藉由感知能力、設定學習目標等引發動機來引導學習（Ainley 

et al., 2002）。興趣和個人目標已被確定為影響個人學習成效的兩個重要動機因素，興趣會引響

注意力讓學習者願意投入更多心力學習而提升學習成效。有非常多的研究指出，在課堂環境中，

興趣與學習成績的提高相關，興趣對學習成績指標有顯著影響（Ainley, 2012；Krapp & Prenzel, 

2011）。學習興趣是潛在的特質，學習興趣有助於動機的產生。學習興趣是指個人積極參與學習

活動，將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學習活動中，滿足追求知識之內在需求（Pintrich & Schunk, 

2002）。Hidi（2006）認為學生受到學習興趣的影響，可以使學生克服學習能力上的缺陷，並願

意投入時間繼續學。學習興趣具有領域特定（domain-specific）或是科目特定（subject-specific）

的性質，學習興趣會受到不同領域經驗脈絡而影響（Krapp, 2005）。因此，學習興趣對於個人有

著引導的作用，當學生對於特定領域學科具有興趣，可能會驅使其持續在這個領域學習，同時

具有較高的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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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分為個人興趣與情境興趣（Krapp, 1992；Schraw & Lehman, 2001）。個人興趣是人

們對事物、事件或思想持有的穩定而持久的偏好（Hidi & Renninger, 2006），是針對特定主題且

具持久性的內在特質。個人興趣取決於個人活動和知識領域的某些偏好，這些偏好是在個人發

展過程中產生的。情境興趣則是教學者引發學生，對於課程認知產生變化的暫時性學習興趣。

情境興趣具有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的功能，使其持續投入，學生在參與學習以及問題解決的認知

功能增強表徵（Hidi, 2006），個人興趣在學習上具有保持注意力的功能（Hidi & Harackiewicz, 

2000）。情境興趣是一種由環境特徵（如相關性，與目標的聯繫，喚起性或顯著性）在瞬間引起

的興趣類型（Hidi & Renninger, 2006），藉由外在觸發。一旦觸發，隨著學生繼續參與教學環境，

情境興趣就可以隨著時間保持。在發展情境興趣時，學習環境的激勵條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情境興趣可以分為兩個子類別：特定於情境的興趣（由於普遍的動機條件而產生）或現有個人

興趣的更新。因此學習素材的趣味性，可能會引起對此對象的情境興趣（Krapp, 1992）。通常個

人興趣是內在特質，而情境興趣是外在觸發引起，因為個人興趣具有情感成份，在教學上，可

以藉由個人興趣來引起情境興趣的產生。 

Bos 等人（2001）對學習成就的研究發現，學生對科學學習具有學習興趣者，學習成就表

現較好。Wilkins（2004）的研究則發現，學生有較高的學習興趣，就有較高的學習成就表現。

Bråten 與 Strømsø（2006）的研究則發現，文本處理策略觸發學生情境興趣，容易吸引女生學習

科技的興趣，因此在實作的主題說明上可以採用文本處理策略。總之，學習興趣為學生對任務

願意投入時間與努力的態度。學生若學習興趣愈強烈、主動積極、成就動機高、願意完成任務

的態度積極，對事物完成的自信心會愈高，愈想完成任務的態度，代表學生對該任務產生興趣。 

三、體驗活動與機器人教學 

Dewey（1938）認為個人成長過程中，若要產生學習或是行為調適，「直接式經驗」（Direct 

Experience）是很重要。體驗活動可以提供觀察及實作，讓個體可以產生抽象概念並加以類化。

體驗教育主要目的為藉由體驗歷程去達成教育目標（劉恬妏、蔡居澤，2016）。在體驗教育的學

習理論中，Kolb（1984）的四階段模式具有整體性及多維度發展的理論基礎。四階段依序為（1）

具體經驗化：具體的經驗；（2）反思觀察：觀察與省思；（3）抽象概念化：彙整觀念並形成結

論；（4）主動實驗求證：將結論應用於新環境中。體驗活動具有前述功能，提供真實情境，讓

學習者主動學習，是實行學習活動很好方式，但在過去國內學術界鮮少學者進行針對體驗活動

在教學成效之評估（陳淑敏等人，2021）。 

機器人逐漸走入人類生活中，在學校教育上也有愈來愈多的應用。教育機器人應用可以分

個二個主題：機器人技術和計算機教育教育（技術教育）及非技術教育 （語言學習及科學教育）。

機器人教學首先先進行程式編寫的初步介紹（入門階段），然後進行讓機器人運行（進階階段）

的實作，以此來進行機器人技術教學（Mubin et al., 2013）。在教育方面，機器人技術的教學提

供中很多效益（Filippov et al., 2017），被列為第二重要的應用（Cheng et al., 2018）。趙嘉浩等人

（2017）則指出機器人課程可以培養批判思考、問題解決、溝通討論、協同合作及創造創新等

五大關鍵能力。目前在高中階段，推動機器人技術的學習主要有三種方式：科技領域課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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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及社團活動。學習內容主要是程式設計及機構結構設計方面 （王裕德等人，2012；張基

成、陳怡靜，2018；趙嘉浩等人，2017）。科技領域課程為培養學生「設計思考」及「運算思維」 

的知能， 設計思考強調「做、用、想」的能力，養成學生動手做的能力，運算思維則為培養學

生邏輯思考及系統化思考（教育部，2018）。依科技領域課程推動目的，含有程式設計及機構結

構設計機器人學習非常符合作為媒介的教具。 

根據 Xia 與 Zhong（2018）調查 K-12 中教授和學習機器人技術內容知識的實證研究，其分

析 22 篇 SSCI 期刊論文，結果表明（1）大多數實證研究持續時間不超過兩個月，樣本量較小，

最大的樣本群體是小學生，大多數研究使用樂高機器人；（2）半數以上的研究進行了非實驗性

研究設計。雖然，這 22 篇論文呈現機器人教育在 K-12 中有巨大的教育潛力，但在某些情況下，

機器人教育並未顯著改善學生的學習。而目前國內高中機器人學習進行實驗研究者有王裕德等

人（2012）及趙嘉浩等人（2017）。王裕德等人（2012）以機器人融入程式設計教學進行準實驗

研究。探討對女高中生學習程式設計成就及態度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問題導向機器人程式設

計課程後程式設計態度有顯著提昇，機器人來學習程式設計較能瞭解程式的作用且較能引起學

生學習動機及興趣。而趙嘉浩等人（2017）的研究則是透過機器人課程中不同程度之鷹架教材，

探究對高中生關鍵學習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呈現兩組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無

顯著差異；但在協同合作能力、創造創新能力及溝通討論能力三面向發現低程度鷹架教材反而

具有較正面的影響。本研究針對高中學生進行融入情境設計探討學生機器人體驗活動知識保留

之準實驗研究，將可補足機器人教育研究的缺口。在王裕德等人（2012） 的研究中，其以機器

人有無融入進行程式設計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之準實驗研究，研究結果呈現中在學

習成效並無顯著關係，但有融入機器人進行程式設計課程較能引起學生動機及興趣。 

在機器人的類型中，移動機器人具有各式各樣的應用，例如幫助人類在軍事、醫療、救災、

商業服務等方面（Antony & Sivraj, 2018），因移動機器人在整個機器人世界中佔有重要地位，

幾乎遍布各地：從太空探索到超級市場。這就是為什麼控制移動機器人的任務在機器人世界中

最常見的原因（Filippov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機器人教育推廣體驗活動時，採用移

動式機器人程式設計為主題，而情境設計為送餐機器人之任務，參加者以完成機器人進行路徑

移動，完成送餐任務。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情境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臺灣某女性高中辦理為期一週之科學科技園遊會活動為研究場域，此科學科技週

活動辦理方式為由數學科、物理科、化學科、地球科學科、生物科、生活科技科、資訊科技科

等學科設立主題活動攤位，讓學生於課餘時間參觀，增加學生對科學及科技知識，提升學生學

習科學科技興趣。生活科技科的主題活動為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此活動內容主要讓學生了解

機器人組成的概念知識並實際完成一段機器人程式。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設計實驗組及對照組場地，教育機器人使用 LEGO Mindstorms N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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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場地為融入情境設計，將場地設計為自動送餐車的佈景，機器人亦作自動送餐車的裝飾，

題目任務為進行自動送餐機器人路線移動；而對照組則是一般設計，場景不作任何裝飾，機器

人為原始狀態。實驗組及對照組的任務是相同的，只是情境組特別針對任務文本及設備場地進

行情境模擬設計。本研究樣本之學生為自由參與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學生，探討其個人興趣、

情境興趣及一般或融入情境設計在活動知識保留之影響。在王裕德等人（2012）的研究中，可

以看出機器人程式設計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的關係，在課綱中資訊科技課程的主

要學習內容為「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台」、「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資訊科技應

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由於學習內容與機器人程式設計的關聯性高，因此本研究將加入

學生資訊科技科成績為調節變項探討其影響。研究架構如圖 1。 

理想的保留研究應在學習期後立即測量學生的表現，然後在以後的時間針對這些相同的學

生進行後續測量，而在保留間隔期間不得再接觸研究範圍的知識資料（Deslauriers & Wieman, 

2011）。Custers（2010）指出知識保留並未有統一的衡量標準。本研究知識保留係指學生在活動

後相隔時間之闖關知識記憶留存比例。在 All 等人（2016）的研究中建議教育研究中所需的最

低 "長期 "評估是兩個星期，理想的情況是三到六個月，而在 Yang 與 Chen（2021）基於數學

遊戲學習的保留研究中，則選擇於兩個星期後作延宕測試評估學習保留情況。參閱文獻，考量

本研究體驗活動於五月中辦理，學生於七月放暑假，在符合專家相隔時間建議的考量上，本研

究將以一個月為評估期。本研究知識保留是指活動後一個月讓學生再次填寫闖關時所填的學習

單，以此答對比例作為「知識保留」依變項。在保留的一個月期間，學生並未接觸與究研究範

圍的知識資料。另外為避免猜題或是記憶選項問題造成研究誤差，有二種方式因應：（一）為避

免學生以猜題方式填寫，於進行說明填寫指導語時，特別向填寫學生強調「請勿以猜題方式填

寫，若有無法填寫情況，請以空白跳過處理」。（二） 避免學生記憶選項的處理方法則是將選項

改變，避免與首次的學習單相同。 

另外依變項「學習興趣」為採用「學習興趣」量表所測得的分數，此量表分為二個分量表：

「個人興趣」及「情境興趣」。調整變項「資訊科技科成績」為學生所修課程的學期成績。 

圖 1 

研究架構圖 

 

  

自變項 

關卡設計 

（1） 融入情境設計 

（實驗組） 

（2） 一般設計 

（對照組） 
依變項 

知識保留 

調節變項 

學生資訊科技科成績 

依變項 

學習興趣 

1.個人興趣 

2.情境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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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欲進行融入情境之準實驗研究，探討不同關卡之情境設計對學習興趣及知識保留之

影響。王裕德等人（2012）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機器人程式設計的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學習

興趣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假設模式，包含關卡設計（自變項）、知識保留（依變項）、學

習興趣（依變項），並將學生之資訊科技科目學習成績設定為調節變項。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

如下： 

（一）不同關卡設計參與學生，其知識信念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關卡設計參與學生，其學習興趣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關卡設計參與學生之資訊科技學業成績對知識保留具顯著調節效果。 

（四）不同關卡設計參與學生之資訊科技學業成績對學習興趣具顯著調節效果。 

（五）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有顯著相關。 

三、實驗流程 

本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的參與對象由高中學生自由參加，活動為期六天，前三天為控制組

（一般組）場地設計，後三天為實驗組（情境組）場地設計。參加的學生經由在場人員說明及

參閱海報內容了解活動任務、機器人知識，然後參加學生必須填寫學習單。在完成活動的 30

天後，再請學生填寫相同的學習單。實驗流程如圖 2。 

在控制組的研究設計上，提供現場海報供闖關學生參閱並透過學習單引導學生了解機器人

程式知識，經由現場人員簡單說明活動任務後進行體驗活動。活動的任務為撰寫一程式讓機器

人由起點順利運行至終點。實驗組的研究設計與控制組的差異是作任務文本情境化及場地情境

佈置。任務文本即是以目前普遍的餐食外送為例，完成食物由餐廳送至住家的送餐機器人之任

務。設備則是藉由模擬外送機車之送餐機器人外觀（取名為 food robot），場地則是佈置為模擬

道路之情況。實驗組（情境組）將藉由任務文本及設備場地的模擬情境設計，此亦符合學生之

生活經驗。以上研究設計將探究任務文本與任務場地情境佈置與控制組之學習興趣是否有差異，

並進而探討知識保留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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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驗流程 

 

 

 

 

 

 

 

 

 

 

 

 

 

 

 

 

 

 

 

 

 

 

 

 

四、研究工具 

依據上述研究架構及實驗流程的設計，本研究工具主要包含學習興趣量表及學習單，以下

分別說明工具發展及信效度考驗。 

（一）學習興趣量表 

學習興趣量表為依據上述文獻自編量表，將學習興趣分為「個人興趣」及「情境興趣」二

個分量表，「個人興趣」是指「引導學生長期投入科技領域學習的內在特質傾向，能引領學生長

期、持續地投入科技領域的學習工作。更進一步，可引導學生長期投入學習的內在特質傾向表

現在外的學習型式，如學生自我要求學習任務的品質、持續努力、不畏挑戰等」。例如第 4 題「在

選擇社團或課程時，我會優先選擇科技相關的主題」。而「情境興趣」則為「受外在環境影響而

使學生產生的短暫不穩定興趣，因此情境興趣可以透過教師的刻意營造安排，使學生獲得某特

定領域的學習興趣，如經由教材選擇編排、課程活動設計、課室情境安排等影響學生的情境興

趣」。例如第 13 題「在接觸關卡提供的機器人知識後，會讓我想要更深入學習機器人」。 

量表題目分別為 8 題及 6 題，共 14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方式設計，經二位高中教師及二

位大學教授共四位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審查，並透過項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建構

量表之信度。總量表之 α 係數為 .92、α 係數 95%信賴區間[ .91, .92]；第一分量表、第二分量表

控制組（165 人） 實驗組（共 174 人） 

填寫一般學習單 

完成機器人關卡任務（操作） 

一般關卡設計 融入情境關卡設計 

延宕填寫學習單（一個月後） 

質性資料搜集 

參與活動學生（共 339 人） 

填寫情境文本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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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α 係數分別為 .91、.92；二個分量表的 α 係數 95%信賴區間分別為[ .89, .92]、[ .91, .93]。依

據以上各分量表及總量表的 α 係數，總量表、第一及第二分量表皆符合信度評判評判標準為良

好之程度。而本量表於預試量表一個月後以原受試學生（樣本 339 人）進行重測信度考驗，採

用積差相關分析，依據研究結果，其中第一分量表「個人興趣」與「重測個人興趣」的 Pearson

相關係數 r（337）= .63，p< .001，達顯著相關；第二分量表「情境興趣」與「重測情境興趣」

的 Pearson 相關係數 r（337）= .52，p< .001，達顯著相關；總量表「學習興趣」與「重測學習

興趣」的 Pearson 相關係數 r（337）=.52，p< .001，達顯著相關；「情境興趣」與「重測情境興

趣」的 Pearson 相關係數 r（337）= .58，p< .001，達顯著相關；本量表重測信度存在顯著的正

相關，因此本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測信度。 

（二）學習單 

本研究學習單內容包含讓學生了解機器人移動程式的概念知識共 7 題，及引導學生完成

活動任務的程序知識共 5 題。學習單內容經二位高中任教科技之教師及二位大學相關領域教

授共四位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審查。學習單目的在引導學生完成體驗活動，包含三個

部分：（一）認識機器人程式語法、（二）想一想：區塊中的指令完整的意思、（三）關卡任務

程式為何。此三部分循序漸進引導學生認識簡單機器人移動語法、指令及完整程式。因為活

動的主要目的為體驗及推廣機器人學習，為避免學生對填寫過多文字的排斥，因此學習單的

填寫為填入數字選項。學生在現場人員的引導及參閱現場陳列海報的說明下，先完成學習單，

然後實際操作。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習單三個部分相同，但實驗組的學習單開頭增加任務文

本說明：「機器人已由工業應用慢慢進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吸塵機器人已經是很成熟的

產品，藉由路徑行走及吸塵機構可以幫忙清掃居家環境。本關卡藉由簡單送餐機器人程式體

驗實作，任務將食物由餐廳送至住家。想一想，如果妳（你）是機器人設計工程師，妳（你）

想設計什麼功能的機器人呢？」 

五、質性資料收集與分析 

因為園遊會性質的關卡體驗活動，時間短暫且闖關學生眾多，不易要求學生填寫過多文字

資料，因此本研究質性資料將採自願樣本方式收集，收集自願填寫活動收獲或心得學生之開放

性資料。資料參考戴文雄等人（2016）分析步驟進行質性資料編碼分析，由於質性資料收集有

限，本研究之質性資料僅作為量化數據之補充解釋。質性資料依據收集目的，分為及「闖關收

獲」及「闖關心得」二部分。編碼為研究者針對學生填寫內容進行初步編碼，再與相關領域教

授討論，經確認無誤後完成編碼作業，編碼內容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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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質性資料編碼表 

項目 編碼代號 定義 說明 

活動收獲 1-1 學習程式知識 學生提及學習程式相關技能 

1-2 具有成就感 學生提及獲得成就感 

1-3 反思特質 學生提及活動需要「細心」、「耐心」特質 

活動心得 2-1 活動有趣、迷人 學生提及活動具有樂趣、好玩、迷人 

2-2 活動新奇 學生提及活動具有奧妙、新奇、很酷 

2-3 想法改觀 學生提及原本認為活動無趣，體驗後覺得有趣 

2-4 最喜歡機器人關卡 學生提及最喜歡機器人關卡 

2-5 設計程式很難 學生提及程式設計難、不容易、看不懂、複雜 

2-6 進階學習機器人 學生提及想進一步認識了解（接觸）機器人（程式）

相關領域知識 

 

圖 3 

學生填寫活動收獲範例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場域及對象有其限制，茲說明如下。因研究之場域為園遊會性質，學生下課時自

由參加。本活動依場地設計前三天及後三天分別為控制組（一般組）及實驗組（情境組），參與

前三天及後三天之學生依序分發為控制組及實驗組學生。雖然控制組及實驗組學生並非實驗前

的隨機分配，但學生以參加一次為限，且學習單及問卷均為記名方式，已剔除重覆參加學生。

本研究結果因研究場域限制將無法推論其他教學活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關卡設計對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之影響 

為了解活動的關卡設計一般組及情境設計對學生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之差異情形，本研究

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控制組與實驗組在學生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之差異。由表 2 可知，

雖然實驗組（情境組）學生在知識保留的比例平均數為 79.21%優於控制組（一般組）學生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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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保留的比例平均數 77.93%，但是 t 檢定的結果是-0.63，p= .53，未達顯著差異，表示不同關

卡設計（一般組及情境組）在知識保留未有明顯差異。 

在學習興趣方面，首先分析（1）分量表「個人興趣」：實驗組（情境組）學生的單題平均

分數為 3.33，而控制組（一般組）學生的單題平均分數為 3.42，t 檢定的結果是 1.18，p= .24，

未達顯著差異。在（2）分量表「情境興趣」方面，實驗組（情境組）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3.92，

而控制組（一般組）學生的單題平均分數為 4.02，t 檢定的結果是 1.28，p= .20，未達顯著差異。

而在總量表「學習興趣」方面實驗組（情境組）學生的單題平均分數為 3.58，而控制組（一般

組）學生的單題平均分數為 3.68，t 檢定的結果是 1.49，p= .14，未達顯著差異。分析本研究不

同關卡設計（一般組及情境組）無論在分量表「個人興趣」、「情境興趣」及總量表「學習興趣」

未有明顯差異。 

表 2 

關卡設計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獨立樣本 t檢定結果 

變項 

一般組 

(n=165) 

情境組 

(n=174) t p 
95% CI 

Cohen's d 

M SD M SD LL UL 

記憶 77.93% 18.81 79.21% 19.02 -0.63 .53 -5.33 2.76 -.07 

（1）分量表 

個人興趣 

3.42 0.67 3.32 0.66 1.31 .19 -0.05 0.24 .14 

（2）分量表 

情境興趣 

4.02 0.65 3.93 0.74 1.28 .20 -0.05 0.25 .14 

總量表 

學習興趣 

3.68 0.57 3.58 0.61 1.49 .14 -0.03 0.22 .16 

 

二、不同關卡設計及學生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對知識保留之影響 

為了解活動的關卡設計（一般組及情境設計）及學生資訊科成績高中低分組對學生知識保

留之差異情形，採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自變項間關係。由表 3 可得知各變項的敘述統計

資料，依據表 4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

得結果分析如下，不同關卡設計及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交互作用不顯著。接著各自針對「不同

關卡設計」及「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進行主要效果考驗，由統計分析結果得知，亦未達到顯

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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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獨立樣本雙因子（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變異數各細格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 
列總和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關卡設計 

一般組 個數 40 71 54 165 

平均數 75.00% 78.17% 79.78% 77.93% 

標準差 16.67% 19.13% 19.93% 18.81% 

情境組 個數 63 69 42 174 

平均數 75.93% 80.07% 82.74% 79.21% 

標準差 20.42% 16.43% 20.44% 19.02% 

行總和 

個數 103 140 96 339 

平均數 75.57% 79.11% 81.08% 78.59% 

標準差 18.97% 17.81% 20.10% 18.90% 

（依變數：知識保留） 

表 4 

獨立樣本雙因子（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ω2 

關卡設計 299.25 1 299.25 0.84 .36 0 

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 1669.29 2 834.65 2.34 .03 .01 

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

高中低組 

49.45 2 24.73 0.07 .93 0 

誤差 118845.75 333 356.89    

總和 120772.29 338     

（依變數：知識保留） 

三、不同關卡設計及學生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對學習興趣之影響 

為了解攤位關卡設計（一般組及情境設計）及學生資訊科成績高中低分組對學生學習興趣

之差異情形，採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變項間關係。以「學習興趣」為依變數進行分析如

下。 

由表 5 可得知各變項的敘述統計資料。依據表 6 獨立樣本雙因子（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

高低分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可知結果如下，不同關卡設計及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的單純主要

效果可知，F（2, 333）=1.24，p= .29，單純主要效果未達顯著性的水準。接著各自針對「關卡

設計」及「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進行主要效果考驗，由統計分析結果得知，「關卡設計」的主

要效果考驗 F（1, 333）=1.67，p= .20，未達顯著性水準；而「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的主要效

果考驗 F（2, 333）= 5.41，p= .01，達到顯著性的水準。 

由於「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的主要效果考驗達顯著性的水準，且因各組的變異數同質，

故接續採用 scheffe 進行事後比較。事後比較得知，「資訊科成績高分組」學習興趣（M=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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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資訊科成績低分組」（M=48.92），其顯著性為 p= .002。計算 ω2效果值為 .03。根據

Kirk（1995）的看法，當 ω2= .01 屬於低中程度效果值。而統計考驗力（1-ß）為 .84，顯示資訊

科成績高低分組具有不錯的統計考驗力。 

表 5 

獨立樣本雙因子（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變異數各細格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 
列總和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關卡設計 

一般組 個數 40 71 54 165 

平均數 50.55 50.27 53.76 51.48 

標準差  7.78  7.99  7.66  7.95 

情境組 個數 63 69 42 174 

平均數 47.89 50.88 52.29 50.14 

標準差  9.39  7.80  7.84  8.56 

行總和 

個數 103 140 96 339 

平均數 48.92 50.57 53.11 50.79 

標準差  8.86  7.87  7.74  8.28 

（依變數：學習興趣） 

表 6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關卡設計＊資訊科成績高低分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ω2 1-ß 

關卡設計 110.76 1 110.74 1.67 .20    

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 716.56 2 358.28 5.41 .01 高>低 .03 .84 

關卡設計＊ 

資訊科成績分組 

163.97 2 81.99 1.24 .29    

誤差 22065.55 333       

總和 23188.13 338       

（依變數：學習興趣） 

四、探討知識保留與學習興趣的關係 

為探討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的關聯性，將全部樣本採用積差相關分析，來探討「知識保留」

與「學習興趣」分量表及總量表的關聯性。依據研究結果（表 7 分析摘要表），其中僅「情境興

趣」與「知識保留」的 Pearson 相關係數 r（337）= .11，p< .05，為弱相關。而「個人興趣」、「學

習興趣」分別對「知識保留」則無相關。 

分別再以一般組及情境組樣本進行積差相關分析。在一般組中，「個人興趣」、「情境興趣」、

「學習興趣」分別對「知識保留」則無相關。而情境組的分析結果（如表 8），「情境興趣」與

「知識保留」及「個人興趣」與「知識保留」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皆各為 r（172）= .18，p< .05，

為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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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綱中資訊科技課程的主要學習內容為「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台」、「資料表

示、處理及分析」，因資訊成績反應學生前述內容之學習成效。為單純主要探討自變項關卡設計

對依變項學習興趣及依變項知識保留之相關性，排除資訊成績變項影響，以「資訊成績」為控

制變項，將全部樣本採用偏相關分析，「個人興趣」、「情境興趣」、「學習興趣」分別對「知識保

留」則無相關。在排除「資訊成績」的影響後，產生與積差相關「情境興趣」與「知識保留」

為弱相關的結果不同。 

為探討情境組樣本排除資訊成績變項之影響，以「資訊科成績」為控制變項，將情境組樣

本採用偏相關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9），「情境興趣」與「知識保留」及「個人興趣」與「知

識保留」的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 r（171）= .18 及 r（171）= .15、p< .05，為弱相關。這與

積差相關的結果一致，表示無論有無排除「資訊科成績」，「情境興趣」與「知識保留」及「個

人興趣」與「知識保留」為弱相關。 

為了探討不同關卡設計之情境興趣、學習興趣是否具有知識保留之預測力，接著分別針對

控制組（一般組）樣本學生及實驗組（情境組）樣本學生進行逐步迴歸分析（如表 10），以情

境興趣、學習興趣為自變數，並以知識保留為依變數，結果發現實驗組（情境組）學生之 R2= .03、

p= .02，達顯著效果；控制組（一般組）則無顯著。依據 Cohen（1988）的經驗法則，多元迴歸

分析 R2值之小、中、大的效果量分別是 .02、.13 及 .26。因此，依據研究結果，實驗組（情境

組）學生其情境興趣對知識保留具小效果量，相對控制組（一般組）之樣本，實驗組（情境組）

學生其情境興趣仍具有知識保留之預測效力。 

表 7 

學習興趣各分量表、總量表與知識保留之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N=339） 

 1 2 3 4 

1.個人興趣 -    

2.情境興趣 .50** -   

3.學習興趣 .91** .83** -  

4.知識保留 .07 .11* .10 - 

平均數 26.96 23.8 50.79 78.59% 

標準差 5.34 4.19 8.283 18.90%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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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情境組]學習興趣各分量表、總量表與知識保留之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n=174） 

 1 2 3 4 

1.個人興趣 -    

2.情境興趣 .55** -   

3.學習興趣 .90** .86** -  

4.知識保留 .14 .18* .18* - 

平均數 26.59 23.55 50.14 79.21% 

標準差 5.28 4.44 8.56 19.02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表 9 

[情境組]學習興趣各分量表、總量表與知識保留之偏相關分析摘要表（n =174） 

 1 2 3 4 

1.個人興趣 -    

2.情境興趣 .54** -   

3.學習興趣 .90** .85** -  

4.知識保留 .12 .16* .15* - 

平均數 26.59 23.55 50.14 79.21% 

標準差 5.28 4.44 8.56 19.02 

註：控制變項：資訊科成績。 

*p< .05 

表 10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樣本 R R2 ∆R2 F p 

情境組（實驗組）學生 .18 .03 .03 5.73 .02 

註：自變數：情境興趣；依變數：知識保留。 

五、綜合討論 

本研究探討不同關卡設計對學生在機器人體驗活動後的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的影響，並以

資訊科技學業成績為調節變項，探討是否因資訊科成績表現不同，對於兩種關卡設計的學習影

響具有差異，同時分析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的相關性，以下分別就統計分析結果與學生學習心

得之質性資料分析討論。 

（一）融入情境設計的體驗活動對學生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的影響 

從上述統計結果可知是否具情境的導入，對於學生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未具顯著差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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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Wang 等人（2021）的研究結果不同，經分析有二種原因。Wang 等人（2021）的機器人課程

研究為 15 週，而本研究則約 15-20 分鐘進行機器人體驗活動，本研究在情境學習的影響效果有

限。第二個原因可從質性資料得知：一般組及情境組學生皆有反應活動有趣、迷人、新奇、機

器人為最喜歡的關卡、活動獲得成就感，推測可能原因為機器人課程學生少有接獨，因此機器

人的體驗活動本身就對學生具有吸引力。例如一般組學生反應： 

首次利用程式操作機器人，將程式碼打入，引領機器人走向終點，這是一個新

奇的體驗，讓我體會到程式的樂趣。（一般組-質性資料編碼代號 1-1、2-1、2-2） 

雖然一般組與情境組學生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未具顯著差異，但統計資料分析情境導入的

實驗組在情境興趣、學習興趣對於知識保留仍具小效果量的預測力，因此融入情境設計的學習，

仍具有部分效益。 

（二）資訊科技學業成績對於兩種關卡設計的學習影響的差異 

不同關卡設計對資訊科成績高中低組交互作用不顯著，而從學生的質性資料可能看出機器

人體驗活動引起學生程式設計學習興趣的動機，舉例如下： 

從高一上電腦課就覺得程式設計很難，所以把這關留在最後才闖。我和朋友因

為都對這個不熟悉而且打字很慢，所以花了整節下課還遲到 5 分鐘才過關。幸

好有學姐在旁邊慢慢教我們，最後竟然成功一次就過了，看到機器人自己動起

來走到終點覺得很酷！是還滿好玩的體驗！。（一般組-質性資料編碼代號 2-1、

2-5） 

我最喜歡這關機器人，不會讓人感到有壓力。對於我來說，寫程式是一件很恐

怖的事情，常常對寫程式一竅不通，覺得寫程式實在很複雜。但是透過這關簡

單地介紹，讓我覺得或許還可以再多多接觸程式設計，不再那麼抗拒！（情境

組-質性資料編碼代號 2-4、2-5、2-6） 

在一般組或情境組學生的質性資料中反應了導入機器人的程式設計學習具有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動機的功能，這與王裕德等人（2012）進行機器人問題導向程式設計課程對女高中學生學

習程式設計影響之研究結果一致。 

（三）情境組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間具有低度相關 

統計分析結果實驗組（情境組）學生習興趣與知識保留間具有低度相關，且學習興趣對知

識保留具小效果量，表示融入情境設計的學習，仍具有效益。而在情境組學生的反應，更可看

出，學生想更進一步認識機器人。舉例如下： 

……覺得自己打出程式然後讓控制的機器人達成我要的目標，很有成就感也很

神奇，以後希望可以再接觸一些。（情境組-質性資料編碼代號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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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活動讓我們了解程式設計的奧妙，和它的迷人之處，操作的過程並非一次

到達想要的結果，需經一次又一次修改和嘗試，並且要有足夠耐心和細心的觀

察每一道程式才能成功，很佩服從事這個行業的專業人士，希望能再有進一步

的認識！（情境組-質性資料編碼代號 1-3、2-1、2-2、2-6）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進行機器人體驗活動融入情境設計對知識保留之研究，經研究結果有以下三點結論，

並提出建議，作為後續研究及活動辦理之參考。 

一、結論 

（一） 不同關卡設計對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未有顯著差異，但情境組學生其情境興趣、學

習興趣具有小效果量知識保留之預測效力 

本研究經一個月延宕測驗，相同學習單內容測得一般組學生平均知識保留率為 77.93%、情

境組平均為 79.21%。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一般組與情境組在知識保留及學習興趣未有顯著差異。

這個研究結果與情境學習在多數教學研究上，對學習成效都有顯著的影響不同。作為辦理活動

且是研究者有以下觀察：最主要原因為學生參與活動的時間僅有 10-20 分鐘，情境設計對學生

產生增知知識保留之影響有限。第二個原因是此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對學生來說，是實作且新

奇的活動，活動對學生本來就有產生吸引力，這點可由學生的質性資料分析得知，不管一般組

或是情境組的學生都有反應活動有趣、迷人及新奇，這也是情境設計沒有對知識留存有顯著影

響的第二個原因。雖然情境設計沒有對知識留存有顯著影響，但經由多元迴歸分析情境組學生

其情境興趣、學習興趣對知識保留具小效果量（決定係數 R2= .03、p= .02），此結果顯示情境組

學生其情境興趣、學習興趣仍具有知識保留之預測效力。因此學習活動融入情境設計仍具有效

益，適時融入情境設計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 

（二）不同關卡設計及學生「資訊科技成績」對知識保留或學習興趣之影響 

以學生「資訊科技課程學習成績」作為調節變項進行分析，無論對知識保留或學習興趣都

未具調節變項功能。但是資訊科技成績高低分組分別對個人興趣、情境興趣、學習興趣有顯著

差異，表示資訊科技成績高者，其個人興趣、情境興趣、學習興趣高於低分者。尤其資訊科技

成績高低分組對情境興趣及學習興趣更顯示有不錯的統計考驗力。因此在資訊科技課程推動可

適當融入機器人教學活動，藉由機器人的程式設計教學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探討學習興趣與知識保留之相關性 

本研究若以全部樣本僅知識保留與情境興趣達到弱相關。若將樣本分為一般組及在情境組。

可得到情境組知識保留分別與情境興趣及學習興趣達到弱相關。而以情境興趣及學習興趣為自

變數、知識保留為依變數之多元迴歸分析顯示情境組學生其情境興趣、學習興趣仍具有知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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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之預測效力（決定係數 R2= .03、p= .02）。以上研究結果表示，情境設計仍具有部分提升情境

興趣及學習興趣之功能。因此進行學習活動設計時，可考慮融入情境設計以提高學習興趣及學

習成效。 

二、建議 

雖然情境設計在本研究中未對知識保留有顯著影響，然而並不表示在所有教學活動皆是如

此，本研究針對機器人闖關活動採情境設計有其侷限之處。經此研究，研究者有以下建議： 

（一）以移動機器人程式設計為任務適合作為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 

本活動以移動機器人程式設計為任務目的，研究發現在全部樣本情境興趣平均為 3.97，可

屬滿意等級（滿分為 5 分為非常滿意），活動有引起學生對於活動認知產生變化的暫時性學習興

趣。因此，本研究的設計可作為在機器人推廣體驗活動上的任務參考。 

（二）辦理體驗式科技活動有助於推動 108 課綱素養導向教育 

本研究由質性資料中可發現體驗式科技活動具有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功能。目前正值推動

108 課綱素養導向教育之際，在學校的教學活動中，建議可辦理體驗、實作的科技活動藉以增

加學生科技素養及提升學習成效。 

（三）探討不同活動設計策略對學習興趣之影響 

本研究採移動機器人為任務目的，然而機器人的應用非常多元。因此除了採情境設計亦可

針對不同活動設計策略來探討學生知識保留因素及對學習興趣之影響，例如改為多組競爭型機

器人（例如：競速），藉此提升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學習成效。 

（四）增加質性資料人力以豐富研究成果 

本研究受限園遊會研究場域及研究人力的限制，質性資料收集較不完整。建議後續研究者

進行體驗活動相關研究時，可增加質性訪談（或質性資料）人力，將可更完整收集質性資料，

豐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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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中蘊涵的道德素養— 

論宗教研究課程在天主教學校之定位 

徐慧珊*
 

摘 要 

社會大眾對宗教教育之刻板印象為：宣教、培養教士，且為某特定宗教專屬的課

程。然，多數天主教學校對新生入學資格的規定，並未包含信仰要求，希冀學生能透

過學校氛圍、課程及活動，引導其感受天主教教義，從而養成具道德意識的公民。對

非教徒學生而言，這些課程及活動乃為宗教儀式，不具特別意義。據此，天主教學校

若想將宗教教育理念與社會大眾的價值觀結合，以達成永續經營之目的，當從宗教教

育理念、宗教研究課程的內涵，及相關的教育活動出發，並了解宗教教育及對學生／

家長／社會的意義，從而為宗教研究課程定位。本研究以臺灣某天主教學校（以 A

校稱之）為例，採文獻探討及訪談方式，藉由了解宗教教育、宗教研究課程內涵、目

標、教學及活動等，並透過訪談、蒐集及分析學生對於宗教研究課程的回饋，以探究

宗教研究課程的教育價值。此外，亦透過文獻的彙整，分析宗教研究課程中所蘊涵之

道德素養，從而提出 A 校宗教教育的定位。研究結果顯示，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中

所蘊含之道德素養可能對學習者品格培育有所助益，建議天主教學校在定位宗教教育

課程時應：（1）彰顯宗教教育在社會價值觀培育的效果；（2）聚焦於宗教研究課程與

品格養成的體現；（3）宣導宗教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緊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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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people talk about ―Religious Education‖, they often think it is for preaching 

doctrine, cultivating those who seek a career in the ministry or a course dedicated to a 

particular religion. However, most Catholic schools don’t have certain religion requirement 

for those who wish to attend the schools. The administrators in Catholic schools hope that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Catholic doctrine through school’s atmosphere, curriculum and 

activities, so they can become morally conscious citizens. For non-believers, these classes 

and activities are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have no special significance. Therefore, if 

Catholic schools wish to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social values, 

so they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they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ligious Studies curriculum,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ry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ents/parents/society to position the Religious Studies curriculum. 

Taking a Catholic school in Taiwan (named as School A)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u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goals, teaching and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ourse of Religious Studies. Feedback from the 

Religious Studies course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ture, it analyzes the ethical literacy embedded in 

religious studies course as to propose the positioning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School 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thical literacy contained in religious education may be 

helpful to 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in Catholic schools. It is suggested that 

when positioning Religious Education courses, Catholic schools should: (1) highlight the 

effec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values; (2) focus on the 

manifest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courses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3) promote the closeness and similaritie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Ethics Education. 

Keywords: religious education, ethics education, ethical literacy, catholic school, religious studies 

courses  

Submitted: 2022/07/15；Accepted: 2023/05/08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E-mail: carolyn08272012@gmail.com 

mailto:carolyn08272012@gmail.com


宗教教育中蘊涵的道德素養—論宗教研究課程在天主教學校之定位 51 

壹、前言 

一般而言，談到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多數社會人士認為此乃教會學校的課程，

其內容不外乎是宣揚教義、使人行善，並培養學生良好之道德感，如：美國天主教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USCCB, 2013）主張天主教學校設立目的在於植基

福音信息、確認耶穌基督的位格，提供健全的教育，並豐富珍貴的傳統及禮儀的實踐。研究對

象隸屬某天主教體系1，在該體系下的各級學校恪遵其創始人的格言「讚美、感恩、宣講」（laudare, 

benedicere, praedicare）、「真理」（veritas）與「默觀所得、分享與人」（contemplare et contemplata 

aliis tradere），為教育無私奉獻。該體系（2022）主張，學習能塑造人的內在，並賦予宗教生活

外在實踐的能力，此外，學習也能讓學生更愛上帝，特別是《聖經》的學習，能洗滌學生心靈，

並得到安慰。唯有積極學習才能傳講真理，並為他人提供忠告。臺灣天主教學校亦秉持相同的

理念辦學，希望宗教能成為教育系統中，反省自身地位與角色的工具（鮑霖，2016）。 

在臺灣立案的天主教中、小學為數不少，僅以雙北市來計算就有 14 所。隨著時代的進步、

全球公民意識的興起，加上少子化的衝擊與十二年國民教育改革的政策公布，臺灣 47 所天主教

學校於 2015 年 10 月 14 日召開年會，討論如何建立學校品牌、研發特色課程，以達到國際化與

優質化之目的。據此可知，即便是以宣揚教義為創校宗旨的天主教學校，對 21 世紀教育的使命

感、學校品牌的建立，以及相關課程的發展等，也有著與普羅大眾一樣的願景。 

秉持「神愛世人、廣傳福音」的宗旨，無論是國內外的天主教學校，對於新生入學資格的

規定，多數沒有信仰方面之要求，希冀學生進入學校後，能透過學校的氛圍、相關的課程以及

活動，潛移默化地引導學生感受天主教教義的真善美，從而養成具道德意識的公民。然，這些

與宗教相關之課程或是活動，若未經過說明或教導，對許多非教徒之學生而言，不但無意義，

且還可能會被扣上「教育不中立」的帽子。 

向鴻全（2016）分析臺灣幾所教會學校，發現多數學校均以「通識教育」、「生命教育」或

「素質教育」等名稱來包裝宗教教育，並以全人教育稱之。全人教育所探究的是「人的本質」，

而人本身的教育牽涉極廣，中、西方的哲學家也從不同視角來詮釋「人是什麼」。袁信愛（2005）

認為，中國傳統思維重視人內部存在的道德性，因此將人視為「道德人」；理性掛帥的西方哲學

側重人與外在事物體認與結合，故將人視為「理性人」，因此可判斷道德感乃存在於人類內心，

可被啟發。胡淑琴（2009，頁 70）則從聖經人學的角度提出「宗教人」的看法，並認為若要將

人的本質發揚光大，需要將已存於人心的道德涵養運用在具體生活中，學習分辨與選擇，抱持

正向態度以活出有意義的人生（頁 80）。胡淑琴的聖經人學概念在後續學者研究中，有進一步

的詮釋，向鴻全（2016）認為人學領域欲探究的問題有三：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是什麼及人

應如何為人。陳志尚（2005）也將人學（hominology）2做了清楚的定義： 

                                                 
1 為遵守學術倫理之受訪者匿名規定，研究者刪除可能揭露受訪者真實身分之語句。在此感謝《高雄師

大學報》責任編輯之寶貴建議。 
2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出有關「宗教研究所展現出的價值，不僅使倫理系統更具有體系，且能完整的人

學架構支撐課程，亦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之建議，使本論文有了「人學架構支撐倫理系統」之理

論加持。是以，研究者於此處增補有關「人學」方面之文獻。而有關「人學」之翻譯，部分學者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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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質、人的活動和發展的一般規律，以

及人生價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則的學問。」（陳志尚，2005，頁 5） 

綜上所述，若宗教教育指的不僅僅是有關神學方面的教育，還有與人相關的教育，亦即過

往學者所謂的「人學」，那麼其中蘊涵的道德素養或許能與一般社會的價值觀有所契合。據此，

天主教學校若想透過發展以宗教為基的校本課程，將宗教教育理念與社會大眾的價值觀結合，

以達成永續經營之目的，或許當從宗教教育理念、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課程的內涵，以

及相關的教育活動出發，並了解宗教教育對學生／家長／社會的意義，從而為宗教研究課程定

位。本研究以臺灣某所天主教學校（以 A 校稱之）為例，採文獻探討及訪談方式，從探究 A 校

的創校宗旨、教育理念及願景出發，藉由了解宗教教育、宗教研究課程流變及內涵，檢視宗教

研究課程之目標、教學內容及活動等，並透過訪談 A 校校長、副校長及宗教研究部門主管等，

蒐集及分析學生對宗教研究課程的回饋，以探究宗教研究課程的教育價值。此外，亦透過彙整

國內外有關天主教宗教教育之文獻，分析並探究宗教教育中所蘊含的道德素養，從而提出 A 校

宗教教育的定位。 

貳、天主教學校的教育理念 

A 校創立於 1956 年 9 月，為一所私立天主教學校，隸屬某天主教體系，為該體系下的修女

會所擁有，同時肩負管理之責。該校前身隸屬美國政府，為當時駐守臺北之美軍家屬提供教育

服務。修女們受羅馬母會的某宗教傳教士協會所管轄，該協會之會眾多為西班牙裔，且省會位

於菲律賓．馬尼拉，故幾乎所有修女均為菲律賓籍。本節參考 A 校網站，並於 2022 年 6 月 8

日由研究者透過訪談方式，與 A 校校長、副校長及部門主管溝通後的資料彙整3，茲就 A 校創

校歷史、宗教教育理念及宗教研究課程之流變、內涵、課程以及教學活動等分別整理說明。 

一、創校歷史 

根據 A 校校長所言，草創初期的 A 校在獲得母會的允許後，為美軍家屬提供了以天主教教

義及一般知識為主的教育，當時僅招收學齡前、小一及小二等三種教育階段的學生。經過十年

努力，A 校在 1967 年的學生人數增加至 800 名，教育亦達到國中階段，因此也增加了更多來自

菲律賓的修女，負起身處於臺灣的美籍子女之學校教育責任。1979 年中美斷交，美軍撤出臺灣，

A 校也轉型為一所接受各種國籍學生申請入學的國際學校，但使用的仍是當時根據美國教育局

所規畫的課程架構。1995 年，教育部接受 A 校提供學生高中課程的申請，自此，A 校便有了高

中部，而第一屆 12 年級的學生於 1999 年畢業，並進入國內、外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hominology，多數學者則認為應譯作 anthropology。為尊重原作者陳志尚先生之翻譯，此處以

hominology 稱之。 
3 研究者於 2022 年 6 月 8 日，透過面對面訪談及電子郵件等方式，與 A 校校長、副校長及宗教研究部

門主管進行開放式提問之訪談模式，題目為：（1）請談一談 A 校的創校歷史；（2）A 校的教育理念

是什麼；（3）請談一談宗教研究課程的流變。礙於篇幅有限，僅以訪談後之資料彙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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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趨勢走入 21 世紀科技時代，2007 年起，A 校亦與時俱進的研發了相關網路課程

並建置了教務系統，並且於 2010 年著手改善學校的硬體教學環境。2014 年 10 月 7 日，對 A 校

而言是一個確定教育理念的轉捩點，不僅慶祝玫瑰聖母日（Our Lady of the Rosary），也藉由該

宗教慶典活動，宣告「全校性學習成果期望」（Expected School-wide Learning Results, ESLRs）

的教育目標—D’TORCH，亦即：A校教育出來的學生是誠實的（truthful）、有條理的（organized）、

能反思的（reflective）、勇敢的（courageous）及樂於助人的（helpful），並於次年設置了創始人

的雕像於校園中，手握著象徵 A 校 ESLRs 的火炬（D’TORCH），代表的是 A 校為孕育年輕學

子而努力不懈，而火炬上的五道光芒則象徵 A 校的教職員能按著聖經經文：「你們的光也當照

在人前，叫他們看到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教導

學生以良好行為向他人發光發熱。 

為了確保教育品質，A 校於 2017 年邀請美國西部地區的國際認證機構—西部學校和學院

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派人評鑑學校之教學品質，並於同年

經由學校認證委員會（Accrediting Commission for School, ACS）及西部學校和學院協會（WASC）

開會討論，確認了 A 校符合 ACS 與 WASC 之評鑑標準，取得 6 年的認證。自此，A 校便成為

一所國際認證的天主教國際學校，秉持初衷，繼續努力，不僅為所有學生提供卓越服務，更以

創始人所象徵的光芒及精神，為所有種族、膚色和信仰的學生提供服務。 

二、以天主教教義為軸心的宗教教育理念 

副校長接著與重心長的說明 A 校是一所天主教國際學校，旨在提供「以上帝為中心」的

（God-centered）教育，致力於培養具批判思考、未來能成為多元文化社會中有價值並具建設性

的成員。學校鼓勵並支持學生的啟蒙老師—家長，能與學校共同合作，並達成共識以實現為學

生所設立的教育目標。除目標的宣告，A 校亦期許全校教職員能共同努力，打造一所能為多元

文化及多國語言的莘莘學子們提供全方位學習環境，使學生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學校。 

A 校以教皇保祿六世於 1965 年 10 月 28 日所提出的「基督教教育宣言」（Declaration on 

Christian Education—Gravissimum Educationis），作為該校教育宗旨之基石，宣言如下： 

「真正的教育旨在培養一個既能達到個人最終目標，又能考慮到社會利益的學

習者，此社會利益指的是他／她身為人類的一份子，在成年後所要分擔的責任。」 

（1965，梵蒂岡：羅馬教廷，羅馬） 

在這個來自於保祿六世的「基督教教育宣言」導引下，A 校提出了「關注每位學子的世俗生活

及靈性引導，教導年輕人努力發揮個人潛力」之辦學理念。此外，在管理方面則期許教職員能

引導學生以上帝為生活重心，並盡最大努力成為基督教教義活生生的見證人。學校亦非常重視

來自家長的幫助及合作，希冀能與家長同心，共同協助學生。具體的教育目標有三： 

(一) 維繫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氛圍，教師設定可實現的期望，使學生能追求自己的夢想。 

(二) 鼓勵學生對課程的探索，利用學術方面及科技等資源，以確定其學習目的。 

(三) 專注於創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產生自我認同，並對學習過程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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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為主軸的教育理念確立後，必須要有相對應的課程設計，方能使教育落實執行。

為了解以基督教教育為基的 A 校是如何設計相關的課程，以達成使命，除研究 A 校網站及校史

資料外，並訪談該校的宗教研究部門主管（以 J 主任稱之）4，以做更深入的探究。 

三、宗教研究課程的流變及內涵 

宗教教育在 A 校草創時期有一個舊名稱—「基督徒生活」（Christian Living）。根據 J 主任

所言，學校創校至今，近 65 年的時間裡，「基督徒生活」這門課程一向是由該傳教士修女會的

修女執教。小至學齡前幼兒，大至高中部學生，在創始人神恩及靈性的引導下，修女們的使命

是在那些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義的人中，傳播耶穌基督的好消息。此種作法使得創始人的宣

言—―Contemplata Contempare Aliis Tradere‖—永遠存在，且被忠實的宣講。這個宣言是以拉丁

短語呈現，意思是「分享沉思的果實」，也意味著「教育」做為上帝話語的種子，藉著教導而深

植於人心，並結出果實。 

2017 年是 A 校進行 ACS WASC 認證階段的高峰期，在準備評鑑期間，J 主任和宗教研究部

門其他的成員主動和持續研究宗教教育的內涵，發現「基督徒生活」課程應當更名為「宗教研

究」，其因有二： 

（一）課程名稱應與美國其他天主教學校同步 

美國多數隸屬於全國天主教教育協會（National Catho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 NCEA）體系

的天主教學校，均以「宗教研究」作為「基督徒生活」的課程名稱，A 校既然採取美國的國際

認證系統 WASC，便應使用相同的課程名稱，如此一來，在評鑑過程中，較易與其他學校比較，

也能獲得較公平、公正的評核。 

（二）與 A 校高中部的世界宗教課程連成一氣 

A 校的高中部學生的必修科目─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課程，是該校初階教育及中等

教育「宗教研究」的進階課程。該課程的學習內容囊括探索世界上的各種宗教，藉分析、比較

各派宗教與天主教教義的異同，以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事實上，宗教研究是學校的重點課程，因為它是宗教教育的核心，A 校教育者相信，藉由

栽培並訓練學生對於該校四大支柱—宗教研究、祈禱、社群和講道（religious studies, prayer, 

community and preaching）的認知，未來必定可植出「真理、喜樂、正義和同理心」（truth, joy, justice 

and compassion）的果實。 

四、宗教研究課程的教學與活動 

有鑑於宗教研究為 A 校之核心課程，且 J 主任為校長指派之課程設計主導者，研究者就該

                                                 
4 A 校校長將設計宗教研究課程的任務交由 J 主任主導，因此此處訪談內容聚焦於三部分：（1）請談一

談 A 校宗教研究課程的內容；（2）有哪些相關的配套活動；（3）請談一談學生上宗教研究課程後的

反應。因篇幅有限，故資料之呈現與註 2 所提之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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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宗教研究課程教學內容及相關之配套活動，進行訪談並整理如下： 

（一）教學內容 

A 校為一所 K-12 的國際學校，基於不同階段學生之認知、情意及技能均有所差異，因此，

所設計的課程內容及重點也有所不同。基本上，A 校之宗教研究提供以下課程： 

1. K1-K5：一般天主教信條：這些天主教的信條所代表的是教會基本教義，也是培育創始

人精神和身份的溫床，這也是為什麼基督聖徒的生活是宗教研究課程的一部分。在成長

階段，培養基本的禮儀和正確的行為是基督徒生活之首要條件，而在初級教育階段打下

以宗教為做人處事規準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 

2. K6-K8：天主教概論課程：隨著學生升上中等教育階段，宗教研究課程也進入了更深一

層的天主教教義概念的介紹。六、七年級的課程側重於聖經舊約及福音故事的講解，八

年級則聚焦於教會的歷史介紹。藉由故事與歷史的教導，使學生能進行反思，並與現代

社會生活型態進行比較，從而培養學生批判思考之能力。 

3. K9：人的哲學：在高中階段的第一年，A 校的宗教研究部門設計了以人為主的哲學概論，

為的是藉由不同哲學流派的介紹，使學生對於哲學有初步的了解。為符應 A 校宗教教育

理念及原則，本階段的哲學思想聚焦於中世紀經院派哲學、神學家聖多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與基督徒信仰有關之形而上哲學。 

4. K10：救恩歷史：透過《聖經》撰寫的脈絡，帶領學生察覺自舊約到新約的種種救恩歷

史，並藉分析、比較、歸納等方式，以證實上帝的應許、見證神的奇妙作為，使學生能

秉持樂觀、積極之態度面對未知的將來。 

5. K11：世界宗教：藉由世界各種不同宗教的教導與講解，以擴大學生在宗教方面的視野。

透過介紹世界各地幾個具影響力的宗教，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錫

克教等的教義概說，強調宗教對於人心的正面影響，使學生具備各宗教共存的開闊思

維。 

6. K12：基督教道德及教會的社會教義：宗教研究課程的最終目的在於培養具道德感、能

分辨善惡，並心懷慈悲、喜樂與感恩心的人。最重要的是，能將這些特質運用在做人處

事上。透過教導學生們有關基督教的道德素養及教會教義如何運用在社會中，可以替他

們預備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及未來職業生涯之正面心態，使其能勇敢面對挑戰並不致偏

離正途。 

（二）配套活動 

教學內容須與活動配搭，方能具相得益彰之果效。從學校行事曆的觀察，可看到除了學術

方面的講座、考試及校務活動之標註外，有關天主教的慶典活動及定期彌撒也列於其中。此外，

校園事工（Campus Ministry）的成立及運作，在連結學校–社區–社會三者，扮演了不可或缺的

角色。這是一個由 A 校校長主導、副校長管理的部門，其願景為透過在學校、社區等的慶祝活

動，以宣揚上帝在教育界所散發的好消息，並期許自己透過促進真理、正義、喜樂及同理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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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明精神，強化學生與社區人士的價值觀，從而激發個人及精神上的成長。該校園事工的具

體目標有六： 

1. 提供一個安全、養護的環境：使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遇到永生的上帝，並藉著 耶穌基

督彰顯其無止盡的愛與真理。 

2. 成為家長與學校合作的管道：透過與家長的積極合作，以支持學生學習、尋求知識、意

義及真理的求知行為。 

3. 促進學生成為社區的積極參與者：藉由服務學習期許學生能積極參與志工服務，為社區

及需要協助的人貢獻一己之力。 

4. 培養卓越的教育文化：透過批判思考能力養成、創新和嚴格的課程標準及對道德教育的

重視，以拓展學生的全球視野，並對社區服務具備使命感及執行力。 

5. 透過身、心、靈的全人發展，以促進終身學習。 

6. 預備 A 校畢業生成為具生產力、有道德和負責任的公民及領導者。 

為使校園宗教活動能落實執行，且能貼近學生生活，在校園事工部門主管監督下，成立了

一個名之為 DYM 的學生領袖團體。DYM 成立於 2013-14 學年，該社團以話語（word）、見證

（witness）、敬拜（worship）等 3W 作為該團體之目標，期許學生能以具體行動實踐宗教教育

之目的。有關 3W 的說明如下： 

1. 話語（Word）：透過積極參與所有促進對自我、他人及上帝更深入了解的活動，從而培

養分享上帝教義的喜悅與感動。 

2. 見證（Witness）：藉由社區服務以獲得所需時數，取得畢業學分，也為學校所有宗教活

動提供無私的服務。 

3. 敬拜（Worship）：在學校所有敬拜活動中，如：祈禱、彌撒及慶典活動，表現出真誠、

尊重及志願服務的態度。 

參、宗教教育價值探究 

林進山（2013）認為無論是哪種正信的宗教，其基本教義均強調心性修持、勸人為善以及

精進布施，而宗教教育則具備補充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之不足、強化社會教育的功能。Li（2021）

分析天主教及非天主教學校的基督教價值觀和兒童整體發展的關係，發現天主教學生的基督教

價值觀與兒童整體發展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據此可知，在有目的、有組織、及精心設計的

課程架構下，執行宗教教義教導及其相關的具體活動與行為，或許可與普世價值結合，從而成

為極具意義的課程。 

完成 A 校教育理念、宗教教育及宗教研究課程等的探究後，本節就宗教教育的社會價值、

宗教教育與品格培養的關係及宗教教育中蘊涵之道德素養等三部分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的社會價值 

宗教教育究竟是什麼？諸多學者有各自的看法，張念宏（1994，頁 250）定義宗教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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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教義、教規為內容的教育」，也有學者主張宗教教育是認識不同宗教間之差異性及了解

宗教功能的通識課程（傅佩榮，1997；陳玉賢，1998；陳忠本，2007）。許育典及高嵐書（2011）

則聚焦在學生本身，並參考日本對宗教教育的定義後，認為宗教教育應是「經由對宗教的認識

與情操的培養，期能有助於培養宗教心，對人格健全發展有益的教育活動」。因此，無論是從課

程本身或是教與學的立場來檢視宗教課程，宗教教育在本質上是透過宗教教義與規範，藉由以

宣揚教義為依歸的教育目的而設計課程，使學生能透過反思與行動，從而成為具備良善、健全

之人格，成為充滿道德心的公民。 

然而，來自不同信仰的家庭、社區或文化的子女，其價值觀及道德素養與宗教教育中所談

的社會價值及涵養是否同質？根據 Gordon 和 Arenstein（2017）的研究發現，透過學習者在跨

信仰社區（Interfaith Community, IFC）的學習，使得該社區內之多元信仰的家庭成員和睦共處。

藉由 IFC 的引導，學習者認識了不同宗教之教義及其背後的道德意涵，養成包容並欣賞宗教差

異，從而培養其正確之社會價值觀。Stephens（2020）的研究亦指出：在美國鄉下非裔隔代教

養的家庭中，其子女透過聆聽家庭內長輩（特別是祖母們）對宗教教義的傳講，不但培養了孩

子們對宗教內涵的理解、提供了道德及靈性上的養分，更透過自我行為的管理，將宗教教育的

成果展現無遺。這些孩子透過參與社區機構—黑教會（the Black Church）的學習，將這些知識

化為行動，從而促進其人力資本的發展。 

對於非天主教或跨信仰的家庭／社區之學習者，除了學校提供的宗教教育、校內各類非宗

教活動，以及來自家庭教育或其所屬社區的共同價值觀，似乎也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Allen

和 West（2011）分析英國國家數據庫及該國年輕人縱向調查的報告後，發現有宗教信仰的父母，

無論是在教育程度、社經地位或是家庭收入等，均比中產階級家庭來得高，而這些社經背景較

高的家庭，對宗教的自我認同程度也相對較高。Jokić 和 Hargreaves（2015）對克羅埃西亞首都

札格瑞布的 11 所學校、203 位八年級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也發現家庭教育所提供的宗教情感

與價值觀，會影響學生對宗教教育的正面態度5。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道德素養、品格建構及價值觀等的培養，與家庭教育及社會主流價值

有密切的關係，宗教教育並非培養道德素養的唯一途徑，但卻有加持之作用，透過宗教教育有

系統且與學習者來自家庭、社區、自身文化等的交融互動，能為學習者奠定堅實的基礎。 

公共利益（common good）是天主教社會諸多之價值觀中，一個非常重要且須執行的議題。

Convey（2015）認為公共利益是社會所有生活條件的加總，公共利益的善用，能使群體及個人

更容易實現自己的成就，而聖多瑪斯‧阿奎納所強調「完美、最終的共同利益」就是天主教神學

中所謂「上帝眼中完美的境界」。Keefe（2021）的調查指出，在學校受宗教教育洗禮並真心相

信天主教教義的學生，相較於不信者，其順服心較強、道德感較重，且畢業後對個人生活的價

值觀持較積極的態度。Rowland 等人（2023）在澳洲針對當地中學生進行 6 年的縱貫長期研究，

發現與公立或獨立學校的畢業生相比，自天主教學校畢業的學生之心理素質較強，因此產生抑

                                                 
5 感謝匿名審查者提出「由於人類社會關係複雜，因果關係不易指認，我們很難斷定某一特定結果是由

某一特定做為所造成，是以我們很難斷定A校宗教教育是促進了社會價值、形塑了學生品格和道德觀

的主要因素」之真知灼見，提醒個人進一步增補相關文獻之探究及分析，期使論證更臻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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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的狀況明顯較少。 

天主教學校對公共利益的體現在於提供高水準的學術教育，以幫助學生在未來社會參與的

過程中，能成為有效益的公民。而宗教教育的計畫設定，除了能把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連繫在

一起，也能從啟蒙階段的學齡前教育開始，便透過宗教研究課程之教導，協助學生確認其宗教

身分和正確價值觀。宗教教育強調公民參與、社會正義和社區服務，並幫助學生理解樂於助人

乃其應盡之責任。允許非天主教學生入學就讀之原因，則在於表現出對民主理想的承諾。美國

的天主教學校亦准許移民子女就讀，為的是就是能替這些學生做好準備，俾便學生畢業後能為

國家整體的福利做出貢獻（Convey, 2015）。 

綜上所述，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的社會價值可從探究天主教教義本質中略見端倪。因此，

以天主教教義為依歸的 A 校，其宗教教育理念雖明白宣告是「以上帝為中心」，但在其所遵循

的「基督教教育宣言」中，仍將教皇保祿六世的宣召—「學校應要以『教出能考慮社會利益，

並分擔社會責任的學生』為教育最終目標」奉為圭臬。草創初期的 A 校用「基督徒生活」 

（Christian Living）這樣的課程，完美的將宗教教育定位在與社會價值觀結合，但又不脫離教義

的架構。從 A 校的教育目標設定可看出天主教學校雖以上帝為尊，但對社會需求及責任分擔之

公民義務的教導卻不遑多讓，希冀學生在受教過程中能感同身受，並能將取得國家、社會的公

共利益視為自己應盡的本分。此外，為能與世界接軌，A 校在 2017 年 WASC 評鑑準備期間，

將「基督徒生活」更名為「宗教研究」課程的舉動，更彰顯了要將學生培育成全球公民的決心。

據此，A 校「以天主教教義為軸心的宗教教育」之教育理念，的確能與社會正向價值觀的養成

並行共進，應予以發揚光大，更應落實執行。 

二、天主教學校宗教研究課程與品格培養的關係 

健全品格的形成，一直以來是天主教學校的教育重心，特別是在自律（self-discipline）方

面的習得。Gottfried 和 Kirksey（2018）針對美國天主教及非天主教學校的學生在自律方面的表

現做了兩波全國性的縱貫性長期研究，發現與其他公、私立學校的學生相比，在天主教學校就

讀的學生在起爭執時，較不容易採取破壞性的行動，上課時也較少干擾正在進行的活動。此外，

他們的自律能力也比較好、能控制自己的脾氣、尊重他人的物品，並能接受同學想法，在碰到

困難或衝突時，也能處理來自同儕的壓力。Hayati 等人（2020）的研究發現實施以宗教教育為

基礎的品格教育，能使學生的宗教意識增長，並且還能強化宗教與社區之間的相互包容性。然

而，Village 和 Francis（2016）卻有不同的發現。該研究指出，雖然宗教信仰對學生的價值觀會

產生影響，但與其所就讀學校的普遍價值觀也有顯著性的關聯，尤其是在天主教學校中，信教

者與不信教者相比，不信教學生的自我認同感相對較低，對於進行非法的行為並不感到羞恥，

對學校的態度也較為消極。因此，天主教學校在設計課程、管理學生時，可能需要對這些沒有

宗教基礎的學生付出更多的關注，以避免其未來在面對社會時，產生適應困難之不利影響。有

鑑於宗教教育與品格養成可能具某種程度的關連性，Franchi 和 Davis（2021）提出對天主教學

校之課程設計建議。他們認為在設計宗教課程時，應當先處理天主教的傳統知識，循序漸進地

將天主教精神的教義與學生之日常生活做連結。Marini 等人（2018）發現宗教學校中的品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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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可透過禮拜設施、宗教儀式及宗教符號等，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而藉由研究其他宗教，則

可產生對他人信奉不同宗教之包容性，並找出與非教徒和睦相處之模式。 

將 A 校的宗教研究課程規劃與過往的研究比對，發現該校的初級教育階段（K1-K5）課程

主軸的確是聚焦在為人處事的規範教導，也是正確價值觀建構的基礎課程。中級教育階段

（K6-K8）則以《聖經》中的故事與歷史介紹為主，透過教師的提問、課堂中的討論、及學生

的資料蒐集，進行正反論證，以達與現代社會問題連結之目的，從而養成學生具備批判思考之

能力。進入高中階段（K9-K12），宗教研究課程開始討論有關人的哲學、救恩歷史、世界宗教

及基督教道德與教會的社會教義等，在在顯示 A 校的宗教研究課程與品格培養存在著不可分離

的緊密關係。為了解 A 校學生對於宗教研究課程的看法，J 主任於 2022 年 3 月針對即將畢業的

12年級 30位學生發出問卷，彙整了學生認為學習宗教研究課程後與個人品格養成的回饋如下： 

1. 宗教研究課程的學習，讓我成為一個在品德及學術上都更加優秀的人。我相信當我進入

大學後，這些素質及技能會使我成為一個更成功的學生。 

2. 宗教研究課程可能會影響我一生，因為它幫助我成為更好的人。 

3. 我相信宗教研究課程影響了我的生活，因為我學到了很多關於上帝的事。 

4. 良好的價值觀一定會伴隨我一生。 

5. 宗教研究課程在我生活中非常重要，因為它教會了我很多人生的課程。 

6. 學習宗教課程是為了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7. 宗教研究課程的學習幫助我在碰到挑戰時冷靜下來，對發生事件的批判思考後，再做決

定，這會讓我一生受用。 

從以上 A 校 12 年級畢業生的反饋舉例中，不難發現宗教研究課程對其品格養成具有一定

之影響力。學生不但能將宗教研究課程的學習內容與日常生活結合，也能反思自己的行為，並

期許自己能將這些正向的人格特質運用在未來的生活中，從而彰顯 A 校的宗教教育核心─透過

學校的四大支柱：宗教研究、祈禱、社群及講道，栽植出真理、喜樂、正義與同理心的果實。 

三、宗教教育中蘊涵之道德素養 

譚司提反（2008）認為宗教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活出基督的樣式，以基督為榜樣者之生命

特徵有三：（1）對所在的生存環境有「與別不同」的理解和關係；（2）生活的方式並非以妥協

成就和平，乃是對他人明白彰顯其所執著的世界觀；（3）透過宗教教育以幫助世人有效的活出

生命，成為基督的見證。天主教宗教教育既是一種強調社會團體、社群文化及關愛彼此的教育，

其所蘊含之教育內涵及教學活動必然與社會公民所看重的道德觀脫不了關係。錢得龍（2007）

認為宗教教育存在於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具有安定的作用。此外，教育過程中，若不教導孩子

敬天畏神，則有可能養成唯我獨尊、自以為是之性格。Dwi Astuti 等人（2020）認為，宗教性

格是人們在面對現代生活挑戰時不可或缺的人格特質之一。Kagema（2022）對肯亞 99 位中學

生的態度做了研究，發現 21 世紀的年輕族群多面臨社會、文化、精神及道德方面的挑戰，如：

未婚懷孕的不健康關係、加入偽宗教團體及受現代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等，並呼籲肯亞教育部

應當重振基督教牧靈事工在中學的地位，透過治療、指導、調整等策略，以確保學生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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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社會、道德、心理及精神之能力，提高學生的積極態度（Kagema, 2022）。據此可知，宗

教教育在培養正確道德觀上，有其重要之地位，而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教學活動等，均應聚焦

於道德素養的培育。 

學生在學校學習的各種知識、技能與信念，若能夠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才算是真正將宗教

教義內化，而成為自己的能力與特質。知行合一乃教育的最終目標，Manea（2011）的研究發

現宗教教育有助學生內化社會道德的元素，並且能根據倫理原則及價值觀將道德行為付諸於行

動。Tian 及 Noel（2020）分析美國天主教高等教育服務學習的文獻，發現服務學習可以將學生

信仰、道德及精神等個人的成長，與社會正義的承諾相結合。據此可知，教條、理論的教導，

若沒有實踐的具體行動，將無法內化成為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以過往研究作為宗教教育實踐的規準，再檢視 A 校在宗教教育方面的課程與活動的設計，

可以發現 A 校的宗教研究及校園事工部門在聯繫宗教與道德方面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首先，

宗教研究提供道德觀、批判思考、人生哲學及全球公民養成的課程，以奠定學生良善、公義、

信實等道德基石。其次，藉 A 校的校園事工部舉辦的宗教慶典、彌撒、社區服務等活動，邀請

校內外成員參與，彰顯無私大愛、關懷社群的特質。最後，透過學生自組的 DYM 團體，將宗

教信條、道德養成、樂於助人等信念，透過服務學習具體呈現 A 校 D’TORCH 精神，亦即：A

校能培育出誠實、有組織、能反思、勇敢及樂於助人的學生。就如同 2022 畢業生的反饋所言： 

1. 讓我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事物。 

2. 讓我能夠進行批判思考，也能從其他視角看待事情。 

3. 這堂課教會了我跳脫我的思考框架，相信對我日後的生活、工作均有幫助。 

4. 教會我如何對自己錯誤的行為進行更多的反思，並學習如何成為更有道德的人。 

5. 宗教研究課程幫助我與上帝更接近，因為我學到了許多 主的故事，我認為這對我很有

幫助，因為天主教的社會教導，教會了我如何關心我們周遭的弟兄姐妹。 

6. 宗教研究課程的學習增加了我對環境的關心，讓我更珍惜我所擁有的，並心存感激。 

7. 這個課程讓我了解了世界的真相。 

8. 宗教研究課程教導我們如何成為一位好學生及有德行的人，能意識到無論是社區中發生

任何問題，都應該寬恕他人。在生活上樂於助人、給人類帶來歡樂與希望。我會將在宗

教研究課程中學到的概念運用在我未來的人生中。 

9. DYM 的服事，讓我與上帝更親近。 

10. 我們這組做的公益活動是為流浪狗找一個家，我覺得很有意義，因為動物也是上帝創造

的，也要被關愛。 

11. 我們做的專案主題是友誼及幸福，這佔我生活的 90%，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透過蒐集資

料及研究，我們找到了幸福的關鍵因素—同理、關懷。 

12. 參與學生會為烏克蘭、非洲等地的募款、捐物資等活動，讓身為全球公民的我能為有需

要的人盡一份心力。 

13. 參加學校的數學家教活動，讓我可以幫助低年級的小朋友學習數學，我覺得很有意義。 

14. 我參與了社區老人的服務學習，讓我明白幫助他人也能讓自己快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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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幾位學生的回饋，可以看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名言具體的展現在 A 校的宗教

教育課程及活動中。除了天主教應有的制式宗教儀式外，亦鼓勵學生走出校園，透過具體行動

活出基督的樣式。唯有將課程與活動串聯，方能將所欲傳達之訊息烙印在學生心中，從而成為

他們人格特質的一部分。然而，30 位受訪者中，仍有 9 位學生對於 A 校的宗教教育呈現無感，

或是將其定位在傳教上，列舉 5 例，如下： 

1. 因為我不信教，所以宗教研究課程對我而言並不適用。 

2. 我們學到了很多關於宗教和生活的知識。 

3. 這個課程讓我知道人們的信仰有多麼不同。 

4. 它確實啟發了我的宗教觀點。 

5. 這個課程對我而言很重要，因為我可以更深入的學習聖經教導。 

從以上舉例可知，雖然A校在課程設計、教學內容及實踐活動方面均盡量與學生生活貼近，

但仍有 1/3 的學生認為宗教教育與個人生活經驗無關。任何課程均需要教師適切的引導、精心

的活動配搭，方能達到預期的效益性。誠如 McGah（2019）所言，只有教師／學生共同協作與

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透過實踐分享的正式與非正式機會，學生才有可能真正內化所學。據此，

無論是教師或是學生均應明白宗教研究課程在教育中的定位，方能有效執行，不偏離主題。 

肆、結論與建議 

行文至此，可以發現 A 校教育人員在設定其宗教教育、宗教研究課程或是相關的配套活動

時，不但遵循天主教教育宗旨，亦依循普羅大眾所認定的做人做事原則及道德規準，試著將社

會價值觀與學習者來自原生家庭及其所屬文化、社群等的道德涵養列入考量，希冀透過課程的

引導、校內活動的舉辦及校外社區服務的參與等，以深化學習者之道德涵養。而根據文獻探討、

訪談結果及分析等探究，此節提出結論及建議等兩部分作為總結。 

一、結論 

（一）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的教育理念，可能蘊涵著普世大眾之社會價值觀 

A 校的宗教教育、宗教研究課程及相關之配套活動均恪遵保祿六世的「基督教教育宣言」，

希冀所教育出的學習者能具備責任心，對社會有所助益（梵蒂岡：羅馬教廷，羅馬，1965）。且

A 校試著將其中所蘊涵的價值觀、道德涵養等，與過往學者所提出的人學領域的理念（向鴻全，

2016；胡淑琴，2009；袁信愛，2005）做某種程度的聯結，並希望培育出合乎社會規範、具道

德素養，且能為社會做出有所貢獻的公民（陳志尚，2005；許育典、高嵐書，2011）。據此可知，

A 校在規畫宗教教育之理念時，可能將普世的社會價值觀列入考量，期使該校之宗教教育理念

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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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教學校宗教研究課程內涵，可能與來自學習者家庭／社區的共同價值觀契合 

從過往研究不難看出學習者所處的社區及其原生家庭之教育對其品格及道德素養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Convey, 2015；Hayati et al., 2020；Keefe, 2021；Li, 2021；Marini et al., 2018）。據此，

A 校的宗教研究課程及配套活動，亦從學習者已具備之品格及道德相關的先備知識著手，進一

步透過宗教研究課程深化並建構其優良品格。 

（三） 宗教教育中蘊涵之道德素養與普世價值觀的聯繫，可能促使教學活動更貼近學習者 

生活 

宗教教育中所蘊涵的道德素養是否符合普世的價值觀？宗教教育與道德教育（ethics 

education）兩者的教育宗旨及課程內涵是否具異曲同工之效？從 A 校的宗教研究課程設計、教

學內容、實踐活動，到學習者在修習宗教研究課程後的反思，似乎可隱約看出宗教教育或多或

少具備與普世價值類似的道德涵養。若從胡淑琴（2009）的聖經人學角度探究宗教教育與道德

教育的關係，也就是以「宗教人」的教育觀點來分析宗教教育中蘊涵的道德素養，則可從四個

向度來解釋，從而與社會的道德觀做了聯繫： 

1. 受造面：生命本是美好的禮物—培養自我接納、自我肯定、自我負責的態度，走向自

尊之道； 

2. 天主肖像面：生命是有意義和使命的—尋找值得投身的志業，成為關懷社會的有用人

才、發揮自我超越、追求傑出和更高的價值； 

3. 罪的向度：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不完美與具體的限度—尋找生活中對照的客觀價值、培

養健康的罪意識、有意識的反省、分辨、做抉擇、調整生活的能力； 

4. 恩寵的向度：從生活經驗來肯定愛與被愛的事實—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培養感恩、

惜福、慈憫和健康休閒的習慣。(胡淑琴，2009，頁 78-80) 

雖然宗教教育不等同於道德教育，但其中所蘊涵的道德素養及反思行動，卻可能使學習者

將課堂所學與自身經驗串聯起來，從而獲得正確道德觀的養分。 

宗教教育的終極目標乃在於培育出符合全球公民素質的學習者（譚司提反，2008）。而過往

學者也提出，具備正確道德觀及對社會貢獻己力是學習者未來在面對社會時不可或缺的素養之

一（Dwi Astuti et al., 2020；Kagema, 2022；Manea, 2011；Tian & Noel , 2022）。觀察 A 校的宗教

研究課程設計及配套活動，似乎也圍繞在正確價值觀的建構、與現代社會問題做連結，並透過

高中部的哲學探究、世界宗教其社會教義等課程，努力培養符合全球公民應當具備的道德素養。

而透過 A 校 2022 畢業生的反饋，不難看出該校之宗教研究課程的內容與活動規畫或多或少與

學習者的生活經驗、普世價值等做了某種程度的聯繫。 

二、建議 

謝均才（2017）整理了學者們就宗教教育對發展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所做的研究，發現宗

教信仰和公民資質可視為互補關係，而非互斥或不相干。Keefe（2021）的研究也指出，宗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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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基督教共享實踐」可以和教育部設定的道德教育視為一體兩面的課程。然而，從 A 校

學生對宗教研究課程的回饋中，仍然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學生認為宗教教育與個人並無太多切

身關係，原因可能如 Lapsley 和 Kelley（2022）所言，由於學校教育、校園氛圍及家長期望等將

天主教教育定位在學生的天主教身分認同上，使得宗教教育所帶來的實質價值—道德品格，淪

為次等地位，甚至成為天主教教育中的潛在課程。因此，確認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在道德教育

上的價值，從而為其重新定位，的確有其必要性。據此，研究者提出三點建議，供天主教學校

在定位宗教教育時的參考方向。 

（一）彰顯宗教教育在社會價值觀培育的效果 

細究 A 校的教育理念、宗教教育使命、宗教研究課程的規劃及執行，不難發現 A 校是一所

培養全球公民的天主教國際學校。在 A 校保守的宗教活動中，蘊含著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內涵，

且具有正確價值觀的導正效果。Prud'homme（2022）分析高達美（H. J. Gadamer）美學及亞里

士多德的道德理論，並結合美國中小學天主教學校的潛力，認為天主教教育可以滿足當代多元

文化社會的核心需求。 

A 校具有 21 世紀教育的品質，可為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導正盡一份心力，但其外顯的宗教儀

式很有可能讓 A 校成為社會人士眼中之「保守的教會學校」。或許 A 校可以營造以宗教價值觀

為底蘊的校風、實施以學校文化為基礎的宗教品格教育，透過天主教價值觀為基石的品格建設、

設計相關的課外活動，以建立學校與社會的關係，從而彰顯出宗教教育在社會價值觀方面之培

育效果。 

（二）聚焦於宗教研究課程與品格養成的體現 

雖然 Bowen 和 Cheng（2016）的實徵研究證明了學生進行具有宗教性質的任務後，其自我

控制能力、學業成就及對政治的容忍度均提高了許多，從而強化了學生冷靜說理的性格。但根

據 Jokić 和 Hargreaves（2015）的訪談顯示，在教師的多種教學模式中，相較於教條式的講述法，

學習者更喜歡能針對學科內容進行批判式探究。Jackson 和 Everington（2017）的研究也指出教

師透過與學生對話，將宗教研究課程內容與學生及教師之生活經驗聯繫起來，能促進師生信任

關係，從而達成宗教教育之目的。DeTemple 和 Sarrouf（2017）則聚焦於反思性結構式對話

（reflective structured dialogue）教學模式在宗教研究課程中的運作，強調教師作為結構式對話

的促進者，允許學生在對話中反思課程內涵，將使學生更容易融入課程並從中受益。因此，教

師須具備隨時調整教學步調之能力，方能達到有效教學之目的。 

品格的培養，需要社會、學校及家庭的三方合作方能成就。A 校的宗教研究課程內容及配

套活動能做到這樣的訴求，但誠如前文所言，沒有天主教背景的學生，當大環境與家庭均無法

支持學校所傳講的訊息時，則更需要透過學校的氛圍及具體的行動，才能使學生心領神會，感

受到良好品格、道德意識及正確人生觀所帶來的好處。據此，A 校需要開展一種更現代的宗教

研究課程，以符應革命性的社會文化、道德養成及精神上的養護。或許，除了制式的宗教儀式、

社區服務以外，應該思考如何有效的運用校園事工，在必要時適度透過校內神父、修女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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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諮詢，以輔導需要協助的學生。 

（三）宣導宗教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緊密性 

21 世紀的教育趨勢多以「全人教育」為依歸，教育部（2014）也秉持此教育理念，進行相

關的教育改革，在 2014 年 11 月發布、2021 年 2 月修正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簡稱《總綱修正版》）中，提到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的課程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

並在此架構下，提出「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願景，從而訂定了四項課程目標，其中第四項

「涵育公民責任」清楚明示： 

厚植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權理念、道德勇氣、社區／部落意識、國家認同

與國際理解，並學會自我負責。進而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追求社會正義；

並深化地球公民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積極致力

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息的共好理想。（教育部，2021，頁 2） 

此項課程目標對應至十二年國教之三大面向、九大項目之核心素養內涵，為「社會參與」，

而對應之核心素養內涵為「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教育部，2021）。據此可知，要成為全球公民，從小便應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更重要的是能分辨是非善惡，以維繫社會公平正義，而具備正確價值觀及道德觀，乃培育社會

參與素養之首要任務。然，仔細研究《總綱修正版》實施要點或是八大領域中之課程綱要，有

關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相關規範似乎只出現在各項議題中，且建議以「融入」之模式納入各個

領域課程設計中（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2015）。進一步細究 19 項議題學習

目標，有關道德涵養之議題僅限於：人權教育、家庭教育、品德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等四項。如

此設計雖呈現教師教學專業自主的立意，卻也將培育全球公民的重責大任交付個人，教育成功

與否，端賴教師本身的專業素養。 

此外，錢得龍（2007）指出臺灣的教育體系獨漏宗教教育，呼籲教育主管機關應將宗教教

育納入正規教育中，以導正年輕族群道德偏頗的觀念。若宗教教育能呈現出與道德教育結合的

優勢，並透過實際且有益於社區的具體行動，取得社會大眾之認可，則宗教教育便有在正統教

育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之可能。在 A 校宗教教育理念下所規劃的宗教研究課程以及校園事工活

動，能彰顯宗教教育與道德教育的連結，缺乏的是廣為宣傳的行銷策略，據此，在設計活動時，

或許可以考量推廣的策略。 

最後，宗教教育之內涵傳遞者雖是教師，但帶領學校實踐宗教教育具體作為的卻是校長

（Dwi Astuti et al., 2020）。因此，Dwi Astui 等人認為校長在規劃宗教教育藍圖時，可透過模範

策略、習慣養成、課堂教學整合及獎懲制度等的設計，來強化學生對道德的感知，以清晰可見

的模式讓學生深切體會。據此，建議 A 校在為宗教教育重新定位時，或許可強化宗教與道德的

關聯性，活動的設計以俗世的外顯價值包裝內隱的宗教教義，同時，敞開大門歡迎並鼓勵社區

民眾的參與。當學生、家長及社會大眾經歷過有意義的活動後，必能感同身受，從而接受宗教

教育，此種作為亦可算是道德教育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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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凡經錄用之稿件於編輯排版後，送請作者校對。 

六、 中文稿件每篇字數以 20,000 字為上限，英文稿件以不超過 10,000 字

為原則（包含摘要、關鍵詞、正文、圖表、註解、參考文獻、附錄

等）。頁數以 25 頁上限為原則，彩印如超過 2 頁，作者須支付每頁

1000 元為印刷費用。 

七、 文稿格式請參閱「《高雄師大學報—教育與社會科學類》撰稿須知」。 

八、 來稿請備妥文稿電子檔（需 word 和 pdf 檔）、投稿人基本資料表、  

著作權讓與書等，後兩項資料需簽名並轉成 pdf 或影像檔。來稿請

E-mail：bd3@mail.nknu.edu.tw。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07)7172930

轉 1150～1152，或來信寄至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收。 

九、 來稿如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倘提出撤稿，一律視同退稿。 

十、 文稿刊登後，贈送學報一本，不另奉稿酬。 

十一、本學報已委由相關數位出版公司發行電子期刊，提供讀者檢索、下

載、列印、瀏覽等服務。 

十二、 相關訊息、表格及撰稿須知，請至下列網址查詢或下載。 

https://c.nknu.edu.tw/aca/Default.aspx?GI=5。 

https://c.nknu.edu.tw/aca/Default.aspx?G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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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稿件 

一、 來稿請依序包括：論文題目、中英文摘要（500 字左右）、中英文關鍵詞（不超過

5 個）、本文（圖表嵌於正文中）、參考文獻等。如有「致謝」，請置於文末，參考

文獻之前。 

二、 稿件之版面規格為 A4紙張電腦打字，word 版面設定上下邊界為 3.6cm，左右邊界

為 1.7cm，並指定行與字元之格線，每頁 33 行，每行 41 字，每頁需加註頁碼，   

請依此連結 https://c.nknu.edu.tw/aca/Default.aspx?GI=5 取得本刊投稿稿件格式。 

中文稿件每篇字數以 20,000字為上限，英文稿件以不超過 10,000 字為原則（包含

摘要、關鍵詞、正文、圖表、註解、參考文獻、附錄等）。頁數以 25 頁上限為     

原則，彩印如超過 2 頁，作者須支付每頁 1000元為印刷費用。 

三、 本刊為雙向匿名審查，除「投稿人基本資料表」外，請勿於投稿文內出現作者   

姓名職稱等。 

四、 中文字型採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中英文字體大小皆為 12 點。 

五、 本文中的節次及子目，以五個層次為原則，選用次序為：壹、一、（一）、1.、（1）。 

六、 圖表的編號採阿拉伯數字（如圖 1、表 1）。圖與表的編號與標題都置於圖與表的

上端並置左。當引用他人的圖表時，須註明資料來源（格式如下所列）。 

貳、文中引用資料的方法 

文獻資料的引用採取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APA）

第七版的最新格式。文稿內引用文獻之年代，一律使用西曆。 

範例： 

一、引用論文時 

(一) 吳清山（2006）的研究發現，或（吳清山，2006），或吳清山於 2006 年的研究

發現 

(二) 根據 Porter（2001）的研究指出，或（Porter, 2001），或 Porter於 2001 年指出…… 

(三) 根據以往學者（如；林明地，1999；Wang & Fwu , 2007）的研究 

(四) 作者三人以上，第一次引用只列第一作者加｢等人｣，如引用黃文三、謝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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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民（2008）的文章，只寫黃文三等人（2008）或（黃文三等人，2008）；

外文如引用 Hair、Hult、Ringle 與 Sarstedt（2016），只寫「Hair 等人（2016）…」

或「….（Hair et al., 2016）」。 

說明：引用多篇文章時，先中文作者再英文作者，其中標點符號中文採全形；英

文採半形，其後空一個 space；但中間的分號一律採全形。 

二、 作者在同一年有多篇著作時 

有數篇研究（如：林生傳，1996a，1996b；John, 1991a, 1991b）指出…… 

（注意：1996a, 1996b，是在參考書目排序後，才訂出 a、b，不是先引用者為 a。） 

三、 引用翻譯書時 

引用翻譯書時，內文中要引用原文作者與原作出版年與翻譯出版年： 

偏最小平方法是……（Hair et al., 2014/2016）， 

但在參考文獻則用以下格式，並列於參考文獻中文部分 

Hair J. F. Jr, Hult, G. T. M., Ringle, C., & Sarstedt, M.（2016）。結構方程模式：最小

平方法 PLS-SEM（湯家偉，譯）。高等教育。（原出版年 2014） 

四、統計符號 

(一)正體 

希臘字母（如 α、β、λ、η、θ、χ、ψ、ω）、ANOVA（變異數分析）、ANCOVA

（共變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的適切指標縮寫（如 AIC、RMSEA）。 

(二)斜體 

如 t、F、p、r 

五、圖表 

(一)表的格式 

表由編號、標題、欄位名稱、橫線與註等所組成，其排版位置如下： 

表的編號 

標題 

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 次欄位名稱 次欄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註：一般註（如下之說明） 

特別註（指表中有特殊的標記之說明） 

概率註（指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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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的格式 

圖的編號 

標題 

 

 

 

 

註：一般註（如下之說明） 

特別註（指表中有特殊的標記之說明） 

概率註（指 p 值） 

(三)圖表的一般註 

一般註指圖表中的說明與資料的來源，分來自期刊與書二種格式： 

1.期刊 

註：先說明圖表各符號的含意。取自“文章名”，作者，年代，期刊名，卷（期），

頁。 

(1) 西文 

註：表中的斜線是指實驗組的………。取自“Mixed Messages: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Support Within Close Relationships for 

Adjustment to a Stressful Life Event,” by B. Major, J. M. Zubek, M. L. 

Cooper, C. Cozzarelli, and C. Richards, 199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p. 1359. 

（注意：A.文章標題除介詞與冠詞外，每字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B.作

者的名之縮寫在前，姓在後） 

(2) 中文 

註：取自〈學習的意義感：建立、失落及再創生〉，黃囇莉與洪才舒，2017。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2（1），頁 155。 

2.書 

取自“Title of Book” (p. xxx), by A. N. Author and C. O. Author, year: Publisher. 

取自《書名》（頁碼），作者，年代。出版商。 

(1) 西文 

註：取自“A Primer on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p.57）, by Jr, J. F Hair, G. T. M. Hult, C. Ringle, and M. 

Sarstedt, 2016.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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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 

註：取自《教師評鑑理論與實務》（頁 137），吳和堂，2007。高等教育。 

（注意：引用的圖或表通常只有一頁，除非跨頁） 

六、小數 

(一)小數以二位為原則 

小數位的數目越少，越容易理解，通常以二位為原則，例如：相關係數、

百分比、t 值、F 值、χ2；若是二位小數無法區別組別之間的差異，則可用到

四位小數，如 p與 β。 

(二)個位數需填 0的原則 

若是某一統計數值不可能高於 1，則其個位數可空白，例如：相關係數  

（r = .92）、顯著性（p＜.05）。若是統計數值會大於 1，則個位數要填 0，像    

t 值、F 值、χ2，其寫法為 t(55) = 0.32、F (2, 177) = 0.45。 

七、樣本數 

全體樣本數用 N 表示，分組的樣本數用 n，例如：總樣本數為 600 人，其中男生

250 人，女生 350人，在表中或內文應用 N = 600，n 男 = 2 50，n 女 = 350。 

八、自由度 

統計的自由度，在內文中要寫出來，例如：「性別在工作滿意度的差異分析，經考

驗後，t(55) = 3.32，p = .045」、「年級在人際關係上的差異情形，經考驗後，F(2, 177) = 0.45，

p = .236」。 

參、文末參考文獻寫法 

一、全部列舉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也不能漏列。 

二、文獻順序以中文文獻在先，外文文獻在後。 

三、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外文文獻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四、中文書名、期刊名稱與期刊卷數採粗體字。外文書名、期刊名稱與卷數採斜體字

（不加粗）。 

五、第一行靠左，第二行中文內縮 2 個字，英文內縮 4 個字母。 

六、實例： 

(一) 期刊 

1.期刊編號沒有卷數，只有期數 

(1)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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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 pp-pp. 

作者(出版年)。文章標題。期刊名稱，期數，頁次。 

(2)例子 

Sahin, A., & Cokadar, H. (2009). Change, stability and context: Prospective 

teachers’ perceptions. Hacettepe University Journal of Education, 36, 

213-224. 

Cunha, F., & Heckman, J. (2007).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2), 31-47. doi: 10.1257/aer.97.2.31 

陳景花、余民寧（2019）。正向心理學介入對幸福與憂鬱效果之後設分

析。教育心理學報，50（4），551-585。http://doi.org/10.6251/BEP.201906 

_50(4).0001 

（注意：A.頁次是指該文在該刊的起始頁至尾頁，通常至少二頁以上。B.若是

該篇文章有 doi 或 URL 等網址，請一併附在最後。且網址之後，沒有標點

符號。下面｢2.期刊編號有卷數與期數｣亦同） 

2.期刊編號有卷數與期數 

(1)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n), pp-pp. 

作者(出版年)。文章標題。期刊名稱，卷(期)，頁次。 

(2)例子 

Jaiyeoba, A. O., & Jibril. M. A. (2008). Sourc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mong secondary school administrators in Kano State, Nigeria. African 

Research Review, 2 (3), 116-129. 

潘慧玲（2006）。彰權益能評鑑之探析。當代教育研究，14（1），1-24。 

(二)雜誌 

雜誌通常是指通俗性的刊物，如讀者文摘。期刊與雜誌不同處只在出版年中要

有月份 

Chamberlin, J., Novotney, A., Packard, E., & Price, M. (2008, May). Enhancing 

worker well-being: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ists convene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on work, stress, and health. Monitor on Psychology, 39(5), 26-29. 

陳宏（2007，10 月）。能夠讀書真好。講義雜誌，247，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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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 

書是指一般出版的書、百科全書、字典、特殊學科參考書（如心理異常診斷與

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依照撰寫的

形式，可分為： 

1.原著 

楊巧玲（2006）。不一樣的教學原理－從自我認識到社會參與。心理。 

吳明隆、凃金堂（2005）。SPSS與統計應用分析。五南。 

黃文三、謝琇玲、李新民（2008）。心理學。群英。 

王文中、呂金燮、吳毓瑩、張郁雯、張淑慧（2004）。教育測驗與評量－教

室學習的觀點（二版）。五南。 

（注意：在內文作者三人以上，第一次引用時，用「黃文三等人（2008）提到…..」） 

2.編輯書 

Chelimsky, E. (1997).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s in evaluation. In E. 

Chelimsky & W. R. Shadish (Eds.), Evalu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l-26). Sage. 

楊思偉（2002）。學校制度。輯於楊國賜（主編），新世紀的教育學概論－

科技整合導向（頁 335-368）。學富文化。 

3.翻譯書 

Hair J. F. Jr, Hult, G. T. M., Ringle, C., & Sarstedt, M.（2016）。結構方程模式：

最小平方法 PLS-SEM（湯家偉，譯）。高等教育。（原出版年 2014） 

在內文引註時，要標示原與新出版年：如 Hair 等人（2014/2016）或（Hair et 

al., 2014/2016）。 

(四)技術與專案的報告 

專案的經費受科技部、教育部、教育局之補助（grant），其專案通常有一編

號，在參考書目中要列出該專案的主持人外，還要列出受補助的年代（一年或

多年期）、編號、贊助單位。格式如下： 

Blair, C. B. (Principal Investigator). (2015-2020). Stress, self-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in middle childhood (Project No. 5RO1HD081252-04) 

[Grant]. Eunice Kennedy Shriv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https:/lprojectreporter.nih.gov/project_info_details. 

cfm?aid-9473071&icde-4009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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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煌（主持人）（2018-2020）。高級中等學校的競爭壓力與因應策略（計

畫編號 MOST107-2410-H017-006-SS2）〔補助〕。科技部。https://www. 

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2830232 

（計畫編號請上｢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搜尋） 

(五)會議與研討會 

有些研討會手冊名為「論文輯」，若有 ISBN，則用書的格式，否則視為會議

與研討會。在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因發表的形式不同，可分為：口頭發表、

書面與海報： 

1.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又分為二：一是研討會中無主持人的場次（conference session），

二是針對某一主題的專題討論會（symposium），並有主持人： 

(1)研討會中無主持人的場次 

其格式如下： 

Auhtor, A. A., & Auhtor, B. B.(Year, Month day). Title[Conference session]. 

Conference Name, Location. https://xxxxx 

作者（年，月日）。標題[會議場次]。會議名稱，舉行地點。https://xxxxx 

例子如下： 

Zhou, W., Lin, H., Lin, B. -Y., Wang, Z., Du, J., Neves, L., & Ren, X. (2020, 

April 20-24). Nero: A neural rule grounding framework for label- 

efficient relation extraction[Conference session]. The Web Conference 

2020, Taipei, Taiwan. 

Peters, I. (2019, September 24-26). What is quality in open science?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Copenhagen, 

Denmark. https://oaspavideos.org/conference/videos-2019 

陳孟修、林鳳凰、林麗芬（2019，10 月 25日）。以迴歸分析探討心理契

約與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之影響性研究[會議場

次]。2019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與行銷創新學術研討會，高雄市。 

在內文中的引註，其年代只要寫出年就可，如 Peters（2019）或（Peters, 

2019）；陳孟修等人（2019）或（陳孟修等，2019）。 

注意： 

A.標題要斜體或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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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標題後要加[Conference session]或[會議場次] 

(2)主題式的專題討論會並有主持人 

格式與例子如下： 

Auhtor, A. A., & Auhtor, B. B. (Year, Month day). Title. In C. C. Chairperson 

(Chair), Title symposium [Symposium]. Conference Name, Location. 

https://xxxxx 

作者（年，月日）。標題。主持人姓名（主持人），專題討論名稱〔專題

討論〕，會議名稱，舉行地點。https://xxxxx 

De Boer, D., & LaFavor, T. (2018, April 26-29). The art and significance of 

successfully identifying resilient individuals: A person-focused approach. 

In A. M. Schmidt & A. Kryvanos (Chairs), Perspectives on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enhancement [Symposium]. We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98th Annual Convention, Portland, OR, United 

States. 

言村益典、朱文增（2020，5 月 16-17 日）。日本時代台湾における酒類

販売量と民族性。林伯修（主持人），日文專場及運動科學〔專題

討論〕，2020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注意： 

A.斜體或粗黑是專題討論名稱。 

B.專題討論名稱後要加[Symposium]或〔會議場次〕。 

2.書面與海報 

書面與海報比照研討會中無主持人的場次之格式，只是將 [Conference 

session]或〔會議場次〕，換成[Paper presentation]（書面發表）或[Poster 

presentation]（海報發表）。例子如下： 

Maddox, S., Hurling, J., Stewart, E., & Edwards, A. (2016, March 30-April 

2). If mama ain’t happy, nobody's happy: The effect of parental 

depression on mood dysregulation inchildren [Paper presentation]. 

South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2nd Annual Meeting, New 

Orleans, LA, United States. 

Pearson, J. (2018, September 27-30). Fat talk and its effects on state-based 

body image in women [Poster presentation].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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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Congress, Sydney, NSW, Australia. http://bit.ly/2XGSTHP 

陳俊伯（2020，5月 16-17 日）。中華職棒球場經營策略之研究－以桃園

國際棒球場為例〔海報發表〕。2020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台北市。 

沈棻、吳和堂（2008，5 月 10 日）。高中健康與護理教科書之生命教育

教材內容分析研究－以泰宇版為例〔書面發表〕。兩岸生命教育學

術與課程教學研討會，高雄市。 

(六)碩博士論文 

格式與例子如下： 

Author, A. A. (Year).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me of Institution Awarding the Degree. 

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的博士或碩士論文）。授予學位的學校

名。 

Nguyen, H. (2019). The influence of job motivation on nurse retention: A 

study of Vietnamese private hospital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https://digscholarship.unco.edu/cgi/ 

viewcontent.cgi?article=1181&context=theses 

Sprunk, E. A. (2013). Student incivility: Nursing faculty live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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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荷的影像藝術理念沿用於 

當代數位行銷之探討 

陳運星 1* 林虹慈 2
 

摘 要 

回溯 60年代的美國普普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是位影像傳達文化

創意的先知者。他曾言：「在未來，每位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在當時文化背景下，應用攝影機拍攝日常瑣碎的

事，頓時顛覆了一般大眾對於影像的既定風格，並衝擊著美國大眾文化；類似今日的

網紅明星，便是以網路商業行為透過「廣告傳播」進行數位行銷並掌握商機，反映出

當代網路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回顧安迪˙沃荷的影像藝術作品與搜尋網路影片，比照現實

中網紅「Youtuber」與「明星代言」等案例，透過數位行銷拍攝「食、衣、住、行」

等手法，流行蔚為風尚，在安迪˙沃荷的鏡頭下，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並重複地透

過影像再現大眾文化，從中帶動文化經濟產業的發展。在此，研究者採用三角驗證法

進行文獻資料分析並提供佐證。 

當代是以數位行銷與影像藝術並存流行的年代，這是以「人」作為文化創意與藝

術創作的核心，以「影像藝術」作為創作理念的表現形式，以「數位行銷」作為商業

行銷的媒合工具，讓觀眾參與到藝術創作者的互動模式，猶如當代網紅 Youtuber 是

最有效的數位行銷方式，加上網路電商環境的發展下，讓許多消費大眾習慣於在網路

上做購買行為，於是帶動了影像藝術的網際網路數位行銷的發展，例如 Google、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TikTok、Line……等社群軟體，成為影像

藝術數位行銷的新工具，造就了反覆不斷的藝術生產鏈，具有可觀的文化經濟效益，

此即是所謂文化經濟學的「安迪沃荷經濟學」的沿用。 

關鍵詞：安迪˙沃荷、影像藝術、文化創意、數位行銷、明星代言 

投稿日期：2022/01/06；接受日期：2022/05/20 

                                                 
1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2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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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ndy Warhol's Philosophy of Video Art 
Used Along Contemporary Digital Marketing 

Yun-Shing Chen
1* Hong-Ci Lin

2
 

Abstract 

Andy Warhol, American pop artist in the 60’s, was a pioneer in conveying culture and 

creativity through images and videos. He once said, “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 Back in his time, putting trivial daily lives on camera was a style that 

subverted the general public’s expectation and clashed with the pop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however, the internet has influenced everyone’s life and digital marketing is 

ubiquitous as internet celebrities become influencers who not only bring a loyal fanbase to 

advertisers but monetize their personal brands online too.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to review Andy Warhol's video art works and 

search for online videos, and compares the actual cases of Internet celebrities such as 

"Youtuber" and "star endorsement" to shoot "food, clothing, housing, transportation" 

through digital marketing.” and other techniques have become popular. Under the lens of 

Andy Warhol, the audience is deeply impressed, and the popular culture is repeatedly 

reproduced through images, thereby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economy 

industry. Here, the researchers used the triangul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and 

provide supporting evidence. 

Digital marketing and video art coexis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is is a new mode 

that allows interaction between spectators and artistic content creators, with humans being 

the cor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artistic creation, video art being the expression of 

creative ideas, and digital marketing being the medium of commercial marketing. 

YouTubers are the best example of effective digital marketing, whose influence, bolstered 

by the thriving of e-commerce, makes the general public grow more and more accustomed 

to online shopping and leads to the flourishing of digital marketing. Social media like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Twitter, TikTok, and Line have become new tools 

for digital marketing and created a sustainable artistic production chain that can bring 

considerable gains to the cultural economy. The so-called Warhol Economy perfectly 

explains how this new mode of cultural economy works. 

Keywords: Andy Warhol, video art, cultural creativity, digital marketing, celebrity endo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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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安迪˙沃荷（Andy Warhol，1928/8/6-1987/2/22）是美國 1960 至 80 年代普普藝術盛行時最

著名的一位普普藝術家，他運用影像行銷的手法，再現當時美國的文化生活與潮流名人紀錄方

式，拍攝藝術影像，完整寫實地呈現在大眾眼前。本文探討安迪˙沃荷的影像創作，傳達了美

國生活中之「食、衣、住、行」層面，闡述美國當時的大眾消費文化等情況，其拍片手法通常

以「反覆」畫面再現，目的是要讓大眾喚醒生活中所不被重視的人、事、物。 

當前，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會讓人質疑藝術的「價值」在哪裡，此外由攝影成為藝術

創作一枝以來，到現今的數位藝術、科技藝術，許多觀念正在轉移中，複製的衝擊與大眾文

化的矛盾讓兩者關係更加緊密1。藉由影像帶來愉快或不愉快、震驚或平凡、有趣或無聊，當

它們不存在於影像之內，而是仰賴影像被觀看與做批評的觀看者而存在2。如今，當代影像已

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更何況影像已經脫離不了我們的生活圈，是目前大眾多依靠影像來得

知資訊消息的媒介方式。現在的數位生產工具如電腦、數位相機或數位攝影機並結合於網際

網路來做傳播3，另外，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衝擊影響，為了防止群聚等相關

政策造成實體店面與通路皆受到影響，例如：書店、電影院、展演空間等，使得各產業紛紛

投入數位轉型，如：電子書、線上藝廊與音樂演唱會便改為直播演出；正因為如此，更促進

了原本的數位發展，而文化產業數位化雖僅是短暫情況，不過卻帶來具有市場潛力的新體驗

與商業模式4。 

隨著數位時代不停地推陳出新，廣告主減少了傳統廣告的投資，並轉往線上影片製作與線

上投放；如：Google、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TikTok、Line……等網路服務

業者，便陸續更新數位廣告策略，間接影響到消費者在使用通訊或是社群軟體觸及的影響。所

以在廣告產業的前後期歸納出「廣告影片製作」與「資訊服務業」5。由此可知，透過安迪˙沃

荷的影像藝術精神，並期望沿用於當代數位行銷發展當中，既有所貢獻於大眾影像層面。本文

認為安迪˙沃荷的影像藝術相關理念，是有助於網路數位行銷以及消費大眾對於名星代言的購

買行為之間的互相影響，故採用三角驗證法進行相關領域文獻的佐證。 

貳、安迪˙沃荷的影像理念精神 

安迪˙沃荷最主要的核心精神來自於他的一句經典名言：「在未來，每位人都能成名十五分

鐘。」“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6意思是指透過影像，就可以使人

                                                 
1 葉明勳，〈革命中的創造力〉，《藝術學報》，第 72 期，2003 年，頁 100。 
2 何文玲、陳俊宏，〈視覺影像闡釋論題之分析〉，《設計研究》，第 6 期，2004 年，頁 223。 
3 張玉佩，〈從媒體影像觀照自己：觀展/表演典範之初探〉，《新聞學研究》，第 82 期，2004 年，頁

44。 
4 參見瞿筱葳總編輯，〈2020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臺北市，文化內容策進院，2021 年，頁

48。 
5 同上註，頁 141。 
6 盧慈穎譯，Andy Warhol 著，《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臺北市，城邦

文化出版社，2010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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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名。這也是貫穿本文研究內容與帶動當代影像的影響力，他應用了反覆影像、日常生活、

明星代言等手法來呈現畫面，致使觀眾對他的影像作品烙印深刻的印象。我們可以從他年輕時

所從事過的工作經驗當中，從中了解他的相關作品，多以商業廣告方式呈現於繪畫以及影像居

多，不過本文仍以探究安迪・沃荷的影像作品為主7。 

一、商業廣告 

商業廣告就包含於廣告產業之中，係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的繪製設計、攝影、模型等裝

置，並透過商業行為、招攬廣告設計等行業8，引領大眾去做一個購買的行動；再經由廣告的傳

播，分享至各大小平臺上，藉此達成宣傳的手段之一。 

安迪˙沃荷受過商業藝術教育與廣告插畫工作環境的影響，不管是靜態或者是動態作品都

偏向商業廣告思維的模式進行系列性創作，而他的一貫作法仍是以「反覆」元素來呈現他的作

品風格，這可溯源自 1949 年的紐約廣告公司，安迪˙沃荷曾替商店做過櫥窗設計與廣告繪製，

繼而進入到時尚雜誌界工作。他嘗試過很多行業，不過他最拿手的強項仍在於繪畫絹印與影像

製作層面上，這也成為他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並且皆以廣告作為商業手法，來完成其銷售藝術

作品的目的。 

因此，本研究以安迪˙沃荷的影像做為作品回顧，敘述從最初影像作品與往後的發展脈絡

來做圖表呈現： 

表 1 

安迪˙沃荷影像創作脈絡圖／表 

編號 影像作品 年代 影像呈現 作品說明 

【圖 1】 

 
安迪˙沃荷《眠》 

Sleep 

1963 表現手法：反覆呈

現 人 的 睡 覺 模

式。 

拍攝目的：記錄人

的睡眠過程（時長

5 小時 20 分鐘）。 

本片為早期影像作品，左

圖為安迪˙沃荷拍攝他的

情人約翰˙橋諾，正在睡

覺的過程。其相關作品有

《吻》、《吃》、《理髮之一》

等系列作品。 

（續） 

  

                                                 
7 研究者根據安迪․沃荷：「在未來，每位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調查時間於：2022 年 3 月 17 日（四）～2022 年 3 月 27 日（日）為止。總共回收

500 份 google 表單問卷，調查分佈年齡層、性別、學歷與職業當中包含不同大眾心理層面與看法，調

查結果顯示：一、「每天十五分鐘的廣告產品會不會增加你對此品牌印象深刻」，二、「是否會因為

你喜歡的明星代言的產品而增加購買慾」三、「明星代言的品牌是否讓你覺得信賴且安心？」，因此，

不管是哪個年齡層或是不同職業與學歷等，許多大眾看法及想法都是相似的，從第一題至第三題可了

解到這 500 位大眾絕大部份的消費者對於每天十五分鐘廣告重複播放，確實會讓大眾產生深刻印象的，

並呈現正向影響，而以「網路廣告傳播」最有效應。由此看出安迪․沃荷的十五分鐘相關理論是具有

影響力的。 
8 同註 4，瞿筱葳總編輯，〈2020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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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迪˙沃荷影像創作脈絡圖／表（續） 

編號 影像作品 年代 影像呈現 作品說明 

【圖 2】 

 
安迪˙沃荷《朱迪思˙格林》 

Judith Green 

1963- 
1964 

表現手法：反覆呈
現頭像的部分。 
拍攝目的：利用照
相亭的簡單肖像
攝影原理。 

20 世紀，正流行自動肖像
的照相機器。常出現商店
外。由此，沃荷被這簡易
的照相場景所吸引，因為
不需複雜燈光與許多相機
架設著；並且找來紐約名
媛朱迪思˙格林，作為此
次的拍攝素材，將拍好的
照片，再經過絹印印刷，
可做為平面影像之作。 

【圖 3】 

 
安迪˙沃荷《帝國大廈》 

Empire 

1964 表現手法：反覆呈
現建築物的光影
變化。 
拍攝目的：美國紐
約著名的帝國大
廈為主（時長 8
小時）。 

本片為經典作品之一，其
拍攝的目的僅單純紀錄此
建築物（帝國大廈）的變
化，也就是隨著時間的流
逝，並定點察看建築物的
光影變化。 

【圖 4】 

  

  
安迪˙沃荷《屏幕測試》 

Screen Test 

1964- 
1966 

表現手法：反覆呈
現表情與動作。 
拍攝目的：邀請名
人與藝術家一同
參與拍攝，呈現最
真實的一面，不需
做任何動作（時長
4 分鐘左右）。 

此片找來許多明星與藝術
家前來拍攝，但不要求他
們在鏡頭前做什麼動作，
僅讓他們展現你的真實的
一面就好，類似於今日的
網紅一樣，再無聊也會有
人來觀看，並透過鏡頭的
幫助下製造曝光機會。 

【圖 5】 

安迪˙沃荷《TDK 廣

告打印機證明》Printer’s proof for 

TDK advertisement featuring 

1980 表現手法：重現當
時最流行的黑白
電視。 
拍攝目的：安迪˙
沃荷當時無法抗
拒最新發明的黑
白電視與錄音機，
甚至說他想成為
一部機器。 

於 1980 年間，他利用塗層
紙上，並將它印刷成一台
小螢幕電視。 
他曾言：「我相信智能，它
能取代電影」。I believe in 
television. It’s going to take 
over from movies.” 
並將它（電視機）與安迪
˙沃荷作為廣告宣傳。 

【圖 6】 

 
安迪˙沃荷《安迪˙沃荷的十五分

鐘》Andy Warhol 15 Minutes 

1985- 
1987 

表現手法：連續做
出自然的動作與
表情。 
拍攝目的：將畫面
切成四等份，並置
入四位名人。（時
長 30 分鐘）。 

主畫面切割為四等份，每
一格畫面就有四位名人，
安迪˙沃荷也是其中之
一。而這部片子其實有分
好幾部系列，是屬於電視
連續劇的執行製片人，而
他的拍攝理念依然簡單，
就是對著螢幕擺出你想要
呈現的動作。 

註： Nick Dixon(1998). .ANDY WARHOL 15 MINUTES ETERNAL. New York: Lise Macdonald.（本研究整理製

表，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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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瞿筱葳在《2020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關於廣告產業鏈範疇的說明，安迪˙沃

荷的創意工廠可以結合：「1.創意形成（Creation）、2.製作／生產（Production）、3.傳播／發行/

分銷（Dissemination）、4.展示與接收（Exhibition/Reception）、5.支援服務（Supporting Service）。

9」等廣告產業的產業鏈，臺灣在 2020 年的廣告業者產業數據，可以看出 2019 年的產業的商家

數為 1 萬 5577 家，較 2018 成長 2.90%，成長幅度連三年增加，因此，2019 年廣告產業內、外

銷發現，內銷收入延續 2017 年成長態勢，達新臺幣 1746.32 億元，外銷收入約為新臺幣 17.62

億元10。 

因此，由表 1 所示的「安迪˙沃荷影像創作脈絡圖／表」，研究者認為，沃荷的這樣一個創

意工廠可以結合上述的廣告產業鏈五大範疇：「1.創意形成、2.製作/生產、3.傳播/發行/分銷、4.

展示與接收、5.支援服務」，在臺灣是可以產生相當大的數位行銷的效果。另外，成功的網路廣

告中，可造成莫大的經濟效益。 

為了詳述安迪˙沃荷十五分鐘的精神理念，並應用至當代數位行銷廣告中，本文透過文字

補充敘述如下： 

1963 年，安迪˙沃荷收入逐漸穩固，租了一間屬於他的工作室，將它命名為「銀色工廠」，

為何會如此命名的原因在於他認為銀色代表著潮流，索性將他的工廠內部全都漆成銀色的；另

外則是他的假髮開始挑選銀色的髮色配戴在他的頭上，並出席在各個場合中，讓社會大眾對於

他的造型風格產生另類印象；喜歡從他日常生活中尋求最新靈感，並曾言：「一切都是美好的，

流行就是一切的。」"Everything is beautiful‚ Pop is everything. "11。 

1960、1970 年代，是現代轉換到後現代的時代，如 David Hesmondhalgh 指出：這時文化產

業的概念興起，是因為人們必須透過文化社會與經濟之間關係轉變的「轉型理論」（theories of 

transition）12。這意謂著，「創意社會」，「社會工廠」，文化、社會與經濟之間關係轉型的現代到

後現代……等，這正是沃荷生存的時代，而他確實也形塑著這樣的時代。 

因而這間工廠很適合安迪˙沃荷的創作空間，也從此刻開始，他將平面繪畫轉向實驗影像

層面來著墨，將工廠視為文化生產與名人交流的地點，隨時與潮流名人互相交流意見、激盪想

法；爾後，他在影像方面造就許多創意與貢獻，然而他真正成名時於西元 1964 年，年齡尚未到

35 歲；經由沃荷的創作理論，早在美國佔有一席之地，所以他除了尋求雜誌影像等方面靈感外，

沃荷感興趣的是將這些著名的影歌明星、政治人物等影像擷取，甚至將自己變為影片內的主角

並置入於鏡頭之中，運用單一「重複」手法，塑造出簡單且平易近人的生活方式，展現出他想

像中的影像作品，捕捉平凡、庸俗且一刀未剪的紀錄完整展現。 

此外，透過他的工廠與此為家的明星人物，在 1970 年初前，將美國紐約形塑為經濟核心的

一個因子；且沃荷早在 1960 年代擁有了自己的電視節目，就像是創意的驅動力，鞏固著美國紐

                                                 
9 同上註，頁 143。 
10 同上註，頁 144-146。 
11 引自張學軍，〈普普藝術對藝術商業市場發展的重要性研究〉，《國際社會科學與教育研究雜誌》第

5 期，2020 年，頁 6。 
12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Sage, 201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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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經濟發展，並作為一個全球性的金融產業市場13。經由上述提及沃荷經常與名人做互動，

研究者藉此查詢相關YouTube影片，可以舉例出安迪˙沃荷曾與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

合影過14，並證明沃荷時常接觸有名氣的明星們。 

就如 1982 年時，麥克˙傑克森所發表的新專輯《顫慄》（Thriller）內的一首新歌「比莉珍」

（Billie Jean）所表演的月球漫步，當場為之驚人，成為當年度的歌壇明星人物。正因為如此，

麥克˙傑克森更加地出名，更被當時的百事可樂公司相中，邀請當年度最紅的明星來做代言，

並拍攝「可口可樂廣告影片」15，目的就是期望當代明星能替他們的公司打響名號。 

如【圖 7】所示，1984 年，安迪˙沃荷曾幫麥克˙傑克森製作了一幅他的肖像畫，帶動麥

克的新唱片《顫慄》熱賣的原因之一。同時，在這段期間也是安迪˙沃荷創造了許多經典之作。

往後，美術評論家讚譽他是「實現美國夢的代表人物」，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業藝術家16留給後

人許多爭議話題與另類啟示及貢獻。 

 

圖 7 安迪˙沃荷《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 1984年，絹印、貼圖 81*60.3公分 

圖片來源：何政廣（2002），《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頁 125。 

安迪˙沃荷曾經說過：「美國這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在於，有錢人與貧窮人都買著相同的東

西；而透過電視得知總統或是明星麗茲˙泰勒喝著可樂，但你也正在喝可樂。並從中了解到再

多的錢都不能讓你買到比街角流浪漢喝的可樂還要再更好的口感。因為所有的可樂都是一樣的。

麗茲˙泰勒知道這點、總統知道這點、流浪漢知道這點、而你也知道這點。」17換句話說，研究

者認為，不論我們花多少錢去買一瓶可樂，但它的味道依舊是一樣的，不會因為花很多錢所買

來的可樂的口感會變得比較好喝，從此段話的涵義呼應著人人所獲得到的可口可樂都是平等的，

是不分階級層次的。 

                                                 
13 Terry Flew‚The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e and Policy (London: Sage,2012), pp. 1, 41, 153. 
14 普普風的瘋狂起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kABmlnfG4&list=LL&index=15（瀏覽

日期：2021/08/16）於影片 4:05 秒「安迪˙沃荷肖像畫」介紹。 
15 麥克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百事可樂廣告代言，1984 年，網址：https://www.youtube. com/watch? 

v=D01xir5B7ZA（瀏覽日期:2021/08/20）。 
16 李家祺著，《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 Andy Warhol》，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2 年，頁 8。 
17 Andy Warhol‚ 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 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 (Orlando: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4)‚ pp.100-1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kABmlnfG4&list=LL&inde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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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口可樂僅是商品，然而沃荷所講的「可口可樂」，其實也延伸指涉他刻意以「量產而

難免粗糙、失誤」的手法所複印那些可口可樂版畫，以及他在媒體上對可口可樂的操演性談論，

也有此意涵的存在。所以，沃荷所說的可口可樂式平等，可說是一種資本世界中的類似於消費

社會中重複商品的那種自我。18在此，對照著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文化工業」批判：「今

日文化都是一樣的，所有的模式是一樣的。」19因此，研究者根據上面所描述，就如同我們看

到的可口可樂是代表著這整個社會文化當中的所有事物都是相同且平等的。 

總而言之，研究者透過麥克˙傑克森代言的可口可樂案例，印證了安迪˙沃荷所言：「在未

來，每個人都能成名 15 分鐘」。根據這段話是出自安迪的經典名言，且在這網紅當道的時代，

這句話是多麼貼切實用，何況在當年安迪˙沃荷道出此話的同時是一個連網際網路都還未知的

年代。 

多年以後，電視秀的發展如同網紅「youtuber」與「明星代言」等案例進行代言，正是安

迪˙沃荷影像藝術的後續發展。並在未來開始有了網際網路以及直播等數位平台的崛起，之所

以 15 分鐘這段話，恰好適合安迪˙沃荷這個廣告成名的故事啟發，他創造了社交媒體的新傳播

時期，而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代言人，有眾多的名人會來尋求安迪˙沃荷的幫助下，透過他

的攝影鏡頭幫忙製造曝光機會，也呼應了 15 分鐘這經典名言可以讓人迅速成名的效應。 

於是，名人幾乎就是用一個形像（image）的方式存在於大眾文化和集體記憶之中20。當名

人的行銷進入理性化考量，而成為一種分眾式的市場分割時，行銷者甚至會先考慮何種形象是

當時市場上有利的，才會加以製造的21。名人首先是一個文本和形象的操縱，並且加上高度的

可見性（high visibility）22。 

簡單來講，無論你的興趣是什麼，15 分鐘足夠讓你展現才華，重要的是，你為了這 15 分

鐘的機會，準備出場的時間有可能是 15 天、15 個月，甚至是花上 15 年，就像是以麥克・傑克

森為例。 

二、安迪˙沃荷影像的美學貢獻 

安迪˙沃荷擅長使用「反覆重現」手法進行攝影，並看到他的影像作品內容屬於平淡且無

敘述性的，可說是再平凡不過的影片，也不像是位導演所執導的風範，但也因為這奇怪的拍攝

手段，卻引起大眾的關注，便驅使觀眾想一探究竟的想法。研究者認為，根據安迪˙沃荷的影

像理念，以「十五分鐘可以使人成名」的這句名言，確實影響了當代影像攝影走向，藉此帶動

網路數位行銷的發展，從中獲得商機；所以這代表著沃荷的獨特眼光與貢獻。在此，提及當年

他具有代表性之影像作品做進一步探討： 

                                                 
18 蔡佩桂，〈文創時代的藝術生產：陳界仁、曹斐與安迪˙沃荷〉，《藝術學研究》第 12 期，2020 年，

頁 153。 
19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Gunzelin Schmid Noer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4. 
20 Boorstin‚ D. (1961).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198. 
21 Gamson‚ J (1994). Claims to fame: Celebr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47. 
22 Rein, I., Kotler, P., & Stoller, M. (1987). High visibility. New York: Dodd , Mead,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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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 中的【圖 2】所示，以《朱迪思˙格林》這件影像作品來講，沃荷對攝影影像最

明顯的利用方式是重複和系列化，而如果我們檢視攝影史，便得知這是一種早期還受困於單張

攝影時期所演變而來的，一種使得攝影接近書寫的方式來呈現23。換句話說，安迪˙沃荷被當

時簡單肖像攝影原理給吸引，便成為他的靈感來源，且邀請當時名媛朱迪思˙格林，作為沃荷

攝影的對象，呈現出單張靜態且反覆頭像為主。 

如【圖 3】所示，於 1964 年，他的代表影像作品《帝國大廈》（Empire）是經典作品之一，

拍攝定點於（美國紐約著名的帝國大廈為主），單純的以重複手法來表現建築物隨著時間流逝的

變化過程做拍攝。而在 80 年代，他的電視節目，《安迪˙沃荷的 TV》與《安迪˙沃荷的 15 分

鐘》【圖 6】。在紐約有線電視和全國音樂電視上播出。此片拍攝期間於 1985 至 1987 年左右，

總共分了五集去作拍攝，五集三十分鐘（包含試播）；由新命名的安迪・沃荷電視製作公司所製

作的第一部電視連續劇，與 MTV 聯合製作，一切經由安迪˙沃荷所構思的24。 

總而言之，研究者以一句話來描述安迪˙沃荷的作品內容與形式：影像藝術成了複製再複

製的複製品表現形式，並結合了攝影技術，內容源自於現實生活中的靈感來源，借助大眾傳播

力量來展示與行銷。舉以下兩種案例來說，上述概念重現於當代影像技術的延伸，而後來的

MV 也試圖應用不同變化的感覺，藉由拍攝後經由另類後製效果的方式呈現，製造成不同視覺

畫面，且持續延續下去： 

例如：麥克˙傑克森的歌曲作品 MV《黑與白》（Black or White），是經由麥克・傑克森及

比爾博特雷爾創作之影像、作曲和製作，終於在 1991 年 11 月的第一周，開始在紐約和洛杉磯

的廣播電台進行宣傳，隔了一周後，即在 1991 年的 11 月 5 日，正式上映播出；而在 MV 影片

的結尾部分，以不同的種族和國籍的人，有包含了演員、模特兒透過歌曲的節奏進行跳舞及後

製過的變臉，這種技術以前只諸如於《柳樹》、《終結者 2》等電影中使用。變形視覺效果由 Pacific 

Data Images（PDI）是一家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洲紅木城的美國電腦動畫公司製作25。 

研究者認為往後科技越發達時，當今網路歌手的影片當中，歌曲加入了變臉效果與多重

影像暫留於畫面之中，充分呈現出傳統與創新再現的融合風格應用於此當代的 MV 裡。但

這些影像並不一定都是延伸自安迪˙沃荷的拍攝想法，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從這當代影像可以

發掘到，MV 中所請來的大多以著名人士或是歌星本人來做拍攝，也因科技的進步，可以將不

同的技術融於畫面之中，可呈現出：動態「換臉」等持續動作……重複且不間斷的連續過程，

延伸出不同的影像表現手法。 

（一）安迪˙沃荷的影像詮釋 

至於影像的詮釋當中，引用自傳播學者李道明指出：「傳播它是屬於社會性的秩序，彷彿置

身於某種時代，並在脈絡中被改造、傳遞與接收，之後被當成了一種訊息處理，繼而推斷出不

                                                 
23 Marien, M. W. (2002).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Laurence King. P.56. 
24 Nick Dixon. (1998). .ANDY WARHOL 15 MINUTES ETERNAL. New York :Lise Macdonald. P. 87. 
25 麥可傑克森，《黑與白》，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ack_or_White，（瀏覽日期：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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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思。」26在此說明，安迪・沃荷只是用了很簡單的手法去拍攝成日常紀錄影片，他的影

片當中不會透漏太多語言訊息，也不用過多文字敘述；而是讓觀眾去想是要傳遞給我們的是什

麼資訊。然而在他的紀錄影片都是以同樣的手法，不斷地重複著，而且一錄就錄了好幾個小時，

幾乎都是同個定點作反覆。從他觀點而論，我們其實都是在照他的模式在進行著，就是「吃喝

拉撒睡」……日常生活的基本行為能力，就是這麼陳腔濫調，正是人類每天必做的事，不會有

太大的變化，成功闡述他所要表達的意義在這裡。 

安迪˙沃荷借用了導演傑克˙史密斯的「超級巨星」（superstar）一詞，但他對這個詞有自

己的詮釋。他認為真正的超級巨星有辦法一站上攝影機前便讓自己投入表演；然而他也指出，

他們下了鏡頭之後就不是那樣的人了。27從這裡研究者解釋出：安迪˙沃荷一直在找尋的主角

特質是不需要腳本的，是可以無拘無束，想做什麼都可以，甚至是可以放膽去奔放演出，因為

這才是最真實的自己。因此，在今日沃荷的相關展覽經常在各地巡迴展出；他的反傳統文化電

影為今日的主流電影奠下了基礎，而他也被稱為「自拍」（selfie）的始祖；擁有眾多粉絲與藝

術家等，都視「聖安迪（Saint Andy）」為他們的謬斯。28研究者認為，以當時來講，安迪˙沃

荷對於美國的文化發展的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力。透過上述來看現在，當代影像的 youtuber（網

紅）也是以日常生活瑣事「吃喝拉撒睡」，結合生活趣事作為借鏡，來達到數位行銷的經濟效益。 

（二）結合生活—「食衣住行」 

在鏡頭之下，個人的成功不再可能置身於鏡頭的隱私之外，相反地，如今鏡頭前只有定型

化的賣弄姿態，然而他們已然公開被消費的命運。29因此，安迪˙沃荷將攝影或電影鏡頭的光

圈，結合自己與生活中的食衣住行之中，藉以將鏡頭展示出來，同時邊揭露、邊建立同樣的漠

然姿態。 

1. 食—吃播 

在「食」的部分，描繪當時安迪˙沃荷在吃早餐時幾乎是吃玉米麥片生活的30，因此拍攝

了一部與自己吃玉米麥片的過程，並表示玉米麥片是眾多工業化生產的食品，在這之前的 1964

年他也製作相關玉米麥片的作品。另外，拍攝吃漢堡王片段的原因，是電影製片人喬根˙萊斯

的想法，這是 1982 年美國電影 66 個場景的一部分。依據安迪˙沃荷的飲食習慣告訴我們，那

就是他不害怕享受任何工業化食品，甚至是熱愛大批量生產的加工食品。 

如今，現代網路紅人越來越多，拍攝的模式也大不同，逐漸由韓國開始拍起吃播，上傳至

YouTube 中；因此，吃播衍生出不同的潮流，而這些網紅為了清楚收到〝吃〞的聲音，所以特

地購買好的收音麥克風，藉由麥克風收到「咬」的清脆聲，目的也是要讓觀賞者可以看得「飢

                                                 
26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臺北市，三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24。周德禎，《文化

創意產業之個案與故事》，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19 年，頁 49。 
27 林育如譯，《安迪˙沃荷 the Trip》，臺北市，商周出版社，2017 年，頁 355。 
28 同上註，頁 15。 
29 何政廣，《普普教父安迪˙沃荷世界巡迴展》，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8 年，頁 15。 
30 安迪˙沃荷—吃玉米麥片系列，影片 1 分 12 秒處。1970 年，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iy（瀏覽日期:202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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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轆轆」並願意追蹤與訂閱他的頻道。爾後，連續各國的網紅也朝向吃播為主業，透過這些網

紅所吃的食物當中，也透露出各國不同飲食的文化差異，從中發現到原來無聊的事物經由拍攝

成一段紀錄吃的過程就能吸引到無數人來觀看，可見安迪˙沃荷當時的拍攝理念，在現今社會

的網路世界已經一一實現。 

2. 衣—角色裝扮 

在「衣」著與造型的裝扮上，安迪˙沃荷是個謎樣般的人物，並以奇異和誇張的作風吸引

著目光。且在 50 年代把頭髮染成金色，後來又戴上金色或銀色的假髮；便沉迷於追逐財富和名

聲。31安迪˙沃荷喜歡打造鮮明的個人特色，且目的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夠記住他，依此他都有

固定的服裝（毛衣、西裝）；因為安迪˙沃荷本身有禿頭現象，所以會在不同的場合下搭配不同

的假髮與配戴一副黑色太陽眼鏡造型，而在公眾場合下的安迪˙沃荷給人的印象就是一位沉默

寡言的藝術家，和他所張揚的作品相較之下，簡直天差地別。 

    

圖 8 安迪˙沃荷—淑女與紳士 1984年 絹印、貼圖 81*60.3公分 

圖片來源：Nick Dixon,《ANDY WARHOL 15 MINUTES ETERNAL》, New York: Lise Macdonald. P. 88-91. 

如【圖 8】所示，我們看到安迪・沃荷像似學習女人如何化妝、擦口紅、戴上不同女人髮

型的風格，扮演起一位真正的女人，同時也體現了他同性戀的傾向。32然而這一切，在安迪˙

沃荷本身以及作品當中獲得了強而有力的如實展現。安迪˙沃荷順從了自己是同性戀者的本心，

在這世界的異性戀霸權之下，仍保有自身同性情欲並破除這既定印象，為同性戀者在這年代交

替中，取得該有的新價值。33 

總結來說，研究者認為在這世代交替之下，當代生活逐漸發展了動漫，就猶如現在的 Cosplay

（角色扮演），五花八門的各類動漫角色裝扮，包含了：服飾、動作、表情等，同時滿足了大眾

想成為理想角色的心理層面，透過鏡頭拍攝成他們想要的角色，藉此替他們增加曝光機會。 

3. 住—生活起居 

根據表 1 中的【圖 1】所示，《眠》（Sleep）這部片子拍了將近六小時，僅僅紀錄一名男子

睡覺的過程，且一刀未剪，完整呈現在大眾眼前，在 YouTube 影片中有人問他：「電影看起來

有點殘忍」。安迪˙沃荷回答：「不會，它們只是非常真實，那可以叫做即時電影、即時聲音，

                                                 
31 同註 29，何政廣，《普普教父安迪˙沃荷世界巡迴展》，頁 39。 
32 Victor Bockri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dy Warhol (London: Great Britain, 1989), p. 195. 
33 陳育菁，〈普普教皇的愛慾符碼〉，《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 9 卷，2 期，2016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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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事都是」34。 

透過報導（2021）指出：有位美國網紅突發奇想，透過直播睡覺來看看會有多少網友「抖

內」他；而且他的遊戲規則設定他與愛犬睡覺時，皆全程開啟鏡頭直播，網友們可以透過抖內

換取「噪音」聲，然後將他們吵醒，而每次抖內需支付 9.99 美元（約新台幣 279 元）。 

之後他認為應該沒人會去理會他所設定的遊戲規則，便沉沉入睡，接著不管網友如何用各

種噪音，即：狗叫聲、音樂播放聲等等，還是繼續睡他的；不料隔日，結束了他七個小時的「睡

播」，看了一下抖內金額共賺進 1.6 萬美元，換算成新台幣為 45 萬元，他直呼不可思議，簡直

嚇死！由於他太過激動還直接將自己的上衣撕掉，表達感謝網友們的支持。35 

由此可知，就連睡覺這麼無聊的事情都拿來做影片素材了，況且網路上的訂閱率與觀看人

數也是很多。透過案例介紹都是跟安迪・沃荷有相同的目的就是以「賺錢」為出發點。 

4. 行—代步工具、跑…… 

1965 年，安迪˙沃荷拍攝此片名為：《馬》（Horse），他有分有聲與無聲片，電影顏色採為

黑白色調，片長共 99 分鐘，目前收藏自安迪˙沃荷博物館。36因此片可能年代久遠，在網路影

片上也搜尋不太到此 99 分鐘的片段畫面，大致知道這些演員坐在馬背上。 

換做現在的攝影鏡頭都改良到變的很小一台，並且鏡頭也跟著縮小，甚至小到看不見，而

且無時無刻都可以側錄，也發明可將鏡頭裝在動物身上，製造動物低視角的樂趣，也從動物的

行走與奔跑視角畫面看到不一樣的景物。例如某位網紅將其 Insta360 GO2 裝在柯基犬的背後上，

試圖要利用此相機來拍攝狗狗在奔跑、走路以及沿路的場景畫面的視角，帶給大眾許多不同鏡

位及鏡頭樂趣37。 

三、影像創意「再現」 

所謂的影像創意再現，已僅非純然的再現之物或單純客觀的藝術載體。更直接了當來講，

一方面檔案影像已從單純的文件或提供紀錄表象現實載體形式，轉換為一種自連續性進程中脫

離，並產生某種形塑了集體人性經驗與社會記憶功能的對峙影像。38假如說，我們只是一味的

追隨著要跟別人一樣拍出好的照片以及模仿一些技法來攝影，這並不是以自己的角度來去呈現；

這只是利用別人的觀點罷了！因此，我們需要思考說我真正要拍的意義是什麼?並不一定要拍出

很高的水平，而是要去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去看不同的再現角度。 

  

                                                 
34 Eat Like Andy Warhol，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_27Y2YNck&list=LL&index=9（瀏覽

日期：2021/08/12）。 
35 他直播睡覺 7 小時當「睡播主」，網址：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nVopWg（瀏覽日期：2021/08/ 

12）。 
36 同註 24，Nick Dixon ANDY WARHOL 15 MINUTES ETERNAL.P.115. 
37 網紅連環炮有芒果—柯基犬的第一視角（Insta360 GO2），2021 年，網址：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R7R68hAh8fA（瀏覽日期：2021/08/20）。 
38 影像的再現《檢索一個未來影像：論後設檔案影像的位移創製》，http://act.tnnua.edu.tw/?p=488，（瀏

覽日期：2021/08/12）。 

http://act.tnnua.edu.tw/?p=488，(瀏覽日
http://act.tnnua.edu.tw/?p=488，(瀏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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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麥杜格（David MacDougall）指出：影像的表達是一種「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

的範例體現了智力的各種機能，它本質上是一種理解力、領悟力、判斷力。比如，眼光、鑑別

力、趣味、技巧、創造力等。39研究者認為，安迪˙沃荷在未來每位人都能夠成名十五分鐘，

是運用了人們一種默會知識的體現，安迪˙沃荷也運用「反覆」技巧及絹印手法在商業廣告中，

這是默會知識的展現，例如：康寶濃湯、瑪麗蓮夢露與可口可樂等，參照如圖 9、10、11 所示： 

   

圖 9 安迪˙沃荷  

瑪麗蓮夢露（25次） 

圖 10 安迪˙沃荷  

兩百個康寶濃湯罐 

圖 11 安迪˙沃荷  

綠色的可口可樂瓶 

圖片來源：李家祺（2002），《安迪沃荷（Andy Warhol）》，頁 91、79、87。 

安迪˙沃荷用他的作品把商品轉譯成藝術，不管是湯罐頭或鈔票。但他也了解反過來的那

一面，亦即藝術與文化也可以被轉譯成商品的形式，他將這稱之為「商業藝術」，而這也成了當

代創意生產的核心教條40。 

參、安迪˙沃荷影像藝術如何延伸於當代數位行銷 

如何將安迪˙沃荷的影像藝術，沿用至當代數位行銷之中，並套用他以前的模式；猶如，

今日的網際網路具有提供顧客個人化服務和蒐集顧客資料的能力，且在網路上可以迅速拓展新

顧客、新市場以及能為文創產業帶動無限商機41。 

（一）消費者需求面 

每位消費者的生理上以及心理層面的匱乏感需求，會認為缺少了什麼的狀態，於是想透過

某種形式來去獲取它。然而，在安迪˙沃荷的那個年代，已經開始有了黑白電視的發展，當時

的他已逐漸從平面繪畫延伸至影像領域，也全心投入在影像事業中，逐漸累積許多紀錄片等作

品，也隨著時間過去，社會不斷進步，物質產量漸漸變多，恰恰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而剛

好安迪˙沃荷踩上美國經濟起步的開始，他經由這點，每天不斷地做許多作品，也大量拍攝影

片以及透過記者採訪與其他公開場合進行宣傳，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消費者大眾的目光，雖然

                                                 
39 周德禎，《文化創意產業之個案與故事》，頁 49。引自實際資料來源，李惠芳（譯），《邁向文化電

影》，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49。 
40 李佳純譯，Elizabeth Currid 著，《安迪˙沃荷經濟學：紐約夜店引爆的億萬創意生產線》，臺北市，

原點出版社，2008 年，頁 31-32。 
41 邱順波，〈一對一行銷在網站與匿名訪客之互動關係之研究〉，《中原學報》第 2 期，2000 年，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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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片手法並不是專業技術拍成的，只是純粹紀錄生活瑣事，而且影片非常的冗長並不斷的

重複出現；不過這也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同時引發大眾的好奇心，就會想看看這部影片到底在

拍些什麼？經由這點就成功讓消費者滿足了心理層面，繼而去觀看他的影片作品。 

關於安迪˙沃荷的例子來談論，從前的影像市場層面都是以電視播出為主，隨著多年以後，

影像市場漸漸轉型，消費者的選擇也趨於多樣化，在科技進步之下，不管是從事動態紀錄片或

是其他的錄像作品與靜態的畫作及照片等，都開始走向不同層面來去做發展，也經由不同的創

作者的生活經驗應用自己的觀點來去詮釋，透過某些成功的案例站穩世界的品牌後，所建構出

現在的當代世界，例如：Line 的貼圖，是一款可以迅速傳訊息給對方的 APP，經由傳貼圖表達

你此刻的心情，像是可以傳送影片、照片以及視訊，等同於傳了即時聲音與影像給對方；爾後，

也開發了動態貼圖，變的更加生活化與有趣，擁有了更多貼圖讓大眾去做選擇與購買意願，同

時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二）生產者供給面 

安迪˙沃荷的影像事業也經由地下工廠的幫助下，逐步往上發展，而在工廠裡他就像是一

位提供生產的商業藝術家，也從中聘僱助手來幫忙工作，工廠每天常常都有形形色色的上流人

士會前來與他激盪創意點子，讓安迪˙沃荷有更多的拍片靈感，然而這群名人也會藉由安迪˙

沃荷的名氣，要求出現在影片當中，如此一來，這些名人們就會更加出名與提高曝光度；同時

雙方都從中獲利。 

經由安迪˙沃荷的工廠創業做法，套用於現今生活當中，就像是文創工作者開了工作室，

不僅每天都要嘗試吸收不同的知識、實務經驗與突破市場趨勢；在這關鍵當中，一定要打出知

名度以及不停地宣傳做行銷，並從中給予大眾作回饋，否則現在有太多文創工作者都在互相競

爭，如果沒有絕對的出色，真的很難支撐下去。例如：灣得文創的文創商品藉由拍攝成影像，

將影片放在網路上宣傳，讓消費者停下腳步看看關於此廠商所提供的服務，像是幫人客製於你

想要的商品上面等製作。 

（三）藉由影像平台做視覺共享 

在安迪・沃荷的時代物資還是很匱乏，不過他懂得利用當時擁有的平台宣揚自己的作品與

影像之外，透過這些電視與被記者採訪的管道與大眾作交流與互動，直到今日他的作品依然到

世界各國做巡迴展覽做視覺共享。 

如今，數位內容時代崛起，不論是數位影音或是動畫製作、行動裝置、微電影、遊戲開發

等，但其實都是屬於影像視覺的一部分，只是每種定義的點不同而已。現在有許多平台可以分

享自己的即時照片與影像，又或者是藝術創作者會 po 自己的影像與繪圖創作等，通常會選擇的

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等；另外從事影像拍攝與影片製作等行業的人，都會創立屬於個人公

司的網頁，會隨時更新一些影像作品，讓更多民眾能瀏覽到最新消息，也會透過口耳相傳而累

積到一些人脈，也可透過一些廣告宣傳來做更多的行銷經營，讓更多大眾能夠認識它及印象深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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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文化創意角度應用影像來說故事 

安迪˙沃荷利用當時的美國消費文化以及生活大小事情，作為他的創作靈感，透過繪畫與

影像來訴說美國社會文化，藉由大眾看見他的作品時，就能喚醒生活中的認知，也能夠藉此省

思。 

任何一個影像發想，都是藉由我們身旁周遭所經歷的故事，借助拍攝影像，以說故事的手

法，試圖運用創意再現生活中的經驗、轉折與共鳴，藉由鮮明直接的影像傳遞出生活中的真實

感受，透過鏡頭詮釋道出日常歷程所發生的事件，讓觀賞者看了之後有種共鳴心境時，那就成

功達成行銷此片的意義。安迪˙沃荷曾說過這些影像是非常的真實，那可以叫做即時電影、即

時聲音，每件事都是。我們透過網路直播，也是一種快速得知最新消息的即時影像分享，例如：

我的 E 政府，官網會出現所謂的即時影像（直播），裡面有許多主題分類：包含自然生態、港

灣風情、觀光旅遊、都會休閒，隨你想看的主題去做挑選，如此一來，透過攝影鏡頭就不用大

老遠跑到現場觀看，直接透過網路連線就能收看到最新狀況了。一切就跟安迪˙沃荷所闡述的

透過鏡頭就能看見生活的即時影像是一樣的道理，通通一覽無遺，卻也很真實。 

研究者認為，根據瞿筱葳在 2020 年文化創意發展年報的廣告產業當中，過去主要透過廣告

活動創作、提供各類廣告服務（透過內部製作或轉包其他業者執行），包括提供建議、創意、廣

告品之製作、媒體策劃與購買的傳統廣告代理業者的角色已逐漸弱化。為因應產業趨勢的轉變，

傳統廣告代理公司藉由併購數位媒體代理公司或成立數位部門，以提供完整的全媒體服務42。

提到當代廣告數位行銷的發展趨勢之下，有包含：一、體驗式行銷（5G 技術結合 AI）、二、感

官式行銷（視覺感受）、三、網路行銷（透過網路名人 KOL 的影響力）、四、創新整合行銷（危

機方案:疫情下的牽動）43。近幾年，因疫情的衝擊下，數位科技開始更新運作模式，並與大眾

生活及消費者之間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正因為如此，便發展了新數位時代結合廣告產業，帶動

一波數位行銷的新市場、新商機的效果。 

肆、安迪˙沃荷影像創作帶動文化產業經濟 

安迪˙沃荷的作品與「工廠」（Factory），容納創意的共通本質：時尚、藝術電影、音樂、

設計是分不開的，它們橫跨各個創意部門，經常互動分享概念與資源。沃荷看出創意產業與創

意人士互動的社交空間有多重要。他的工廠將文化生產與社交圈融為一體。這個社交圈可讓參

與者在其中生產出真正的經濟價值：參與者可以在工廠的活動中交融彼此的想法，而工廠可藉

由其社會象徵地位來培養經濟價值。如今，藝術與商業的結合在文化創意產業上已有具體成效，

藝術家與商業團體合作也有成功案例。例如：日本當代藝術家村上隆（Murakami Takashi）於

2003 年開始與時尚品牌跨界合作，像是以櫻花包、櫻桃包及熊貓包等，創下驚人銷售業績，村

上隆成功結合藝術與商業，達到商品、藝術、消費三方面連結44。 

                                                 
42 同註 4，瞿筱葳總編輯，〈2020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頁 142。 
43 同上註，頁 150。 
44 范銀霞，〈科技藝術的商業性與美學〉，《藝術學報》第 91 期，2012 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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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藝術與文化界的社會與經濟動力學，有很大部分就是所謂文化經濟學的「安迪沃荷

經濟學」（Andy Warhol economics）45。研究者將沃荷經濟學應用至當代的產業等行銷，並藉此

帶動當今大眾生活之數位行銷，促進周邊廣告商品與品牌等行銷，即帶來不同的經濟效益，說

明如下： 

（一）帶動周邊商品與品牌行銷 

當時的安迪˙沃荷聰明的運用攝影來延伸他的平面繪畫，在這影像當中利用生活上的瑣事

以及一些大明星（歌星、影星、藝術家等）加入於他的拍攝畫面中，一律慣用普普藝術手法，

不斷的重複著，使無聊的生活不斷出現，這也就是我們大眾常看的，但又不是很在意的部分；

而他藉由此手法，就是想喚醒大眾生活的人、事、景、物都是重要的。而他的影像逐漸出名後，

有的明星經過安迪˙沃荷的拍攝播出後，開始帶動他們的知名度，甚至本來就很有名氣的人，

變得更加出名，也開始帶動這些明星們所從事的職業周邊商品，例如：瘋狂達利（Crazy Dali）

曾出現過他的影片裡，而讓大眾去挖掘這位藝術家的超現實繪畫作品，也因動態影像變得更容

易被世人看見，樹立起他在藝術界的地位；同時安迪・沃荷靠這群名人的名氣，逐日提高他的

知名度與他相關的周邊作品的名聲日漸上揚，這時的他更加沉浸在他的影像世界中，因為透過

影像能快速達到他想要的理想方式。 

如今當代的影像產業最為出名的國家以韓國為例，他們陸續推出許多韓劇、電影等市場，

間接影響到我們各國大眾對於韓國的形象，也因此就會因為哪部韓劇所出現的商品或是產品後，

人們會瘋狂的去搶購這類的商品，以及累積了大批粉絲相爭到韓國旅遊；接續打卡拍照作紀念

與購買當地的產品，逐漸變成韓流趨勢，甚至廠商會尋找韓國明星進行代言產品，像是化妝品、

保養品與服飾等，成功打造韓國品牌行銷。 

（二）帶動在地文化觀光 

1960 年開始，安迪˙沃荷逐漸在美國紐約打響名聲後，陸續引起更多年輕的藝術家想到此

尋求工作與日後發展，間接帶動紐約當地的觀光潮，尤其紐約是個時尚潮流的商業地帶，也吸

引更多觀光遊客前往旅行。 

譬如以臺灣為例：於 2008 年上映的《海角七號》經由魏德聖執行，請來臺灣歌手范逸臣等

眾多音樂人合作演出，播出之後，因此帶動前來恆春觀光的民眾，湧入大批人潮，購買當地產

品以及合照留念等；甚至帶動當時電影的主題歌曲《國境之南》，在那時期流行了一段時間，也

為恆春帶了許多經濟效益。 

（三）帶動網際網路趨勢 

在那普普藝術流行的時代，安迪˙沃荷都會使用電視來宣傳與行銷他自己，以及靠他的一

                                                 
45 同註 40，李佳純譯，Elizabeth Currid 著，《安迪˙沃荷經濟學：紐約夜店引爆的億萬創意生產線》，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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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影像藝術作品，播出不同的行銷組合與商業手法，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就類似今日的

網紅一樣，透過網際網路的宣傳管道，成為一位 youtuber，同時展現個人特色，因此獲得名聲，

並累積自己的觀眾與粉絲，且以此為業。行銷是帶動經濟最有效的辦法，而最初的行銷源自經

濟學，行銷功能如銷售以及市場資訊利用等46。至於行銷組合，是指一套可控制變數的組合，

利用這些變數來影響目標市場或消費者反應；各式組合中以美國學者麥卡錫（E. Jerome 

McCarthy）最具影響，分為 4P：「產品」、「價格」、「通路」、「促銷」47。 

亞瑟˙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5 年 4 月 12 日的一篇

安迪˙沃荷對公共政策的啟發（Andy Warhol’s Guide to Public Policy）提到說：他經常問說，人

們的靈感來自哪裡，自由主義者說來自約翰˙甘迺迪，保守主義者會說來自隆納德˙雷根，而

我則會說來自藝術家安迪˙沃荷。因為，安迪˙沃荷宣稱：「我喜歡無趣的東西」（I like borings 

things.），但是一般大眾卻認為新潮事物才是領略生活的美，公共政策又何嘗不是48。 

研究者認為，我們的生活當中有許多是我們所忽略掉的東西，並且是經常看見的，但我們

卻將它給遺忘，甚至不懂的如何重新賦予它新的生命及意義，所以不管是安迪˙沃荷的平面繪

畫或是影像藝術作品，都是傳達他很重要的十五分鐘的精神理念，就如他所言的在未來正是數

位行銷與網紅發展的時代，並延續他的創作理念。 

此外，本文蒐集相關安迪˙沃荷影像創作作品與當時的名人拍攝、當代網紅明星代言、便

確立三種不同研究面向，為求貼近生活且據於理論，更為了提高準確度與研究效度，於是採三

角驗證法（Triangulation）以增強質與量之可信度。其定義如下： 

(一) 胡幼慧（2001）指出：一項研究中融於一種以上之方法時，即是「多元方法」

（multimethod）蒐集資料。也稱作三角交叉檢視法（Triangulation）。49 

(二) 王文科、王智弘（1998）指出：三角校正主要有「人（分析者）的校正」、「方法的

修正」、「資料來源的校正」與「理論即觀點的校正」等方向。50 

  

                                                 
46 黃恆獎、李冠志，〈20 世紀行銷學思想演進與意涵〉，《文大商管學報》第 12 期，2007 年，頁 8。 
47 張淑昭、許耀昇，〈網路書店營運模式與行銷策略之研究—以金石堂何博客來書店為例〉，2006 年，

頁 137。 
48 王銘正譯，N. Gregory Mankiw著，《經濟學》，臺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7年，頁 161。參見，

Mankiw 的原著中，這句話來自 New York Times 在 2015 年四月 12 日的一篇評論，作者是哈佛大學教

授 Arthur C. Brooks。 
49 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市，巨流出版，2001 年，頁 50。 
50 王文科、王智弘，《教育研究法》，臺北市，五南出版社，1998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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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角驗證法分類及本研究應用相應表 

三角驗證種類 本研究應用 

方法三角驗證 

1. 應用文獻資料、驗證安迪˙沃荷經典名言：「在未來，每位人都能成

名十五分鐘」。並得出此段話，對應當代影像的影響力與現況發展。 

2. 透過網際網路觀察到網紅的影片呈現方式，對應安迪˙沃荷影像作

品的契合度，便做為日後研究方向之探討。 

文獻來源三角驗證 

1. 對於沃荷的相關影像作品與網際網路影像之相對應看法。 

2. 透過網際網路觀察到有的網紅朝向日常「食衣住行」等面向，著手

拍攝及創作，藉此佐證了安迪˙沃荷所創作的影像作品已被一一實

現；並透過當代網紅所代言的產品／商品等，達到廣告品牌行銷最

迅速的方式。 

分析者三角驗證 

研究者蒐集相關領域之研究文獻，提供佐證參考與分析，並將相關網

路數位科技與當前大眾心理與行為間的交互影響，並彙整相關領域之

研究成果，從文獻資料當中作為佐證。 

理論三角驗證 

借助安迪˙沃荷的影像藝術理念，經由他所陳述的名言與創作手法當

中，透過明星代言廣告影像，使得商品能快速的達成行銷，且引起消

費者的目光，並透過當代數位行銷達成目的。 

註：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綜合有關網路數位行銷又或者網路廣告之學術的文獻探討，並彙整於相關文獻來做

佐證，諸如：1.洪雅玲（2011）探討相關數位行銷新趨勢，剖析有關「金手指網路廣告獎」為

例，號稱是華文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網路廣告獎，並分析2006～2009年網路廣告類之得獎作品，

結合業界主管意見與學術文獻探討，並以評析類目中進行定義與舉例，如：「創意策略」、「視覺

風格」、「互動原則」之資料分析，研究發現以上歸納之設計方向，與廣告商品形象息息相關51。

2.Calisir（2003）指出，網路是一種與年輕消費者雙向溝通的有效媒介，且網路廣告是購買行動

最佳催化媒介，雖然網站提供的資訊比電視、雜誌、報紙、廣播更可信賴，但結果表明，除了

購買據點和直接郵購，Web 網路被認為與大多數其他媒體相距甚遠，在宣傳企業品牌形象上的

效果，卻比雜誌與戶外廣告來的差52。3.Mitchell 與 Olsen 發現廣告態度會影響消費者對廣告的

感覺，進而正向影響對廣告中產品的態度和購買意圖53。 

根據上述，以安迪沃荷來說，他在早期就已懂得善用身旁周遭的影像媒體當作宣傳廣告為

媒介，儘管早期的生活環境並不如今日科技之發達，但他聰明的發揮上述所談到的擁有「創意

                                                 
51 洪雅玲，〈數位行銷新美學：豐富媒體設計初探—以 2006～2009 年台灣金手指網路廣告獎得獎作品

為例〉，《設計研究學報》，第 4 期，2011 年，頁 9。 
52 Calisir, Fethi (2003). Web advertising vs other media: young consumers' view. Internet Research: Electronic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and Policy, Volume 13, Number 5, 2003, pp. 356-363.同上註51，洪雅玲一文，頁

3。 
53 Mitchell, A.A. & Olson, J.C. (1981). Are Product Attribute Beliefs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Purchasing Involve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49(1), 72-82.蕭至惠、蔡進發、楊欣倫，〈網路成癮是否對

網路行銷活動態度、網路行銷主觀規範與行為意圖之影響〉，《行銷評論》，第9期，2012年，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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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視覺風格」、「互動原則」之準則。猶如今日的網路普及化，以漫畫家來講紛紛轉戰網

路世界，並設立個人網站等方式從中創作，且慢慢累積人脈與名聲54。 

從沃荷的影像作品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看，我們可以透過蔡佩桂（2008）的研究來描

述，影像畫面的所在是一種壓縮的表面，因為它是畫面中的畫面，框架中的框架，與感知電影

或電視的方式並不相同，正是這種方式讓我們處在一種開裂的狀態，某種脆弱不穩的存在，而

能有一種批判性的涉入，隨時可以進去與離開，我們可以說影像裝置相當地突顯裝置作品中的

「形象—基底」問題55。舉例來說，安迪˙沃荷著名影片：帝國大廈，他僅是將攝影機放置著，

並重複拍攝著靜止的建築物，同時傳遞給觀眾不同的想像空間，而闡述著我們就是這樣日復一

日的重複著無聊的生活，如吃飯、睡覺等無趣的日常生活，然而他通過這樣子的藝術表現，呈

現出不一樣的電影手法，從中影射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綜合彙整上述所言，研究者認為，不管是網紅或是明星代言，恰如安迪˙沃荷的普普藝術

風格的創作理念與行銷手法，即是所謂文化經濟學的「安迪沃荷經濟學」的沿用，從中所造就

出反覆不斷的藝術生產鏈，帶動了具有可觀的經濟效益的文化產業經濟。 

伍、結語 

1982 年，麥克˙傑克森所發表的新專輯《顫慄》（Thriller），1984 年，安迪˙沃荷幫麥克˙

傑克森製作了一幅他的肖像畫，同時帶動《顫慄》熱賣，並從中運用擅長的「反覆」手法達成

「商業廣告」宣傳方式，因此他的影像美學貢獻都朝向拍攝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透過影像

詮釋結合生活中之「食衣住行」大眾的、流行的、「吃喝拉撒睡」等行為，因此，經由安迪˙沃

荷發明了廣為流傳的「成名十五分鐘」理論：「在未來，每位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鐘。」的明星代

言之影像理念精神，繼而創意再現人們的一種默會知識的體現，猶如：康寶濃湯罐頭等作品的

反覆再現。研究者認為，安迪˙沃荷的影像藝術作品，表現形式是複製再複製的複製品，影像

內容源自於現實生活中的靈感來源，借助大眾傳播力量來展示與行銷。 

研究者透過三角驗證法及相關領域文獻的佐證，爬梳出：當代是以數位行銷與影像藝術並

存流行的年代，這是以「人」作為文化創意與藝術創作的核心，以「影像藝術」作為創作理念

的表現形式，以「數位行銷」作為商業行銷的媒合工具，讓普羅大眾參與到藝術創作者的互動

模式，猶如當代網紅 Youtuber 是最有效的數位行銷方式，加上網路電商環境的發展下，讓許多

消費大眾習慣於在網路上做購買行為，於是帶動了影像藝術的網際網路數位行銷的發展，例如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TikTok、Line……等社群軟體，成為影像藝術數位行

銷的新工具，造就了反覆不斷的藝術生產鏈，具有可觀的文化經濟效益，此即是所謂文化經濟

                                                 
54 劉昌德，〈科技與文化工作者：網路與相關數位科技對台灣漫畫家勞動過程的影響〉，《傳播與管理

研究》，第 4 期，2004 年，頁 36。 
55 蔡佩桂，〈影像裝置中的身體存在〉，第 15 期，2008 年，頁 101。根據蔡佩桂所描述「形象—基底」

（figure-ground），亦即以觀者的主動性讓作品具有醒目部分的能動性。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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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安迪沃荷經濟學」的沿用。舉例來說，網路直播主或網紅，特別重視網際網路數位行銷

與消費顧客群粉絲的關係，直播主在網路線上可以與觀眾進行即時Live互動，立即線上打廣告、

網路平台廣告分潤收益、透過撰寫廠商委託的業配文增加收入……等，對於當代廣告影像及

其大眾心理產生了交互影響，這便是對應到當代網紅與明星代言人是具有一定關係的，就像安

迪˙沃荷的商業模式經濟學，透過當代廣告傳播方式應用於數位行銷中，帶動周邊商品及品牌

行銷、在地文化觀光、網際網路等經濟影響，以便於從中獲得商業契機與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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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華裔英國作家劉宏的小說《鵲橋》，由空間、地方、與氣味三個議題展

開討論。《鵲橋》是一部關於衝突、協商、與和解的作品，結構上為雙聲敘述，二位

敘述者分別為年輕的中國留英學生驕梅及其已過世的祖母鐵梅，雙聲敘述中空間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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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ering upon space, place, and scents, this paper reads British Chinese writer Liu 

Hong‟s The Magpie Bridge as a text about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 novel unfolds with double narratives. One narrator is Jiao Mei, a young Chinese 

woman studying in London; the other narrator is Tie Mei, Jiao Mei‟s deceased 

grandmother.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place illustrate conflicts in values and 

attitudes embodied in the double narratives. With the garden as a distinct image, floral 

scent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making of place. The discussion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attributes that characterize the garden as a place. The theories 

of space and place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gardens that permeate the novel. When 

space is invested with meaning, it becomes an arena where humans scrawl their signatures 

and make their comments.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space and identity. A mix of both physical and imaginary contexts, narrative space is 

relevant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smellscap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ell, emotion, and place. It is 

found that floral scents in the novel not only revive memories but also sharpen the sense of 

place.  

Keywords: space, place, scents, Liu Hong, The Magpie Bridge 

Submitted: 2022/03/01；Accepted: 2022/06/14 

                                                       
 Professor at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Feng Chia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Pi-Li Hsiao 

 E-mail: plhsiao@fcu.edu.tw 



劉宏《鵲橋》中的空間、地方、與氣味 27 

British Chinese writer Liu Hong‟s The Magpie Bridge unfolds with double narratives. One 

narrator is Jiao Mei, a young Chinese woman studying in London; the other narrator is Tie Mei, Jiao 

Mei‟s deceased grandmother.1 Jiao Mei takes up residence in a big house in Hampstead with her 

English benefactor Barbara, who used to be her late father‟s lover back in China. Tie Mei repeatedly 

appears in Jiao Mei‟s dreams,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ir family history. Jiao Mei‟s relationships with 

Tie Mei and Barbara make up the backbone of the plot. In her Women in British Chinese Writings, 

Yun-Hua Hsiao highlights the theme of matrilineage in The Magpie Bridge (7-28). On the other hand, 

Red Chan identifies hybridit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as significant themes of the novel, given Jiao 

Mei‟s identity as a diasporic person. Brian Nelson also observes in the novel the power of hybridity, 

which arises from “the practice of negotiating distinct cultural forms” (363).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ad The Magpie Bridg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centering around space, place, and scents. I argue 

that the novel is a text about three distinct stag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mely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whe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place illustrate 

conflicts in values and attitudes. Two images are pertinent to this theme: the bridge and the garden. I 

first outl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ridge and then move to the garden, the focus of my discussion. 

The Magpie Bridge, the novel‟s title, alludes to the Chinese folklore of the Magpie Bridge, a 

story about two lovers who are separated by the Milky Way and who meet each other once a year 

thanks to a bridge formed by magpies. In the first place, a bridge is a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communication, for it connects two sides, both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Jiao Mei has crossed as many 

bridges as roads in Sichuan, China because Sichuan is full of big rivers. Jiao Mei‟s extensive 

experience with bridges leads her to conclude that “The river divided and the bridges connected” 

(102). A bridge is also pertinent to the subject of place-making in the novel. When a bridge enables 

people to cross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it is invested with meaning and becomes a place.2 In the 

novel, the bridge designed and built by Ken, the architect who draws his inspiration from the story of 

the Magpie Bridge, signifies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bridge, with its carved magpies, 

is a Chinese bridge built by an English architect in an English garden. Moreover, the bridge is used by 

Ken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olerance, “the margin against which you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ridge, like wind or earthquake.” (103). When applied to 

people, Ken points out, tolerance means understanding and endurance. The magpie bridge in the 

garden, therefore, symbolizes the critical role understanding and endurance perform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ilding up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ridge as an image,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image of the garden. 

  

                                                       
1 In Chinese, the names “Jiao Mei” and “Tie Mei”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ei tree, which is an 

important symbol in the novel. While “Mei” alludes to the Mei tree, “Jiao” means “proud” and “Tie” means 

“iron” respectively (Liu 40, 119). 
2 The concepts of place and place-making will be fully discussed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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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rden, which i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discussion, is a distinct image that permeates the 

novel, and floral scent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making of place. The discussion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prob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specify the garden as a place,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major stag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narrative spac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third part employs the concept of smellscape to illustrate the relevance 

of scents to place-making. Finally, a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gist of the paper and recommends 

topics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I. The Garden as a Place 

The garden is a predominating image in The Magpie Bridge. Almost every major character has a 

garden and is engaged in gardening. The terms “garden” and “gardening” carry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In Landscape in Literature, Christopher L. Salter and William J. Lloyd argue that the 

garden, among others, represents “a distinctive image created by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in the act of 

modifying the landscape” (7). Salter and Lloyd call such an act a “signature,” or human “comments in 

space” (7). Hsiao highligh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ardening and subjectivity when she says, 

“Gardening is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artistry and originality but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power” 

(20). A garden is a place for its designer. Human geographer Yi-Fu Tuan distinguishes place from 

space in his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uan explains, “„Space‟ is more abstract 

than „place.‟ What begins as undifferentiated space becomes place as we get to know it better and 

endow it with value” (6). As human geographer Tim Cresswell points out in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Place is how we make the world meaningful and the way we experience the world. 

Place, at a basic level, is space invested with 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power” (12). Liu‟s characters 

turn empty space into meaningful places through gardening. In essence, gardens in The Magpie Bridge 

represent the characters‟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on life. Below, two pairs of characters are explored to 

illustrate the way an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and life experience impact his/her garden and gardening. 

Within each pair, a parallel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and their garden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garden is a place, whose significance heavily depends upon its gardener and designer.  

Barbara and her boyfriend Bill make the first pair. In her Hampstead residence, Barbara tends the 

back garden, and Bill tends the front one. The front garden and the back garden are places with 

different styles because they receive disparate types of “comments in space” (Salter and Lloyd 7). The 

two contrasting “signatures” (Salter and Lloyd 7) created by Barbara and Bill not only represent their 

values and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reflect their relationship. Trained as an engineer, Bill believes in 

reason and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iao Mei, things in the front garden are strictly kept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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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ont lawn was wet as I stepped on it. The grey shed to my right, where Bill‟s 

tools were kept, was locked like a mouth clamped shut. Through the window, 

which was wiped clean as a mirror, I could see the spade hanging in its usual 

place; next to it would be the fork, then the rake, all carefully wiped clean after 

use. Neatly arranged, they looked like props rather than tools. Bill treated them, 

like his lawns,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and care. It upset him if they were left 

outside, or put away in the wrong place, just as Barbara would be angry when Bill 

accidentally trimmed off one of her prized roses. (11) 

Bill takes gardening as a responsibility. As Jiao Mei points out, he likes to “weed and uproot” (86). 

The temperament of an engineer induces him to “[trim] his hedges ruler-straight to make out his 

territory” (150). Besides, Jiao Mei observes, “Bill never mixed the outside and the indoor worlds. 

You‟d never catch him with a flower picked from the garden—there was hardly anything to pick in his 

bit anyway” (150-51). Given his adherence to the neatness and boundary of his place, what annoys 

Bill most is the dandelions blown to his garden. Once he gets upset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andelions that] the lawn is covered—almost made of them” (194). In the novel, only the garden of 

Daisy, Jiao Mei‟s mother-in-law, is comparable to Bill‟s. Jiao Mei sees the resemblance the first time 

she visits Daisy‟s house: “The lawn was perfectly groomed, not a dandelion in sight—Bill would have 

been impressed” (172). 

The garden war concerning dandelions manifests how differently Barbara and Bill treat their 

places. Because dandelions would spread, Bill demands that Barbara control “her” dandelions. Unlike 

Bill, however, Barbara is a passionate person who knows no boundaries. Barbara‟s studio in the back 

garden vividly illustrates her complete disregard for order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places, as is 

described by Jiao Mei: 

Barbara seemed almost no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tudio and the kitchen, so 

the apron in here was covered with flour, and the tea towels in the kitchen smelt of 

turpentine. Beneath the turps, other scents made my mouth water—walnut and 

lavender oil. Tubs of different pigments were lined up on the shelves, like spice 

boxes. Lower down my hand encountered a box of eggs, some tea leaves and even 

a piece of chocolate. I had once seen Barbara smear chocolate on a painting, then 

lick off the excess. (158) 

Similarly, Barbara allows the co-existence of dandelions and lilies in her garden: “She trod past the 

dandelions with the same care that she took to avoid stepping on her lilies” (163-64). As literary critic 

Jonathan Culler notes, “Weeds are simply plants that gardeners don‟t want to have growing in their 

gardens” (22). Bill considers dandelions weeds, but Barbara doesn‟t. Whereas dandelions in Bill‟s 

garden are effectively removed, they are “encouraged to grow in Barbara‟s part of the garden”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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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Bill regards gardening as a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order, Barbara deems gardening a way of 

self-expression. Whereas she admires Bill and recognizes him as a perfectionist, Barbara indulges 

herself in memories of the past, when she and Yuan Shui, Jiao Mei‟s father, is in love in Sichuan, 

China. In memorial of Yuan Shui and her days in China, Barbara addresses the English soil with 

Chinese elements: a Chinese pavilion she has Bill build for her, a Mei tree she plants after coming 

back from China, and white Regal lilies, which are of Chinese origin.3 Jiao Mei shows keen 

observation when she says, “Perhaps she wanted to re-create the place where she had known my 

father” (24). Barbara‟s garden is a representation of her obsession with the past, an obsession that 

incurs the jealousy of Bill. After Barbara‟s death from brain tumor, Jiao Mei sees in the back garden 

“the sharp neatness as Bill‟s hallmark” (239) because the trees and plants are no longer where they are 

expected to be. By engaging in “rescuing it from decay” (239), Bill has successfully removed 

Barbara‟s signature on the landscape, except for the Mei tree.  

The apparent discrepancies between Barbara‟s and Bill‟s gardens not only point to their disparate 

values and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expla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foreignness. The ways they treat 

Jiao Mei are therefore dissimilar. Since Barbara has no regard for boundary, as is shown by her garden, 

she is open to different cultures. In addition to a lover in China, Barbara has an ex-husband in India, 

where they have a five-year marriage. Rich in experience about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Barbara 

endeavors to make Jiao Mei feel at home. However, disregard for boundary leads to neglect of 

difference. Barbara always prepares cheese sandwiches for Jiao Mei, unaware of Jiao Mei‟s hatred of 

cheese. Bill, on the other hand, is suspicious about foreignness. A highly boundary-conscious person, 

as is demonstrated by his garden, Bill scrutinizes foreignness closely before he embraces it. Jiao Mei 

feels uncomfortable under his “penetrating gaze” (60), or, in another scenario, his “cold, rational gaze” 

(124). Once, Bill teases Jiao Mei about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burning paper money for ancestors. 

The training he receives as an engineer keeps him from anything beyond reason. Nevertheless, after 

Barbara‟s passing, it is Bill who recommends Jiao Mei to be a gardener so that she can tend the garden 

she inherits from Barbara, hence investing the garden with a new signature. When foreignness is 

introduced into the garden, it becomes a new place. The integration takes time, as Bill‟s case suggests, 

and it demands mutual understanding, as Barbara‟s case indicates. As is mentioned previously, 

endurance and understanding matter in bridge building; they also do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air which consists of Tie Mei and Yuan Shei conveys another message about space and 

                                                       
3 A pavilion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mostly seen in gardens. It is built to provide shade and a place 

for people to relax. According to Barbara, the English call the Mei tree Japanese apricot, which is its scientific 

name. Although the plant acquired the name because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ultivation in Japan in 1844, 

it is native to China. See “Japanese Apricot.” When Bill refers to the Mei tree as “an important tree in 

Oriental culture” (86), Jiao Mei responds, “Yes, it blossoms in deep winter when all the cowardly blossoms 

hide. We say it represents defiance of adversity” (86). Jiao Mei regards the Mei tree as a symbol of her 

homeland. Liu reveals the historical facts about Regal lilies through Barbara. According to Barbara, E. H. 

Wilson, an English botanist, picked samples of Regal lilies near Songpan and brought them to England in 

1856 (Liu 153). Songpan is also the place where Barbara and Yuan Shui confirm thei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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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In his discussion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pace and place, Tuan maintains that “if we 

think of space as that which allows movement, then place is pause; each pause in movement makes it 

possible for location to be transformed into place” (6). The secret garden of Tie Mei, who is Yuan 

Shui‟s mother and Jiao Mei‟s grandmother, well proves Tuan‟s theory. Tie Mei is always on the move. 

As a child, her family moves house frequently due to poverty and debts. In the first year of her 

married life, threaten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Tie Mei moves from the north to Sichuan with her 

husband and in-laws. Despite her northern origin, Tie Mei eventually views Sichuan as her home and 

root, for she has a secret garden there, which not only shields her from her mother-in-law‟s harassment 

but also shelters her love, passion, and desire. For Tie Mei, the garden is a “pause in movement” 

(Tuan 6). She takes roots as she plants Mei trees and roses. The garden witnesses her love affair with 

Zhi Ying, a communist who teaches her to write; it also watches Zhi Ying‟s betrayal and departure, 

and the death of their daughter Xiao Yingzi. Once the garden is a paradise, but it turns a ruin when 

love is extinguished. However, it is an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pause” (Tuan 6) in Tie Mei‟s life.  

Unlike Tie Mei‟s garden, Yuan Shui‟s garden is anything but a product of “pause” (Tuan 6). It is 

ironic that only in movement can Yuan Shui create a meaningful place. Originally a botany teacher at 

an agricultural college in Beijing, Yuan Shui is banished to his ancestral home in Sichuan because of 

“The Cabbage and Orchids Argument” (165). A communist student claims that cabbages are useful 

plants because they can feed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he considers orchids, Yuan Shui‟s favorite 

flower, useless and call them “bourgeois flowers” (165). Soon all the tender plants in Yuan Shui‟s 

nursery are uprooted, and he is told to “plant cabbage and tea, food and drink for the masses” (165). 

To save Yuan Shui from torture, Orchid, Yuan Shui‟s wife, marries the communist student and leaves 

Jiao Mei motherless. As “a downtrodden gardener in a small public park [in Sichuan]” (23), which 

used to be his ancestral home, Yuan Shui lives in a self-built shed because there is no housing for him. 

Moreover, he has nothing but a portable garden with potted plants. Jiao Mei observes:  

My father‟s potted plants were his treasures. They were usually hidden behind a 

thick black curtain at the back of the shed near the coalbunker so nobody would 

spot them. It was so ironic: he was a botanist, living inside a park surrounded by 

flowers, but his garden had to be portable, so that he could hide it when strangers 

visited. (27) 

Like his garden, Yuan Shui is rootless and out of place. As he and his past has been uprooted abruptly, 

he can never “put down roots” (96) again. He neglects the secret garden Barbara creates for him at a 

corner of the public park, for Barbara‟s garden, in Tuan‟s words, is a “pause” (6). A pause is 

conspicuous and prone to danger. Only “movement” (Tuan 6) allows Yun Shui to have freedom and a 

sense of invulnerability.  

The parallel of Tie Mei‟s and Yuan Shui‟s gardens encourages reflection on Tuan‟s defin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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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place. According to Tuan, it is a pause in movement that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pace to place. The garden Tie Mei owns in Sichuan is testimony to Tuan‟s concept. The invaluable 

pause following a series of involuntary movements enables Tie Mei to design a garden of her own. 

Although small and located in an obscure corner, the garden is such a meaningful place to Tie Mei that 

she becomes obsessed with it. The alternative approach Yuan Shui adopts to preserve his garden 

seemingly contradicts Tuan‟s belief; however, further deliberation will reveal that his portable garden 

ironicall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uan‟s theory. Behind Yuan Shui‟s refusal to put down roots is 

his fear to be uprooted again. Yuan Shui‟s approach strongly suggests the relevance of “pause” to an 

individual‟s sense of place. Becoming rooted always matters when an individual‟s sense of place and 

personal identity are concerned, as will be demonstrated below.  

II. Narrative Space and Identity: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is section deals with narrative spa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Magpie Bridge. Narrative 

space basically refers to the background of a narrative. While many theorists treat space as merely a 

metaphysical concept, independent scholar Marie-Laure Ryan highlights its physical existence. 

According to Ryan, narrative space is “the physically exist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characters live 

and move” (par. 5). Ryan develops a model of narrative space, which involves five hierarchical levels: 

spatial frames, setting, story space, narrative world, and narrative universe. First, Ryan defines 

“spatial frames” as “the immediate surroundings of actual events, the various locations shown by the 

narrative discourses or by the image” (par. 6). Then, “setting” means to Ryan “the general 

social-historico-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action takes place” (par. 7). Thirdly, Ryan‟s 

“story space” consists of “the space relevant to the plot, as mapped by the actions and thoughts of the 

characters” (par. 8). Fourthly, Ryan‟s “narrative world” refers to “the story completed by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knowledge and real world experience” (par. 9). Lastly, by 

“narrative universe” Ryan means “the world presented as actual by the text, plus all the counterfactual 

worlds constructed by characters as beliefs, wishes, fears, speculations, hypothetical thinking, dreams, 

and fantasies” (par. 10). Ryan‟s model shows that narrative space is both physical and imaginary. 

Narrative space not only provides a background for events to happen but also represents a broader 

context which allows our imagination to soar.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spatiality and identity in children‟s texts, Clare Bradford and Raffaella 

Baccolini argue tha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tiality, besides being a background for actions to take 

place, “are intertwined with processes of identity-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36). Spatiality signif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ositioning. Narrative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who is narrating and from what vantage point the narrator is narrating. Treating 

narrative space as a narrator‟s mental representation, Satia Zen and her colleagues observe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ithin a narrative space. They indicate that “[the]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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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is a story having a plot that can be narrated in various forms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of narration.” By combining experience across various “spatial frames” into “story space” (Rayn), 

narrators find opportunities of repositioning and chances to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The Magpie Bridge consists of twenty-four chapters. The chapter titles come from twenty-four 

dates on the lunar calendar, which are known as the twenty-four traditional Chinese solar terms.4 

Except for the last chapter, in each chapter Jiao Mei‟s narrative parallels Tie Mei‟s narrative. Tie Mei, 

as Hsiao points out, is “a restless spirit and wandering soul” (9). With her stories about their family 

history as well as her comments and advice on Jiao Mei‟s life, Tie Mei‟s fortnightly appearance in Jiao 

Mei‟s dream is significant.5 Instead of treating Tie Mei as a ghost, however, I deem her a symbol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double narratives in The Magpie Bridge therefore represent Jiao 

Mei‟s struggles betwee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ritish culture. These narratives also manifest 

Jiao Mei‟s quest for spatial meanings and her personal identity. An examination of Tie Mei‟s and Jiao 

Mei‟s narrative spaces brings to light the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novel. 

As is suggested previously, the double narratives in The Magpie Bridge are indicative of Jiao 

Mei‟s oscillation between home culture and host culture. Having entered the UK on a student visa, 

which is going to expire in no time, Jiao Mei schemes to extend her stay by becoming pregnant with 

Ken, her English boyfriend. Apparently, Jiao Mei‟s plan contradicts her promise to “visit England for 

a year, then go back to serve [her] country” (59).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represents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Jiao Mei is supposed to maintain. On the other hand, Jiao Mei‟s narrative space 

embodies the English cultural identity she is expecting to assume. As a result, the fortnightly visits Tie 

Mei makes in Jiao Mei‟s dream stand for Jiao Mei‟s dilemma and sense of guilt. Jiao Mei notes, “This 

was the dangerous time when I was on a threshold when my English world bordered on the Chinese, 

my world of night, of dreams” (139). Below I adopt Ryan‟s multi-layered model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narrative spaces inhabited by Tie Mei and Jiao Mei respect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narrative spaces reveals the building of the two cultural identities under 

discussion.  

Judging from Ryan‟s five-level model,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is wide and vast. At first, the 

setting6 of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is contemporary London, like that of Jiao Mei‟s narrative space. 

                                                       
4 Jiao Mei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they were among the twenty-four days in each 

year around which the peasants based their cycle of planting and harvesting,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calendar” (20). For instanc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Magpie Bridge is named as “Yu Shui—Rainwater,” 

which falls on 19 February. The title of the last chapter is “Li Chun—Spring Begins,” which falls on 4 

February. There ar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so there are twenty-four chapters in The Magpie Bridge 

accordingly.  
5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twenty-four dates is a fortnight. 
6 For reading fluency, Ryan‟s terms designating the five levels in her model are italicized in this and next two 

paragraphs unless they appear in quotations from Ryan‟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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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defines the setting of a text as “a relatively stable category which embraces the entire text” (par. 

7). Despite numerous reminiscences of her youth, Tie Mei‟s action mainly takes place in Barbara‟s 

residence. Next, the spatial frames, which are “shifting scenes of action” (Ryan, par. 6), are Ken‟s 

place and Barbara‟s house and garden. These are the locations where Tie Mei and Jiao Mei meet. As 

Tie Mei moves from one scene to another, action takes place, and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is clearly 

demarcated. Thirdly, the story space embedded in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includes Hampstead in 

England together with Beijing and Sichuan in China. As is delineated by Ryan, the story space 

“consists of all the spatial frames plus all the locations mentioned by the text and are not the scene of 

actually occurring events” (par. 8). Whereas the spatial frames show the locations where Tie Mei 

visits Jiao Me, the story space includes locations mentioned in Tie Mei‟s stories about the past. The 

story space is pertinent to the plot because it reveals not only the characters‟ actions but also their 

thoughts. 

If the first three levels of Ryan‟s model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space, the next two levels address 

the concept of narrative. The fourth level deals with the narrative world. According to Ryan, “While 

story space consists of selected places separated by voids, the narrative world is conceived by the 

imagination as a coherent, unified, ontologically full and materially existing geographical entity” (par. 

9). Ryan elaborates upon the concept of the narrative world further: “In a story that refers to both real 

and imaginary locations, the narrative world superimposes the locations specific to the text onto the 

geography of the actual world” (par. 9). The stories Tie Mei tells allude to the Second Opium War, 

when British and French troops plunder Yuan Ming Yuan, known as Garden of Divinity and 

Brightness, and kill her great-grandmother, a gardener working in that beautiful garden. Tie Mei‟s 

stories also allude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which causes the rape of her mother by a 

Japanese soldier and her consequent suicide. In addition, Tie Mei‟s narrative contains her memory 

about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in an age when education is denied to women. The locations specific 

to the women of three generations7 are superimposed onto the geography of the actual world. The 

narrative world in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then, is a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t last, the narrative universe, the last level of Tie Mei‟s 

narrative, contains not only the world “presented as actual by the text,” but also “all the counterfactual 

worlds constructed by characters as beliefs, wishes, fears, speculations, hypothetical thinking, dreams, 

and fantasies” (Ryan, par. 10). Judging by Ryan‟s model and what is shown in Tie Mei‟s narrative 

world, Tie Mei‟s narrative space displays a narrative universe that contains her hatred towards 

foreigners, her anxiety about women‟s reputation, and her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power. In her 

confrontation with Jiao Mei,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below, Tie Mei is highly motivated by her beliefs, 

wishes, fears, and speculations. What Ryan describes as characters of the narrative universe are 

obvious in Tie Mei‟s narrative. 

                                                       
7 The women of three generations refer to Tie Mei‟s great-grandmother, Tie Mei‟s mother, and Tie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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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set in contemporary London, Jiao Mei‟s narrative space is smaller but less confined than Tie 

Mei‟s. Jiao Mei mostly builds her narrative on real locations. The spatial frames of her narrative are 

varied. In London she lives in Barbara‟s house and loiters in her garden. She attends seminars at 

college, where she becomes friends with Taro, a Japanese student. The spatial frames also include 

Chinatown, where Jiao Mei buys paper money to burn for the dead; the house of Daisy, Ken‟s mother; 

the house of Ted, Barbara‟s brother; the house of Xiao Lin and Andy, a Chinee woman from Sichuan 

and her English husband; and Hampstead Heath, where Jiao Mei and Barbara walk, picnic, swim, and 

talk. One significant spatial frame is the bus. Sitting with Ken on the bus, Jiao Mei says, “I saw 

London differently with Ken. He was my eyes, and through him buildings came alive” (114). The 

spatial frames of Jiao Mei‟s narrative suggest that she has considerable contact with people and 

locations in London.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story space reveals the characters‟ thoughts as well as 

actions. Jiao Mei‟s story space and her grandmother‟s almost overlap (both including Beijing, Sichuan, 

and London); however, the thought evoked in their story spaces are different. Tie Mei‟s narrative 

contains reminiscences, but Jiao Mei‟s encompasses anguish and desperation. For Tie Mei, Beijing 

and Sichuan represent the past that should be preserved, whereas London embodies peculiarity and 

weirdness. On the other hand, Beijing and Sichuan reminds Jiao Mei of her parents‟ suffering, but 

London promises her a new life. Unlike Tie Mei‟s narrative world, Jiao Mei‟s narrative world is more 

real than imaginary. She focuses much more attention on personal and local issues than on Tie Mei‟s 

stories about the past, although she helps Ken‟s bridge designing with the story of the Magpie Bridge. 

Jiao Mei‟s narrative universe is also dissimilar to Tie Mei‟s. As is mentioned earlier, the narrative 

universe conveys feelings such as beliefs, wishes, and fears. Jiao Mei‟s narrative universe contains 

one sphere where she becomes pregnant with Ken, takes Barbara as her surrogate mother, and decides 

not to continue studies. The sphere is contradictory to Tie Mei‟s sphere, where foreigners are devils, 

women‟s reputation matters, and education empowers women. Simply put, what Jiao Mei believes in 

is unbelievable to Tie Mei, and what Tie Mei fears is approachable to Jiao Mei. Since the characters‟ 

feelings show how they place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the analysis of a text‟s narrative space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s‟ sense of place. The narrative space therefore helps 

manifest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As is indicated above, the double narrative spaces of The Magpie Bridge illuminate Jiao Mei‟s 

oscillation between two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fortnightly contacts between Jiao Mei and Tie Mei 

produce spaces of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two 

narrative spaces.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 narrative space of confrontation emerges. Tie Mei appears 

as an unrecognizable figure that “seemed to dissolve” (5) in a blink. Jiao Mei compares the figure to 

“a black-and-white photo of a person, conjuring a vague impression of a long-lost memory” (7). 

Despite “her ethereal body,” the figure has “authoritative voice” (7). Gradually, the figure begins to 

take shape: “fuller, stronger, fresher” (17). Jiao Mei sees her grandmother in her youth: “the fami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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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in a long robe” (46). Tie Mei is furious and worried, for Jiao Mei “lived in a foreign woman‟s 

house, [and] was pregnant with a foreigner‟s child” (36). Meanwhile, Jiao Mei feels trapped in a 

stressful situation: “I shuddered at the thought of Nainai,8 and of how heavily the past weighed on me” 

(97). Feeling an enormous sense of guilt, Jiao Mei makes an appointment for abortion, and this leads 

her into the narrative space of negotiation.  

At the stage of negotiation, Jiao Mei treats Tie Mei, who is in her youth, as her equal. Meanwhile, 

Tie Mei, having in mind a “rosy picture of a fat-cheeked baby” (97), discourages Jiao Mei‟s idea of 

abortion.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her attitude, Tie Mei changes her long robe into “a sleeveless red 

shirt and a knee-length blue skirt” (130), which she copies from a poster. As mutual understanding 

develops, problems are being solved through negotiation. Tie Mei expresses her concerns by telling 

stories; however, storytelling enables her to se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Retelling her mother‟s rape 

and suicide and her own extramarital affair, Tie Mei questions “the unfairness of double standards” 

(78) that have been applied to judge women‟s repu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Jiao Mei attempts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that all foreigners are evils. As Jiao Mei shows Tie Mei, her relationships with 

Barbara and Ken are significant and meaningful. Having been left motherless by Orchid, Jiao Mei 

takes Barbara as her surrogate mother. While most men “expected a Chinese girl to smile and charm, 

and to oblige” (59), Ken does not expect Jiao Mei to fill the stereotype. Jiao Mei feels comfortable 

with Ken: “With him I did not act „Chinese‟, I did not pretend” (85). Jiao Mei also assures Tie Mei 

that, in modern time, being a scholar is not the only way for women to get knowledge and power. A 

poster on the wall supports Jiao Mei‟s position, showing “three girls of different colours, white, brown 

and black, their teeth radiant white, their arms round each other‟s waists” (120). In face of the poster 

which illustrates foreignness and women‟s vitality, Tie Mei feels “small and old” (120). Tie Mei‟s 

assumptions about foreign devils, women‟s reputation, and women‟s education are challenged at this 

stage.  

Finally, in the narrative space of reconcili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ie Mei‟s and Jiao Mei‟s 

narrative universes is settled. Jiao Mei and Ken get married and put down roots. Tie Mei welcomes the 

arrival of her great-grandson Thomas and claims she likes his foreign name. As a remedy for the 

murder of Tie Mei‟s great-grandmother and mother by English and Japanese soldiers respectively, Jiao 

Mei reports two things in her narrative. First, Taro‟s uncle, once a soldier in the war, is “now a 

member of the Chinese-Japa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85). Second, Ken apologizes for what his 

ancestors have done. However, as he points out, “that was a different time. It nee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us” (200). There are adequate reasons to argue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narrative 

spaces represents Jiao Mei‟s dialogue with herself, or her double. Jiao Mei once describes Tie Mei as 

“a product of my paranoid mind, born of homesickness, loneliness and yearning” (140). Besides, as 

                                                       
8 “Nainai” means “grandmother” in Mandarin, Jiao Mei‟s mother tongue. Barbara once tells Jio Mei, “You 

were dreaming in Mandarin. You must be homesick”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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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Mei appears as a woman in her youth, Jiao Mei is inclined to treat her as an equal and a friend. 

After all the problems have been dealt with, Tie Mei‟s shape begins to dissolve and is “barely more 

than a fragrance” (204).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novel is the only chapter where Tie Mei is silent. 

Given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Jiao Mei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with Tie Mei, or her double, the 

chapter contains only Jiao Mei‟s narrative, in which she sounds confident and assertive.9  

III. Smellscapes and Place-making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about narrative spaces illustrates Jiao Mei‟s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past, which is a heavy burden to her. The discussion below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place-making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ew soil and new life. Jiao Mei expresses her 

yearning for a new life on seeing some posters in the tube station: “I wanted to enter each of the 

worlds the posters promised. There was no longer persecution at home, no prison awaited me. It was 

not a flat, a car or a full shopping trolley I was seeking. It was the reward of a new life” (96). Like 

negotiation with the past,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resent takes time and effort.  

One thing that joins Tie Mei‟s and Jiao Mei‟s narrative spaces together is the floral scents in the 

garden. The fragrance of the Mei blossoms attracts Tie Mei to Barbara‟s garden. Because Tie Mei is 

depicted as a “scented woman” (18), Jiao Mei always smells fragrance when she feels the presence of 

Tie Mei. Liu uses different words for flowers in diverse contexts, such as smell, scent, and fragrance. 

The smells of flowers turn the landscapes into smellscapes. The word “smellscape” is derived from 

“smell” and “landscape.” Environmental specialist Jieling Xiao and her colleagues define the concept 

of smellscape as “a constru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experiences of smells, the physical 

space and the context of place” (Xiao et al.). They put forth the concept to pro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ell, emotion, and place. “Emotions triggered by smell experiences in place,” they point out, 

“reflect individuals‟ evaluations of both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ir existence within society” 

(Xiao et al.). In another study of smellscape, Xiao encapsulates the concept as “the overall smell 

environment of a place” (240). Two features of smellscape highlighted in Xiao‟s study are highly 

applicable to the discussion of space and place in The Magpie Bridge. The first feature is odor-evoked 

memories. Xiao states, “One particular feature of perceptions of smells is its durable memory 

associations” (242). The smells of flowers, which permeate the novel, always successfully evoke the 

protagonists‟ memories about their past. The second feature is related to the making of place. Xiao is 

in accord with Tuan and Cresswell when she observes, “A „place‟ differs from a „space‟ by involving 

individual affections, memories, moods and purposes of visiting a certain place” (244). Xiao identifies 

                                                       
9 In his Seeing Double, Peter Pesic argues that “stories of doubles are often horrific, exciting the frisson of the 

uncanny by evoking a primal terror” (48). However, he continues, “there is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rapport and 

revelation” (48). As Jiao Mei‟s double, Tie Mei embodies both horror and harmony. Tie Mei appears as a 

frightening, wandering sou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agpie Bridge; however, after conflicts are solved and 

reconciliation is achieved, she transforms into a whiff of exquisite frag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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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mponents of place-making: a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 attachment. She points out that “people 

can gain a sense of a place through their olfactory experience” (245). Xiao also expounds on the 

concept of place attachment: “it is defined as the emotional engagements people have with a place, 

creating closenes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245). As will be illustrated below, an exploration of 

smellscapes in The Magpie Bridge shows how Jiao Mei attaches meanings to the garden and builds a 

sense of place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Tie Mei, her double.  

The floral scents in the novel evoke memories and, most significantly, heighten the sense of place. 

When the fragrance of the Mei blossoms attracts Tie Mei to Barbara‟s garden, she feels a “sense of 

hostility” (4). Upon seeing the Mei tree, the tree she is named after, Tie Mei questions what “this tree 

of [her] motherland [is] doing here, looking sad and lonely as if it also knows that it does not belong” 

(4). According to Barbara, even the tree has been planted for many years, it has never flowered until 

the arrival of Jiao Mei. It is a moment to test whether the Mei tree, which is of Asian origin, can 

survive and blossom in England. Apparently, the tree bears a symbolic meaning; it is situated in a 

foreign land which is also unfamiliar to Jiao Mei as well as Tie Mei.  

A change occurs when a fragrance in Barbara‟s garden “stole up on [Tie Mei]” (130), and she 

recognizes it is her favorite rose. The rose evokes her memory about Zhi Ying, her lover who 

compares her to a rose without thorns. Smellscapes are perceived not only by recognition but also by 

evaluation (Xiao et al.). Tie Mei shows her expertise in the flower: “The air was damp and warm—the 

best for smelling roses” (130). With the flower scents reminiscent of her past, Tie Mei draws nearer to 

Barbara‟s garden. Still unable to accept Barbara, Tie Mei nevertheless shows emotional engagement 

with the place when she remarks, “I was falling in love with her garden, in spite of myself. People are 

different, but plants do not change” (145).  

Besides human olfactory experience and the physical space, the context of place is also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in place-making (Xiao et al.). To achieve a sense of place, Tie Mei gradually 

becomes attached with the people around Jiao Mei, namely Ken, Bill, and Barbara. Tie Mei 

recognizes Ken‟s smell when Jiao Mei opens her arms to embrace her: “I stepped aside, and caught a 

whiff of something alien—the smell of the foreign man with her” (47). Tie Mei also evaluates Ken‟s 

place through smell: “So many different odours. So many people drinking, idling. That house, that 

room made me feel uneasy, with its huge poster of life-sized people with strange hair and rings in their 

mouth, ears and noses—it used to be my idea of hell” (118). Regardless of the unpleasant smell, Tie 

Mei is delighted that Ken considers Jiao Mei his equal. Tie Mei also perceives the smell of Thomas. 

With an exclamation that the smell of the baby has very quickly overwhelmed that of Jiao Mei, Tie 

Mei shows her willing acceptance of Jiao Mei and her family in the foreign soil. 

There are affinities between Tie Mei and Barbara: both are remarkable gardeners. If the rose is 

Tie Mei‟s favorite flower, the lily is Barbara‟s. While the fragrance of roses introduces Tie Mei to 

Barbara‟s garden, the scent of lilies opens her eyes to Barbara‟s presence as a woman. When Tie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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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lls the scent of lilies, she remarks: “There was a new scent in the house. It came from the 

Englishwoman‟s room, a mix of flowers and sweaty bodies. The air had moved violently there just 

before I came in. I smelt the strong odour of the man, the lingering sweetness of the woman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her smell that was not sexual—something submissive, a surrender” (153). The 

fragrance of lilies mingled with the body odor of Barbara and Bill produces a new scent that reveals to 

Tie Mei “how acceptable, even pleasant at times, her scent was” (153). It dawns on Tie Mei that 

Barbara is not a dirty devil, but a woman who has experienced loving and being loved.    

Having been devoted to gardening, Tie Mei develops an empathy with flowers and trees. In 

plants she sees her need to put down roots: “To be a plant, you would need to know your place and be 

happy with it” (130). In the end of her narrative, Tie Mei transforms into a Mei blossom in the back 

garden: “I am a blossom. I have five petals, stretching out. I am in a garden” (241). She further 

explains, “I should be somewhere hot and sunny. But I have to be here because my root is here” (241). 

Given that Tie Mei acts as Jiao Mei‟s double, the development of Tie Mei‟s sense of place parallels 

with Jiao Mei‟s. By the time Tie Mei turns into the blossom on the Mei tree, Jiao Mei has received 

warm messages from Orchid, her biological mother, and inherited the back garden from Barbara, her 

surrogate mother. The garden is not only a gift but also a treasury of memories. Recommended by Bill, 

Jiao Mei determines to be a gardener so that she can write her “signature” (Salter and Lloyd 7) on the 

soil and attach new meanings to the place. The back garden, where the Mei tree blossoms, is a 

smellscape that features fragrance-evoked memories and a heightened sense of place.  

IV. Conclusion 

This paper reads The Magpie Bridge as a text abou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space, place, and scents in the novel. Employing current theories of space and 

place, the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gardens in the novel. Gardens are treated as meaningful places, each 

with a distinct signature added by its gardener. Two pairs of gardens are examined to show how a 

garden reveals its gardener‟s personality and life experience. The paper continues to probe the 

narrative spaces embodied in the double narratives of the novel. Three critical stag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mely confront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are identified using Ryan‟s 

five-level model of narrative space. The paper then proceeds to the analysis of flower scents and 

place-making. The concept of smellscapes is introduc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ell, 

emotion, and place. In short, the them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critically analyzed through 

the garden and the scents, the dominant images in the novel. The triad of space, place, and scents 

spells out the meaning of place-making. Finally, putting down roots and taking root are expected to be 

achieved after a long process of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agpie Bridge, the flora and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re 

recommended topics. In this paper, flowers and trees are treated as a general category, but i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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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identified an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novel‟s character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nd the dates when Tie Mei arrives 

to visit Jiao Mei. However, these solar terms are also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he change of the climate.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indicate a cycle of gardening and agriculture. When put together, the flora 

and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can be a very interesting area to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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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視覺元素對攝影作品之 

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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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今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廣告產品選擇以性感的形象來包裝，而視覺元素的

情色感受與審美評價，成為當代美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向之一。本量化研究期望了

解生理性別的差異對情色攝影之審美判定，並比較不同之視覺元素，給予觀者的情色

感受與喜好程度。設定刺激物為女性角色之攝影作品，分以有無流動的液體、有無異

國感布料為兩控制變項，並加以參與者性別進行三因子混合式設計。從統計結果中發

現，參與者性別對於情色視覺元素的審美評價，在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上並無顯著的

影響力。而兩個視覺元素「流動的液體」「異國感布料」在喜好程度上有顯著交互作

用；當畫面中已呈現流動的液體時，若同時出現異國感布料，能連帶提升參與者對攝

影作品的喜好評分，顯示兩視覺元素不互相排斥，可以在畫面中交互結合，形成最能

吸引參與者偏好的視覺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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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erotic visual elem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contemporary art in society. This quantitativ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aesthetic preferences of erotic photography based on gender differences. Another ai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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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ing liquids, showing that erotic photography could combine the two erotic elem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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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情色藝術（erotic art）常會被認為是羞恥與隱晦的，在較保守的傳統社會中，人們通常不會

直接地公開談論，但當我們翻閱雜誌與廣告文宣，帶有性意涵的圖像隨處可見，各式媒材與風

格的情色圖像，被廣泛運用於商業廣告的設計之中，這項人類最原始的慾望，成為現今審美評

價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向之一。在 19 世界中葉，色情圖片的使用已十分廣泛，隨著攝影

技術的發展，在眾多流行文化中包含廣告與新聞媒體，都可見到女性性感身體的攝影作品

（Ferenc, 2018）。然而廣告裡這些性感的圖像，通常並非直接呈現出性行為，而可能透過人物

姿態與氛圍，甚至是影射的情境來喚起觀眾的性聯想（Schroeder & McDonagh, 2013）。這些其

實並不寫實的「性場景」，卻鮮少有研究分析它們「為何性感」，因網路技術的推波助瀾，人們

可以快速且便宜的得到這些情色影像，而數位攝影技術的普及與網路傳播，讓擁有美體胴體與

挑逗神情的攝影畫面，成為了今日平面媒體的主流（Ferenc, 2018）。 

1976 年，柯夢波丹雜誌（COSMOPOLITAN）刊登了一則全彩的身體乳液廣告，一名知名

的紐約女模特以半身裸體的方式出現於畫面中。雖然性感人體並不直接聯想到護膚保養，但這

樣將視覺刺激導向商品的行銷手法，開始大量被運用於廣告攝影之中（Peterson & Kerin, 1977）。

在商業的形態裡，女性裸體的影像通常位於社會道德的邊緣，而在藝術領域它卻位於美學的中

心，在這樣模糊的文化定義，和充滿不穩定的社會認知結構中，女性的裸體形象變得如此開放，

卻也含有不穩定的潛在含義（Nead, 1990）。 

在藝術史上，女性的裸體不僅是一個畫面主題，而是成為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Nead, 1990）。

情色攝影通常以女性人體為主要的畫面構成，造成這樣性別比例失衡的狀況，是長期的社會習

慣與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因素直接導致了這樣的失衡，從平日的工作環境、

日常習慣到宗教儀式，女性的角色被限制在傳統習俗與道德規範之中（Eaton, 2018）。在今日的

社會中，由性感女星所拍攝的廣告照片隨處可見，在其風情萬種的姿態背後，其預設的觀眾多

數為男性，這樣由「男性凝視」角度建構的審美價值觀中，男性所喜好的性感形象被投射到了

模特兒身上，從廣告到所有情色的藝術作品，都呈現了「男性幻想中的女性」形象（Mulvey, 1989）。

然而廣告與藝術作品的受眾之中也存有女性觀眾，在同時身為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族群中，女

性看待情色圖像的角度是否會與男性不同？ 

性感不只存在於裸體形象之中，生理性別對於情色想像與審視的立場也存有差異，在觀看

情色攝影時，哪些視覺元素能成功地引起我們的慾望，而對於這些情色物件的美感認同，是否

會因生理性別而造成不同的喜好評價。而當我們觀看一張帶有情色暗示的攝影作品時，除了直

接的人體性暗示之外，包含服裝場景的影射、道具的互相搭配，或是觀眾自身不同的性想像，

都可能加深性感的體驗（Reichert & Lambiase, 2003）。本研究將進行情色攝影之審美評價探討，

討論生理性別對於性感圖像的感受差異，並研究情色作品中，是否會因畫面裡存有不同的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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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而讓觀者對於攝影作品產生不同程度的情色感受。 

二、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期望測量不同性別的觀眾，對於情色攝影中視覺元素之感受

差異，討論參與者的生理性別與審美偏好的關係，並觀察不同的情色視覺元素之間是否會有交

互影響。「情色」的本質與性別息息相關，其觀賞的群眾多數設定為男性，而情色廣告也較常呈

現性感的女性身體，但當女性觀眾在觀看情色作品時，其美感偏好是否會異於男性的選擇，而

有不同的情色感受程度。另外本研究討論視覺元素給人的情色與喜好差異，期待歸納參與者的

感受評量結果，將變項元素之「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分開評測，比較不同的視覺組合，

是否會影響參與者對於畫面的審美判定；最後提出對於情色攝影創作，有效之輔助視覺元素使

用建議。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 探討參與者間，男性與女性對於情色攝影作品之視覺元素，是否會有審美評價上的差

異。 

(二) 討論在攝影作品中，除了模特兒的肢體動作之外，布料、物件等其他視覺輔助元素，

是否也會影響參與者對於攝影作品的情色感受。 

三、研究架構與流程與範圍 

本研究主旨為討論不同性別的參與者，對含有不同視覺元素的情色攝影之審美評價。將以

網路問卷測量參與者，比較攝影作品中的多組視覺元素組合，並針對「情色感受」與「喜好程

度」進行評分，以期望了解不同情色視覺物件之間的審美評價差異。研究流程共分三個步驟如

下所述： 

第一步驟為相關文獻整理，藉以文獻資料，彙整情色攝影之文化脈絡，歸納其視覺符號以

利其後之研究刺激物拍攝。第二步驟為刺激物攝影拍攝與問卷發送，使用製作好的攝影作品為

評測項目，讓問卷填答者以分別以「情色感受」、「喜好程度」，進行偏好填答。第三步驟為數據

分析與研究結果，此部分呈現第二階段之問卷評測結果，計算情色攝影中，「兩個視覺元素變項」

與「參與者性別」之相互關係，並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影響人們對於攝影作品審美評價的成因眾多，任何因構圖、顏色、道具等些微差異，都可

能導致觀者產生不同的想法。若將所有相關原因皆含括在此研究範圍之中，將使研究領域過大

且複雜，因此在人力與經濟考量下，本次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 刺激物變因數量的限制：能使觀者產生情色感受的視覺元素眾多，因研究人力的限制，

本研究將選擇兩個視覺元素變項進行測量，並盡量於拍攝刺激物攝影作品時，減少畫

面中的可疑變因，使這兩個視覺元素變項單純且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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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者樣本來源的限制：本研究以公開網路問卷的形式進行評測，所有參與者來源皆

來自網路且為志願填答，其公正性與準確度較難以控制。且參與者全體皆為網路使用

者，因此自動排除了非慣性上網的民眾，因此本研究結果僅能顯示於有使用網際網路

的族群，在其觀看情色攝影作品時的審美評價與喜好。 

貳、文獻探討 

一、情色攝影與男性凝視 

攝影就是拍攝那些近在眼前又無比熟悉的，最好的題材就是拍人（陳可唯，2012）。人像攝

影為攝影活動中的一大熱門分類，而其中具有情色影射的肖像作品，不論在商業使用或是藝術

市場中，都占有不可忽視的份量。使用真人模特兒的攝影，比起繪畫作品更具情色意涵，其呈

現型態更具體，皮膚與容貌的描繪也更真實（連芷平、施俊名，2016）。當攝影聚焦於某一個人

的狀態時，模特兒的行為就像被觀眾現場觀看著，成為一個可供討論的話題，而擁有同樣喜好

的人們，就可以觀賞這些圖像，進而延伸自己的想像。電影評論人 Christian Metz 於 1985 年指

出，攝影作品比電影更適合表現戀物主題；攝影不像電影有一段固定的持續時間，通常影片的

片長取決於製片，觀眾只能被動地接受被剪接好的動態節奏；但攝影它的觀賞長度取決於觀眾，

在觀看作品時觀者擁有一段完全自由的閱讀狀態，情色的想像便可無限擴大。 

而情色藝術（erotic art）與色情（pornography）的分野到底為何？古今有許多學者鑽研學

說與研究，試著區分兩者之間的異同與界線。情色藝術與色情在內容中都有性感的暗示，相

比之下，情色藝術的性多屬於隱喻，而色情圖像則含有較直接的影像；然而雖然情色圖像與色

情相比它是較隱晦不明顯的，但情色藝術卻能達到與色情畫面同等的刺激性效果（Levinson, 

2005）。與色情相比，情色藝術的最終目的並不是引起性興奮，而是喚醒觀眾思考與欣賞的本能，

藝術家們拿捏作品的尺度與含義，在主題與表現形式之間創作能引人遐想的作品。而情色藝術

也開始與單純的色情製品產生區隔，它讓觀者形成一種情緒性的興奮，引導人們思考作品背後

的形式與意義，並對應「性」在社會與政治上的關係（Levinson, 2005）。 

然而在傳統的傳播管道中，這類帶有性刺激的視覺圖像，其受眾卻只限於男性。在電影膠

卷技術萌芽初期，含有色情內容的雄鹿電影（The Sage Film）大量地被世界各地所拍攝，這些

色情作品成為美國男性單身派對中的熱門娛樂，年輕人們在聚會中觀看且評論這些性愛的場景，

以滿足窺視的愉悅（Slade, 2006）。Reichert & Lambiase 於 2003 的研究中發現，分析含有性暗示

的情色廣告中，在情色圖像的模特兒性別比例上，有高達 84.2%為女性。以女性為模特兒的情

色影像比例普遍較男性為高，人們習慣以女體來呈現情慾與性刺激，然而會形成這樣的狀態可

從生物性與文化層面來探討；女性主義者認為在傳統性別的權力機制下，男性在性上是具有支

配與主動性的，在體格的優勢下較常呈現性的積極與活躍性，而女性則是相反的狀態（Eaton, 

2018）。男性對於性的態度較為直接，在文化發展的脈絡中，男性也較常被允許去追求自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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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因此男性的喜好便漸漸地成為了社會默認的普世價值，這使我們想到了熟悉的「male gaze」

（男性凝視），在傳統的文化裡，女性是被男性檢視與挑選的對象，女性裸體首先要滿足男性的

興趣和慾望（Mulvey, 1989）。而情色藝術中的預設觀眾，也多是以男性為主。依據哲學家 Lacan

的理論，情色影像中往往會設定一個觀賞的主角，而這個對象並不是真正的觀眾，而是一個泛

指「他者」的角色，這個他者則可以看做整個男性社會的代表（嚴小芳、張寶，2010）。 

情色影像的普及將男性凝視的狀態合理化，各種媒體的傳達媒介都在加強這樣的性別差異；

廣告、電視、電影、流行音樂和攝影圖像，我們通過這些人造的性感產品來塑造我們對於性的

想像，並在觀看的同時，將「觀看女性性感的身體」一事合理化（Eaton, 2018）。這樣的觀看行

為也成為男性展現權力的方式之一，性感的女性圖像成為了收藏品，當影像被凝視與觀看時，

就像被納入觀看者的私人財產一般，成為了可被擁有的物件（Prescott-Steed, 2010）。Berger 於

著作《Ways of Seeing》中提出了他對於女性被觀看的解讀：女人必須不斷地監視著自己，她幾

乎是與她的外在形象一同生活的。她無法以她個人最原始的姿態走路或哭泣，因為她從小就被

教導要注意「看起來怎麼樣」，並且不斷地去符合大眾的期望（Berger, 2008）。現代社會對於性

別的刻板印象雖已日漸消除，但在文化與傳統價值觀的影響下，當女人觀賞一則情色廣告時，

同時身為檢視者與預設被檢視的個體，女性如何去選擇她的凝視角度與訴說她的感受，而藝術

家又該如何運用有效的情色傳達元素，為今後情色圖像研究不可或缺的探討方向之一。 

二、性感、戀物慾與異國風情 

情色藝術必然與性感相連，而「性感」的傳達必須很精簡，也必須含有吸引人的文化內涵

（Schroeder & McDonagh, 2013）。情色作品不只是對觀者產生直接的性暗示，最主要是產生性

的聯想，而其中使用的技巧包含圖像元素與其他的社會隱喻，例如價值觀、畫面戲劇性或宗教

習俗等，展現文化與其隱喻的深層涵義（Levinson, 2005）。情色藝術不僅是展現「性」的具體

形象，而是引用各種圖像符號、文化暗示來導引觀眾，形塑他們心目中的性感經驗。而當人們

提到性感，常會聯想到好萊塢女明星風姿綽約的形象，這些電影中的美麗女性，形成一種特殊

的樣態，而這樣神秘具有吸引力的氣質，就像擺在貨架中的商品般，被當成某類「性感尤物」

的物件販售（Mulvey, 1993）。這樣的身體去除了個性與人格，當人們購買這樣帶有性感特徵的

圖像時，所獲得的是泛指性感的商品，一個散發著性吸引力的形象。而這樣的情色產品，與其

他無生命的物品相同，在情色攝影的畫面中，塑造神秘誘惑的視覺刺激。 

這樣迷戀於某種物體的喜好，泛指為戀物（Fetish），指對於性器官以外的性執著，一開始

指的是部分的身體部位，後來進而擴展到人類所使用的物件包含服飾布料、裝飾用品等（Joyal 

& Lapierre, 2015）。戀物慾與隱蔽的性幻想有關，當人們執著於某樣物件，此物件的含義對於他

而言，已不在是單純的物質形象，而是含有某種自我幻想與美化。當攝影作品呈現有「戀物」

的概念時，常會使觀眾產生「情緒緊張感」，這是指生理的自然需求與社會限制之間的鴻溝，它

介於不安和動蕩之間，是人類情緒遊走於法治與放縱間的境界；當人們看著一張以戀物為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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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相片時，他可能會因對物品的喜好、羞恥感受或其他的情緒反應，而產生亢奮的情感波

動（Schroeder & McDonagh, 2013）。 

廣告中所有的性感元素都是經過挑選的，這些場景不一定存在於真實世界，而是攝影者刻

意安排下的視覺畫面（Schroeder & McDonagh, 2013）。在古典藝術中的情色作品常以隱喻的符

碼為傳達媒介，不直接呈現裸露的軀體與性器官，而是以物件裝置與氛圍環境營造觀者的情色

想像。藝術史研究者 Nochlin 於 1972 的文章中，分析高更（Gauguin）作品中出現的水果與花

朵，這樣的視覺元素頻繁出現於情色藝術中，並在觀眾的心中形成一種慣用的情色符號。同樣

類似的視覺符號還有女性豐盈捲曲的頭髮、項鍊與頭飾（Alpern, 1982; Asher-Greve & Sweeney, 

2006）；而在姿態上她們可能是騎著某些動物（Easton, 2008），或是斜躺於床或躺椅上，呈現慵

懶放鬆的神情（Asher-Greve & Sweeney, 2006）。另外充滿性隱喻的物件包含劍、鑰匙、猛獸與

兔子等（Asher-Greve & Sweeney, 2006; Burnett, 2015）。 

情色藝術經常醞釀一種充滿想像的氛圍，在那個環境中，觀者可以合理的放縱自己的思緒，

讓情與色變得刺激與有趣。情色攝影、畫作甚至商業廣告，很常會選擇呈現異國情調（exotic）

的元素，這些充滿異域風情的環境與物件，可能存在於觀眾的幻想中，而較容易帶著觀者前往

神祕的想像世界（Schroeder & McDonagh, 2013）。屏風是常被用於營造氛圍的物件之一，在畫

面上屏風遮擋了部分區域，讓觀眾不禁對屏風後可能發生的事情感到期待，而在藝術作品中屏

風多半以華麗且異國的花紋裝飾，呈現精緻與神秘的異國感受（Butera, 2002）。 

情色作品中的東方情懷是令人嚮往的，攝影師荒木經惟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品中鮮明

的日本情趣是他的創作特徵；身著寬鬆和服的東方女人、古典的日本和風空間，這些視覺元素

幾乎與日本浮世繪相同（陳可唯，2012）。對於浮世繪的藝術家來說，肉體的愛是和諧與美感的

化身，他們使用剪影和描繪輪廓線的繪畫技巧，將富含東方裝飾的花紋與物件留在畫面中，成

為一種神秘風格的情色藝術（Zavyalova, 2016）。浮世繪為春宮畫（Shunga）的一種，是日本文

化中很重要的一種藝術形態，不但代表了日本江戶時代的庶民生活，其情色美學形成一種特殊

的神秘風情，對許多西方藝術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KANG, 2019）。在 Klimt 的繪畫中，其精

緻的裝飾花紋帶有著神秘的東方色彩，呈現憂鬱與唯美的性感氛圍，在畫面中的情色是感性的，

並有華麗的視覺元素（Zavyalova, 2016）。黃琡雅、廖惠英於 2005 年的著作中指出，不論青少

年男女皆喜歡古裝扮相的女性圖像，其裝飾性強烈的紋飾使人產生華貴美麗的形象。而浮世繪

畫面中東洋特徵強烈的女性模特兒，其圓潤的臉型與黑色長直髮，呈現強烈的東方古典美感，

輔佐寬鬆半掩的花紋衣料，形成比全裸更加刺激的視覺元素，呈現充滿異國風情的情色想像（倪

丹，2016）。 

Peterson 與 Kerin 於 1977 年的實驗中，將廣告人物以端莊、半裸與全裸做了比較，並以多

種情境對照；結果指出模特兒半裸並抹以護膚油的廣告最具吸引力。韓國導演金基德 2000 年的

電影作品《The Isle》，以漁船、煙霧、水氣等意象，與女體營造一種詩意的東方意境，在潮濕

昏暗的畫面中，呈現了性感的異國神秘氛圍（嚴小芳、張寶，2010）。油與水可以聯想至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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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液，在時尚攝影中，時常以夏日汗水、海邊潮濕的身體，來展現性感與情色的畫面。詩人 Robert 

Frost 在他的詩歌中，以液體來表現情慾，他以散佈在田野中的濕地與正在滴著水的圍欄，塑造

潮濕與肉慾的環境。中世紀的畫作中也常出現年輕女性於水中沐浴的形象，她們潔白的皮膚、

圓潤的乳房在泉水被洗滌，象徵著如處女般的純潔狀態（Easton, 2008）。流動的水象徵情愛的

體液，而液體往下滴落也呈現了性愛的動感（Jaiswal, 2014）。東方的藝術作品中也出現有雨水、

唾液等液體元素，象徵生物繁衍時必要的潮濕與身體反應。 

在眾多的情色隱喻元素中，將其依屬性分類可得：1.人體本身（包含膚質、體態、髮型與

珠寶飾品）。2.著裝方式（全裸、寬鬆半裸或緊身等）。3.人物動態（騎乘動物、淋浴等）4.環境

（泉水、床、躺椅屏風等）。5.生物（花朵、水果與動物）。6.道具（劍、鑰匙酒杯等）。7.輔助

裝飾（水、異國花紋等）。其中較為特殊的是水與異國花紋，以水來說它可以撒佈於身體上表示

汗水或雨水，也可以成為水果花朵的汁液，更可以自己成為環境中的水池。而異國裝飾花紋也

同時能裝飾各種飾品、家具或者直接繪製於畫面中成為裝飾背景。這樣多用途的元素讓畫面中

的物件能更自由地協調運用。 

三、情色圖像的性別感受差異 

從古至今不同的時期的藝術作品，男性與女性的裸體形象，往往代表了不同的潛在意涵。

美索不達米亞文化（Mesopotamian）的讚美詩歌與圖像中，裸體的男性呈現了體力、力量與勇

氣，但是裸體的女性圖像則可能是為了獲得男性目光而刻意展示的，此種類型的女體常常擺出

靜止且性感的身體（Asher-Greve & Sweeney, 2006）。在中世紀的宗教繪畫上，處女烈士（virgin 

martyrs）在畫作中表現殉道故事時，常會用美好的裸體形象出現，使得這種類型的繪畫主題，

多了一分隱晦的色情元素，並且裸體的主角僅限於年輕女性，鮮少存有裸體的男性殉道者

（Easton, 2008）。繪製女性的身體並公開展示的形式，也出現在當代的街頭塗鴉文化（Graffiti）

中；充滿直接性暗示的女體畫作出現在街頭巷尾，而在 Parisi 於 2015 年的調查研究中，作者指

出人們不但對情色的女體圖像有著既定的型態想像，包含其創作者與受眾群也存在著刻板印象。

他請參與者觀看特定的塗鴉作品，並請參與者猜這些塗鴉創作者的性別，結果顯示，女體與性

主題的繪畫普遍被認為是男性創作者所做，色情圖像不管是在創作或被觀看上，都代表了雄性

氣概的特徵。 

Seligman 於 2010 的書籍中指出，比起男性，引起女性情慾的通常不是一個直接的性畫面，

而是一段整體的心靈感受。男性多數可以經由視覺刺激而產生性聯想，從對象的肢體動作或是

服裝打扮，吸引男性感官刺激的元素往往單純且直接，而女性較容易因某個喜愛的場景而感到

興奮，主導她們產生慾望的是連接自身想像的刺激媒介，可能是聲音、氣味，甚至是畫面中某

一個誘發幻想的物件。 

在生理上男女的構造不同，女性腦部的胼胝體較男性厚，所以女性較能從隱藏的線索中察

覺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引發女性的性慾聯想的腦部區域，與外界環境刺激的連結較緊密，而引

發男性性慾聯想的部位則比較單一純粹（Sax, 2008）。男女的生理差異在情色想像上佔有極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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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進而連帶影響到廣告銷售策略，廣告公司在策劃不同群眾的廣告圖像時，也會將性別

差異視為相當重要的參考。 

在欣賞藝術作品時，男女也產生了對作品的喜好程度差異。一般來說，男性較女性喜好情

色題材的圖像，而女性較男性欣賞健康清新、曖昧情感類型的插畫（劉羽涵，2009）。在圖像的

審美偏好上，不同性別對其情色的呈現方式存在著差異；女性相比於男性更有想像力，更看重

於整體的抽象概念，也較能欣賞人物的多元特質；而男性較專注於局部的身體性徵，偏愛直接

而具體的視覺刺激（連芷平、施俊名，2016）。劉羽涵的研究中也提到相似的概念：觀者的性別

會影響審美與偏好，對於畫面中情色視覺元素的感知也有所不同。 

四、文獻小結 

以情色攝影來製作的廣告越來越多，在這些情色作品中觀眾將視覺畫面連結到自身的幻想，

產生了隱蔽且亢奮的性刺激情緒。情色作品常以隱喻的符碼為傳達媒介，不直接呈現裸露的軀

體與性器官，與色情相比它是較隱晦不明顯的，但卻能達到與色情等量的性刺激效果。在日本

浮世繪與歐洲繪畫之中，充滿華麗裝飾感的物件呈現了神秘的異國風情，而這樣的場景可能存

在於觀眾的幻想中，較容易帶著觀者前往神祕的想像世界，同時東西方的藝術文化中也常塑造

潮濕與迷幻的環境，以雨水、汗水等液體營造一種詩意的東方意境，在潮濕昏暗的畫面中，呈

現性感的異國神秘氛圍。 

在情色圖像的模特兒性別比例上，女性的比例普遍較男性高，人們習慣以女體來呈現情慾

與性刺激，因其預設的觀眾多數為男性，從商業廣告到情色藝術作品，一個由「男性凝視」角

度建構的審美價值觀中，女性身體成為被檢視與挑選的對象。然而現代社會對於性別的刻板印

象已日漸消除，廣告與藝術作品的受眾之中也有女性觀眾，在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族群中，女

性看待情色圖像的角度是否會與男性不同。此外在視覺元素的審美偏好上，不同性別對其情色

的呈現方式存在著差異；女性相比於男性更看重於整體的抽象概念；因此，若以東方的神祕異

國氛圍塑造性感的場景，以裝飾花紋與液體等元素作為視覺輔助，性別的差異是否會造成不同

的審美評價，為本研究討論之核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彙整文獻資料中所討論的情色視覺元素，設計為畫面自變項並拍攝為本研究的刺激

物，以供後續審美評價之比較。研究以網路問卷作為實驗工具，取得參與者對於不同攝影刺激

物之「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其後運用三因子變異數分析方式進行統計，觀察變項之間的

相互關係，期望了解情色攝影中視覺元素之傳達與情色效果。 

一、變項與方法設計 

在情色攝影之審美評價上，本研究期望調查參與者對於擁有不同視覺元素之作品，是否存

在情色感受與喜好上的差異，將會以公開問卷，評測參與者對於含有不同控制變項之攝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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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設計的自變項與依變項說明如下： 

(一) 自變項：攝影作品上的控制變項有二，分為（A）液體（有、無流動的液體），與（B）

布料（素色、異國感的布料），另加入（C）參與者性別（男、女）為第三個變項，

觀察生理性別對於情色視覺元素符號之感受差異。因各變項下皆有兩個層級（屬性），

因此組成一個混合式 2（性別）× 2（液體）× 2（布料）的實驗設計。 

(二) 依變項：收集並比較參與者對於上述變項構成畫面之「情色感受」，以及相同畫面之

「喜好程度」，期望了解不同視覺元素與情色偏好之間的關係。 

二、刺激物 

綜合文獻所述，在日本浮世繪與歐洲繪畫之中，異國風情的裝飾花紋與布料，與潮濕流動

的水氣與液體，呈現了情色的幻想氛圍。本研究將以浮世繪風格為主要參考，在攝影背景色調

選擇上，以偏灰黃的陳舊風格為拍攝背景，並選擇以黑長髮古典形象之女性擔任畫面主角；此

外，情色作品常以隱喻的符碼為傳達媒介，並不會直接呈現裸露的軀體與性器官，半裸的模特

兒較全裸更富有情色想像。本研究便歸納文獻中的要素，採用寬鬆半遮掩的方式為模特兒動作

與情緒選擇，如圖 1。 

  

圖 1 攝影刺激物「題組 1」、「題組 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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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者 

問卷發送管道為社群網站論壇與電子郵件轉發，開放填答時間為 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本次網路問卷共回收 269 份，剔除無效填答與年齡不符（19 歲含以下）者後，有效樣本

為 244 份，總計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0%。經統計結果顯示，有效樣本之男性佔 49%（121 人），

女性為 51%（123 人）。 

在問卷設計方面，第一部分為參與者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等背景詢問。第二部分為

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填答，參與者將觀看攝影刺激物，並依個人主觀看法對攝影作品進行感受

性評分。刺激物以 4 張為 1 組，分以兩自變項之有無，得到 2×2 共 4 種之攝影畫面；並設計兩

組平行題組，採計其平均數，以增加研究結果之信度。本次評量方式採用李克特 10 點量表

（10-point Likert scale）收集參與者感受，由最高 10 分極情色（喜愛），依次遞減為 1 分毫不情

色（喜愛），期望了解參與者對於不同情色視覺元素之評價感受。 

四、研究工具 

本次測量以封閉式網路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問題共 38 題，問卷形式與內容經過小樣本先

遣研究（pilot study）測試多次；每次皆回收參與者之意見，經過數次修正後，進行正式問卷的

公開發放，針對參與者對兩組刺激物的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進行評測。問卷開始後，參與者每

次看到一組刺激物，然後回答感受與評分，每位參與者皆依序回答完兩套題組，總填答時間約

為 5 分鐘。問卷以公開發送之方填答並直接紀錄結果，每人限填寫一次，不得重複。參與者可

登入線上評測之問卷網站，使用自備之電子裝置進行回答；使用之設備種類比列為電腦 35%，

手機 62%，平板 3%。 

肆、研究結果 

一、基本描述性統計與信度分析 

以本研究拍攝之兩組共 8 張攝影作品，分以流動的液體、異國感布料為兩個自變項，並另

加入參與者的性別差異，共三個變項進行統計分析。參與者針對不同的攝影刺激物分別在「情

色感受」與「喜好程度」評分的描述性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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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液體×布料×性別的影響，在「情色感受」之描述 

條件 性別 n 
無液體 A1 有液體 A2 

M（SD） M（SD） 

素色布料 B1 

男 C1 121 5.23（1.87） 6.89（1.99） 

女 C2 123 5.00（1.79） 6.58（1.91） 

總計 244 5.11（1.83） 6.73（1.95） 

異國布料 B2 

男 C1 121 5.40（1.87） 7.02（1.88） 

女 C2 123 5.34（1.49） 6.94（1.90） 

總計 244 5.37（1.68） 6.98（1.89） 

 

表 2 

液體×布料×性別的影響，在「喜好程度」之描述 

條件 性別 n 
無液體 A1 有液體 A2 

M（SD） M（SD） 

素色布料 B1 

男 C1 121 4.93（2.03） 6.56（1.96） 

女 C2 123 4.72（1.75） 6.04（1.89） 

總計 244 4.82（1.89） 6.30（1.94） 

異國布料 B2 

男 C1 121 5.43（2.28） 7.17（1.56） 

女 C2 123 5.27（1.88） 7.01（1.57） 

總計 244 5.35（2.08） 7.09（1.57） 

 

以攝影刺激物兩組共 8 張，「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兩題項共 16 題，進行信度（reliability）

分析，根據 DeVellis 於 1991 的研究顯示，α>0.7 為可接受之信度，本研究檢定結果顯示其

Cronbach’s alpha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α=0.83，顯示研究工具有可參考之信度。 

二、情色感受：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將 8 張刺激物「情色感受」之評分，分析流動的液體、異國感布料、參與者性別，進行三

因子混合設計之三向 ANOVA，其中參與者性別為獨立組設計；液體、布料為相依組設計，研

究結果見表 3。參與者間，性別（F（1，242）=1.21，p = .29）無顯著主要效果。參與者內，液

體×性別（F（1，242）= .31，p = .859）無顯著交互作用。布料×性別（F（1，242）= .94，p = .332）

無顯著交互作用。液體×布料（F（1，242）= .14，p = .907）無顯著交互作用。液體×布料×性

別（F（1，242）= .89，p = .766）無顯著三向交互作用。參與者內，液體（F（1，242）= 162.80***，

p < .001）有顯著單純主要效果。顯示「有無液體」造成情色感受的顯著不同。布料（F（1，242）

= 5.85*，p = .016）亦有顯著單純主要效果，顯示「有無異國感布料」也造成情色感受的顯著不

同。 

  



性別與視覺元素對攝影作品之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 53 

表 3 

液體×布料×性別對參與者「情色感受」三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MS F p 

參與者間     

 性別 1 7.39 1.21 .290 

 誤差 242 6.59   

參與者內     

 液體 1 637.12 162.80*** .000 

 液體×性別 1 .12 .31 .859 

 誤差 242 3.91   

 布料 1 15.52 5.85* .016 

 布料×性別 1 2.50 .94 .332 

 誤差 242 2.65   

 液體×布料 1 .007 .14 .907 

 液體×布料×性別 1 .04 .89 .766 

 誤差 242 .49   

*p<.05.**p<.01. ***p<.001. 

（一）情色感受：液體 

圖 2 顯示，有液體（M=6.86）的情色感受平均值顯著高於無液體（M=5.24）。當畫面中出

現流動的液體，能顯著提高參與者對攝影作品中的情色感受。 

 

圖 2 參與者對畫面中「有無液體」之情色感受差異 

 

將變項「液體」與「布料」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以顯著性 p 值來看，當變項為流動的

液體時，不論畫面中是否有異國感布料，均具有顯著影響力（p<0.5），顯示畫面中的液體能顯

著增加參與者的情色感受，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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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液體×布料對參與者「情色感受」之成對樣本 t檢定摘要表 

比較項目 M（SD） t p 雙尾 

有液體×異國布料 1.61（2.12） 11.8 .000 

無液體×異國布料 

有液體×素色布料 1.62（2.06） 12.2 .000 

無液體×素色布料 

 

（二）情色感受：布料 

而異國感布料則會讓畫面中的情色感受略為提高，以平均值來看，將有液體與無液體的情

色感受分數平均，有異國感布料（M=6.18）與素色布料（M=5.92）兩者差距為 0.26，呈現些微

差異，如圖 3。 

 

圖 3 參與者對畫面中「有無異國布料」之情色感受差異 

 

當畫面中已有液體時，有異國布料（M=6.98）與素色布料（M=6.73），平均值差距為 0.25，

畫面中無液體時，有異國布料（M=5.37）素色布料（M=5.11），平均值差距為 0.26，兩者的變

化十分穩定，可見不管畫面中是否有液體這個元素，異國感布料均會讓參與者的情色感受微幅

上升，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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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參與者對畫面中「有無異國布料」與「有無液體」之情色感受差異 

 

三、喜好程度：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三因子混合設計 ANOVA 分析流動的「液體×布料×性別」，三變項對於參與者喜好程度之

分析結果見表 5。參與者間，性別（F（1，242）=2.43，p = .12）無顯著主要效果。參與者內，

「液體×性別」（F（1，242）= .33，p = .563）、「布料×性別」（F（1，242）=1.04，p = .307）無

顯著交互作用。「液體×布料×性別」（F（1，242）=2.06，p = .152）亦無顯著三向交互作用。 

表 5 

液體×布料×性別對參與者「喜好程度」三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MS F p 

參與者間     

 性別  1 16.69 2.43 .120 

 誤差 242 6.86   

參與者內     

 液體 1 631.01 152.83*** .000 

 液體×性別 1 1.39 .33 .563 

 誤差 242 4.15   

 布料  1 105.62 43.45** .000 

 布料×性別 1 2.54 .94 .307 

 誤差 242 2.43   

 液體×布料 1 4.35 6.08*. .014 

 液體×布料×性別 1 1.47 2.06 .152 

 誤差 242 .71   

*p<.05. **p<.01. ***p<.001. 

但是參與者內，液體（F（1，242）=152.83***，p < .001）有顯著單純主要效果。布料（F

（1，242）=43.45**，p < .001）亦同。「液體×布料」（F（1，242）=6.08*，p = .014）也有顯著

交互作用。因「液體×布料」有顯著交互作用，將進步進行各細節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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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好程度：液體×布料 

因上述「液體×布料」的顯著交互作用，進一步進行交互作用的細節檢定，結果見表 6。 

表 6 

液體×布料對參與者「喜好程度」的進一步分析 

變異來源 df MS F p ηp
2 

布料 B      

 at 無液體 A1 1 34.27 14.10 .000 .028 

 at 有液體 A2 1 76.14 31.33 .000 .060 

誤差 484 2.43    

液體 A      

 at 素色 B1 1 267.23 170.21 .000 .260 

 at 異國 B2 1 369.37 235.27 .000 .327 

誤差 484 1.57    

 

「液體×布料」會相互影響觀者對畫面的喜愛程度。當畫面變項為液體，「有液體×異國布

料」（M=7.09）與「無液體×異國布料」（M=5.35），平均值的差距為 1.74，而「有液體×素色布

料」（M=6.30）與「無液體×素色布料」（M=4.82），平均值差距為 1.48，顯示兩變項交互作用下，

若畫面中沒有異國感布料，流動的液體雖能使參與者的喜好程度提昇，但其上升數值相對於有

異國感布料時幅度較小。顯示當畫面中有異國感布料時，能對流動液體造成的喜好產生加成作

用。「流動液體×異國布料」的組合能互相強化，激起參與者的喜愛程度，見圖 5。 

 

 

 

 

 

 

 

 

 

 

 

 

圖 5 畫面中液體與布料對喜好程度造成的交互作用 

 

另將變項液體與布料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如表 7，以顯著性 p 值來看，當變項為流動的

液體時，不論畫面中使否有異國感布料，均具有顯著影響力（p<0.5），畫面中的液體能顯著增

加參與者的喜好程度。而當變項為異國感布料時，不論畫面中是否已有液體，顯著度也均小於

0.5；顯示流動的液體與異國感布料均能讓參與者的喜愛程度提升，若以平均值來看，畫面中有

無液體的平均值差異較大，流動的液體較異國感布料更能提升參與者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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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液體×布料對參與者「喜好程度」之成對樣本 t檢定摘要表 

比較項目 M（SD） t P 雙尾 

有液體×異國布料 1.74（2.26） 12.1 .000 

無液體×異國布料 

有液體×素色布料 1.47（2.15） 10.6 .000 

無液體×素色布料 

異國布料×有液體 0.79（1.57） 6.34 .000 

素色布料×有液體 

異國布料×無液體 0.53（1.95） 5.19 .000 

素色布料×無液體 

 

伍、結語 

一、參與者性別並未在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上有顯著影響力 

性別無論在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上均無顯著的單純影響力，也未和「液體」與「布料」兩

變項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顯示生理性別對於情色攝影中視覺元素的偏好，在本研究的設計上並

無直接影響。此結果表示，本研究所控制的兩個視覺變因，「流動的液體」與「異國感布料」，

對兩性間的影響力相似，不同性別的參與者判斷此二元素，會得出相近的情色感受與喜好，並

未發現性別造成的差異。 

二、畫面中有流動的液體與異國感布料，各自會產生較高的情色感受 

兩自變項液體與布料，在「情色感受」上並無顯著交互影響，此二元素相互獨立，並不會

因為其中某一元素的出現，連帶影響參與者對於另一元素的情色感受。但兩元素均有顯著的單

純主要效果，能提高攝影作品給觀眾的情色感受。然而「流動的液體」相較於異國感布料，對

參與者能產生較大的情色感，顯示流動的液體比異國感布料，更能刺激參與者的情色感受。雖

然異國感布料造成的情色感受差異，其幅度雖不如液體來的大，但當畫面中有加入異國感布料

時，仍然會穩定地使畫面中的情色感受顯著提高。本研究設定之兩變項「液體」與「布料」雖

不互相影響，但均能獨自提高參與者對於攝影作品的情色感受，為有效之情色視覺元素。 

三、畫面中有流動的液體與異國感布料，相互形成較高的喜好程度 

兩自變項液體與布料在「喜好程度」上則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會相互影響參與者對畫面的

喜愛程度。當變項為流動的液體時，「有液體×異國感布料」、「無液體×異國感布料」，兩者平均

值的差距，大於有「有液體×素色布料」、「無液體×素色布料」的平均值差距；若畫面中沒有出

現異國感布料，參與者對於有無液體的喜好程度差異較小，但若畫面中有異國感布料，則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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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提高參與者對於畫面中流動液體的喜好；顯示在交互作用下，此兩視覺元素並不互相排斥，

可以在畫面中相互運用結合，畫面中有異國感布料時，參與者對於流動的液體的喜好程度更高，

兩變項交互影響，而讓參與者對攝影作品有更高的喜愛分數。 

兩變項在喜好程度上也均有顯著單純主要效果，另進行 t 檢定發現，畫面中有無液體具有

顯著差異，而有無異國感布料則為輕微差異。可見此兩情色視覺元素，均能提高參與者對於畫

面的喜愛，但流動的液體則比異國感布料更為有效。 

四、「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的關係 

若以平均值排名，參與者的情色感受和喜好程度排名相同，依次為：有液體×異國布料、有

液體×素色布料、無液體×異國布料、無液體×素色布料。畫面中同時具備有「流動的液體」、「異

國感布料」的元素，為參與者最喜好也最感情色的；而單獨出現液體，則高於單獨出現布料的

評分，顯示流動的液體，不論在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上，其影響力均是大於異國感布料。 

而兩自變項「液體」與「布料」在喜好程度上有顯著交互作用，但在情色感受上則沒有交

互影響，顯示兩元素在情色表現上各自獨立。會形成此研究結果可能與變項之選擇有主要關係。

本次選用的兩視覺元素均為畫面中的輔助元素，參考了西方藝術與日本浮世繪作品，皆從古典

美學的作品中取材，為增強畫面中氛圍的裝飾型物件，與模特兒的裸露程度、動作與神情無關，

當此二元素均出現於畫面中時，能夠增加的是對於情色的想像，而並非一般色情圖片直接的性

刺激，參與者能區分每一種元素的情色含量，並給出獨立且客觀的情色判定。而在喜好程度的

判定上，參與者則參考了過往的美學認知經驗，將此二元素的美學感受加以融合，當畫面中有

異國感布料時，連帶提升了對於液體的喜好，而形成了本研究的結果。 

五、情色藝術的性刺激效果與觀看角度 

情色與色情的分野是學者們長年研究的主題之一。依文獻所述，情色作品並非直接提供性

刺激，而是藉由畫面中較隱晦的暗示，引起觀眾的遐想。本次選用古典藝術中的文化符號當成

畫面元素，雖在畫面中沒有強烈的性暗示，模特兒也沒有過於裸露，但當此二視覺元素出現於

畫面中，仍可增加參與者的情色與喜好程度。此結果應證了文獻中提到的，情色藝術中神秘隱

晦的性感氛圍，與色情一樣含有刺激效果。依本研究結果，兩視覺元素「流動的液體」與「異

國感布料」能相互影響，畫面中出現異國感布料能連帶影響參與者對液體的喜好，可呼應文獻

中對於「戀物」的描述，在直接的性器官之外包含服裝、物品，存在著自我幻想與美化，而異

國風情則為本次參與者所喜好的，其神秘古典的裝飾花紋能連帶增加參與者對於圖像上的喜

好。 

本研究期待觀察性別差異對於情色攝影的審美態度，然而依統計結果顯示，性別對於情色

感受與喜好程度均未有顯著差異，對於本次研究的情色攝影，兩性的感受是類似的。然而不論

是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所有填答的平均值都是男性高於女性，顯示對於本研究的神秘異國感

情色攝影風格，男性對其的情色評價較高，也較女性更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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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價值與後續建議 

當人們想要創作有關「性」的作品時，時常於尺度和風格之間拿捏不定。本研究以半裸古

典的女性模特畫面為基礎，加上兩個視覺輔助元素為變因，結果顯示雖然性暗示較為含蓄，仍

可使參與者產生情色感受，並且在美感的喜好程度上，從東、西方文化截取出的符號，可以交

互提升審美評價。可見若要使觀眾產生性刺激與幻想，並進而增加對圖片的喜好程度，異國感

的情色藝術攝影是一有效的視覺風格，為日後的廣告宣傳品可以選擇的創作方式之一。關於本

文的檢討與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一) 本研究之攝影刺激物，為參考文獻中的情色圖像脈絡，綜合視覺元素、模特形象與整

體風格後自行拍攝而得到，其視覺表現方式盡量貼近於文獻中的要點與描述，但因自

行拍攝之限制，僅製作兩個題組（共 8 張刺激物），在評分題組上仍略為不足，期望

能增加拍攝的組數與視覺元素的呈現樣貌，以達較全面的評比標準。 

(二) 依研究結論，性別差異對於情色攝影之審美評價，在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上均無顯著

差異，但依文獻內容的評註，生理性別對於情色審美偏好應該是有所不同的。會造成

本研究與文獻資料不一致的可能原因很多，參與者的人數不足是可能的因素之一；另

一原因為，刺激物中選擇的兩個視覺情色元素，並非模特兒的性徵或身材差異，而較

為偏向美學裝飾的物件，以台灣目前的教育環境來說，男性與女性對於基礎美術的涵

養可能差異不大，所以並沒有因參與者而有評分上的差異。此外，在文獻中提到，性

別因素對於模特兒的裸露程度偏好，有明顯的不同。而本次攝影討論的是輔助視覺元

素，並無比較模特兒的動作、神情與裸露程度。所以推測在情色作品中，性別差異主

要針對的項目可能會有：模特兒本身的體態條件、動態表現與裸露程度，而在輔助視

覺元素的判定上，性別不會產生審美的差異。研究建議除了增加參與者人數外，需要

另外製作一組測試題組，將視覺輔助元素固定，單純比較模特兒的身造型體與動作，

以測試性別在視覺元素和性刺激之間的關係。 

(三) 本次在問卷的設計上僅有「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兩個評分選項，沒有針對作品

的形式、內容與潛在意涵等進行調查，而審美牽涉到的因素眾多，雖然多數美術知識

較淺的民眾，會將自身的喜好直接連結到作品呈現的美感，但在參與者間一定存在著

能客觀判斷自身喜好與作品審美的群眾，若要更嚴謹地談論「審美」，應在問卷中增

加作品的構成元素包含色彩、構圖、造型等選項，已達更全面的討論情色與審美之間

的關係。 

當人們的性觀念從封閉漸漸邁向開放，性感的女性身體形象隨處可見，然而女性族群同時

處於觀看也是被觀看者的狀態，當面對跟自己同樣性別的情色圖像時，其審美角度是值得觀察

與研究的。現今當人們談論情色，已不再會認為這是禁忌的話題，情色感受與人類私密的幻想

有關，其背後引伸的文化符碼，觸動人類對於神秘學與戀物元素之崇拜，將成為日後媒體傳遞

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向之一。本研究受限於人力、時間及經費的種種限制，在研究上的廣度

上與深度上均為缺乏，期待後續研究可以製作數量更大比較元素更多的攝影樣本，並將研究的

參與者人數增加，使研究分析能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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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 Franz Bette 首飾工作坊中存在的

包浩斯形式法則 

王意婷 1* 張晴雯 1 

摘 要 

法蘭斯˙貝特（Franz Bette）首飾工作坊強調創造性思維訓練的養成，自身發展

出一套藝術創作的哲思，延續了包浩斯的傳統基礎，因此本研究藉由個案分析法，探

究包浩斯時期形式法則的設計觀點，以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萊

茲洛˙莫霍利—納吉（Moholy-Nagy）、保羅克利（Paul Klee）教學實踐為研究對象，

分析統整包浩斯形式法則之建構。進而，以個案研究法與觀察法，探討當代首飾思想

家貝特的作品，敘述作品中形式與概念之間的設計轉換，並對應分析包浩斯時期的課

程與繪畫作品，個別以邏輯次序的潛藏法則、素材實驗的經驗累積、X 軸至 Z 軸的

思維想像等三大面向分述探討。通過首飾工作坊的教學實踐中，分析設計過程所觸及

的手法與階段性成果。最終，透過文本分析發現，回顧包浩斯經典有助益於理解型態

之間的邏輯關係，首飾工作坊之教學實踐觸及材料感知與創造性思維之設計思考，將

有助於未來金工教育導入形式法則之設計思考與實踐。 

關鍵詞：Franz Bette、包浩斯、形式法則、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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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search of of the Use Bauhaus 
Principle in the Franz Better Jewellery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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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nz Bette’s jewellery workshop stres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practice. A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creative making in art, developed from the design 

foundations of Bauhaus and Ulm.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ase analysis, exploring 

formal principles of design perspectives during the Bauhaus period,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s of Wassily Kandinsky, Paul Klee and László Moholy-Nagy. Then proceeded by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works of Franz Bette, a contemporary jewellery ideologist. 

Bette’s design transformation between forms and concepts, a cross correspondence of the 

Bauhaus curriculum and paintings through his hidden law of logical order,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of material experimentation and cogit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X to Z axis. 

Finally, a deeper look into design methodology and stage result in design process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jewellery workshop.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esearch, it was 

discovered reviewing Bauhaus was in great benefit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figuration 

logics, teaching practice of jewellery workshops, as well as perception training and 

applic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These can all contribute to guiding conceptual principles in 

design thinking and execution in future metalsmithing education. 

Keywords: Franz Bette, Bauhaus, Form Principle, Desig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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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華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1919 年在包浩斯創校宣言中提出「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

之教育理念，開啟了「理論結合實務」的設計教育，以基礎課程與工作坊相結合的雙軌教育制

度外，延攬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工藝家，將課程設計中的形式、技術與概念三者合而為一，並

開啟對工藝媒材之間的關聯性，強調結合工藝與工業技術，為現代設計指引了一個新方向。 

反觀今日，設計教育現場上，金工領域處於工藝、藝術、設計之間的一個位置，強調培養

出具工程知識與感性覺知的藝術家、設計師，與包浩斯人才培育的使命一致，其金工教育多以

技術實務為導向的課程設計，如何在課程中引導關於創作概念、設計觀察、形態分析等具創造

性思維訓練？是否有其典範體系可參照？艾倫˙路普頓與 J˙亞伯特˙米勒（Lupton Ellen & J. 

Abbott Miller, 1991）談及在包浩斯眾多理論中，甚具影嚮力的觀念即主張設計是由幾何與感知

中所建構出的一種語言，其概念最初由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萊茲洛˙莫霍

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與保羅˙克利（Paul Klee）發表於包浩斯出版的文章中成型。

因此本研究回溯三位形式大師於包浩斯課程體制中教導學生的方法與理論作為原點，探究設計

實踐過程中，可依循不同的路徑與方法之於現代金工教育的啟示。 

梁懿（2021），談及繼承包浩斯理論的烏爾姆設計學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簡稱 HfG），由包浩斯校友麥克斯˙比爾（Max Bill），他與英格˙蕭爾（Inge Aicher-Scholl）

和奧特˙艾社（Otl Aicher）聯合創辦，依照包豪斯傳統創建的設計學院，重視藝術和科學、分

析的新設計教育方法。本文個案研究對象為貝特教授，1941 年出生於德國，具金工藝術家、產

品設計師、首飾設計與創作教師等多重角色，曾在許多知名鐘錶公司、設計中心，擔當設計師。

1976-1985 在德國杜賽道夫應用藝術大學（Advanced technical College）任教，1985 年後接續在

德國哈瑙金工學院（Staatliche Zeichenakademie Hanau）長達近 21 年的時間，更是擔當課程的重

要靈魂人物。近幾年不間斷的受世界各地的教學邀約，包含德國、愛爾蘭、澳洲、香港、臺灣

等多所學校邀約擔任客座教授與工作坊，顯示其地位的重要性。貝特曾提及比爾教授在其求學

時對其自身設計概念影響甚深。 

設計師柳宗理提及，包浩斯在造型上採用一套全新的方式與訓練。談及研究方法可在未來

不同的場域、時代，衍生出各種的變化。設計是有意識的行動，強調工作坊模式對設計過程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質上更能回溯到設計動機與目的（柳宗理，2015／葉韋利、蘇文淑譯）。

因此，透過手的操作同時進行思考與實驗，藉助工作坊的進行能學習引導者自身思想的傳遞與

課程實踐中觀察設計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話。本研究試圖探究的目的為（1）探究包浩斯時期，極

具影響當代設計大師的形式法則（2）分析金工教育家貝特作品與設計準則。 

貳、文獻探討 

英國藝評家法蘭克˙懷特佛德（Frank Whitford）認為包浩斯的工坊教育形式是「學校為服

務工作坊而存在，日後也終成為工作坊的一部分」（Whitford, 2012）。包浩斯教育制度涉及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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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本質上的廣泛發展，第一任校長格羅佩斯的辦學宗旨號召下，強調工藝、技術與藝術的和

諧統一，並設立各類型工坊，探究基本視覺語言的形成。預備課程由擔任形式內容、繪畫與色

彩創作的形式導師（the Master of Form）與擔任材料技術、工藝教學的工作室導師（the Workshop 

Master）共同指導，其課程包含材料研究、自然研究、形式分析、形態理論、構成理論、空間

理論、色彩理論等。本研究將著重形式導師如何啟發開創性理論之課程探究與觀察，從文獻資

料中擷取康丁斯基、納吉與克利於包浩斯時期之預備課程理論中，接續將從構成、材料、維度

三個面向，分別回溯典範大師為現代藝術設計所建立之理念與教學模式。 

一、分析繪圖作為一種構成 

康丁斯基，1922 年 6 月接受格羅佩斯校長之邀請，任職包浩斯負責壁畫工作坊之造型指導

與預備課程的教學。主要教授的內容包括「色彩理論」、「點線面」、「分析繪圖」，其中以色彩理

論最具其影響力（Smigocki, 1974）。主要在於探討色彩與形式之間的對等關係，並強調直覺對

於藝術創作的重要性。康丁斯基重視對等理論之應用所創造出的表現性效果，並主張學生參與

直覺性創作前應先學會形式分析的系統性研究。色彩構成教學中，可分為「色彩系統與系列」、

「色彩內在關係」、「色彩和空間」等主題方向（Kandinsky & Poling, 1983）。 

學者林素惠（1989）康丁斯基研究一書中，談及「點線面」除了是包浩斯教學架構中的重

要理論外，也是關於康丁斯基創作過程中有關繪畫元素分析教學的筆記，並受到十九世紀至二

十世紀認知心理學與藝術理論的認識。康丁斯基談及「張力」、「移動」、「韻律」能使繪畫元素

具又生命感。分析繪圖強調的是繪畫構成的結構原則，課程目的在於仔細觀察的訓練。透過自

由構成的方式，組合日常所見的東西，讓學生依據三個程序描繪出繪畫的結構：1.將整個構成

簡化成單純的主要形式。2.將物體間的主要張力強調出來。3.思考該構成中整體與個別的關係，

找尋形式間可見潛藏的張力（Gropius et al., 1938，林素惠，1989，頁 121）。 

學者 Poling（1986）講述 Holzel 透過虛線、實線與斜線銓釋畫中物體與人物的位置所存在

的相互關係與 Azbe 在《principle of the sphere》中強調從物體觀察中線條的自由與移動性，影響

了康丁斯基理論的形成。康丁斯基反對過度重視直覺及藝術的無目的性的取向，導致藝術教育

的放任式教學。並指責此取向容易使學生流於盲目摸索自身空泛的直覺，甚至偏離藝術正軌，

倘若綜合性觀察思考的能力被忽略，內在生命隨之枯竭，而使藝術教學走入死胡同。（Lindsay& 

Vergo, 1982）。 

二、材料涉及觸覺感知經驗 

納吉在包浩斯教學期間，被委任負責金屬工坊。課程設計談及觸覺感知經驗的重要性；技

術與材料之間的關聯性，並引導學生對材料進行獨立研究。Banham（1980）認為納吉的思維概

念是從直覺上理解材料「內在本質」，並針對肌理、強度、韌性、透明性等以客觀的方式感受其

物理特性，加上各類攝影手法與實物投影，透過光與相紙之間的曝光操作，導入新的觀看方式

與研究（丁亞雷、張曉鷹譯，2009）。Zach Edelson（2016），談及納吉對攝影著迷，透過理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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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像原理，進而挑戰傳統；涉及藝術創作再現性與真實性的想法。《繪畫、攝影、電影》書中

談及光作為創新手法，以明暗關係取代色彩的位置，去除色彩能帶來更多的體驗與想像。透過

設備展現光學上真實的扭曲、形變等技術運用，能改變眼睛觀看的可能性，將不能感知的物體

變得可見，觸發觀者的新的感知經驗。 

包浩斯學生 Kirtz Kuhr 談及納吉教學，通過不同材料實驗與不同工作坊之訓練，課題涉及

平衡練習、靜力學、動力學等概念（Whitford, 1992）。學者阿爾弗雷德・凱梅尼（Alfred Kemeny）

與納吉（1922）合作發表了<力的動態構成系統>（the Dynamic Constructive system of force）宣

言，強調力與力之間的結構；實際上為物理空間的張力。談及靜態構為材料與形式之間的關係，

動態構成為力與運動之間的關係，在動態結構中，材料被用為力量的載體（劉小路譯，2014，

頁 205）。 

納吉談及設計是需要回到原點，並建構新的觀點以深化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關聯性。運動中

的觀察，在於同步捕捉看似不相干的現象或事物，使之融為一體（Moholy-Nagy, 1947）。觀察其

立體派、未來派的視覺表現形式，亦是觀察移動的物體。移動的雕塑、虛擬的體積涉及光線與

空間的探討，皆透過新的媒材與技術的學習實現創造性的目的。 

三、設計視為一種維度想像 

克利在包浩斯教學期間，先後負責書籍裝幀工坊、彩繪玻璃工坊與編織工坊。其基礎設計

課程的教學深具影響力。克利始終相信，自然界的事物源於基本的形式，也源於自身對自然的

崇拜與熱愛。克利曾對學生說過，應該要讓自己像大自然一樣多變豐富：「跟著自然萬物學習，

看它們如何生成、看它們的形式如何發揮各種功能，這才是最好的學校。接下來，或許從自然

界出發，你會完成屬於你自己的形式，甚至有一天你會自成一個小宇宙，開始屬於你的創造」

（林育如譯，2015，頁 102-104）。學者 Weber（2009）曾敘述克利教導新生思索植物如何從土

壤中吸取養分、水分朝陽光生長，並將其對過程的思考應用於工藝上。1923 年 11 月 27 日對學

生展示結構為主體的理論課程中曾評論：「可怕的對稱裝飾」，非常死板。缺乏生命力是學生作

品問題的所在：這些研究都太過靜態；沒有傳達出「成形的動作」和「成長的過程」（引自 Weber，

吳莉君譯，2009，頁 177）。 

另一方面，克利本身除了是藝術家外，也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音樂家，並談及繪畫應該

向音樂學習。周怡秀（2018）ARTIUM 文章中，論及克利的複音繪畫，靈感來自巴哈與莫扎特

的複音音樂，分析繪畫與音樂之間有其相似性，皆包含時間性的因素在創作中，音樂隨著音符

出現來聆聽樂曲，是單向的、繪畫根據畫家的筆觸、構圖、造型、色彩體驗畫中的多重寓意，

是自由的。克利將音樂中的複調理論引至藝術形式分析與色彩理論教學，透過不同的圖示與色

彩的漸變，造成一種時間與空間連續統一的錯覺，組成和諧的藝術形式（Muller, 2009）。強調

色彩是看得見的聲音，複調音樂為一種多聲部音樂，主要以對位法來寫作的一種音樂形式，旋

律線之間的關係，造成了音符不斷衝突與和解的動態平衡。 

克利談及宇宙萬物的平衡和諧規律是一致的，色彩上的相近色被視為和諧音，互補色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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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和諧音，將透過不同的圖式組合與設計方法，組合成複雜和諧的的藝術形式。強調色彩是

看得見的聲音，色彩與形式課程中，透過基本元素、強調空間內塊狀移動的安排性（Smigocki, 

1974）。透過數列方式，有次序性的變化發展出豐富的變體應用於設計中。克利的教學筆記

《Pedagogical Sketchbook》中談及自然物的型態，從二維靜態的結構、比例分割、單元數化重

組、進一步探討形態三維空間的維數與平衡，並深及運動中產生的引力曲線與色彩動力之精神

層面的相關性（Klee, 1953）。 

綜合以上包浩斯時期甚具影嚮力之三位形式大師的理論核心與設計思維統整（如表 1），康

丁斯基分析繪圖強調的是繪畫構成的形式觀察；有助釐清結構中發現的各種張力。納吉直覺上

理解材料的內在本質；著重新材質、新技術與新媒介中尋找更多的可能性。克利談及對自然萬

物的形式學習，思考結構靜態的繪製到時間動態的想像，構成永恆的和諧，使之接近創造的核

心。 

表 1 

包浩斯代表人物與設計思維 

包浩斯代表人物 康丁斯基 納吉 克利 

理論核心 分析繪圖 觸覺感知 複調色彩 

設計觀察 形式的觀察 材料的感知 自然的分析 

型態分析 張力、移動、韻律 材料、韌性、透明 對比、動態、平衡 

 

參、貝特作品與包浩斯形式法則對應分析 

師承德國機動首飾先鋒弗里德里希˙貝克爾（Friedrich Becker）對貝特的訓練成就了兩種

特質，分別為有形的、抽象的與機動藝術（Kinetic Art）的影響，貝特對於設計議題與首飾構成

的辯證關係探究已超過 50 年的經驗，尤其是創作思維的概念性與藝術性生成的取法。除了專注

自身的的創作外，更致力於設計與首飾範疇中藝術化的可能性。歐里希˙史奈德 Ulrich Schneider

（2007），談及貝特為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應用藝術領域極具代表性人物。2007 年貝特在德

國法蘭克福應用博物館展出的「無裝飾的裝飾」（Ornament without Ornament）回顧展、2014 年

在臺灣博物館「同中求異」（Same but Different）當代首飾創作展、2019 年臺灣金馬賓館「紅×

線」（Red×Thread）當代首飾個展中。以藝術家的角度來觀察、感受並思考生命，作品以結構

與內容共存，極簡抽象的形式為辨識與詮釋的最大化呈現。貝特先生在德國的聲望與地位、作

品所呈現的內斂與哲思、材料手法的嶄新運用，對其台灣金工首飾領域形成重要的激盪。其研

究者通過極為少的書籍、文獻資料、論壇、講座等提取三個系列性作品對應包浩斯的三位大師

形式法則分析（如圖 1），為研究者個人的觀察與詮釋，試圖探討包浩斯形式大師的設計觀點與

貝特教授的共性，在不同時代下包浩斯脈絡延續的關聯性： 

  



初探 Franz Bette 首飾工作坊中存在的包浩斯形式法則 69 

 

圖 1 包浩斯形式法則與貝特作品對應分析（本研究整理） 

 

一、邏輯次序的潛藏法則 

Beckmann（1930）分析康丁斯基強調分析繪圖課中的四幅一系列作品不同階段的繪圖分析

（圖 2），如何從靜物各項特徵之觀察，逐漸變化成一條條張力線或結構。過程中以結構網絡做

為設計理論的切入，使學生從自然形式中分析出幾何的圖形，以釐清「結構中發現的各種張力」

（Lupton & Miller, 1991）。形式的探索與個人的經驗息息相關，貝特曾是一名划艇運動員，透

過觀察運動的軌跡或從力學的表象定義中說明物體空間位置的變化。以環形作為設計的原型，

可視為一個入口與空間的的連結，創造上思考空間的流動性。其橢形“Oval”與草圖設計（圖 3）

所示，如同戒指的環形，意涵上假想通往某處的出入口，即空間的想像。通道增強了拱形的形

象，作為天穹的象徵，並作為設計的原型。 

康丁斯基以形式分析，作為發現結構網路張力的設計方法。其繪畫作品強調設計過程以音

樂性創造出色彩的韻律，不同長短間隔的色線透過反覆構成形成具變化性的空間節奏，色彩構

成色調及旋律，進而產生音樂性的視覺形象。貝特強調形式網路結構的暗示性，並深及材料與

形式的象徵性與意涵，色彩的象徵性也可從貝特戒指作品中發現，成品中選擇石材與藍表達自

身對藍天的感官經歷並以錐柱體做為力的結構表現，極簡形式做為創作中個人思維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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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Hannes Beckmann不同階段的繪圖分析 圖 3 Franz Bette 橢形“Oval”作品與草圖設計 

資料來源： https://jonathangray.org/2015/07/20/ 

kandinsky-still-life-gif/ 

資料來源： Franz Bette (2007).Ornament without 

Ornament,p.20-21 

邏輯次序的潛藏法則，強調具象化極簡形式與抽象思維的內容共存。康丁斯基以不同的手

法觀察形式中結構張力的造型分析、音樂性的視覺形象，延伸形式分析的系統性研究。貝特以

觀察形成力的結構支撐，留存於感性思維具體的形式演繹，強調設計過程中形式的暗示性與材

料色彩的象徵意義。 

二、素材實驗的經驗累積 

納吉著重理性思考與科學實踐，嘗試在新材質、新技術與新媒介中尋找新的可能性（丁亞

雷、張曉鷹，2009）。納吉透過課程推展學生發揮創造力，並透過對材料的感知與組合的關係中，

思考材質與空間的組合之間的相互關係。學生瑪麗安・布蘭特（Marianne Brandt）1923 年在包

浩斯初級課程「研究平衡」課題（圖 4）中；就展現了材質特性與空間之間的可能性。其自由

元素“Free Element”（圖 5），形式由各個子形式組成，每個子形式本身就是一個空間，一個主體。

經由「組合性」的方式，形成具空間性的首飾作品。 

貝特有意識地運用解構主義的玩味性，重視的是物質與設計之間；形式與材料相應地表達。

重組建構成為一種和諧或穩定關係性。此作品似乎回應了納吉所言「把機械、動態、靜力學和

動力學的概念，穩定與平衡問題，放在三維形式中檢驗，把材料之間的關係作為構成和拼貼的

方式來研究」（Whiford, 1992）。設計中強調其結構性的理性思考，並注重新材料與概念的組合

性中達到一種和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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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arianne Brandt研究平衡課題作品 圖 5 Franz Bette自由元素“Free Element” 

資料來源： https://www.bauhaus100.com/the- 

bauhaus/training/preliminary-course/

laszlo-moholy-nagys-preliminary-co

urse/ 

資料來源： Franz Bette (2007).Ornament without 

Ornament, p. 68-69 

 

素材實驗的經驗累積，納吉強調新材質、新技術與新媒介中尋找新的可能性，藉以光作為

媒介探索可能。貝特強調創作藉以手觸摸材料的重要性，包含不鏽鋼材質本身的質地、溫度、

質量、律動、顏色及聲音等，都是引領感知當下的本質體驗。談及共性，以解構作為分析手法，

透過幾何形體與重組形式之間，在質量與重力之間、質量與空間之間，達到平衡。 

三、Ｘ軸到Ｚ軸的型體想像 

克利（1973）《The Nature of Nature》一書中主張向自然萬物學習，克利論述了自然與數學

法則之間結構性的關係。透過微觀自然的規律與法則，包含形體、結構、重量、遠近、運動、

重力、張力、明暗、色彩等原理法則，進而發現自然與宇宙之間運行的規律。克利植物“Growth 

and ramification”生長線性圖（圖 6）說明了自然植物生長的形式與圖中傳達力的維度空間與象

徵生生不息的自然樣貌，克利遵循大自然的法則，思索如何從自然中分解、組合、重建中探索

次序形態的形成。 

貝特（2007）經常分享形式靈感源於自然，其空間維度“Space Demarkation”（圖 7）系列作

品，構築在極簡主義中追尋純粹與幾何的抽象性，作品透過同質異構的「圈」、「桿」為形，透

過維度分析回歸至原點，不論是結構上的轉換或是材質的轉化，可從線性結構到不鏽鋼網構成

的網面結構，一系列的圈環展延出無限可能，隨著佩戴者的移動，看似穩定的結構，以跳動的

方式連結垂懸或搖晃的元素，以隱喻的手法，彰顯對宇宙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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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Paul Klee植物生長線性圖 圖 7 Franz Bette空間維度“Space Demarkation” 

資料來源： Paul Klee(1973). Paul Klee 

Notebooks Volume2, p42. 

資料來源：http://www.manomanman.com/2014 

X 軸到 Z 軸的型體想像，克利透過微觀自然的規律與法則，發現自然與宇宙之間運行的規

律。貝特透過簡單的線性構成、符號象徵與結構性設計中，使形式存於三維物體與空間之間，

通過動態的平衡，呼應自身設計的共鳴聯想。透過研究自然中理解生命的原理，思考讓我們像

空間一樣進入形式，進而延伸出哲學概念的思考。 

首飾作為一個觸發器，形式設計的轉化之於創作者內在思維都有其深化的連結，作為意識

的表達進而產生共鳴。Auburn（2014）提及貝特作品強調自身知覺與抽象的視覺符號系統，結

合嚴緊的結構、高超的技術與對材料屬性的理解與實驗，並談及抽象藝術（Concrete Art）對其

創作的啟發，作品源於點、線、面、位移（時間）、色彩的深入思考，作品中不銹鋼材料的應用，

強調設計過程中；透過對材質的觸覺感知其質地、溫度、量體、運動、色彩和聲音，引領設計

感知其本質體驗的重要性（引自 Auburn，郭哲旭、梁晉誌，2014）。貝特對現代金工設計教學

上，強調物的原型思考，從「力學的角度」、「結構的支撐」作為形式的觀察。橢形“Oval”作品

發展形式之於結構的分析，呼應康丁斯基以形式分析與色彩構成可被表達的純粹性與空間性，

並透過簡化強調張力、色彩、比例之間的關係性。自由元素“Free Element”呼應納吉重視形式與

材料表徵的平衡，其構成方式與組合拼貼形成穩定與平衡之間的空間構成呼應質量、重力、空

間之間的關係性。空間維度“Space Demarkation”，從平面繪畫的思考，轉換不同維度之間的結

構形式，作品中以動的方式連結垂懸或搖晃的元素，以隱喻的手法對應克利自然形態的思考，

想像自然生長過程中轉化線條、動態、平衡三者之間的關係性，與空間與時間共存的運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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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式，以貝特教授所帶領之首飾工作坊課程教學與學習為個案，透過蒐

集、分析研究者觀察記錄、訪談紀錄，以及學生作品等相關資料。以下分別針對研究參與者、

教學場域、金工教學架構、資料蒐集與分析等進行說明。 

一、研究參與者與教學場域 

本工作坊課程進行時間為 2016 年 4 月，貝特擔任工作坊課程之授課教師，連續 10 日每日

8 小時進行授課與學生實務操作。課程參與者共 12 人，皆具 3-15 年金工領域獨立創作者且具良

好的金工製作能力。研究者於工作坊課程中擔任學習者與觀察者角色，工作坊課程之教學場域

為臺北市陽明山玉溪有容教育基金會，為一開放性的工作坊空間。 

二、工作坊流程 

包浩斯時期強調以工作坊為媒材實驗、激發創意、實踐探索一切的可能性場域。貝特首飾

工作坊模式圖（如圖 8），教師的角色透過不斷地提問問題、找出問題，教學實踐中，以學員的

設計草圖與階段性成果作為分析創造性思維的設計思考，透過裁量實驗與手的勞動中，深度思

考設計案背後的意義、探索材質的可能性與價值、模型中探討轉化實物的發展性與實踐。 

  

圖 8 首飾工作坊模式圖（研究者彙整） 圖 9 首飾工作坊教學流程圖（研究者彙整） 

 

創造性思維的訓練與方法透過提問衍生出更多實踐的可能，其首飾工作坊教學流程圖（如

圖 9）所示。設計的第一道對話，教師以自身的作品談及設計哲思、概念手法、理論運用等。

設計的第二道引論，強調以自身核心概念轉錄繪畫的形式。其中最為關鍵之一為設計的第三道

轉換，以直覺轉換不同材質間實踐概念呈現的可能性與意義。設計第四道辯證，屬概念、手法、

形式三者之間的關係性，如何轉化構成形式與空間之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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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料蒐集包含課堂觀察紀錄、深度訪談與學生作品與分析等資料內容進行分析： 

1. 課堂觀察紀錄：研究者於研究期間進行參與課堂觀察，在每次上課時進行觀察記錄，研

究進行中引用此記錄，以「T-1」代表研究者第一次課堂紀錄。 

2. 深度訪談紀錄：深度訪談由研究者與參與工作坊課程之學生採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

採半結構方式，依研究者預先擬訂的題綱進行訪談，過程中依學生回應的情況調整訪談

問題的內容與順序（Bernard, 2006）。深度訪談採取每位參與者進行 3 次深度訪談，依據

Seidman（2013）所提出，質性研究者進行至少三次系列的訪談，第一次訪談建立研究

者與參與者經驗的脈絡；第二次訪談要研究參與者在發生的脈絡下重組自己的經驗細節；

第三次訪談鼓勵研究參與者描述這些經驗對自己的意義（鈕文英，2018）。訪談時間考

量學生學習進度為第 5 堂課程、第 8 堂課程與最後一堂課程結束後進行。每次訪談時間

約 20-30 分鐘，訪談完成後將受訪內容做成逐字稿，再將逐字稿進行系統整理，逐字稿

以 S1-M1 代表編號 1 號的學生第一次訪談。 

3. 學生作品歷程與分析：學生作品歷程包含建構主題與發展過程中之圖稿紀錄。研究者以

分析課堂觀察與深度訪談記錄，進行意義編碼，抽取意義，回答問題，並對應學生作品

成果，運用不同資料來源進行三角校正。 

伍、探究形式法則於金工教學之案例分析 

藉由首飾工作坊之個案研究中，擷選可檢視對應之作品，每一構面，將透過 2 位學生作品

與實驗過程作為案例分析與論述： 

一、原型作為結構設計的接觸 

英國藝評家，羅傑˙佛萊曾說：「形式是藝術最基本的特質，由線條與色彩構成的形式，將

次序與多樣性融為一體」。美的形式，可以透過物體最純粹的、直覺性的審美標準來進行形式性

地創造。原型材料具有其量體，之於金工首飾配戴，可以將材料視為設計的一部分主體或配角

都需考量造型、功能與設計之間的「平衡」性，此案例中的兩件作品（如表 2）創作的開端，

是先透過手與物的第一道接觸，並透過觸摸材質表面與肌理的差異，提出以「觸覺」接觸與「直

覺」之間的經驗與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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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型作為結構設計的接觸 

設計過程 作品呈現  

 

S01-M2-創作說明 

結構設計作為一種

力的支撐，形體近於

∞的符號，作為設計

原型，透過夾、圈

扣、套等做為結構支

撐 

S05-M3-創作說明 

形體是以礦石做為

原型，以圈扣的方式

替代其傳統爪扣結

構對原型的破壞，其

金屬具彈性的材料

性為設計關鍵。 

 

設計一開始，以手中現有的石材為出發點，取「雙」為主題，分別以形體、功能、美感三

個面向去做不同的發想與分析，漸漸定位想做一系列戒指，開始以戒指與石頭之間與配戴之間

的平衡中尋找不同的可能性與設計（S01-M2）。 

設計藉由五感經驗中的觸覺的引導，感知物的肌理、重量、形體樣貌中，透過手繪對其觸

覺轉錄不同角度的速寫繪圖中，擷取圖畫上的線條，並透過結構中張力，以「圈扣」的方式進

行一系列的設計組合與結構設計，彷如對自然中摹寫（S05-M3）。 

觸覺感知的過程能與事物之間產生新的關係，也源自於直覺對自然樣貌的喜愛。貝特作品

中強調結構張力與色彩比例的形式關係，以視感官與觸知覺，直覺式的對形的速寫，進而衍生

更多的想像，掌握不破壞原型（自然）的原則，作為設計形式的開端，其形式（色彩、肌理）

與機能（結構、張力），亦是首飾觀看中經常被關注的。 

二、材料作為隱喻象徵的轉換 

材料可被作為隱喻的象徵，除需具備天賦的觀察力外，直觀且含蓄的表述於事物的對應上。

就材料象徵上，需具備兩相對等的關係或兩相結合的關係。此案例中的兩件作品（如表 3）在

其不同的事物上，發現某些特徵具有相似性，並將其意象轉移到另一載體上，可作為一種經驗

認知去理解更為深層的意義與價值。用來突破傳統式的設計流程，以遊戲性的方式，進行直覺

式的組合、建構、拆解、破壞，放開對慣性材料的使用習慣，善用不同材料所被設限的材料性，

進行一種新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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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材料作為隱喻象徵的轉換 

設計過程 作品呈現  

 

S03-M3-創作說明 

材料性上選擇用瓷，燒

製出如同紙張性的視

覺效果，媒材選用結構

性強烈，量感輕盈，符

合首飾的配戴性。 

S08-M2-創作說明 

造型上連結窗瑣的形

式結構，具有阻隔的功

能。素材置換感官性強

烈的現成物耳塞，為材

質之間衝突的相對性

與概念連結。 

 

一開始使用慣性的媒材金屬做為造型的最終製作、卻無法表達其模型想傳達的視覺感受，

選擇用瓷，除了質地要像紙張一樣之外，對於其視覺上是否可以帶來輕量感，為設計選材的第

一考量。在其摸索瓷的製作方法中得到許多令人驚奇的經驗，其作品設計形式上式帶著白面與

黑線，如同鋼琴上的黑白鍵，一場無聲的節奏，亦為與時間與空間相互對應式的探討（S03-M3）。 

作品中強烈的黃，為耳塞的材質，透過材質選用現成物更能使觀者觸發更貼近的心理感受，

思考耳塞在功能上具有阻隔的象徵，擠壓時，其材質的肌理呈現壓縮的視覺感受更為強烈，作

品亦透過觀察日常窗瑣的外觀結構，除思考其開與關功能性上的連結外，耳塞本身的象徵性與

窗戶關起時，具有阻隔的象徵與耳塞本身之間的功能連結是相通的，更能引發觀者更深層內在

思考的連結（S08-M2）。 

素材實驗的模擬與配對，需符合內在思維探討。透過現成物或媒材的選擇中，所衍生的不

論是材質與材質、材質與造形之間所產生具相似性對應或具對比相對性探討，皆能在設計與創

造上，延伸出更多可被探討的媒材語彙與論述。 

三、維度作為設計具備的邏輯思維 

型體想像，無論是抽象到具象的過程或是從具象到抽象的過程中，其意識是自由的。此案

例中的兩件作品（如表 4）在貝特的工作坊引導下，時常教導學生用自然的光線或隨著燈泡光

影的移動，觀察虛象空間的線條變化，進而產生新的視覺聯想，自由穿梭在形體空間與意識地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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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維度作為設計具備的邏輯思維 

設計過程 作品呈現  

 S07-M1-創作說明 

透過草圖延伸設計

的多維空間，形態上

看似自然裡堅忍不

拔的生命韌性被作

為設計的一種模

擬，亦是作者內在的

心理象徵。 

S11-M2-創作說明 

以自身編舞感知作

為自由意識，透過框

架與網布之間相互

牽引作為設計與配

戴之間產生強烈的

視覺互動，形成一種

新關係。 

 

「維度」是種邏輯思維，幻化成無限的可能性與方法，成為設計人具備的基本條件。物與

物之前存在著什麼？彼此之間存著什麼樣的關係？視覺感知被作為造型的引導，自身經驗成為

材質與工具之間的課題實踐。 

課題中知道自己不能模仿，不能模仿老師的結構。試圖探究何為自我，並界定「突破」為

關鍵詞，嘗試以隨筆的草圖，作為思考的開端，無思緒時，選擇走出教室走進自然，其夾縫中

蹦出的新生植物與自我心理層面，具有相當層次的疊合性：儼然而生，譬如：葉子捲曲的模樣

與當時心境糾結的情緒相互疊合，掌握自然無畏的生命韌性與突破的設計引導，期望作品呈現

具外在顯像與內在相互牽連的關係（S07-M1）。 

透過舞蹈肢體的片段畫面，做為視覺的引導。我喜愛舞蹈，透過一場編舞；探究舞者與舞

者之間的互動，使思考產生連結，並嘗試舞蹈中結合金工物件，具彈性的網布、鋼線、壓克力

等材質中，相互推演以詮釋線與線的支撐力，作為結構的思考，其作品反藉由空間回推線甚至

再回推至空間的思考，產生張力與金工作品牽連的相互關係（S11-M2）。 

設計發想的選題，可以透過對自然的關注、對舞蹈畫面的感知，做為視覺引導的一個對象，

注重內在情感與外在表現的感官經驗。透過身、心、靈為意識的初探，在多元感官的交流中，

想像是無形，為自由意識，其設計者自身也必須要具有豐富的想像力，進而累積創作過程中的

靈感與契機。 

包浩斯時期基礎課程講究數學幾何式的觀點，貝特首飾工作坊講究創造性思維的訓練。前

者談及潛存的包浩斯形式法則是由幾何與感知中所建構出的一種語言，傾向於視覺的方法學。

後者回歸創作自身之感知轉錄，取法貝特所建構出的抽象視覺符號系統，傾向於設計的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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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 「觸覺」與「直覺」之間的形式構成：就構成面向分析，由發現結構到形成結構，設

計法則講究力學角度到結構的支撐。教學中側重對原型的觸覺感知，切入對形式的探

究，由物的型態、色彩與肌理中轉繪成草圖，思考其結構與張力之間的平衡關係，作

為設計的開端。 

(二) 「素材」與「象徵」之間的結構重組：就材料面向分析，由理解材料到解構結構，設

計法則講究素材實驗到重組辯證。教學中側重感性層面對材料本質的內在思考，留存

於相似性或相對性的探討。強調素材實驗的遊戲性與材料的象徵意義，作為形式的構

成。 

(三) 「形體」與「空間」之間的感知想像：就維度面向分析，由對比平衡到動態結構，設

計法則講究自然引導到形體想像。教學中透過光的引導，觀察虛象空間的線條變化、

空間量體，進而產生新的視覺聯想，側重轉化想像的可能，以不同的型態朝向動態平

衡的實踐。 

陸、結語 

初探貝特首飾工作坊中存在的包浩斯形式法則，有助於回顧包浩斯宣言中「理論結合實務」

的設計教育，形式法則作為探討設計或藝術的展現，不應只以物的最終呈現為主，更應瞭解設

計過程中對於創作性思維之形式法則（如圖 10）。形式法則可從經典中學習，理解當時教育學

生的方法學如何形成系統化的研究： 

 

圖 10 創造性思維設計之形式法則圖（本研究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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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主張訓練學生感知抽象、基本形式的能力。其中以「分析繪圖」做為藝術教學的

典範；談論的是對象之間結構關係的研究，涉及所呈現之圖像特徵簡化、分析和轉換的設計方

法，可應用於初步計畫中作為輔助，而非一種以實踐或技術導向的方法學。 

納吉用光來繪畫，將立體結構轉換為光線結構的形態探究。並強調「觸覺感知」對設計學

習的重要性，教導學生不同尋常的視覺經驗、知覺練習、觸覺練習中，通過不同視角的疊加，

來理解同時觀看的方式。 

克利向自然學習作為教學的中心思想，將音樂中的「複調理論」引至藝術形式分析與色彩

理論教學。形式語言，可透過不同領域思考語法上的相似性，操作有如繪畫中的色調、音樂中

的音色、文學中的詩句，藉以複調音樂般的手法，強調一種緊張與舒緩的交替所形成的對比融

合，同時呈現不同元素之間的動態平衡。 

依圖表所示，以「結構的張力支撐」相應康丁斯基分析繪圖中的形式觀察，以「材料的感

知經驗」相應納吉觸覺感知中的材料感知，以「維度的手法應用」相應克利複調理論中的動態

平衡。透過首飾工作坊中學習貝特哲思結合實務的創作脈絡，強調創作性思維要經常以退為進。

課程中談及創作中破壞與重建其實是同步發生的，將設計元素打散重塑新的設計。其教學過程

中，如何引導創造性思維的訓練，其設計準則；以力學支撐、形式觀察、比例分析作為形態分

析的立基點。設計觀察；以媒材特性、材料感知、亂序組合作為材料象徵與形態的變化點。創

作概念；以自然觀察、動態平衡、符號色彩作為設計的邏輯想像。 

形式是藝術最基本的特質，即使是簡單的形式，也需要追尋脈絡，瞭解其演變的過程。手

之於金工教育，更多是探究視觸覺的訓練如何感知對物的心理感受，探討色彩與形式之間的對

等關係，理論結合實務的設計觀察，著重原型概念與結構張力、素材實驗與意義象徵、邏輯思

維與感知操作等延續了包浩斯的傳統基礎。貝特談及現代人太過依賴視覺而錯失很多感覺，應

該找出自己的優勢感官，並以此作為創作發想的原點。並談及設計中想像力的重要性，結構設

計是極具理性思考的，透過想像或組合，結構中所呈現的動態也能賦予詩性。呼應了貝特教授

所傳遞的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設計準則。創造性思維之設計思考講究反覆辯證過程中，回歸

原點，產生共鳴，期望未來探討更多在可被操作創作模式與設計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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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間狀態：賈樟柯《三峽好人》中的 

紀實性、長鏡頭變體與香港流行文化 

陳筱筠
 

摘 要 

相較於中國第五代導演早期透過歷史或文學改編的模式拍攝電影，當時正歷經中

國時代轉變的賈樟柯，其所具備的居間（in-between）位置促使他開始嘗試將電影鏡

頭聚焦在人的生命經驗與現實的捕捉。這篇文章以中國第六代導演賈樟柯的《三峽好

人》（2006）為例，探討賈樟柯除了自身處在一個時代的過渡位置之外，他在電影中

如何以居間性這個概念貫串《三峽好人》，並進一步問題化三峽。在長鏡頭的紀實性

底下，賈樟柯也嘗試開展其獨特的長鏡頭變體，藉由超現實與潮濕的鏡頭這兩種美學

策略呈現真實與情感，以及在音像呈現的過程中結合了香港流行文化與華語音樂，將

之放在凝視中國底層的鏡頭底下，進而形成賈式獨特的電影美學與影像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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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etween: On Documentary, Long Take 
Variations and Hong Kong Pop Culture of Jia 

Zhangke's Still life 

Siao-Yun Chen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directors who adapted their films through 

history or literature, the in-between position of Jia Zhangke, who was experiencing a 

change of China at the time, prompted him to try to focus his films on the capture of 

human life experiences and reality. This essay uses the example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Chinese director Jia Zhangke’s Still life (2006) to explore how he uses the concept of 

in-betweenness in his film to link Still life and to further problematize Sanshia. Under the 

documentary nature of the long take, Jia also tries to develop his unique variation of the 

long take, presenting reality and emotion through the two aesthetic strategies of surreal and 

humid lenses, as well as combining Hong Kong pop culture and Mandarin music in the 

process of audio-visual presentation, placing them under the lens of gazing at the subaltern 

of China, thus forming Jia’s unique film aesthetics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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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曾以「重新發明電影的導演」這樣的說法描述賈樟柯，

「重新發明」直指了賈樟柯作為中國第六代導演，如何回應過去中國電影的發展，特別是針對

上一代導演在電影敘事與美學的反省。以第五代作為中堅的中國新電影運動興起於 1980 年代，

其中，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人曾重新定義了中國電影的視覺樣態、形式風格與敘事特色，

賈樟柯便曾自言他自身早期如何受到他們的影響，包括陳凱歌的《黃土地》讓他決定要拍攝電

影、他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之前，張藝謀剛完成了《秋菊打官司》，《活著》也即將完成，以及 1993

年陳凱歌獲得國際大獎的《霸王別姬》，這些第五代導演早期的電影風格皆啟蒙了他的電影之路

（白睿文 2007：12、167；歐陽江河 2007：viii）。 

1984 年，由陳凱歌執導、張藝謀攝影的《黃土地》，電影裡一望無際的黃土、割麥的農活

與勞動，或是一家人在油燈下的沉默不語，皆是賈樟柯熟悉的記憶與環境。賈樟柯在多次的訪

談中皆曾提及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與啟蒙，我們多數看到的面向，是他如何被影像中的熟悉與

親切感吸引，但在一次他與王樽的對談中，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發現，影像中不只「熟悉」，「陌

生」更是觸動賈樟柯思考電影所可能具備的能動性。 

比如，在黃土地上，那麼多人在打腰鼓，那個腰鼓我們每年過春節的時候都會

打，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腰鼓本身在銀幕上會有另外一種感受。……包括一

個人靜默地坐在那兒不說話的時刻，把他拍下來，夜晚燈光非常的暗，你隱隱

約約會感覺到時間的流逝，你知道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對日子就有了一種

新的看法，對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種新的看法。我覺得，任何一部好的電影、影

響人的電影，都給人提供一種最熟悉的陌生感。（王樽、賈樟柯 2008：91） 

熟悉的陌生感讓賈樟柯對電影的日常再現有了全新的感受，除了腰鼓或人的靜默之外，他

亦透過觀看電影中當民歌響起，在黃河邊挑水的小女孩這一幕，看見了她的情感世界，並想起

自己的故鄉山西也有民歌盛行，但卻從未想過在電影上的呈現竟能展現出這樣的效果（王樽、

賈樟柯 2008：92）。換言之，《黃土地》對賈樟柯的啟蒙與影響，除了「熟悉」這個觸發點之外，

更重要的是當日常影像化之後，繼而產生的陌生感與視覺化過程，及其後帶出來的情感與世界

建構。 

然而，隨著中國第五代導演的成功，他們電影中的「現實」，卻離賈樟柯對於電影所具備的

再現功能越來越遠，諷刺的是，讓賈樟柯感到最大變化的正是當初改變他人生的《黃土地》導

演陳凱歌。不管是陳凱歌認為電影應該是用來描寫傳奇，或是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開始以東方

情調想像過去的中國，皆逐漸脫離了中國當代的現實。在面對上一代電影的啟蒙、繼承與破滅

之外，與此同時和賈樟柯同為第六代的其他導演，則開始重新摸索屬於他們那個世代所看見的

中國，而賈樟柯也由此深受影響。 

在一次與台灣導演蔡明亮的對談中賈樟柯曾提到，他在 1997 年開始有能力拍電影時，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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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消費主義盛行的時期。1不管是《小武》中正在經歷巨大轉變的縣城，或

是探討文革之後，一群文工團在 1980 年代鄧小平推動的社會與經濟改革策略下，如何追趕變化

與時代潮流的《站台》，賈樟柯皆將電影中小人物的生命經驗放置在中國朝向物質與資本主義的

社會變化脈絡中。到了《三峽好人》更以中國現代化工程，三峽大壩拆遷的「實」結合電影中

韓三明與沈紅尋人的「虛」，將中國「消逝」的主題做了更進一步的影像呈現。這個拆遷中、正

在經歷消逝的現實，回應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拆遷與發展的代價，正如汪暉曾提及，賈樟

柯的電影中心主題經常是「變化」，變化滲透在所有生活與感情之中，各種敘事圍繞著變化而展

開（西川、李陀、汪暉、崔衛平、歐陽江河、賈樟柯 2007：257-260）。 

相較於第五代導演早期透過歷史或文學改編的模式，當時正歷經中國巨大轉變的賈樟柯，

其所具備的居間（in-between）位置促使他開始嘗試將電影鏡頭聚焦在人的生命經驗與現實的捕

捉。這樣的拍攝美學與關懷核心，除了曾受到前述中國第五代導演早期的電影啟蒙之外，我們

要理解賈樟柯的電影，也可以從一個更大的電影發展脈絡中思考。賈樟柯曾回憶他與新寫實主

義的相遇契機，他體認到，電影內容的深邃跟大眾接受的電影形式這兩者之間是不矛盾的，義

大利新寫實主義影響了整個電影發展的美學改革，賈樟柯認為這種電影手法解放了電影的空間

限制，亦即從攝影棚進入到一個真實的空間裡進行拍攝（王樽、賈樟柯 2008：95）。 

此外，亦有論者觀察到，賈樟柯的電影敘事方式可以從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和侯孝

賢電影裡的運鏡和拍攝日常生活中理解。同樣在電影中透過長鏡頭強調日常經驗、世俗生活以

及人的賈樟柯，小津安二郎的鏡頭使用亦影響著賈樟柯。《晚春》作為賈樟柯最喜愛的小津安二

郎電影，他在〈世界就在塌塌米上〉一文中曾以此部電影作為談論小津電影美學的起點，並指

出小津電影靜止中的觀察，實際上是一種傾聽、尊重物件的態度（賈樟柯 2009：138）。如果說

從小津安二郎的電影，賈樟柯感受到的是鏡頭所帶出的空間感與態度，那麼同樣偏好運用固定

不變鏡位的長鏡頭、注重房間構圖與景深張力，並善於在日常生活的細節取材的導演侯孝賢（焦

雄屏 2000：25），他之於賈樟柯在往後的電影路上，有著更為深刻的啟發與反思。 

賈樟柯曾自言其受到《悲情城市》與《海上花》影像中長鏡頭所帶來的震撼與視覺感受，

並在一次與侯孝賢的對談中，提及其電影方法與敘事語言帶給他的學習和傳承，這個影響指涉

的是侯孝賢如何使用電影這個媒介，將個人的生命與經驗，有力地以影像的方式再現： 

在我學習電影的過程裡，《風櫃來的人》給我很大的啟發。九五年我在電影學院

看完那部片之後，整個人傻掉，因為我覺得親切，不知道為什麼，像拍我老家

的朋友一樣，但它是講台灣青年的故事。後來我明白一個東西，就是個人生命

的印記、經驗，把它講述出來就有力量。（歐陽江河 2007：3） 

個人生命的經驗在影像上的呈現，這樣的衝擊放在賈樟柯成長的 1970 年代中國，那個影像

脫離世俗生活、充斥著文藝革命的脈絡下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與張力。如果說《風櫃來的人》影

響的是賈樟柯思索電影如何再現個人經驗與長鏡頭的使用，那麼《悲情城市》帶給賈樟柯的意

                                                       
1 對談中，賈樟柯提到當時有很強烈的夾縫感，他所相信與熱愛的電影方向，和當時整個社會的方向是

悖離的，所以無意中他變成了一個反叛者、反叛商業文化與消費主義（賈樟柯 200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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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許是在於看見侯孝賢如何透過電影定義一個時代，賈樟柯認為侯孝賢用「悲情」定義了

1980 年代末期的台灣島嶼，這與之後賈樟柯自身嘗試藉由電影捕捉一個時代與中國的變化也形

成了一定的參照意義。綜上所述，賈樟柯置身在不同世代對於電影的不同理解，以及中國本身

的變化這兩種層次的過渡與居間位置，並在他學習電影的過程中，受到國際間各種電影浪潮的

影響，皆促使他進一步思考電影與現實之間可能產生的關係。2 

本文首先探討賈樟柯除了自身處在一個時代的過渡位置之外，他在電影中又如何以居間性

這個概念貫串《三峽好人》，透過中國的新／舊、現代／傳統、奉節的拆遷與新建、電影人物聚

合在三峽的變化與移動等議題呈現居間性的同時，他亦嘗試以他的鏡頭語言和影像敘事問題化

三峽。而在過往延續、學習侯孝賢的長鏡頭，並在早期作品奠基了他的影像風格之外，賈樟柯

亦逐步從長鏡頭底下的紀實性、等待與僵局，開展出有別於侯孝賢的電影詩學，並在《三峽好

人》開展了屬於他獨特的長鏡頭變體，透過超現實與潮濕的鏡頭這兩種美學策略，長鏡頭在賈

樟柯的運用之下，巧妙地再現了真實及情感。如果說長鏡頭為我們再現了時空的視覺感知，那

麼聽覺上的生產與傳播，賈樟柯則是透過大量紀實的聲音與流行音樂的穿插加以呈現。文章最

後我將以聲音，特別是流行音樂作為方法，探討賈樟柯如何透過音樂這個媒介，一方面建構人

物的內心與情感，另一方面形塑三峽作為一個江湖的想像。 

貳、居間狀態與問題化三峽 

2006年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拍攝位於重慶一座古老的奉節縣城，因三峽大壩的工程興建

而產生巨大的變化。同一時間，來自於山西汾陽的煤礦工人韓三明、山西太原的護士沈紅也來

到這座古城，他們帶著不同的情感與原因來到了奉節，前者來找他十六年沒見的妻子與孩子，

後者則是找她兩年未歸家的丈夫，故事最終韓三明與妻子在長江邊相會決定共同生活，沈紅與

丈夫在三峽大壩前聚合並決議離婚。三峽大壩這項中國歷史上最大水壩的建設歷來諸多爭議，

它是中國朝向現代化建設的象徵、向世界證明中國水利工程的突破，但與此同時，這項位於長

江上游、跨越重慶市至湖北宜昌市的巨型建設，也因此改變了古城奉節人們的生活與日常，他

們被迫搬遷，因為這座舊城將被拆毀並永久被長江淹沒。 

中國處在一個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歷史節點上，其所處的時代居間性，具體展現在擁有

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縣城奉節。當賈樟柯帶著攝影機來到此地時，除了即將完工的三峽大壩，

他放眼所見還有長江邊上拆除已接近尾聲的舊縣城，以及遠處山上仍未完工的新縣城，換言之，

奉節本身也處在一個城市的變化當中，拆遷與興建的同時，產生了一種對於未來的想像與現代

性，這個歷史與時代的轉折在電影中被體現在具體的建築上。 

                                                       
2 有關賈樟柯電影美學的養成與參照，另外可參考 2013 年，賈樟柯在其母校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場演

講。在這場學生見面會上，他曾憶述生命中對他產生重要影響的觀影經驗，以及不同導演對他在重新

認識電影這件事情上的意義。包括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如何運用空間容納情感、布

列松（Robert Bresson）促使他發現了電影中的時間概念，並開始反思敘事的意義，以及亞洲導演小津

安二郎、大島渚（Nagisa Oshima）、黑澤明（Akira Kurosawa）、侯孝賢、楊德昌、胡金銓、陳凱歌

等人曾經對他的啟發（Frodon 2021: 12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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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中國第五代導演，以王小帥、張元、婁燁、章明、賈樟柯等人為代表的新世代導演

從未停止協商邊緣與中心、在地與全球。其中，賈樟柯從《站台》、《世界》等電影中的鏡頭變

化，除了從早期的家鄉山西一路往上海、北京等城市中心移動之外，亦持續再現中國如何進入

跨國全球化的脈絡（Cui 2006：98-130）。1990 年代長江三峽大壩的興建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

的水利工程，不只扮演著推動中國經濟的角色，更承載著中國技術及其民族榮耀，如何在世界

中展現並進入全球視野。賈樟柯在 2006 年進入正在變化中的奉節，也因此電影鏡頭中呈現的並

非是已全數拆除的房舍或廢墟，而是不斷出現拆遷中的建築物、即將被拆除但尚有人居住的旅

社、被劃上大大的紅色字樣「拆」，或是多次以不同距離的鏡頭呈現出的「156.3 米」標示三期

水位線的斷垣殘壁。 

相較於奉節的民工是用身體勞動將一磚一瓦拆毀、破壞，韓三明和沈紅則是試圖到這個即

將消失的空間與歷史中贖回遺落的人事。但有意思的是，電影中除了賈樟柯本身具備了一個雙

重居間位置之外，在電影中不管是三峽大壩的建成、奉節的人們、韓三明和沈紅，他們也都是

在一個極不穩定的變動中，既是一個居間狀態，也是處在一個變化的過程。 

賈樟柯在《三峽好人》除了透過居間性的概念貫穿奉節古城的拆遷與變化，另外值得我們

進一步思考的是，在這個藉由歷史、城市、空間、建築，以及人的情感居間性來隱喻一個地方

的改變和過渡的進程中，賈樟柯其實也同時將三峽本身問題化。存在於奉節多年的老舊房子，

與正在被拆毀的建築並置，這樣的建築景象本身亦是一個居間狀態，而當電影中的人物介入這

個空間時，我認為賈樟柯運用了他獨特的鏡頭語言，回應並形塑了三峽作為一個地方的各種想

像。 

電影中韓三明在找尋妻子的過程中，曾經歷對於邊界的質問與困惑，電影接近尾聲時，韓

三明終於與分別十六年的妻子麻么妹重逢，他詢問孩子的下落，透過他們的對話傳達出了韓三

明對於邊界的質疑： 

韓：我孩子呢？ 

妻：在南方打工 

韓：這不就是南方嗎？ 

妻：在東莞，更南的南方（賈樟柯 2006a） 

韓三明的質問，直指了邊界在移動與遷徙過程中的不斷改變及其不穩定性，以及底層人民

為了生活而必須不斷地移動，拓展其經濟邊界的範圍。 

有意思的是，問題化三峽除了透過移動主體在地理層次上對於邊界的重新想像之外，三峽

在電影鏡頭中也有不同的出場與再現方式。三峽在國家主義的宏大敘事中，是現代化的偉業與

中國崛起於世界的象徵，在實施三峽工程項目的負責人眼中，則是霓虹閃爍的人造景觀。除此

之外，賈樟柯更透過前來奉節尋人的韓三明與沈紅，複雜化了三峽的意義。 

沈紅來到三峽的目的是來找她的丈夫，但在這趟尋找的過程中，我們卻不斷在她的移動路

徑中接收到由官方敘事所帶出的現代性發展與美好想像，包括她到企業聯誼廳尋找丈夫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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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廁所牆上出現和合集團有關三峽拆遷與移民的宣傳，牆上除了放置屋宇拆遷的照片之外，亦

並置建設將帶來全縣經濟的發展等相關文字敘述，暗示著三峽水利工程所帶來的進步想像；或

是最終她乘船即將離開三峽時，船上的電視穿插著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歷史畫面，

三峽大壩早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便曾被毛澤東指派周恩來規劃相關工程，雖然

後來因文革而延宕，但至 1970 年代末期中國逐漸改革開放之後，又再度成為鄧小平在四個現代

化與經濟發展脈絡下的建設重點。 

值得留意的是，當沈紅搭上這班遊長江即將離開奉節古城的輪船，穿越長江遊歷在兩邊聳

立著壯觀山脈的影像時，亦疊合了觀光宣傳的聲音，廣播中除了唸出「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

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首李白著名的〈早發白帝城〉詩句做為導

覽之外，亦倡導此地於今日又因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而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在這個聽覺過

程中，即便提到了庫區人民付出的代價、預示著未來這裡的水位將增升至 156.3 米，以及眼前

所及的房子將全數淹沒，但與此同時，這些犧牲卻是被遮蔽在電視上穿插著歷史領袖人物的畫

面，再次強調了三峽工程是背負著歷經幾代領導人的理想與民族情緒。透過導覽廣播念出當年

李白得知赦免消息，即將離開流放地而寫下的〈早發白帝城〉、船上的電視音像傳播與歷史畫面

的穿插，這段透過沈紅乘船的來去，三峽在此同時折射了歷史記憶、官方敘事與個體情感。 

我們除了從沈紅的移動過程中，看見三峽之於官方敘事的無所不在，以及由官方版本分裂

出來的意義之外，賈樟柯也試圖透過同樣來到此處尋人的韓三明的視線，讓觀眾看見三峽的重

層意義。剛從山西來到三峽的韓三明，暫時居住在一間快要被拆遷的唐人閣客棧，夜裡韓三明

與當地負責拆卸樓宇的工人們群聚在一起聊天時，他們彼此分享三峽夔門與山西壺口瀑布，這

兩個不同家鄉的地景分別出現在十元與五十元的紙鈔背面。有意思的是，此時房間電視機上播

放的正是三國演義的電視劇，賈樟柯透過這樣一個簡單的客棧場景，隱喻了這個空間作為一個

小江湖的意象。3或是當他站在高處拿出正面印有毛澤東、背面印有夔門景色的十元紙鈔，相較

於紙鈔上的三峽，賈樟柯更透過鏡頭的變化，由特寫韓三明手上的紙鈔，到轉為中長景鏡頭，

讓觀眾看到韓三明身後那一大片正在經歷拆遷與改變的長江與三峽。電影最後當韓三明即將離

開此地，身邊圍繞著一群工人時，他有情地表示往後若看到十元錢幣上的夔門圖騰時便會想到

大家。電影中這幾個經典場景一方面既撕裂了三峽只能作為貨幣流通上與國家領導人頭象相疊

合、一個象徵國家地景的中國符號，另一方面也藉由這幾個場景縫合了三峽此地之於底層勞動

者的意義。 

三峽可以是結合國家發展與進步指標，一個印在紙鈔貨幣上的景色與象徵，但同時也可能

是連結、交換與贖回個體情感的地方。我們可以說，賈樟柯不斷透過「誰的三峽」所折射出的

幾種層疊，進一步將三峽這個地方問題化。而這個問題化的過程，除了表現於地理層次與邊界

的想像之外，亦由底層視角的介入所串連而起的在地勞動情感，帶出底層敘事如何有別於官方

敘事的版本。 

                                                       
3 出現在這個電視劇中的人物，也呼應著電影後半段，突然出現在餐桌，三位打扮成劉備、關羽和張飛

的川劇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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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長鏡頭底下的紀實性與僵局 

賈樟柯曾說，三峽是一個江湖，漂泊不定的碼頭，長江在此流淌了數千年，這麼多的人在

此聚合，有很強的江湖感在這裡面。《三峽好人》電影的開頭和結尾都使用了川劇《林沖夜奔》

結合現代電子的音樂，明顯地暗示三峽作為一個江湖（新民晚報 2006；賈樟柯 2009：182）。不

管是尋妻的韓三明、決意與丈夫離婚的沈紅、被迫搬遷的人民，或是電影最後韓三明投以遠方

的視線，畫面中出現一個在空中走鋼索的人，身處江湖的每個人都像林沖一樣，必須在困境中

做出選擇與決斷。 

江湖本指三江五湖，後泛指江河湖海、四方各地，這個詞彙最早出現於《莊子大宗師》中

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後經不同藝術領域的挪用，如春秋范蠡、北宋范仲淹、《水滸傳》、

《笑傲江湖》等文學作品抑或香港電影，「江湖」從原本各自生活的一方天地，轉化成自由空間

的象徵、附帶政治隱喻、隱含民間與權力中心的對立、具備批判與反權威色彩，又或是人情世

故的關係聯繫、社會底層力量的匯聚等意義（田野 2019：123）。 

從地理上來說，賈樟柯電影中的江湖便是和故鄉山西相對的外界，如小武從村莊走向縣城、

沈紅從山西來到重慶，此外，這個地域江湖也是相對於中心的邊緣、與官方權力相對的民間，

並且是一個匯聚各種關係的總和，作為電影中的地域依託，它較能真實傳達出民間社會生活的

面貌和底層人民的情感世界（田野 2019：124）。賈樟柯除了以遷徙中的人們，呈現出如同江湖

一般聚合了來自各方的三峽，又如何以他的鏡頭語言和影像敘事再現三峽作為一個江湖？我認

為長鏡頭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切入點。 

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在《什麼是電影》（What is Cinema）一書中曾強調媒介與現

實的關係，他分析了長鏡頭（long take）的時延特性，這種不間斷的發展即巴贊所謂的事件的

時間，它產生了一種時間上的現實主義。他認為長鏡頭的使用，是一種時間建構的原則，一個

沒有中斷的現實結構建立出了順序（吳怡芬 2017：211）。長鏡頭在本質上體現了巴贊對於影像

本體論的美學主張，長鏡頭作為一種影像風格，在再現完整現實景象方面有其優越性，它除了

保證了事件的時間進程受到尊重，亦保留了空間的完整性（吳珮慈 1999：9-10）。賈樟柯意識到

記憶是一種空間與時間現象，消失的空間連帶地是記憶的消逝。由此，賈樟柯嘗試以一種看似

反常的緩慢觀察，以其獨特的電影敘事拍攝這些即將消失的空間。賈樟柯電影中的緩慢

（slowness）必須被理解為面對中國快速轉型的一種抵抗行為，透過使用長鏡頭的方式來放慢

電影速度，這種敘事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速度暴力的一種審美回應（Mello 2016：138）。 

在正式進入討論《三峽好人》中的長鏡頭之前，我想先回顧賈樟柯在過往電影中的鏡頭使

用。賈樟柯多次提到電影之於他的意義，是一種記憶的方式、不能輕易將真實世界遺忘、觀望

普通人的生活，進而達到理解的可能，這樣的核心精神，我們可以從其透過長鏡頭的凝視，傳

達出對世俗生活的尊重中接收到他對電影理想的實踐。早在《三峽好人》之前，賈樟柯已多次

在他的作品中使用長鏡頭，並以其粗糙的畫面和紀實性的特質，開展出有別於侯孝賢長鏡頭底

下的抒情與詩意空間。1995 年賈樟柯早期的作品《小山回家》，便使用了多個跟拍、搖晃的長

鏡頭記錄失業民工王小山在北京街道上的行走。對於這樣的嘗試，賈樟柯自言這些鏡頭與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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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專注的凝視，不如說是一次關於專注的測試（賈樟柯 2009：17）。面對中國電影工業的

變化、觀眾接收媒介影音的口味，長鏡頭底下的慢、沒有高潮迭起的劇情發展，反而開啟了關

注不同生命，對個體經驗的尊重與關懷。 

1990 年代中期，賈樟柯和他的同學王宏偉、顧崢等人在北京電影學院成立了青年實驗電影

小組，不久之後，由賈樟柯執導、顧崢擔任製作統籌，以及王宏偉飾演電影主角的《小山回家》

成為了賈樟柯早期重要作品。《小山回家》的測試與實驗，開啟了賈樟柯以紀實反思社會的電影

美學，電影中搖晃的長鏡頭再現了北京街頭的人們、小山與妓女霞子行走間，兩人的互動與對

話中所流露出的底層困境、地下道的報攤、街邊的商業廣告以及隨畫面穿插的流行音樂，這些

都組成了 1990 年代的現實北京。 

長鏡頭的紀實性在《小武》亦有所展現，影片一開始，電影透過小武在公車上偷錢包的這

個畫面帶出了他是一個扒手身分，之後賈樟柯連續運用多個鏡頭，呈現當時中國的犯罪取締與

嚴懲。這個紀實性的延續包括我們在畫面上，看到人們圍觀一張貼在石牆上的公告，在這個圍

觀的場景中，不時會有路面經過的汽車、機車、騎著腳踏車的民眾擋住觀眾的視線。 

此外，紀實性的強調亦展現在聲音的表現上，包括街道的喇叭聲以及持續不停的公眾廣播：

「汾陽縣公安局，汾陽縣人民檢察院，關於敦促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而當取締犯罪的

廣播聲音持續不間斷地發送同時，我們亦看到小武在看完這張公告之後走出人群，無奈地望向

天空與四周環境。這樣的張力隨著小武走在汾陽的街道上，街邊出現公安針對新刑法所展開的

諮詢活動，一路持續到小武的扒手同夥在半路上突然被一位電視採訪員拉住，詢問他是否知道

全省目前正在展開什麼活動，以及是否知道什麼叫做嚴打的窘境。這個長約一分鐘的長鏡頭，

僵滯在小武友人別過頭，而採訪麥克風仍然持續對著他。當他身後圍觀的群眾直視他，並等待

著他的回答時，最終被前來的小武一把捉住他的衣服往前離去而結束。這裡的音像結合透過賈

樟柯的運鏡，除了讓我們看見中國人民、律法與傳播媒體之間的層層結構之外，亦彰顯小武這

個做為中國底層與邊緣的縮影，如何以一種矛盾、不穩定的位置存在於現實中國。 

如果說前述這些作品中長鏡頭的使用奠基了賈樟柯嘗試再現真實、關注不同生命的樣態，

以及捕捉中國社會的變化與時代，那麼到了《三峽好人》，長鏡頭的使用除了延續這樣的基礎之

外，它更複雜化了長鏡頭之於再現真實的意義，並更加專注在「人」的關懷。4這個複雜性我想

從賈樟柯在拍攝《三峽好人》之前，同樣以三峽作為拍攝地點之一的紀錄片《東》說起。 

2002年，擅長現實主義風格的畫家劉小東至三峽旅遊，萌生了他替三峽創作一系列的畫作，

包括《三峽大移民》（2002）、《三峽新移民》（2004）以及《溫床》（2005）。2005 年劉小東和賈

樟柯前往三峽，當時賈樟柯並未計畫拍攝有關三峽的影片，而是純粹為了要拍攝一部有關於畫

家劉小東的紀錄片而前往此地。劉小東選擇以三峽做為畫作背景的觸發點，除了因為他看到正

在搬遷的三峽縣城正在消失，古城的一切都在變化著之外，他更加關注的是，在這個變化中，

                                                       
4 在一次賈樟柯與侯孝賢的對談中，侯孝賢提到，他認為《小武》受到重視後，賈樟柯想一股腦將想過

的東西全部呈現出來，因此把人放到了一邊，轉而專注在空間、形式上，反而太用力、太著急了。但

到了《三峽好人》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現實情境下的直接反應（侯孝賢、賈樟柯 2007：1）。 



92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No.54, June. 2023, pp.83-102 

人的生命力與身體。在紀錄片《東》的片段中，劉小東曾對他的作畫過程有這樣的描述： 

我們都年輕過，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候都是活力四射，但是他們不知道社會

整體的悲哀，由身體迸發的生命力卻十分可愛，任何在非常悲情絕望的地方，

生命本身是非常動人的。……透過繪畫，我希望給他們一些，任何人都有一種

人的尊嚴。（賈樟柯 2006b） 

《東》的拍攝逐步讓賈樟柯有意藉由另一種類型拍攝三峽的變化與中國現實，當畫家劉小

東嘗試以現實主義風格再現當下人的生活狀態，賈樟柯亦開始對三峽的生活有了想像。過去有

些評論曾將《三峽好人》的影像比喻為油畫的展現，他們分別提到此片「如一幅活動的油畫，

不動聲色地掃過三峽渡船上形形色色的人們」、「隨著鏡頭緩緩地移動，展現給觀眾的是一幅活

動著的油畫」（李恒 2007：16；顏海洲 2008：115）。然而即便賈樟柯在拍攝《東》的過程中萌

發了以劇情片的方式訴說一個有關於發生在三峽的故事，並在電影開場以一種卷軸畫的情境展

開，但他其實並非朝向以油畫的方式再現影像，甚至反感於那種油畫般的電影。賈樟柯觀察到，

中國電影有一段時間，評價一部影片好壞的標準是「拍得像不像油畫」，但他認為電影與繪畫在

處理畫面上的方法完全不同，電影的畫面是連續的、有敘事的順序隱含於其中（賈樟柯 2009：

219）。 

從劉小東的畫作實踐與理念，賈樟柯看到了一個藝術家在對身體進行一種重新注視的過程

中，如何表現出對生命與人本身的愛與尊重，相較於劉小東以畫作的形式呈現，賈樟柯則嘗試

用鏡頭再現這個變遷中的生命與世俗生活。在一次他們兩人共同參與的訪談中，賈樟柯曾對電

影本身提出這樣的看法： 

我不並認為生活是很快的，它有很多慢的鏡頭，電影裡要帶有人的色彩，對世

界的觀察。（賈樟柯 2009：219） 

拍電影就是觀察世界的方法，具體落實在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即是長鏡頭下的生命力，

而非如精緻畫作一般的畫面。長鏡頭作為賈樟柯電影美學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形式，帶出的是一

種對於真實的建構與人物的內在。雖然《三峽好人》的電影主題是在講述重慶奉節及其人民，

在三峽大壩這個中國現代性發展之下的搬遷與移動，但賈樟柯卻巧妙地運用了菸、酒、茶、糖

這四樣具體、有形的日常生活物質，在這個即將被水淹沒、消逝的地方，以長鏡頭開展出底層

人民的生活樣態，並依此呈現人物的內在情感。 

比方電影中當韓三明到船上，試圖向麻老大打聽妻子麻么妹與孩子的下落時，賈樟柯在此

場景用了一個近四分鐘的長鏡頭呈現了一個衝突的場面。在這個場景的一開始，我們首先看到

鏡頭以一個中近景的俯視角度拍攝連結船艙上下層的樓梯，此時走上來一位捧著麵食的船員，

之後鏡頭慢慢往右移動，直到船員坐到床鋪上盯著韓三明時才轉為固定鏡頭，在這個固定鏡頭

中，我們看到原本只有一位船員，之後麻老大與另外兩位船員陸續上樓，穿過這個固定鏡頭並

同時出現在畫面中。在這個由俯視和平視所組成的中近景，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是韓三明當時站

在船艙上，等待麻老大上樓的過程與視線，而當麻老大與韓三明爭執不休之際，其中一名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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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向韓三明往他身上踢踹，鏡頭向左移動將視角轉至韓三明，並將鏡頭固定在充滿無奈的韓三

明身上。 

在這個固定鏡頭中，韓三明多次表達：「我大老遠來就是想看看孩子。」得到的回應卻是麻

老大以恐嚇的語氣回應：「再多說一句話，我把你扔到河裡去。」在麻老大丟下這一句話之後，

固定鏡頭仍維持了約二十秒的時間，將畫面停留在一臉無奈且不知所措的韓三明身上。隨後，

鏡頭往右移動，改以俯視拍攝站在樓梯中間準備離去的韓三明與坐在床上吃麵的麻老大。最終，

雖然韓三明尋妻尋子不果且與麻老大相互爭論，但他仍在離去前，拿出山西特產的酒獻給麻老

大，即便麻老大不收，在這場戲最後的一個固定鏡頭中，我們看見韓三明仍堅持拿著兩瓶酒舉

在半空中不肯收回。在這一場長達近四分鐘的長鏡頭底下，我們除了看到賈樟柯透過不同視角

呈現船艙內的人物之外，亦可以在這個船員陸續上樓、麻老大與韓三明爭執不休的過程中，看

見這些赤裸著上身、留著汗吃著一大碗麵食的船員日常生活，而韓三明手中不願放下的酒也突

顯了他內心的堅持，以及試圖以此物質連結、縫合他與麻老大之間的衝突與關係。 

《三峽好人》最著名的場景莫過於電影一開始長達三分多鐘的長鏡頭，畫面向右緩慢展開

電影的序幕，電影拍攝一艘正前往奉節的船，船上有抽菸、喝酒、打牌、談天以及安靜坐在一

旁的人們，他們不同的樣貌隨著鏡頭的變焦與淡出淡入，時而模糊時而清楚，這顆長鏡頭的最

後停留在坐在船尾，望向遠方的韓三明。電影開場畫面這一個不依賴剪接、讓鏡頭運動落實其

美學策略的長鏡頭底下，濃縮了之後賈樟柯陸續由菸、酒、茶、糖這四個日常生活物質，串起

底層人民之間的關係，呈現江湖間的情感交陪與中介。這在個經典長鏡頭結束之後的下一個鏡

頭，電影傳來廣播聲： 

前往崇明島的移民朋友們請注意，由奉節港出發，前往崇明島的詩仙號長江客

輪馬上就要靠岸了，請大家帶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準備登船。（賈樟柯 2006a） 

2000 年，重慶多戶居民因應三峽大壩的建設，集體搬遷至上海崇明，成為首批外遷的移民。

雖然賈樟柯多次提到自己在電影中使用長鏡頭，是受到侯孝賢的影響，然而不同的導演，即便

都在電影中使用長鏡頭，但這樣的運鏡使用對每一位導演或每一部電影而言，仍存在著不同層

次的意義。對賈樟柯而言，長鏡頭除了是一種能保留真實時間、讓時間不被打斷的方法之外，

它更讓電影中的人物和時間本身產生了連結，即便沒有重大的情節發生，但長鏡頭的使用卻帶

出了「等待」的時間感與僵局（deadlock），這個僵局存在於人與時間、攝影機與它的主體之間

（Stephen Teo, 2001）。 

這個由長鏡頭所帶出的時間與情感，適切地結合了《三峽好人》中由韓三明與沈紅這兩個

前來名為三峽的江湖尋人的故事開展。雖然電影最後他們都找到了人，並分別有了不同的聚散

結局，但在電影過程中，賈樟柯刻意突顯的並非是這個尋人的結果，而是尋人過程中的等待與

僵局，以及在這個等待過程中，中國現代性對地方的影響與改變。我們可以以電影中曾經出現

的幾次長鏡頭與重要情節的搭配進行探討。 

韓三明在奉節上岸之後，找了當地的司機準備前往手上的地址尋妻，但他下了車之後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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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被載到的地方盡是一片水，他要尋找麻么妹的所在地址奉節縣青石街五號早已被水淹

沒。正當韓三明向當地司機抱怨，明知奉節古城早因三峽水利工程而消逝卻仍為了賺他五塊錢

還載他來時，司機指向遠方停在水面上的船隻，告訴韓三明他原本的家就在那艘船底下，同樣

早已被淹沒。這一段長達近三分鐘的長鏡頭，從一開始由運動長鏡頭呈現司機載著韓三明，一

路拍攝到到兩人下了車，改以固定長鏡頭並置了兩人的緊張感與僵持狀態，並藉由已被水淹沒

長出水草的遠景，再現了韓三明千里迢迢尋人過程中的首次挫敗。 

在電影中另一條有關於沈紅尋夫的敘事線，賈樟柯至少用了六個長鏡頭的組合呈現沈紅多

次尋找郭斌未果的等待與時間延滯感，包括從一開始抵達一間破產的工廠、走往乘船的江邊路

上、丈夫友人王東明的住處、企業聯誼會等場景。在這每一個皆近乎長達二至三分鐘、具備著

時間不被打斷特質的長鏡頭下，賈樟柯讓觀眾看到沈紅如何一步步地尋找郭斌，並在每次的時

延中逐步拼湊丈夫的下落，也藉此帶出了沈紅遠道而來，在奉節尋人的等待與延遲感。 

肆、長鏡頭變體：超現實與潮濕的鏡頭 

《三峽好人》除了長鏡頭，中景與中近景、全景的使用，以及很少使用特寫和鏡頭的推拉

與機位移動的拍攝，這些特點也經常出現在侯孝賢的電影當中（西川、李陀、汪暉、崔衛平、

歐陽江河、賈樟柯 2007：268）。然而值得留意的是，賈樟柯在傳承這些電影鏡頭與敘事美學的

基礎上，卻也同時創造了他獨特的拍攝手法，這個獨特性我認為可以稱之為長鏡頭的變體，它

分別由超現實與潮濕的鏡頭這兩種形式所組成。一般而言，長鏡頭所帶出的鏡頭語言多半會與

現實、日常等概念扣連。賈樟柯也曾多次傳達他的電影如何捕捉現實、真實感。有趣的是，在

這部同樣不乏以長鏡頭再現三峽變化的寫實電影中，卻出現了幾次超現實的場景。 

電影中著名的超現實場景，包括韓三明和沈紅初到奉節時，兩人同時在不同的方向望向飛

過天際的飛碟；或是當沈紅等不到郭斌，夜晚回到王東明住處睡醒時，因悶熱而起身站在電扇

下，隨著風的方向轉動身體，在這個長達一分鐘左右的長鏡頭結束之後，畫面呈現的是沈紅走

到陽台晾曬衣服，正當她走回屋內時，位於她身後的華字塔突然如火箭般升空。這座奇異孤立

於荒地上，以華字作為設計的移民紀念塔，其實稍早便曾出現在一場陽台邊，沈紅向王東明抱

怨郭斌長達兩年的失聯場景，一群孩童跑向華字塔玩耍的長鏡頭中。賈樟柯透過前後兩組充滿

日常感的長鏡頭鋪陳，除了讓化身為火箭般的華字塔更顯魔幻，亦強烈地反諷三峽水利工程所

造成的移民以及將移民本身轉化為紀念塔的荒謬性。 

這座離長江水面僅三十米左右距離的建築一共十三層，因整體造型如同繁體的「華」字而

有華字塔之稱。這座據稱投資兩千多萬人民幣的移民紀念塔在 2003 年完成工程主體，但此後卻

陷入停擺（李剛 2008）。2006 年逐日成為爛尾樓的華字塔在電影中藉由長鏡頭底下的超現實轉

化，成為了賈樟柯反諷中國現代性之下的荒謬，並在 2008 年的現實生活中被爆破拆除。 

《三峽好人》的超現實除了出現在上述兩個場景之外，電影中有一幕三位打扮成劉備、關

羽和張飛的川劇演員突然出現在餐桌的場景，雖然稱不上超現實，但是這一個帶點魔幻的想像



居間狀態：賈樟柯《三峽好人》中的紀實性、長鏡頭變體與香港流行文化 95 

畫面，此處的突兀也是一個讓我們得以反思，超現實作為賈樟柯長鏡頭變體之一的意義。在這

個場景中，我們看到圍坐在餐桌上，劉、關、張三人各自低頭把玩著手上的手機，原本象徵兄

弟結義、共謀天下事的人物，此時卻沉浸於現代科技的發展，而這個魔幻的場景也預示了韓三

明之後即將失去在奉節結交的江湖朋友小馬哥。 

不管是這段突兀的魔幻場景，或是前述提及《三峽好人》關於飛碟與華字塔升空的超現實

片段，這些反傳統與中斷流暢的敘事，皆讓長鏡頭底下持續開展的紀實性產生了斷裂與停頓，

取得代之的是一種現實的荒謬與異常感，但也因此在這個停頓與訝異中替觀眾拉開了一段距離，

這段距離讓我們暫時跳脫沉浸於紀實的日常狀態，進而產生一個反思現實的空間。賈樟柯在一

次與白睿文的對談中，曾提到關於《三峽好人》裡的超現實場景，他提到三峽工程帶給中國城

市一個巨大的變化與破壞，一百多萬人移民、幾千年歷史的城市消失淹沒至水底，這個拆遷的

過程帶給他的想像是超現實的（白睿文 2021：114-116）。我們可以說，由現實產生的超現實感，

是伴隨著中國近年快速的發展與變化而產生出的，一種比超現實更詭譎的現實感。 

在過往談及電影觀念與電影實踐的訪談過中，孫健敏提到，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界

對電影的紀實性投入了關注，在這樣的脈絡下，長鏡頭、同期聲、非職業演員、反蒙太奇與反

戲劇化等觀念不斷被強調，但再怎麼寫實的電影都免不了存在修飾的手法，並且都會給觀眾製

造出不同的意義。針對這樣的創作問題，賈樟柯的回應是，由紀實技術所生產出來的所謂真實，

很可能反而遮蔽隱藏在現實秩序中的真實，他認為電影中的真實並不存在於任何一個具體而局

部的時刻，而是存在於結構的連結之處（賈樟柯 2009：98-99）。 

有關於電影中的真實，賈樟柯曾經提到： 

我追求電影中的真實感甚於追求真實。為了呈現生活的真相，或者說為了構建

出具說服力和觸動人的真實感，非常純粹的記錄和那些表現性的、超現實的內

容之間，並不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壘。（林一苹 2015） 

此處我們看見賈樟柯對於「真實」的辯證與思考，長鏡頭因其所具備的持續時間此特質，

讓我們更容易指認日常的隨機與偶然，在此，超現實所產生的「意外」，當它被放置在長鏡頭底

下的紀實與日常時，雖然產生了敘事的斷裂與突兀，卻反而有其存在空間的可能。相較於真實，

他更在意的是電影如何呈現真實感，以及敘事結構所呈現出來的真實，換言之，雖然長鏡頭是

賈樟柯嘗試捕捉中國現實的一種電影語言，但他更重視的是，如何運用長鏡頭的各種變化，促

使其美學策略達到再現真實的效果。 

長鏡頭除了在時間上保留了事件與情節的延續，情感的發酵與蔓延亦是賈樟柯在使用長鏡

頭時一個可能產生的效應，而這樣的情感保存很多時候是透過長鏡頭底下，一種潮濕的環境與

人的生理狀態。不管是《東》裡多雨的奉節、《無用》裡悶熱的廣州，或是《小武》中充滿蒸氣

的公共澡堂，賈樟柯的紀錄片和電影經常充滿潮濕的意象。在《東》裡，我們看見賈樟柯透過

拍攝撐著傘的劉小東與潮濕的路面呈現多雨的奉節，這趟跟隨寫實主義畫家劉小東的紀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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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過鏡頭底下由長江三峽與曼谷水上市場所帶來的潮濕意象，串聯了劉小東來往兩地的繪畫

過程；《無用》經由拍攝廣東的製衣工廠與公共餐廳時，鏡頭底下無所不在的電扇、由電扇發

出的聲響、潮濕的地板以及下著雨的戶外，呈現了潮濕、悶熱的廣州。此外，對比於影片中拍

攝名牌精品店內的消費者們，正在舒適的環境下討論著各種品牌，賈樟柯藉由潮濕的鏡頭，更

顯這些製衣生產線下游的底層勞動者所存在的工作環境與職業傷害。 

除了紀錄片之外，電影《小武》中一個長達約三分鐘，拍攝小武到公共澡堂洗澡的長鏡頭

底下，我們看見小武的背後是一大面潮濕的牆，而隨著小武在澡堂中唱出《心雨》這首歌時，

鏡頭慢慢移動向上，透過窗外陽光的照射呈現澡堂的蒸氣，並讓這一大片潮濕的牆佔滿整個畫

面。貫串《小武》的流行音樂《心雨》，歌詞中「我的思念是不可觸摸的網／我的思念不再是決

堤的海／為什麼總在那些飄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情／瀝瀝下著細雨」，

這個由聲音而非畫面所形塑出來的潮濕感，瀰漫在電影中多個重要的場景，並襯托著小武內心

的孤獨。 

潮濕的長鏡頭在《三峽好人》的展現更加頻繁，從一開始的長鏡頭船上裸著上身流著汗的

男性身體，一邊搧扇一邊拭汗的女性、被水淹沒的奉節古城、重慶的下雨天與悶熱潮濕、韓三

明與民工們在烈日下發汗的赤裸身體，或是沈紅不時拿手帕拭汗、喝水、開電扇的畫面。這些

潮濕的長鏡頭一方面呼應了賈樟柯重新關注人的生理狀態及其自身的美麗，另一方面也藉由這

樣的潮濕感突顯焦灼的情感變化。除了在視覺上營造出潮濕的感受，在聽覺方面他亦希望負責

此片音樂的林強做出潮濕感，表現人來人往、聚散離合的碼頭。各地潮濕不盡相同，林強親自

至現場感受，最後以川劇《林沖夜奔》融合擅長的電音，完成了兼具在地氣味與普世漂泊感的

音樂。（第十九屆台北電影節 2017） 

電影中潮濕的鏡頭，除了這些看得見、聽得見的具象場景之外，如此的液態與流動也以抽

象的層次展現。《三峽好人》中的角色頗符合鮑曼（Zygmunt Bauman）形容的「流動的現代性」，

資本與勞動分離，勞工並不像以往那樣被捆綁在固定場所（工廠），沒有長期性、穩定的意識形

態價值觀，而必須在短期內策略性地應對環境或形勢的變化。（林一苹 2015） 

伍、三峽作為一個江湖：《三峽好人》中的聲音與流行文化 

《三峽好人》充斥著紀實的聲音，如長江的水聲、輪船的汽笛聲、行駛在顛簸路面的摩托

車聲、拆毀的工程機器、底層人民的普通話、四川與山西各式方言，這些同期聲的保留，延續

了早期賈樟柯在《小武》中的聲音展現，當時他為了刻意在電影中紀實地呈現聲音，因此更換

了原先的錄音師，並找來少數擅長錄製髒音的張陽。過去王湖在探討賈樟柯的研究中，曾替我

們大致歸納出歷來評論者對於賈樟柯電影中的音樂使用，包括賈樟柯在一次的訪談中提到，聲

音在一部電影裡應該有屬於自己的結構；Kent Jones 留意到他的聲軌空間特徵明顯且不和諧；

或是 Kevin Lee 指出《站台》中不斷重複、越加哀傷的流行音樂韻律，達成了史詩性的時間體

驗（王湖 2006：83-84）。王湖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則嘗試更進一步分析賈樟柯電影中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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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美學。他以《小武》、《站台》與《任逍遙》這三部電影為例，應證了賈樟柯對於電影中

的寫實，有一部分是透過聲軌完成日常生活的聽覺記錄，並探討音樂如何與捕捉時代氛圍、形

塑人物內在密切相關。 

除了紀實的聲音，《三峽好人》中聲音的豐富性也同樣來自於隨著劇情開展，穿插於其中的

流行音樂。當韓三明和一群拆卸工人在放工之餘的歡唱娛樂空間中，台上的人唱出 1980 年代的

台灣流行歌曲《酒矸倘賣無》，透過台上的人與底下群聚的工人與百姓們的同聲合唱，歌詞中的

「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強調他們對於家的渴望。電影中當台上的歌手聲嘶力竭地唱

歌並走下台與聽眾握手同歡之際，音樂突然中斷，轉而傳來的是正在大熱天底下拆除房子的敲

擊聲，這一段音像畫面的跳接，極度反諷地運用這首歌，串聯了這群替中國現代化進展拆卸家

園的工人。 

音樂的傳唱效應在賈樟柯的電影中，除了揭示這群民工的內心渴望和為了生存、賺錢而做

出的實際行為之間產生了極大的撕裂之外，亦發生在同樣從山西遠道而來的沈紅身上。當沈紅

被朋友帶去丈夫郭斌常去的應酬場合，這個提供男女跳舞喝酒的空間，播放的是甘萍的流行歌

曲《潮濕的心》，沈紅憂鬱的眼神望向跳舞的人群，此時歌詞投射出的，正是她對於離家多年的

丈夫的怨懟。而當她在尋夫的過程中，電影也曾穿插著中國的流行歌曲《兩隻蝴蝶》，隨著沈紅

搭船望向遠方，一直到她上岸穿越馬路，這首訴說愛人之間，希望恪守誓言並如雙蝶纏綿翩飛

的音樂持續傳唱著。賈樟柯在電影中巧妙地運用這首流行音樂，揭示了經濟驅動社會關係的矛

盾，資本不再是作為鞏固人際關係中愛、婚姻與家庭的幸福保證（Szeto 2009：105）。 

在眾多賈樟柯運用的歌曲中，一首由黃霑、顧嘉煇填詞作曲，葉麗儀主唱的粵語歌《上海

灘》，不只順勢彰顯電影中的角色性格，亦串聯了《三峽好人》裡小馬哥、韓三明和沈紅這三個

核心人物之間的關係。香港流行文化在賈樟柯歷年的作品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紀

錄片《無用》透過香港歌手黃家駒的《情人》這首歌，結合鏡頭拍攝工廠裡一幅幅男性、女性

的面孔，彷彿訴說著這些在全球生產線上的無名者，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心事

與故事；流竄在《山河故人》、《江湖兒女》中，由葉蒨文唱出的粵語歌聲，貼切地道出現實的

悲歡離合；抑或隱含在《小武》、《三峽好人》、《江湖兒女》等多部電影中「江湖」的概念，賈

樟柯也曾自言是受到了香港 1980 年代江湖電影的影響。 

承接《三峽好人》電影中原本由「酒」作為電影結構的敘事框架，電影中以「菸」作為

另一個段落的故事開展時，鏡頭首先從牆上一幅航行於海上船隻的海報，慢慢往下移動到鏡

頭內的小馬哥與電視螢幕，此時電視上播放的正是 1980 年代由周潤發主演的香港電影《英雄

本色》。嘴裡叼著牙籤、胸前掛著墨鏡的小馬哥看著《英雄本色》的明星架式，像是在模擬香

港電影中叼著菸點燃手中美金的周潤發。他隨即轉身以手作出手槍的姿勢，並向站在一旁的

韓三明擺出大哥的姿態說：「這裡是我的地盤，明白嗎？」 

小馬哥因為崇拜周潤發，而在奉節碼頭得此稱號，一次他與韓三明在吃飯時的對話，多次

將自己與電影中的發哥形象相互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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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三明：你得罪人了？ 

小馬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韓三明：江湖？ 

小馬哥：你知道嗎？現在的社會不適合我們了，因為我們太懷舊了…… 

韓三明：跟誰學的？ 

小馬哥：周潤發啊，發哥啊，發哥！（賈樟柯 2006a） 

當韓三明和小馬哥兩人相互留下彼此的手機號碼並打給對方時，相較於韓三明的鈴聲是《好

人一生平安》，小馬哥的鈴聲則傳來香港電視劇《上海灘》的同名主題曲。 

這裡透過音樂所帶出不同的層次，產生最具張力的地方在於音像的呈現與結合。電影中最

一開始出現《上海灘》這首歌的時候，是上述當韓三明嘗試打給小馬哥的那一刻，當葉麗儀的

歌聲自小馬哥的手機傳唱出來之後，音樂並沒有隨即停止，但鏡頭畫面卻即刻轉向他們身後的

電視，此時鏡頭特寫了螢幕上正在哭泣的婦女、站在土地上揮手道別的人民、一艘披掛著勤勞

致富建新家的布條、正漂浮在長江上的觀光船隻，以及豎立在江邊標示著三期水位 156.3 米的

大型立牌。 

這首歌的結束最終停在了鏡頭由韓三明轉接到沈紅的敘事，除了象徵電影敘事即將進入沈

紅的脈絡，亦透過這首歌連結了韓沈兩人，他們同樣作為從山西來到這個名為三峽的江湖，其

凝視遠方的鏡頭搭配著香港流行音樂《上海灘》所承載的歌詞意境與文化意涵，再現了兩人尋

人的移動與無奈，以及那些在中國現代性發展下被迫搬遷移動的人民。Jeff Smith 在探討電影音

樂與情感之間的關係時，曾指出觀者會將配樂的組成連結至敘事形構，並由此產生情感的一致

性（affective congruence）。他更進一步指出，音樂不只再現了電影角色中的情感狀態，它也同

時再生產了觀者的情感認知與回應。電影配樂除了是電影敘事和結構組成的一部分，它更具備

情感能指（emotional signifier）的功能（Smith 1999：147-149）。 

賈樟柯曾說，《三峽好人》整個框架模型就是武俠片，武俠片是拿一把劍去解決仇恨，在這

部片子，則是解決感情的問題（王樽、賈樟柯 2008：86）。透過移動、尋找的過程，韓三明與

沈紅來到了這個名為三峽的江湖嘗試與失去聯繫的人進行情感的贖回與和解，並由此帶出了中

國的急遽變化以及尋回與消逝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無法忽略的，即是賈樟柯運用了音

樂這個流行文化作為一種想像，這裡的想像，包括了由媒體、移動對於現代主體性的構成、建

構出想像的自我與世界所表徵的情感層次。電影中透過流行音樂所展現的情感層次，最明顯的

地方莫過於小馬哥的形象建構，電影藉由一首盛行於香港 1980 年代的流行音樂《上海灘》主題

曲的播放、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周潤發所代表的偶像崇拜與經典形象，皆有力地傳達由聽覺與

視覺組合而成的流行音樂與文化，如何作為一個主體的內在形塑與想像，並透露了情感並非完

全是原始、僵固不變的，而是有其文化建構與社會情境的脈絡。5 

                                                       
5 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談論現代性與全球化時，曾主張 1980 年代以後，電子媒體和遷移人口

主導了我們對於流動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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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音樂除了帶出情感層次的想像，它亦夾雜著跨越疆界、地方流動的空間層

次。《上海灘》這首歌除了呈現小馬哥的日常感如何圍繞並深受《上海灘》這個香港影視文化中

的人格塑造與世界觀，此處藉由香港流行歌曲的播放，其實並不只停留於再現小馬哥的形象，

賈樟柯更透過音樂中的歌詞傳達出三峽的變化和空間感。上海作為長江流域的尾端，適切地隱

喻著上海與長江之間的關係，並間接回應了電影中以三峽作為一個江湖的隱喻。《上海灘》的歌

詞結構工整，反覆透過第一段的「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以及第二段的「愛你恨

你，問君知否，似大江一發不收」這兩組歌詞的起始，由空間的波濤隱喻內心情感的起伏貫串

整首歌，帶出《上海灘》這首從小馬哥手機傳出來的流行音樂當中的重層意義，它不只觸及了

小馬哥的主體建構、韓三明和沈紅在這個名為三峽的江湖中，移動與尋人過程中的情感政治，

亦透過音像結合與鏡頭移動，一方面微縮了三峽現代性進程中的消逝與犧牲，另一方面串連了

電影中這三個人的關係與敘事轉移。 

陸、結語 

如果說小津安二郎作品中充滿平衡的靈韻，在靜止中流露出對物件的尊重，並重視電影畫

框的形式依托是賈樟柯對於小津電影的理解並受其啟發（賈樟柯 2009：135-138），那麼侯孝賢

《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或《海上花》等作品中的長鏡頭美學，所珍視、讚賞的部分除了

畫面的呈現之外，更多的觸動反而是侯孝賢如何投過長鏡頭，呈現一個時代及其所投射出來的

現實與情感。這些影響開啟了日後賈樟柯在拍攝電影時，思考影像如何再現親身經歷的日常與

現實，並且不被當時傾向編造的傳奇故事、超乎常態的主流電影文化迅速同化，而是用自己的

方式看世界。我們可以說，侯孝賢電影中所帶來的長鏡頭美學或現實，成為賈樟柯日後電影中

延續的重要元素，並且逐步以紀實性開展出有別於侯孝賢的抒情與詩意長鏡頭。 

相較於擅長鏡頭（long take）和遠景鏡頭（long shot）作為拍攝風格，以省略性的敘述方式

開展出亞洲極簡主義電影詩學的小津和侯孝賢（吳怡芬 2017：209），賈樟柯在受其影響之下，

除了在電影中也使用長鏡頭作為其電影的敘事策略之外，他亦發展出其獨特的說故事的方法。

同樣在電影中使用長鏡頭，侯孝賢傾向於在一個限定的框架（frame）中說故事，賈樟柯則偏好

將他每一個長鏡頭，圍繞在一種單一的情感發展，並與之和空間、光線、距離和連續的聲音進

行連結（Jones 2002：45）。 

李陀在一次座談會中曾提出這樣的疑問：「1980 年代的新電影運動能不能持續？能走多

遠？」針對這樣的提問，他認為《三峽好人》的出現或許是一個新的電影發展與實踐的開始（西

川、李陀、汪暉、崔衛平、歐陽江河、賈樟柯 2007：241-243）。作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賈樟柯

身處於一個時代變化與電影發展的轉折，賈樟柯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有其要面對的課題，我們

從他歷來的作品中，皆可以看見他嘗試以電影作為中介，思考再現現實的方式，以及影像如何

可能呈現有別於以往的現實、社會與時代。本文透過探討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反思賈樟柯如

何從其自身的居間處境出發，並將「人」這個主體放回現實，強調人或事件都是在歷史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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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物，並有其不穩定與變動的元素存在，從而帶出一種對於生命的尊重與情懷。 

1995 年《小山回家》作為賈樟柯創作初期的作品，便已顯露他如何使用長鏡頭作為一種藝

術美學與觀看社會的方式。透過每一次的凝視與長鏡頭的組合，皆是賈樟柯直面人性弱點與現

實的路徑（賈樟柯 2009：18-19）。而這樣的實踐，過了十年之後，2006 年《三峽好人》的長鏡

頭語言有了更為繁複的意義。三峽在電影鏡頭中有不同的出場與再現方式，賈樟柯不斷透過「誰

的三峽」所折射出的幾種層疊，進一步將三峽這個地方問題化。奉節碼頭做為一個江湖，它是

相較於山西之外的地域、相較於官方的民間，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空間，是各種關係的聚合與

離散地。除了問題化三峽，賈樟柯更藉由長鏡頭完整保留時空的特質，呈現人物的等待與僵局，

並進一步透過超現實與潮濕的鏡頭這兩種長鏡頭變體再現日常與移動，反思變化中的中國與個

體情感。三峽作為一個江湖，賈樟柯亦運用聲音與鏡頭的相互搭配、以音樂作為一種媒介與敘

事，運用流行音樂所具備的感知、情感與大眾吸引等特質，提供觀者一個想像空間（Szeto 2009：

96）。如果說拍《世界》是想告訴人們，有一個正在被裝修的中國，拍《二十四城記》是想傳達

有一個被鎖起來的中國（賈樟柯 2009：256），那麼《三峽好人》則是嘗試捕捉變遷的中國，並

從香港流行文化與華語流行音樂中擷取元素，以此呈現轉化中的中國和身處其中的各路江湖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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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審查要點 

83.4.12 八十二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92.3.12 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3.3.17 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1.16 一 0 五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2.11 一 0 八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濃化學術研究風氣，提昇研究知能，特設置高雄師大學報編

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負責本校學報有關之集稿、審稿、刊印、發行等工作。 

三、 高雄師大學報為半年刊，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各出刊一期。 

四、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三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究發展

處處長、圖書資訊處長等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學

報專業分類，邀請各領域校內外學者專家簽請校長獲准後，聘任之。

惟全部委員應有三分之一（含）以上之校外人士。 

五、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員，綜理學報各項事宜。三類學報各

置主編一人，原則由各該領域學有專精之委員擔任，負責該類學報

之實際發展與議題規劃。三類學報各置執行編輯一人，協助主編交

辦之編審事宜。各類聯繫及出版事務統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負責。 

六、 本委員會負責編審事宜，每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以電子郵

件等媒介進行討論。 

編輯委員執行編務視為機密，各委員應遵守專業道德，不得自行對

外公開審查作業之相關資料。 

學報之付印、校對、發行等事宜，委請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辦理； 

學報交換事宜，委請本校圖書資訊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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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文稿審查作業流程如下： 

1. 採雙向匿名制 

2. 初審：由執行編輯就本學報所要求之外在形式條件審視。通過初

審之稿件即送本委員會進行外審事宜。 

3. 外審：由主編和所屬編輯委員討論推薦二位審查學者後進行。 

4. 審查結果分為：推薦刊登、修改後可刊登、修改後再審、不宜刊

登等四種。 

5. 決議：外審意見彙集後，本委員會應針對外審意見進行討論，按

推薦刊登、修改後可刊登、送第三人審查、修改後再審、不宜刊

登等五種意見做出決議。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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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腦電波控制 3D 橫向卷軸遊戲 

以評估注意力訓練腦機介面系統 

高永祥 1 李育豪 1 黃元惠 2 趙文鴻 3*
 

摘 要 

腦機介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能夠將腦電訊號轉換成機械命令，近年

來許多研究表明使用 BCI 系統能夠對神經相關疾病患者帶來益處，本研究利用結合

腦電波（electroencephalogram, EEG）的 BCI環境控制由 unity設計之 3D橫向捲軸式

遊戲建立注意力訓練系統，利用可攜式腦波儀進行人類腦波量測，並將精神狀態利用

演算法進行分類作為遊戲控制的條件，受測者為作者本人，多次訓練透過精神專注與

放鬆的切換控制遊戲角色維持於預設軌跡上提升正確率，建立注意力訓練成效遊戲評

估系統。本研究由作者分別於五天各進行十次實驗，平均正確率分別為62.6%，64.7%、

65.1%、69.3%、69.3%，經多日實測及訓練後平均正確率有提高趨勢，並利用成對母

體平均數差異 t檢定得出對同一受測者正確率表現相對穩定，在對於幫助腦功能、運

動功能損傷者，與了解人類腦電波控制有相當的幫助。期盼本系統未來能夠幫助腦功

能損傷者延緩腦功能退化。 

關鍵詞：注意力訓練、腦機介面、腦電波 

投稿日期：2022/08/01；接受日期：2023/04/24 

                                                 
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學生 
2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台大分院新竹醫院外科部醫師 
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副教授 

* 通訊作者：趙文鴻 

 E-mail: wenhong@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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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EEG Control a 3D Platform Game to 
Establish a Brian Computer Interface System  

of Attention Training Evaluation 

Yong-Xiang Gao
1 Yu-Hao Li

1  

Yuan-Huei Huang
2 Wen-Hung Chao

3*
 

Abstract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can convert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signals 

into mechanical commands. In recent year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use of BCI 

systems can bring benefits to patients with neuro-related diseases. This study uses a BCI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EEG to control the 3D platform game designed by unity to 

establish an attention training system. Use a portable brain wave instrument to measure 

human brain waves and use algorithms to classify mental states as the conditions for game 

control. The test subject is the author himself. Through multiple trainings, the game 

character was maintained on the preset trajectory and improves the accurate rate through 

the switching of mental concentration and relaxation, and the attention training 

effectiveness of game evalu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conducted ten experiments in each of five days, and the average correct rates were 62.6%, 

64.7%, 65.1%, 69.3%, and 69.3%. The t-test of the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ired 

mothers shows that the correct rate of the same subject is relatively stable, which is quite 

helpful for helping those with brain and motor function impairmen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rol of human brain wav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ystem will help brain damage delay 

the degradation of brain fun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ttention training,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electroencephal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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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腦是人體中最複雜的器官，亦為人體的主控中心，其司掌著人體中各系統、器官的運作。

腦電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m, EEG）的研究起源於西元 1924 年，德國精神科醫師 Hans Burger

成功地在手術中使用一種非侵入式的方法紀錄了一名 17 歲男性患者的腦電圖[1]，並在 1929 年

發表了一篇記載了各個年齡層、不同性別受測者在清醒與睡眠及肩的腦電活動變化的論文，並

將其命名為腦電波圖（H. Berger）。隨著科技發展，現今腦波的應用不僅僅止於學術研究，亦被

應用於醫學、復健領域乃至於生活中，若能透過意念便能與外部裝置溝通、開關家用電器，生

活品質必能提升許多，這種技術被稱為腦機介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BCI 是一種讓使用者能夠通過腦電信號轉換成外部裝置控制命令並得到反饋的一種技

術[2]，亦可以理解為人腦與電腦之間溝通的橋樑。BCI 的組成主要包括下列四個步驟：腦電信

號採集、信號預處理、特徵擷取、機械指令[3]，其中腦電信號的採集方法分為侵入式的皮層內

記錄電極（Intracortical recordings）、半侵入式的腦皮層電圖（electrocorticography, ECoG）及非

侵入式的 EEG，侵入式的方法則需要由醫師透過手術進行，儘管其能獲得最佳的信號品質，但

因生物相容性問題且會造成永久性的手術損傷，亦可能造成患者的健康隱患，因此目前進行學

術研究的 BCI 系統多為採用 EEG 的非侵入式採集方法[4]。基於 EEG 的非侵入式 BCI 系統獲取

的信號品質雖然較侵入式採集方法差，但其有著低成本、可攜性高以及低風險的好處，因此為

目前研究的主流。根據腦波特徵的產生性質，BCI 所獲取的腦波可分為內生性與外生性，內生

性的腦波是指人體自發產生的電位如時域、頻域特徵值、感覺運動節律（sensorimotor rhythm, 

SMR）等，外生性腦電波通常為由外部的刺激如聽覺、視覺或觸覺刺激來引發大腦的活動，如

事件誘發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所產成的 P300、通過視覺刺激誘發於視覺皮層區

域產生的穩態視覺誘發電位（steady visually evoked potential, SSVEP）等[5]。由腦電測量裝置所

採集到的信號多為時域的信號，通過信號處理後可獲得各個頻帶的特徵值腦波包括 delta（δ）、

theta（θ）、alpha（α）、beta（β）及 gamma（γ）等不同精神狀態下的腦波特徵數值。隨著科技

發展，腦波控制介面系統可應用於教育和訓練、娛樂和神經遊戲、醫療輔助（如撰寫程式、電

動輪椅、神經義肢外骨骼）和適當開發後的情感測試。此外，最近一段時間，BCI 技術的現實

應用越來越受關注，這加快了 BCI 研究從實驗室走向日常生活中[6]，BCI 已經發展成一種新興

先進的醫療技術，亦被運用於復健領域，如中風、外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ADHD）的復健與治療。 

中風是指腦部區域缺血所造成的腦神經細胞死亡，可能導致患者殘疾甚至死亡，致殘的主

因通常為腦溢血導致血液凝結成塊導致腦血管堵塞，從而阻止血液流到部分區域造成缺氧並導

致腦神經細胞死亡，造成身體部分癱瘓，通常這種癱瘓會使患者身體一側部分癱瘓，稱為偏癱

[7]。 

TBI 是指頭部受到外力衝擊造成腦部部分區域受損，如硬腦膜、腦血管、顱骨等[8]，常發

生於交通事故、運動傷害或虐待兒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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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及 TBI 是導致患者殘障的主因，腦細胞的受損及死亡所造成的腦功能損傷影響了患者

的行動、語言等能力，目前對於腦復健的常規復健方法包括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與語言治療，

這些方法能夠有效地改善患者患後的運動功能[10]，並幫助患者恢復行動及自我照顧能力。隨

著科技進步，目前有許多研究結合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基於 EEG 的 BCI 技術

應用於腦神經相關疾病患者的復健與輔助，鏡像療法（Mirror therapy）是一種成本較低的復健

方法，患者在治療期間移動健康的肢體，透過鏡面反射會欺騙大腦，使其相信受影響的肢體也

在移動，過去研究中對健康受試者進行測試發現鏡像療法成功刺激並增加了大腦同側初級運動

皮層區域的興奮性，支持了鏡像療法在中風復建研究的可用性[11]，鏡像療法會因時間推移而

使患者感到乏味、注意力降低及失去動力[12]，因此採用許多復健研究開始引入亦能觸發鏡像

神經元產生視覺反饋的 VR 技術[13]。VR 是一種人機介面技術，其允許使用者以逼真的方式體

驗 3D 虛擬環境並與之互動[14]，有研究表明將 VR 技術結合中風復健增加了患者的復健意願與

動力，有助於提高恢復的速度[15]。神經修復科技公司 MindMaze 推出了一款 VR 復健遊戲系統

（rehabilitation game system, RGS）MindMotion Pro，該系統中對中風患者設計了感官反饋、認

知鍛鍊遊戲療程，從而使大腦能夠得到更快的恢復[16]，近年來亦有許多治療師應用 VR 技術幫

助神經相關疾病患者進行運動障礙的治療，雖然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結合 VR 復健相比於傳統復

健療法更有效[17]，但患者對其接受度較高，結合 BCI 的其他附加技術如觸覺反饋、功能性電

刺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的研究目前仍在蓬勃發展，如 Vourvopoulos 等人設

計出了一款觸覺反饋的 VR-BCI 遊戲系統 Neurow，該系統為採用了震動反饋的划船類型遊戲，

並在健康受試者身上測試了系統功效[18]。BCI 與 VR 的結合提供了患者具有娛樂性、刺激性的

虛擬治療環境，其使患者能夠對復健療程更加專注、積極，透過更多混合參數如觸覺反饋、FES

未來可能成為更有效的方式來幫助患者恢復運動功能。 

ADHD 是一種在兒童在成長期常見的神經發展障礙疾病，其可能影響患者人際社交關係、

學期成績差等負面影響[19]，ADHD 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但其能夠透過藥物、非藥物的治

療進行干預[20]，目前用於 ADHD 患者的有效治療方式主要為藥物治療[21]及認知訓練，目前

對於 ADHD 患者認知訓練研究有透過特別設計的電腦遊戲來訓練 ADHD 患者所缺乏的認知功

能[22]。 

注意力訓練未來可能成為神經相關疾病患者進行復健、預防的方法之一，研究指出即時、

有效的注意力訓練能夠對中風等神經相關疾病患者大腦帶來益處[23]，亦有研究對 ADHD 患者

進行注意力的訓練，藉由訓練提高患者的警覺性與注意力[24]。 

橫向卷軸遊戲用於將相機設置為側視角的遊戲，這種類型的遊戲通常是 2D 的，腳色從螢

幕的左側向右側移動到右側，一般來說這類遊戲只需要玩家往一個方向移動，許多遊戲也允許

玩家向其他方向移動。這類遊戲的呈現通常用於角色在一系列的連結推進的關卡中奔跑、攀爬

和跳躍的動作遊戲[25]。 

本研究所使用腦波測量儀器特點為其內建腦電晶片會將採集到的原始腦波信號轉換並量化

成精神狀態注意力指標，透過其特點使用遊戲開發引擎 unity 設計一個由注意力為控制參數的

3D 橫向捲軸式遊戲，並設計遊戲角色需移動之正確軌跡，由使用者透過精神狀態的專注與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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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控制遊戲角色跳躍並盡可能地觸發遊戲所要求之機制，遊戲控制之量化正確率將即時顯示

於遊戲上方，藉此建立一個 BCI 注意力訓練成效評估系統，本研究所設計之硬、軟體介面皆容

易操作使用，只需將腦波測量儀與 Arduino 綁定後即可直接使用本系統，往後開機即可直接使

用，目前研究目的為建立注意力訓練成效評估系統，期盼未來更加完善本系統後能夠運用於幫

助健康使用者延緩腦神經退化、幫助神經相關疾病如中風、TBI、ADHD 患者進行訓練，並將

量化數據正確率交由醫師、治療師等專業人員對患者訓練成效進行評估。 

貳、材料與方法 

一、建立腦機介面 

腦機介面能夠讓使用者藉由腦波測量設備與電腦或手機等的外部裝置進行交互連接、下達

命令等，系統架構如圖 1 所示，由腦波測量耳機的電極量測到的原始腦波值 EEG raw data 透過

腦波耳機內建晶片轉換成較易作為控制參數之特徵值訊號，並通過腦波傳輸設備將腦電信號作

為機械命令下達給電腦做出控制遊戲進行，以此建立腦機介面，利用人腦在專注與放鬆的狀態

下所釋放出的腦電信號範圍作為控制條件，建立注意力訓練遊戲系統。 

 

圖 1 系統架構圖 

 

（一）腦電信號量測 

目前使用於非醫療用途開發的腦電活動監測或採集信號設備都是基於 EEG，EEG 相較於

ECoG 的優點在於 EEG 能夠直接在頭皮上量測腦波信號，為一種非侵入式的腦波測量方法，不

需經過手術，成本較低且相當具有便利性，因此被廣泛應用於建立簡單的可攜式 BCI 與學術研

究。本研究使用神念科技（NeuroSky）的產品 Mindwave Mobile 如圖 2，其為可攜式的非侵入

式 EEG 測量耳機，採用乾式 EEG 電極，與傳統需使用導電膠的腦波測量裝置相比較為方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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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量測，電力來源為 AAA 規格電池，且內建藍芽 2.1 版本供無線連接，透過於左前額葉（Fp1）

與參考點的耳夾能夠以 512hz 測量到時域的原始腦波信號（raw EEG data）。 

 

圖 2 NeuroSky Mindwave Mobile 

 

（二）信號預處理 

由腦波儀所擷取的腦電信號多為未經處理的時域 raw EEG data，Mindwave Mobile 每秒能夠

採集到 512 筆時域信號，其包含些許雜訊，因此運用於 BCI 作為控制參數難度較高，Mindwave 

Mobile 內建嵌入式腦電晶片 ThinkGear Asic Module（TGAM）模組，其能夠對 raw EEG data 進

行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 FT），將量測到的時域訊號轉換為如α、β及γ等八個不同頻

段的腦波特徵值，將這些頻域訊號透過 NeuroSky 的專利算法 eSense 精神狀態指數進行歸類並

濾除雜訊，並以 1hz 輸出及量化各個頻段腦波特徵值與 eSense 專注指數與放鬆指數，便可透過

量化後的腦電信號作為參數控制遊戲系統。 

（三）特徵值傳輸與命令 

腦波儀所測量到的 raw EEG data 經由 TGAM 模組轉換並量化成各頻段的腦波值並計算出

eSense 精神狀態指數。Arduino Leonardo 開發板使用的核心為 ATmega32U4，可模擬 USB 鍵盤

與滑鼠功能，將其與支援藍牙 2.1 版本的 HC-05 藍牙模組連接以進行信號傳輸，並透過 Arduino 

Software IDE 撰寫程式設立由腦波狀態控制的條件判斷式以燒錄至 Leonardo，將其連接藍芽模

組並與腦波儀綁定，連接藉此模擬鍵盤控制遊戲。 

二、軟體架構 

本研究軟體架構如圖 3 所示，由 Mindware mobile 所量測到的腦電信號經過預處理與分

類量化後經過演算法於 Arduino Software IDE 中設立遊戲控制條件運算式（conditional 

expressions），並使用遊戲開發引擎 unity 設計由腦波控制的注意力訓練 BCI 遊戲，並記錄訓練

前與訓練後所得到的正確率，進行比較後作為訓練效果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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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軟體架構圖 

 

（一）遊戲場景開發軟體 

unity 為一款遊戲開發軟體，可用來開發各個平台系統的電腦、行動裝置與電玩遊戲主機的

2D、3D 遊戲與動畫，開發者可於 unity asset store 自由下載及上傳免費或付費的素材資源，且

其提供個人與教育用戶免費使用，因此被廣泛使用於學術研究領域，本研究利用 unity 開發一

3D 橫向捲軸遊戲，透過專注程度控制遊戲角色跳躍，收集觸發元件並獲得分數，透過多次遊玩

並紀錄得分，利用遊戲方式建立注意力訓練系統，圖 4 為 unity 介面。 

 

圖 4 遊戲開發引擎 unity介面 

 

三、實驗流程 

本研究實驗流程如圖 5 所示，實驗前置作業為綁定 Mindwave mobile 與 Arduino Leonardo，

Mindwave mobile 出廠的每一個裝置都有固定且獨特的媒體存取控制位置（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 MAC address）供綁定，實驗前須先查詢裝置 Mac 地址，並將 Arduino Leonardo 以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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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連接藍芽模組 HC-05，接線方法為 Arduino 5V 端與 HC-05 電源端（VCC）相連，接地端（GND）

相連，Arduino 資料接收端（RXD）與 HC-05 資料傳送端（TXD）相連，完成連接後使用 Arduino 

Software IDE 進入 AT mode，將藍芽模組完成設定並與 Mindwave mobile 進行綁定。完成前置作

業後一但將腦波儀、Arduino 接上電源後即會自動連線並可開始進行腦波控制之注意力訓練 BCI

遊戲系統，腦波儀配戴方法為將乾式電極質於前額葉（Fp1），並將作為接地點與參考點的耳夾

夾於左耳垂，腦波儀將會以 512hz 擷取腦電信號，透過 TGAM 模組轉換與計算分類後以 1hz 輸

出並將量化數據即時顯示於 Arduino 序列阜（Serial）視窗，若使用者配戴角度正確、電極有正

確接觸到皮膚程式則會提示訊號良好，即可開始控制腦波遊戲，使用者在遊戲中須維持高度專

注以觸發遊戲角色跳躍，觸發加分元件以得到更高的分數，比對訓練前後正確率數據作為注意

力訓練成效評估遊戲系統。 

 

圖 5 實驗流程圖 

 

（一）遊戲場景設計 

本研究使用 unity 設計專注力訓練 3D 捲軸移動式遊戲場景，系統所構成的元素主要有腦波

控制移動的龍型角色、觸發元件 Check Point 與背景，遊戲機制由 C#程式語言來實現，使用者

透過專注使控制遊戲角色適時跳躍，若配戴腦波儀角度正確且順利讀取並計算出腦波特徵值遊

戲角色將會自動向右移動，分數將即時顯示於遊戲畫面上方供判讀。 

（二）遊戲控制演算法 

Mindwave Mobile 內建的腦電晶片 TGAM 模組能將時域 raw EEG data 轉換成各個頻段的量

化特徵值，並計算出專利算法 eSense 精神指數。在撰寫演算法判斷式的時候，將 Alpha、Beta、

Gamma 三種加入條件判斷式裡面。其中 Alpha 波代表大腦放鬆的狀態，Beta 代表大腦活躍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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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25]。另外條件判斷式裡面還有加入經由 eSense 晶片計算過後的注意（Attention）值與冥想

（Meditation）值，在 eSense 中所測的之值不論是 Attention 或 Meditation 都將取值範圍為 0～100

來表示，且 40～60 定義為基準，1～20 為低水平，20～40 為略低水平，60～80 為略高水平，

80～100 為高水平。在建立條件判斷式前會先放鬆 1 分鐘並將分別收集 Alpha 與 Gamma 數據進

行平均，在進行注意力訓練時若所得之值大於等於平均值在定義為放鬆。專注則是使用 Beta 之

數據，在建立條件判斷式前會先專注思考 1 分鐘，並將分別收集 Beta 數據進行平均，在進行注

意力訓練時若所得之值大於等於平均值在定義為專注。此外當 Attention 之值大於 Meditation 時

便將判斷為專注，放鬆則反之。Attention 值為讀取使用者當前腦波注意力或專注的強度，當受

測者集中精神或專注於某件事物，如專心想著某個數字，Attention 值便會提高。Meditation 值

則為讀取使用者的冥想、放鬆程度，當使用者放鬆或冥想時 Meditation 值便會提高，若感到不

安或壓力時 Meditation 值則會降低，在建立控制條件測試時亦有發現閉眼休息時得到的

Meditation 數值有顯著地提高。人腦在不同狀態下會釋放出不同的特徵值腦波信號，如專注、

集中注意時測得的 β 波較高，放鬆、閉眼休息時所測得的 α、γ、θ 波較高，結合 eSense 精神狀

態指數與各狀態下腦波特徵值數據建立演算法判斷式，以達到最佳的遊戲控制。 

（三）得分機制 

若腦波耳機配戴角度良好且量測到的腦電信號品質良好遊戲中的龍型角色將會自動向右方

移動，遊戲中設立共一百個觸發元件 Check Point 如圖 6，分別在移動軌跡、空中以連續五個的

方式交互設置，若使用者當下精神狀態為高度專注、集中時，龍型角色便會向上跳躍，使用者

於透過交替專注與放鬆冥想來控制龍型角色適時跳躍並成功蒐集到空中與地面上的Check Point

得分，正確率之計算如式（1）。 

𝐴𝑐𝑐𝑢𝑟𝑎𝑐𝑦 𝑅𝑎𝑡𝑒 =
𝑐ℎ𝑒𝑐𝑘 𝑝𝑜𝑖𝑛𝑡𝑠 𝑡𝑜𝑢𝑐ℎ𝑒𝑑 𝑏𝑦  𝑎 𝑑𝑟𝑎𝑔𝑜𝑛 

𝐴𝑙𝑙 𝑐ℎ𝑒𝑐𝑘 𝑝𝑜𝑖𝑛𝑡𝑠
∗ 100% （1） 

如上式遊戲場景中置放 100 個 Check Point 作為理想軌跡，分別為於連續地面置放五個，空

中連續置放五個，使用者須透過專注與放鬆控制角色跳躍與持續前進，觸發更多 Check Point

以得到更高的正確率。 

 

圖 6 觸發元件 Check Point 

遊戲素材來源：https://assetstore.unity.com/packages/templates/karting-microgame-150956 

https://assetstore.unity.com/packages/templates/karting-microgame-15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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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遊戲場景與元件 

本研究使用 unity 3D 核心引擎設計一 3D 橫向捲軸式遊戲，若腦波儀電極配戴角度正確且

順利讀取並計算出腦波特徵值，遊戲中龍型角色圖 7 將會自動向右移動，使用者須透過專注與

放鬆交替使龍型角色跳躍並依照置放 Check Point 的軌跡移動以得到更多分數，圖為實際遊戲場

景，若龍型角色成功觸碰到 Check Point 則 Check Point 會即時消失並於遊戲畫面上方即時更新

得分，透過使用者多日多次進行訓練遊戲，比較前後量化正確率數據作為 BCI 遊戲注意力訓練

成效評估遊戲系統，圖 8 為實際遊戲畫面，正確率顯示於螢幕上方。 

 

圖 7 遊戲龍型角色 

遊戲素材來源：https://assetstore.unity.com/packages/3d/characters/animals/free-low-polygon-animal-110679 

 

圖 8 實際遊戲畫面 

  

https://assetstore.unity.com/packages/3d/characters/animals/free-low-polygon-animal-11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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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測結果 

本研究之目的為建立訓練系統，因並未通過人體與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審核，所以

受測者為作者本人，受測者須控制專注集中與放鬆冥想來完成實驗，單次實驗中遊戲時間為一

分鐘，若連續多次進行實驗正確率有下降趨勢，因此將實驗分為 5 天中，並於受測者精神狀態

良好時各進行 10 次實測，且 10 次 test 分別間隔 10 分鐘，實測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五天實測正確率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Test 1 61% 64% 59% 73% 67% 

Test 2 65% 65% 71% 68% 70% 

Test 3 63% 68% 68% 66% 64% 

Test 4 61% 70% 64% 71% 76% 

Test 5 58% 62% 60% 74% 69% 

Test 6 64% 69% 65% 64% 71% 

Test 7 61% 57% 74% 64% 72% 

Test 8 62% 61% 65% 71% 70% 

Test 9 70% 69% 61% 68% 68% 

Test 10 61% 62% 64% 74% 66% 

Average 62.6% 64.7% 65.1% 69.3% 69.3% 

 

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由作者分別於五天各進行十次實驗，平均正確率分別為 62.6%，64.7%、

65.1%、69.3%、69.3%，經多日實測及訓練後平均正確率有提高趨勢。利用假說檢定：假設虛

無假說為（H0）和對立假說為（H1）。H0：µ1=µ2、H1：µ1≠µ2，分別對 Day1 及 Day2 之 10

次 test 數值進行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 t 檢定、Day2 及 Day3 之 10 次 test 數值進行成對母體平均

數差異 t 檢定、Day3 及 Day4 之 10 次 test 數值進行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 t 檢定、Day4 及 Day5

之 10 次 test 數值進行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 t 檢定，得值 p>0.05，所以接受虛無假說、拒絕對立

假說，說明本系統在健康使用者於不同天進行測試之正確率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本研究之系統

設計對同一受測者正確率表現相對穩定，未來更加完善本系統後可能招募健康人與腦部相關疾

病患者作為受試者，並將測試正確率結果進行比較，期盼未來能夠將研究應用於臨床腦神經復

健領域使用。 

肆、結論 

本研究以遊戲開發引擎 unity 成功設計出一個由可攜式 EEG 控制的 3D 橫向式捲軸遊戲系

統，建立 EEG-BCI 注意力訓練遊戲成效評估系統，經作者本人作為受測者實驗五天各十次訓練

平均正確率分別為 62.6%，64.7%、65.1%、69.3%、69.3%，透過 t 檢定所得本系統使用正確率

相對穩定，使用價格相對低廉、安全且便攜的可攜式無線 EEG 測量裝置結合微電腦及演算法便

可進行遊戲控制，建立 BCI 環境，透過專門設計控制參數之遊戲即可針對部分腦部區域進行訓

練，如本研究使用參數為注意力。在對於幫助腦功能、運動功能損傷者，與了解人類腦電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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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相當的幫助。未來可採用多通道之腦電採集設備進行更加精確的控制神經假體或是移動式

輔具，或可以使用不同的控制參數如 MI、SSVEP 等進行控制，像是該篇論文利用 MindWave 

Mobile2 量測數據並利用 MI 來進行控制輪椅前後左右的移動，該實驗對五名正常人進行實驗

所得之控制正確率分別為 82.22%、70%、73.33%、46.67%、17.78%。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該

耳機可能是未來的選擇之一[27]，與本研究之正確率差異並未相當巨大。未來若透過遊戲場景

的設計改變遊戲機制玩法，能提高使用者的訓練意願，改善傳統復健訓練，期盼未來能夠將

此技術運用於復健醫學領域，提供運動功能受損或腦功能受損之患者一個更加有趣且有效的

復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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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默殺手肺癌成新國病，肺癌是十大癌症中「醫療支出最高、死亡率最高、晚期

發現比例最高」的癌症，其發病原因尚未清楚，通常認為與空氣污染、PM2.5、吸菸

及二手菸等原因相關。《靈樞˙逆順篇》：「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肺癌初期症狀容

易讓人輕忽，因此「治未病」預防肺癌及肺部相關疾病等就顯得相當重要亟須被重視。

《素問˙藏器法時論》：「五穀為養，五果為助」及西方醫聖希波克拉底也指出：「食

物為藥」，道出中西醫皆強調預防醫學是最好的醫療，並指出水果在飲食中的重要，

預防肺臟疾病可以從食物著手。《黃帝內經》的養生醫典裡，提及五色對應五臟，《靈

樞˙五色篇》：「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素問‧

五藏生成篇》：「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白」與「辛」都入肺，一般印象中也都

認為白色或是嚐起來有辛香味的食物對肺臟有益。白梨，排行全世界第四大產量的水

果，以「果宗」紀載於《本草綱目》中，《太平聖惠方》中則記載了梨子有治療肺臟

的療方。實驗證實，清濁潤肺化濁活血湯可降低 PM2.5 引起的肺部炎症反應和組織

損傷，隨著中藥劑量的增加，肺組織的病理變化更好，按照濃度計算一成人（60kg）

每天需要 1.5kg的梨子。本研究藉由探討梨子的歷史及古今應用的紀錄，佐以近代科

學及文獻研究分析，從《黃帝內經》中「白色入肺」出發，探討梨子及其植化素對疾

病的預防及是否能減少肺部及其他中醫論述的相關疾病，以驗證在日常飲食中加入梨

子或白色食物來達到預防肺部疾病的威脅。 

關鍵詞：白色、梨子、植化素、肺、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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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lent killer lung cancer becomes a new national disease, lung cancer is the cancer 

with "the highest medical expenditure, the highest mortality rate, an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late detection" among the top ten cancers. Lung cancer is often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causes such as air pollution, PM2.5, smoking and second-hand smoke. "Lingshu 

Nishun": ―The supreme healer cures the illness that is still obscure, will not try to cure the 

illness.‖ The early symptoms of lung cancer are easy to be ignored, so "prevention of the 

disease" to prevent lung cancer and lung-related diseases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Suwen·Zangqi Fashi Lun": "grains are as nutrition, and fruits are as 

sustenance" and the Western physician Hippocrates also pointed out: "Food is the 

medicine", stating that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mphasized that preventive 

medicine is the bes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fruit in the diet, 

prevention of lung disease by means of diet.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mentions that the five colors correspond to the five internal viscera. "Lingshu‧Five Colors": 

"Five colors named five viscera, green is the liver, red is the heart, white is the lung, 

yellow is the spleen, and black is the kidney." "Suwen·Wuzang Shengcheng": " The colors 

and the tastes correspond to the Five Zang-Organs: white and pungent correspond to the 

lung." "white" and "pungent" both enter the lungs, and the general impression is that white 

food or tastes spicy food are good for the lungs. Pears, the fourth most-produced fruit in 

the world, are recorded in the Herbal Foundation Compendium as "Guo Zong", and in 

"Taiping Shenghui Fang", it is recorded that pears have a cure for the lungs. Experiments 

have confirmed that Qingzhuo Runfei Huazhuo Huoxue Decoction can reduce the pulmonary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tissue damage caused by PM2.5. QRHXD （contain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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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of pear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os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lung tissue are 

better. According to the concentration, an adult （60 kg） needs 1.5 kg of pears per day. In 

this study, by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pears and the records of ancient and modern 

applications,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starting from the 

"white enter the lungs" in the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to explore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by pears and their phytochemicals and whether they can reduce lung 

and other related diseases discussed in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o verify 

that adding pears or white food to the daily diet can prevent the threat of lung diseases. 

Keywords: White, Pear, Lung, Phytochemicals, Prevention of diseases 

Submitted: 2022/03/04；Accepted: 2022/07/18 

1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2 Chai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grated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3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4 Dean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Chung Wah University 

5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6 Research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tochemicals, Jian Mao Bio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7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8 Chair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9 Ph. D. Program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of Chung Hua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g-Lu Hsu 

 E-mail: peter.hsu@twxlife.com  



18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No.54, June. 2023, pp.15-54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沉默殺手肺癌成新國病》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8 年公佈的，西元 2017 年台灣十大

死因第一是（1）惡性腫瘤（癌症），緊接著第三名的是（3）肺炎，第七名是（7）慢性下呼吸

道疾病。十大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就是氣管、支氣管和肺癌。肺炎居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三位，而

肺癌更是癌症的首位。1 2在 2010 年起，肺癌超越肝癌，連續蟬聯癌症死因首位，女性肺癌更

已連續 31 年高居癌症死亡率之首，成為新一代國病。發生率第三高、存活率卻第三低，使得肺

癌成為健保花費最多錢的癌症，一年超過 117 億台幣。3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布的訊息

指出，全球癌症患者約有五分之一因肺癌過世。肺癌是十大癌症中「醫療支出最高、死亡率最

高、晚期發現比例最高」的癌症，更是死亡率最高癌症，堪稱「新國病」。肺癌被稱為「沉默的

殺手」，肺癌症狀無特異性，初期症狀並不明顯，有些症狀如咳嗽、胸悶、呼吸發喘、聲音嘶啞、

吞嚥困難等，由於這些症狀與其他疾病症狀相似，容易讓患者輕視，而如果出現如咳血、頸部

淋巴結腫大，極度疲倦或體重下降時都可能已經錯失早期診斷與治療的良機。肺癌發病原因，

跟許多癌症一樣尚未十分清楚，但認為空氣污染、PM2.5、吸菸及二手菸等，都是近年來肺癌

發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另外女性肺癌高居癌症死亡率首位，很多專家認為，可能與國人烹調

方式常以炒菜或油炸而產生的致癌油煙等污染有密切關係。 

由於肺癌初期症狀容易讓人輕忽，「治未病」預防肺癌及肺部相關疾病等就顯得相當重要並

亟須被重視。《素問˙五藏生成篇》：「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4中醫傳統論述中「白」與「辛」

都入肺，一般印象中也都認為白色或是嚐起來有辛香味的食物對肺臟有益。西方醫聖希波克拉

底也指出：「食物為藥」，預防肺臟疾病可以從食物著手，白色的食物常見的有梨子、蓮子、百

合、洋蔥等。中醫各醫典都引用《黃帝內經》說明「白色入肺」，而本次研究選擇水果之宗—

梨子作為主要白色食物來論證，洋蔥等其他白色食物此次並無擴大範圍研究。 

二、研究材料與方法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2016 年統計數據全

球產量最多的水果排行中，梨子，是全世界產量第四大的水果，中國更是梨果生產大國，栽培

面積和產量均居世界首位。5梨子在中醫書籍《本草綱目》中有「果宗」的紀載，是為百果之宗，

自唐武宗後，梨在水果中有著崇高的地位。梨在中醫典籍中，皆有潤肺治咳化痰治心熱等功效，

                                                           
1 衛生署福利部統計處：107-06-15，https://www.mohw.gov.tw/cp-16-41794-1.html（2019.06.04 檢索） 
2 衛生署福利部統計處：106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107-06-15，https://www.mohw.gov.tw/cp-16-41794-1. 

html（2019.06.04 檢索） 
3 林佳賢：【數據看天下】癌症死因排第一，肺癌成為新國病，天下雜誌，2018-03-23，https://www.cw. 

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8873（2019.06.08 檢索） 
4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89。 
5 湯婷婷、鐘晨、蘇軍、賈兵、朱立武：梨主栽品種主要品質性狀分析及分佈規律研究。安徽農業大學

學報，（2013），40（1），頁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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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8873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8873


從《黃帝內經》白色探討梨子之古今應用及生理功效 19 

《太平聖惠方》中記載了梨子有治療肺臟的療方。 

從《黃帝內經》中「白色入肺」出發，討論白色之生理功效，並透過對《內經》「白」字系

統性整理，以及「食物為藥」和「百果之宗」來討論。以研究梨子的歷史及其相關的應用紀錄，

再佐以近代的科學研究及醫學文獻做分析。 

三、研究目的 

探討梨子在中醫中的相關歷史應用與近代科學研究文獻與之佐證分析，梨子及內含的植化

素（phytochemicals）對於肺、皮毛及皮膚等相關疾病的預防功效，降低疾病發生率，以驗證在

日常飲食中加入梨子或白色食物來達到預防肺部相關疾病的威脅。 

貳、《內經》白及臟象生理 

一、《內經》白色與肺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五行學說中「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內經》中所討

論到五行五色和五臟的關係，五色中「白」對應五行「金」，金與金屬皆為五色白。「白」字在

《素問》中總共被提及九十六次，在《靈樞》中被提及四十六次，共一百四十二次。並且提及

到白色與肺及辛味等有關的篇章有十九篇，將有提及白字之篇章整理於附錄「表 1.1」及「表

1.2」。6 

二、《內經》白色與其生理功效 

五色中的白色在五行中屬金，然而欲了解其生理功效，須從《內經》中含有白字之本文來

瞭解其所對應的內容及所涵蓋的範圍，整理《內經素問》及《內經靈樞》關於白字五臟等的相

關篇章如下： 

提及白色及辛味、白色對應五臟為肺，肺合皮白色當之，有： 

《素問˙五藏生成篇》：「……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

此五味之所合也……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

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諸

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7
 

白色及辛味為肺，肺合皮白色當之。 

《素問˙金櫃真言論》：「……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故

病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是以知病

                                                           
6  表格內容整理自〔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頁 2-691 及頁 1-491。 
7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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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8。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

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

色為白，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咳，在竅為鼻，在味為辛，在志為憂。

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9
 

肺屬金，受西方之白色而入通於肺，內藏精於肺，肺氣開竅於鼻，西方、白色及五行中的

火皆與肺相對應，肺發病的表現在背部及皮毛上。西方應秋，秋肅殺生燥而生金。金氣生辛味，

滋養肺氣，生養皮毛，並能養腎，肺開竅於鼻。在體為皮毛，在臟為肺，五色為白色，五音為

商，五聲為哭，病變為咳。10 

提及白色與養生之方，在《藏氣法時論》認為養肺宜食苦，羊肉、杏、麥等皆養肺，其文

如下： 

《素問˙藏氣法時論》：「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辛散，酸

收，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

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

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11
 

若希望從治未病來達到預防生病，可藉由望診來對應臉部內臟所屬的位置，不同顏色也反

映了對應的疾病，從剛剛發病之初，可以先防範，而白色主寒。12 

從顏色來判斷病症的有： 

《素問˙舉痛論》：「……五藏六腑，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

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13
 

《靈樞˙五色篇》：「……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為五官……以五色

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

脾合肉，腎合骨也。」14
 

《五色篇》主要講色診，說明臟腑病變表現在面色時出現青色、黑色主痛證；出現黃色、

紅色主熱證；出現白色主寒證。這是五色所表的一般病症。而且把面部五色同五臟相互聯繫，

青色屬肝，赤色屬心，白色屬肺，黃色屬脾，黑色屬腎，五臟又與外在組織相合，肝同筋相合，

心合于脈，肺合于皮，脾合于肉，腎合于骨。若看見面色青，即可知筋之病也，病邪在肝，餘

                                                           
8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33。 
9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46。 
10 馬烈光、張湖德、童宣文：《白話黃帝內經（上）素問篇》（大堯文創出版社 2014），頁 31。 
11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173-183。 
12 馬烈光、張湖德、童宣文：《白話黃帝內經（上）素問篇》，頁 205。 
13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272-277。 
14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30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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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做此類推。15 16 

三、《內經》肺之藏象生理 

肺位於胸腔，左右各一，上連氣管，通於喉嚨，開竅於鼻，為氣體出入的器官，進行呼吸

運動，完成體內外的氣體交換。肺的主要功能為： 

（一）肺主氣、主呼吸 

《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17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

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色為

白，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欬，在竅為鼻，在味為辛，在志為憂。憂

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天氣通於肺，地氣

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18。 

《靈樞˙脈度》：「故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臭香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

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於口，脾和則口能

知五穀矣；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19
 

《靈樞˙邪客》：「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20
 

肺主呼吸是氣體交換的場所。肺氣主宣發肅降，吸清呼濁，吐舊納新，若失調則胸悶、喘

促、呼吸不利、咳嗽。肺把自然界的清氣，與脾胃運化的水穀之氣，結合而成為「宗氣」，肺有

節律的呼吸機能，調節氣的升降出入。 

（二） 肺為「華蓋」、五行屬金，為「陽中之少陰」，又稱「相傅之官」、主治節，相關內容

之原文擷取為下 

《素問˙痿論》：「……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

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肺熱者，色白而

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

腎熱者，色黑而齒槁。」21
 

                                                           
15 孟景春、王新華：《黃帝內經靈樞譯釋》第三版（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1），

頁 371-384。 
16 馬烈光、張湖德、童宣文：《白話黃帝內經（下）靈樞篇》（大堯文創出版社 2014），頁 631-638。 
17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89。 
18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35-57。 
19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靈樞，頁 161-165。 
20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靈樞，頁 398-406。 
21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307-311。 



22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No.54, June. 2023, pp.15-54 

肺覆蓋其餘各臟和六腑之上，故有華蓋之稱。 

《靈樞˙九鍼論》：「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

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22
 

把肺喻為宰相，對全身有治理調節作用： 

《素問˙靈蘭秘典論》：「……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23
 

肺為陰臟，其顏色是白色，在季節上主秋天，日子主庚日、辛日，音階上為商

音，在味道上主辛味。24肺更是氣之本，魂魄所在、表現在皮毛上，通秋天之

氣。可見於兩篇章中： 

《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篇》：「……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徵，

其日庚辛，其味辛。」25
 

《素問˙六節藏象論》：「……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

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26
 

（三）肺為嬌臟、肺氣宣降、主行水、朝百脈、肺為涕 

肺為「嬌臟」：肺生理上清虛嬌嫩，易受外邪。性喜潤惡燥，不耐寒熱，亦不容異物。外感

六邪，易從口鼻皮毛，常易犯肺為病。而其他臟腑病變，亦常累及於肺。肺在液為涕、肺藏魄，

肺朝百脈： 

《素問˙宣明五氣篇》：「藏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腎為唾，

是謂五液……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27
 

《素問˙經脈別論》：「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

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椎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

以決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

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常也。」28
 

「肺朝百脈」，是指全身血液，都通過百脈流經於肺，經肺的呼吸，進行體內外清濁之氣的

交換，再通過肺氣宣發肅降，把富於清氣的血液，重新通過百脈，輸佈全身。通過肺主行水，

                                                           
22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靈樞，頁 446-456。 
23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73-75。 
24 馬烈光、張湖德、童宣文：《白話黃帝內經（下）靈樞篇》（大堯文創出版社，2014），頁 604。 
25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頁 283-285。 
26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頁 75-86。 
27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183-189。 
28

 （明）馬原臺、張隱庵：《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台聯國風出版社 1981），頁 168-173。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hun-qi-yi-ri-fen-wei/zh?searchu=%E8%B5%A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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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氣宣發肅降，推動和調節全身津液的輸佈和排泄。通過肺氣肅降，把脾轉輸至肺的水液，與

水穀精微較稠的部份，向下向內部散至膀胱與各臟腑；並把臟腑代謝所產生的濁液，下輸至腎

和膀胱，化尿排出。若因心氣虛弱或心陽不振，也可導致肺氣宣通，出現呼吸短促、氣喘、咳

嗽等徵象。 

四、《內經》白色主肺，將相關之藏象生理整理 

有關肺的描述如：肺為華蓋、肺為陰臟，其顏色白，在季節上主秋天，日子主庚日、辛日，

音階上為商音。「肺為嬌臟、肺氣宣降」、「肺朝百脈」、「肺其華在毛」、「肺在竅為鼻」、「肺在志

為憂」、「肺與秋氣相通」、「肺與大腸相表裡」。肺為欬、精氣并於肺則悲，肺惡寒、肺為涕。辛

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肺藏魄、肺主皮、久臥傷氣，肺脈毛。白入肺，其生理功效及藏象整理

成一覽表，如「表 2」。 

表 2 

白主肺臟象生理表 

五

色 

五 

臟 

五

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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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味 

方 

位 

五 

臭 

五

音 

四

時 

五

官 

五

合 

五 

藏 

五

華 

五 

聲 

五

志 

五

液 

五

惡 

五

穀 

五

畜 

數 日 

白 肺 大

腸 

金 辛 西 腥 商 秋 鼻 皮

毛 

魄 毛 哭 

 

悲 涕 寒 稻 馬 九 庚

辛 

 

肺主氣、為生氣之原，之配呼吸，朝百脈。肺主治節：肺為相傅之官，治節出

焉。肺合皮毛、開竅於鼻，肺與喉連司聲音、肺與大腸相表裡。肺之主症：咳

嗽氣喘、胸滿而痛、鼻塞流涕、不聞香臭。大腸主症：便祕、下利、裡急後重、

便血。29
 

五、辭典中對「白」的字義解釋 

（一）辭典中釐清及認知「白」字的定義 

中文字常有一字多義的現象，因此要了解《內經》中白字與臟腑的關係，需先從辭典中釐

清及認知白字的定義： 

白字在教育部國語辭典中的解釋有30： 

1. 為二一四部首之一，在名詞中有：像雪或乳汁般素淨的顏色。是代表五行中金的顏色。

如天地四方的西方、一年四季的秋、五臟的肺等。《說文解字˙白部》：「白，西方色也。」

也有姓氏。如唐代有白居易、白行簡，元代有白樸。 

2. 在形容詞中有：白色的。如：「白紙」、「白布」、「藍天白雲」。潔淨的。如：「潔白」。淺

                                                           
29 黃維三：《難經發揮》，頁 151-153。 
30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正本，中華民國教育部，2015（檢索日 2019-06-15）http://dict.revised.moe.edu. 

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W0000000013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W0000000013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W000000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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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如：「白話」、「淺白」。率直、誠實。如：「坦白」。 沒有添加任何東西的。如：「白

飯」、「白開水」。錯誤的。如：「寫白字」。表示輕視或不滿的樣子。如：「白眼」。以合

法掩護非法，以正當掩護不法的。與「黑」相對。如：「白道」。 

3. 在動詞中有（1）告訴。（2）在書信末署名下的敬語，用於平輩或晚輩。唐．韓愈〈答

李翊書〉：「聊相為言之。愈白。」（3）晨光初發，天明。宋．蘇軾〈赤壁賦〉：「相與枕

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4）彰明、表明。如：「真相大白」、「含冤莫白」。（5）

揭穿，專指戳穿謊言。（6）表示輕視或不滿的動作。如：「白了他一眼。」等意思。 

（二）《內經辭典》對「白」的字義解釋 

白：（部首）：名詞：白色。《素問˙五臟生成篇》：「色味當五臟，白當肺辛……白，脈之至

也，喘而浮……」。《素問˙金匱真言論篇》：「西方白色，入通於肺。」白色：陰氣始生，萬物

收斂色澤之象徵。31白字在《黃帝內經詞典》及《黃帝內經大辭典》中的解釋有白色，白色的，

代指肺金之氣，變白、用於穴位名，用於星宿名。《素問˙上古天真論》：「女子……六七，三陽

脈衰予上，面接焦，髮始白。」《素問˙氣交變大論》：「穀乃減，民食少失味，蒼穀乃損，上應

太白歲星。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蟲來見，臟氣不用，白乃不復，上應歲星，民乃康。」《素

問˙五藏生成篇》：「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白有皮膚色白、寒症之意。32 33白字在顏色方面並無似青字有多種顏色的解釋，而除了《內經》

中白字代表的就是肺，也用白字來形容寒症意思。 

（三）《內經》英文翻譯版本中「白」的翻譯 

《內經》的英文翻譯本中，對「白」字的翻譯用 White。在《黃帝內經素問 漢英對照》就

直譯為白色。 

《素問˙五藏生成篇》：「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翻譯為：―The colors 

and the tastes correspond to the Five Zang-Organs: white (color) and pungent (taste) 

correspond to the lung.‖ 
34

 

《素問˙金匱真言論篇》：「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的英

文翻譯為：―the west is related to white in colors and its related to the lung the Five 

Zang-Organs that opens into the nose and stores Jing (Essence).‖ 
35

 

  

                                                           
31 周海平主編：《黃帝內經大辭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8），頁 263-264。 
32 郭霭春主編：《黃帝內經詞典》（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 249。 
33 周海平主編：《黃帝內經大辭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8），頁 407。 
34 李照國英譯、劉希茹今譯：《黃帝內經˙素問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 

漢英對照》（西安興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5），頁 136-139。 
35 李照國英譯、劉希茹今譯：《黃帝內經˙素問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 

漢英對照》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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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

皮毛生腎，肺主鼻……在藏為肺，在色為白」。英文翻譯為：―the west produces 

dryness, the dryness produces metal, the metal produces pungency, the pungency 

nourishes the lung, the lung governs the hair and skin, the hair and skin nourish the 

kidney, the lung governs the nose …. The lung in the Zang-Organs, white in 

colors‖.
36查看全書，對於肺臟的相對應的顏色翻譯是白色（white），並沒有其他

不同顏色的出現。 

在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中「白」被翻譯成 White：對於五行中的肺與金的英文翻譯為：―metal 金, one of the five 

phases, with which the season autumn, the color white, the taste acridity-pungent, and the lung and 

large intestine in the body are associated.‖37對於跟肺跟白字有關的顏色在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標準

傳統醫學翻譯》書中則翻譯成 white 白色。 

白色的翻譯 White 較無爭議，白有潔淨之意。白在夏、商、周三代的代表色上代表商，配

上正白統，有商主白色之說。38而用來形容白色的有雪白、米白。五色白與西方金、肺相對應。

在顏色上金屬亮澤的也屬西方金、白色之中，舉例如銀色、金色等。泛有金屬光，或是金屬的

顏色也偏向白色。金色、米白色及雪白等果實皆屬於白色果實。 

參、白色水果的選擇 

一、白色—梨子「果宗」 

在上節對白色的定義有像雪或乳汁般素淨的顏色，更是代表五行中金的顏色。金有黃金般

的色澤，或是銀器或鐵器金屬的顏色，而形容白色還有雪白、米白、乳白等皆屬於五色的白色。

在探討白色對肺的食療，從「果為助」選用白色水果來驗證是否能達到醫食同源治未病的理論。

水果中，梨子有雪梨、象牙梨和秋白梨等不同種類的有白色名稱的梨子。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2016 年的數據顯示梨子是世界上生產量第四

大的水果，是梨屬薔薇科梨亞科果樹，世界上重要的落葉果樹之一。在中國，梨作為經濟作物

已有 3000 年以上的栽培歷史，全世界梨屬植物約一半原產中國。39梨在歷史上更有「果宗」之

稱，中國栽培面積和產量均居世界首位。40藉由對梨子的深入研究，從其歷史、足跡及其生理

                                                           
36 李照國英譯、劉希茹今譯：《黃帝內經˙素問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 

漢英對照》（2005 西安：興界圖書出版公司），頁 64-67。 
3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pp.15-22. 
38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三代改制質文》（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7，頁 191-194。 
39 李秀根：改革開放 30 年來我國梨果產業的發展回顧[J]，煙臺果樹，2008（4），4-6。 
40 趙德英、程存剛、曹玉芬等：我國梨果產業現狀及發展戰略研究[J]，江蘇農業科學，2010（5），

5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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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分析與中醫五色之「白色入肺」及《內經》的描述能否符合，同時本篇章亦同步分析白色

水果其醫學研究中白色植化素與五色中白色的關聯性。  

二、「梨子」一詞的來源 

梨是梨屬（學名：Pyrus）植物的通稱，梨子一般被分為東方梨跟西方梨兩大類。梨屬於喬

木，高達 5-8 米。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提及：「果為梨樹高二、三丈，尖葉光膩有細齒，二

月開白花如雪。」41西洋梨（學名：Pyrus communis），東方梨最常見的有：白梨（學名：

Pyrus bretschneideri Rehd.）、秋子梨（學名：P. ussuriensis Maxim.）及沙梨（學名：Pyrus pyrifolia）

等，這三種梨甚為近似。（1）白梨主要生產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青海。

適宜生長在乾旱寒冷的地區或山坡陽處，海拔 100-2000 米。在中國北部習見栽培，河北的鴨梨、

蜜梨、雪花梨、象牙梨和秋白梨等，山東的在梨、窩梨、鵝梨、墜子梨和長把梨等，山西的黃

梨、油梨、夏梨和紅梨等均屬於白梨種的重要栽培品種等。（2）秋子梨廣泛種植於中國東北地

區，它的種加詞「ussuriensis」就取自於東北的烏蘇里江。秋子梨的栽培品種很多，市場上常見

的香水梨、安梨、酸梨、沙果梨、南果梨、京白梨、鴨廣梨等等均屬於本種。（3）沙梨為長江

流域和珠江流域各地栽培的梨品種，多屬於本種。例如安徽宣城的雪梨，碭山的酥梨，浙江台

州的包梨，湖州的鵝蛋梨，諸暨的黃章梨等。沙梨果皮呈黃色是為相異處。42梨的種間雜交非

常普遍，一棵梨樹可能是一個種，也可能是兩種梨子的雜交種。 

另外一種特殊的梨子 Rosa roxburghii Tratt. （Rosaceae），稱為刺梨（薔薇科），新改良品種

為金刺梨。是一種原產於中國的多年生薔薇，廣泛分佈於中國西南部省份。該物種的果實以其

營養和藥用成分而聞名。43 

在《康熙字典˙木部˙八》辭典中「梨子」：「棃：《唐韻》力脂切。《集韻》《韻會》良脂切，

𠀤音犂。《說文》果名。《爾雅˙釋木》棃，山樆。《疏》在山曰樆，人植曰棃。《陶弘景˙別錄》

棃性冷利，多食損人，謂之快果。又《揚子˙方言》眉、棃、耊、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

之北鄙曰棃。《詩˙大雅˙行葦傳》耇，凍棃也。賈云：凍棃色似老人面有浮垢。又通剺。《揚

雄˙長楊賦》分棃單于，磔裂屬國。《淮南子˙齊俗訓》伐楩、枏、豫章而剖棃之。又蛤棃，蟲

名。《淮南子˙道應訓》盧敖倦龜殻而受蛤棃。又《崔豹˙古今註》蜻蛉之小而黃者曰胡棃。又

草名。《山海經》大山有草名棃，其葉狀如荻而赤，花可以巳疽。又《集韻》《韻會》憐題切《正

韻》鄰溪切，𠀤音黎。義同。」44 

  

                                                           
41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40，頁 83-86。 
42 中國植物誌，1974 第 36 卷，頁 381。 
43 Xiuqin Yan, Xue Zhang, Min Lu, Yong He, Huaming An, De novo sequencing analysis of the Rosa roxburghii 

fruit transcriptome reveals putative ascorbate biosynthetic genes and EST-SSR markers. Gene, 561(1), (2015), 

54–62. 
44 《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7），頁 459。 

（清）張玉書、陳廷敬：《康熙字典》，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8B%E6%A2%A8
https://ctext.org/kangxi-zidian/zh
https://ctext.org/kangxi-zidian/75/zh
https://ctext.org/kangxi-zidian/75/8/zh
https://ctext.org/shuo-wen-jie-zi/zh
https://ctext.org/er-ya/zh
https://ctext.org/er-ya/shi-mu/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qi-su-xun/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dao-ying-xun/zh
https://ctext.org/shan-hai-jing/zh
https://ctext.org/kangxi-zidian/zh
https://ctext.org/kangxi-zidia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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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方梨的分類了解，「梨子」是極可能屬於中國原生種，在古代梨子稱為樆，《爾雅˙釋

木》中對梨的描述就有：「棃，山樆。《疏》在山曰樆，人植曰棃。」說明梨子是長在遠山上的

野生果實，可能是遠離人群的深山，故稱為「樆」，而後被移植栽種後該稱為「梨」。 

三、「梨子」在中醫歷史足跡 

梨為薔薇科梨屬植物，原產於中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歷史適應性強，分佈廣泛，從南

到北從東到西均有栽培，在中國梨僅次於蘋果，柑橘是第 3 大水果。45古代對梨又寫成「棃」、

「樆」，在《事類賦》一書中稱梨為「果宗」有百果之宗之意。梨得別稱又有蒙古語的阿里馬及

《本草綱目》中記載：「梨，【釋名】快果、果宗、玉乳、蜜父。」等。別名也相當多，而其食

用方式各代也有所不同的用法。 

從《爾雅˙釋木》中對梨就有：「棃，山樆。《疏》在山曰樆，人植曰棃。」的記載說明梨

子遠在周代就被栽種食用的記載。成語中之「孔融讓梨」指出在東漢時期的文學家孔融小時就

懂得自己選擇小顆的梨，把大梨讓給其兄長的故事。在古代，梨子已經在生活中出現。46 

依據南北朝陶弘景所著《名醫別錄》中記載：「梨味苦，寒。多食令人寒中，金創，乳婦尤

不可食。」47這裡的梨味道苦，與清甜的梨描述不同，但強調梨不適合孕婦食用。 

依據唐代孟詵等所著《食療本草》中記載：「梨性寒 除客熱，止心煩。不可多食。又，卒

咳嗽，以凍梨一顆刺作五十孔，每孔中內以椒一粒。以面裹於熱灰中煨，令極熟，出停冷，去

椒食之。又方，梨去核，內酥蜜，面裹燒令熟。食之大良。又方，去皮，割梨肉，內於酥中煎

之。停冷食之。又，搗汁一升，酥一兩，蜜一兩，地黃汁一升，緩火煎，細細含咽。凡治嗽，

皆須待冷，喘息定後方食。熱食之，反傷矣，令嗽更極不可救。如此者，可作羊肉湯餅，飽食

之，便臥少時。又，胸中痞塞、熱結者，可多食好生梨即通。（又云），卒暗風，失音不語者，

生搗梨汁一合，頓服之。日再服，止。金瘡及產婦不可食，大忌。」48 

見《食療本草》中對於梨的燉煮可止咳有詳細的描述，亦提及產婦及金瘡患者不可食。依

據唐代孫思邈所著《備急千金要方˙食治》中記載：「梨，味甘微酸寒澀有毒，除客熱氣，止心

煩，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瘡，產婦勿食，令人萎困寒中。」49《備急千金要方》中提出梨有

毒、寒，不可多食。 

  

                                                           
45 萬春雁、糜林、郭達、喬玉山、霍恒志、陳丙義、李金鳳、陳雪平（2018）。基於果實品質模糊综合评

判的砂梨熟期配套品种初步筛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6（9），頁 16-29。 
46 《世說新語箋疏》引《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

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

法當取小者。」《後漢書˙孔融傳》李賢注引「《融家傳》曰：『年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

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三字經》:「融四歲，能

讓梨」 
47 ﹝梁﹞陶弘景撰：《名醫別錄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下品卷第三，頁 309。 
48 ﹝唐﹞孟詵，張鼎撰：《食療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卷上，頁 49。 
49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65，頁 397。 

https://ctext.org/er-ya/zh
https://ctext.org/er-ya/shi-mu/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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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宋代吳淑所撰《事類賦》文淵閣版中記載：「梨，食之因成於地仙。」是因為《神異經》

中記載，東方有一梨樹高百丈，葉長一丈廣六七尺，而梨子大小約直徑三尺，剖開之後顏色白

如素，吃了之後就能成為地仙。50而書中又記載：『莊周稱適口之味，莊子曰：「楂，梨，橘，

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51說明早在戰國時期，梨就是常見的食物，故莊子以此當為例子，

闡述其道理。另《事類賦》書中又記載：『梨為百果之宗，楂何可比，宋書曰：「張敷，小名楂

父。劭，小名梨。文帝嘗戲謂之曰：「楂何如梨。」答曰：「梨百果之宗，楂何敢比？」52，由

此可見當時梨除了可當食物之外，也已經融入一般的生活之中，並以此為玩笑之詞。 

依據宋代王懷隱等所撰《太平聖惠方 卷第六 治肺臟風毒皮膚生瘡搔癢諸方》宋版配抄本

所記載：「治積年肺臟風毒徧身生瘡大腸壅滯，心神煩躁，宜服皂莢煎圓。皂莢（二斤不虫中肥

好者用一斤生搗，碎以水一斗浸一宿揉取汁），梨一十枚，生薄荷一斤，生荊芥一斤，已上三味

入在皂莢水內。同揉洗令極爛，以生絹絞取汁」53說明梨子在治療肺病上也有很好的功效。 

又依據宋代王懷隱等所撰《太平聖惠方 卷第十九 治中風失音不語諸方》宋版配抄本所記

載：「治中風失音不語昏沈不識人，宜服竹藶飲子方。竹瀝二合，荊瀝二合，消梨汁二合，陳醬

汁半合，右件藥相合微暖，細細灌口中即差。」54說明梨子對於中風失音的病人也有一定的療

效。 

又《太平聖惠方 卷第十九 治中風口噤不開方》宋版配抄本所記載：「治中風口噤不開。心

膈壅悶。宜服消梨飲子方。消梨三顆絞取汁，酒一合，薄荷汁一合，生姜汁一合，竹瀝一合，

右件藥相煎，煮三兩沸。分溫三服。不計時候，拗開口灌之，服盡立效。」55說明梨子在治療

中風所產生的口噤症狀也有不錯的功效。 

又《太平聖惠方 卷第十九 治中風不得語諸方》宋版配抄本所記載：「治中風不得語宜服醋

石榴飲子方 醋石榴皮一枚銼，生姜一兩折碎，青州棗十四枚擘去核，黑豆二合，右件藥以淡漿

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入牛乳三兩，好梨二顆絞取汁和，令勻。不計時候溫服一合。」

56 說明梨子對於中風所產生的語言問題也有改善的效果。 

又《太平聖惠方 卷第二十 治風狂諸方》宋版配抄本所記載：「治風狂亂語心熱狂走宜服珍

珠散方，……右件藥倒細羅為散入研了藥都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薄荷溫水或消梨汁調下

一錢，忌生血。」57，說明在治療諸風所造成的疾病中，梨子汁和薄荷皆有不錯的效果。 

依據元代陳元靚所著《事林廣記》日本元祿十二年三月刊，京都今井七郎中野五郎左衛門

                                                           
50 ﹝宋﹞吳淑：《事類賦》（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357，頁 384。 
51 ﹝宋﹞吳淑：《事類賦》（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357，頁 385。 
52 ﹝宋﹞吳淑：《事類賦》（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357，頁 386。 
53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71，頁 301。 
54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72，頁 189。 
55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72，頁 193。 
56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72，頁 194 
57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72，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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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中記載：「梨曰，大谷果，天漿。」58說明了梨子在宋末元初之際的名稱，和現今有所差異。 

而《事林廣記 至元譯語》也記載：「梨，阿里馬。」59記載了蒙古人當時對梨的名稱。而

在《事林廣記 解野箘毒》也記載：「食，生梨，二葉最好地漿飲三盞愈，多食橄欖可解。」60說

明梨子可以用來解野箘所中的毒。 

依據明代王綸所著《本草集要》羅汝聲刻本中記載：「梨，味甘微酸，氣寒，除客熱心煩，

肺熱咳漱消渴，梨者，利也，流利下行之謂也，酒病煩渴人宜之，勿多食令人寒中，金瘡乳婦

尤不可食。」61 

依據明代薛立齋所著《本草約言》明刊刻本中記載：「梨者，利也，性冷利，流利下行也，

所賴以滋益者，味甘寒，能潤心肺耳。故除渴消痰，止嗽多痰，令人寒中，產後與金瘡並屬血

虛，與脾虛者忌之。」62 

明代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金陵本中記載：「梨，【釋名】快果、果宗、玉乳、蜜父。一

種桑梨，惟堪蜜煮食之，止口乾，生食不益人，冷中。又有紫花梨，療心熱。唐武宗有此疾，

百藥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此梨絞汁進之，帝疾遂癒。復求之，不可得。」63 

在《本草綱目》中記載許多藥方： 

消渴飲水：用香水梨、或鵝梨、或江南悉尼皆可，取汁以蜜湯熬成瓶收。無時以熱水或冷

水調服，癒乃止。（《普濟方》） 

猝得咳嗽：頌曰：崔元亮《海上方》：用好梨去核，搗汁一碗，入椒四十粒，煎一沸去滓，

納黑餳一大兩，消訖，細細含咽立定。詵曰：用梨一顆，刺五十孔，每孔納椒一粒，面裹灰火

煨熟，停冷去椒食之。又方：去核納酥、蜜，面裹燒熟，冷食。又方：切片，酥煎食之。又方：

搗汁一升，入酥、蜜各一兩，地黃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嗽，須喘急定時冷食之。若熱食反

傷肺，令嗽更劇，不可救也。若反，可作羊肉湯餅飽食之，便卧少時，即佳。 

痰喘氣急：梨剜空，納小黑豆令滿，留蓋合住繫定，糠火煨熟，搗作餅。每日食之，至效。

（《摘玄》） 

喑風失音：生梨，搗汁一盞飲之，日再服。（《食療本草》） 

小兒風熱，昏懵躁悶，不能食∶用消梨三枚切破，以水二升，煮取汁一升，粳米一合，煮粥

食之。（《聖惠方》） 

赤目弩肉，日夜痛者：取好梨一顆搗絞汁，以綿裹黃連片一錢浸汁。仰卧點之。 

赤眼腫痛：鵝梨一枚搗汁，黃連末半兩，膩粉一字，和勻綿裹浸梨汁中，日日點之。（《聖

惠》） 

                                                           
58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365，頁 411。 
59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365，頁 417。 
60 ﹝宋﹞陳元靚：《事林廣記》（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365，頁 432。 
61 ﹝明﹞王綸：《本草集要》（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25，頁 442。 
62 ﹝明﹞薛立齋：《本草約言》（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26，頁 302。 
63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40，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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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溫疫已發未發。用梨木皮、大甘草各一兩，黃秫谷一合（爲末），鍋底煤一錢。每服三

錢，白湯下，日二服，取癒。此蔡醫博方也。黎居士《簡易方》；霍亂吐利∶梨枝，煮汁飲。（《聖

惠》） 

反胃轉食，藥物不下：用大悉尼一個，以丁香十五粒刺入梨内，濕紙包四、五重，煨熟食。 

氣積郁冒，人有氣從臍左右起上衝，胸滿氣促，郁冒厥者。用梨木灰、伏出雞卵殼中白皮、

紫菀、麻黃（去節），等分爲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酒下。亦可爲末服方寸匕，或煮湯

服。（《總錄》） 

結氣咳逆三十年者，服之亦瘥。方同上。 

在本草綱目中紀錄了梨有治熱嗽，止渴。切片貼燙火傷，止痛不爛（蘇恭）。治客熱，中風

不語，治傷寒熱發，解丹石熱氣、驚邪，利大小便（《開寶》）。除賊風，止心煩氣喘熱狂。作漿，

吐風痰（大明）。猝喑風不語者，生搗汁頻服。胸中痞塞熱結者，宜多食之（孟詵）。並對梨花

有去面黑粉滓（時珍。方見李花下），梨葉主治霍亂吐利不止，煮汁服。作煎，治風（蘇恭）。

治小兒寒疝（蘇頌）。搗汁服，解中菌毒（吳瑞）。 

依據清代天祿堂刻本的清代張璐所撰《本經逢原》中記載：「梨，甘微酸寒，無毒。 發明

《別錄》著梨，止言其害，不錄其功。蓋古人論病多主傷寒客邪，若消痰降火，除客熱，止心

煩，梨之有益，蓋亦不少。近有一人患消中善饑，諸治罔效，因煩渴不已，恣啖梨不輟，不藥

而瘳。一婦郁抑成勞，咳嗽吐血，右側不得貼席者半年，或令以梨汁頓熱服盞許，即時吐稠痰

結塊半盂，是夜便能向右而臥，明日複飲半盞吐痰如前，以後飲食漸增。 雖尋常食品，單刀直

入可以立破沉。而梨之種類最多，惟乳梨、鵝梨、消梨可以療病。然須審大便實者方可與食。

元氣虛者不慎而誤啖之，往往成寒中之患，豈可概謂食之有益乎。」64 

四、梨子名稱整理 

從一些考證中，梨在周代就有栽培樹種。《山海經》中對梨的描述：「大山有草名棃，其

葉狀如荻而赤，花可以巳疽。」，然而梨的品種相當的多，在中醫記載中的應多屬於東方梨。

從食療的角度，梨雖被列為下品，但《本草綱目》中對梨的研究極為完整，因其寒涼特性，

并皆冷利，多食損人，故俗人謂之「快果」，蘇頌主張不入藥用。然李時珍卻主張，蓋古人論

病多主風寒，用藥皆是桂、附，故不知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六、七。而梨有治風熱、潤肺

涼心、消痰降火、解毒之功也，梨之有益，蓋不爲少，但不宜過食爾，且梨有潤肺涼心，消

痰降火，解瘡毒、酒毒。古代病以傷寒病論為主流之故，然而由於梨對於止咳化痰、潤肺、

除心熱等有良好的功效，一種紫桑梨治好了唐武宗的心熱病等，有「果宗」之稱，將梨各種

名稱整理如「表 3」。65 

  

                                                           
64 ﹝清﹞張璐：《本經逢原》（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101，頁 283。 
65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香港：華夏出版社，1999，中國本草全書）卷 40，頁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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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梨子名稱整理 

書  名 年代 名稱 其 他 名 稱 

《爾雅˙釋木》 周代 棃 山樆《疏》在山曰樆，人植曰棃。」 

司馬遷《史記》 漢 梨 千株梨、真定禦梨 

辛氏《三秦記》云：含消梨大如五升器，墜地則

破，須以囊承取之。 

《世說新語箋疏》 南朝

宋 

梨 《三字經》中有：融四歲，能讓梨（孔融讓梨） 

《名醫別錄》 南北

朝 

梨 快果《别錄》下品 

《食療本草》 唐代 梨 卒咳嗽，以凍梨一顆刺作五十孔，每孔中內以椒

一粒。以面裹於熱灰中煨，令極熟，出停冷，去

椒食之 

《備急千金要方˙食治》 唐代 梨  

《事類賦》 宋代 梨 「梨百果之宗，楂何敢比也」 

《事林廣記》 宋代 梨 大穀果，天漿。 

《太平聖惠方》 宋代 梨  

《事林廣記 至元譯語》 元代 梨 阿里馬：蒙古人當時對梨的名稱。 

生梨《事林廣記 解野箘毒》」 

《本草集要》 明代 梨  

《本草約言》 明代 梨  

《本草綱目》 明代 梨 【釋名】快果、果宗、玉乳、蜜父。桑梨。紫花

梨。 

杜，即棠梨。乳梨，即悉尼；鵝梨，即綿梨；消

梨，即香水梨也。禦兒梨，即玉乳梨。 

其他青皮、早穀、半斤、沙糜諸梨，皆粗澀不堪，

只可蒸煮及切烘爲脯爾。一種醋梨，《物類相感

誌》言：梨與蘿蔔相間收藏，或削梨實梨 

《本經逢原》 清代 梨 而梨之種類最多，惟乳梨、鵝梨、消梨可以療病。 

《康熙字典》 清 棃 棃：《說文》果名。《爾雅˙釋木》棃，山樆。《疏》

在山曰樆，人植曰棃。《陶弘景˙別錄》快果 

《揚子˙方言》眉、棃、耊、鮐，老也。東齊曰

眉，燕代之北鄙曰棃。 

《詩˙大雅˙行葦傳》耇，凍棃也。賈云：凍棃

色似老人面有浮垢。又通剺。 

《揚雄˙長楊賦》分棃單於，磔裂屬國。《淮南

子˙齊俗訓》伐楩、枏、豫章而剖棃之。又蛤棃，

蟲名。 

《淮南子˙道應訓》盧敖倦龜殻而受蛤棃。《崔

豹˙古今註》蜻蛉之小而黃者曰胡棃。又草名。

《山海經》大山有草名棃，其葉狀如荻而赤，花

可以巳疽。《集韻》《韻會》憐題切《正韻》鄰溪

切，𠀤音黎。 

《本草綱目拾遺》  刺梨 金刺梨，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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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ext.org/er-ya/zh
https://ctext.org/er-ya/shi-mu/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qi-su-xun/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zh
https://ctext.org/huainanzi/dao-ying-xun/zh
https://ctext.org/shan-hai-ji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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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的別名雖多但皆為梨，梨較無如蘋果一般有著各種品種爭議的問題，蘋果與梨在蒙古

語中皆為阿里馬，外型相似。刺梨雖稱為梨但卻與梨子不同品種，非梨屬。 

   

圖 1 刺梨、金刺梨 

（圖 1 攝自貴州安順 2017.09） 

五、梨子的世界足跡與起源調查 

梨子一直被分成兩個主要的品種，一種是西洋梨，一種是東方梨，而在東方梨裡面也有人

將其在分成日本梨（Japanese pear: P. pyrifolia Burm.）及中國梨（Chinese pear: P. bretschneideri 

Rehd. and P.ussuriensis Maxim）。66而根據基因研究梨子也一樣可以分成兩個原始品種：西洋梨

（Occidental pear）及東方梨（Oriental pears）67 68西洋梨超過 20 多種品種大部分分布在歐洲、

北非、小亞細亞、伊朗及中亞、美洲、非洲。而東方梨有 12～15 個品種分布從天山山脈，喜馬

拉雅山之興都庫什山脈一直東到日本。69 70東方梨可以被在分成五大品種：日本梨、中國白梨、

中國沙梨、新疆梨（P. sinkiangensis Yu）及烏蘇里梨（Ussurian pear）。71較之前的中國梨的三大

品種再加入日本梨及新疆梨兩大種類，然而中國沙梨與日本梨同品種，都屬沙梨。白梨是沙梨

與秋子梨雜交的混種品種，著名的南果梨是秋子梨，見「圖 2」、「圖 3」。 

根據基因的研究，梨屬的起源很可能是在中亞，在中國西方及南方的山脈區域，從小亞細

亞到印度，然後經過長期的演變並過展到東方及西方。72物種的形成在中亞的喜馬拉雅山、高

                                                           
66 Ranjeet Kaur, Vikrant Arya, Ethnomedicinal and Phytochemical Perspectives of Pyrus communis Linn., 

Journal of Pharmacognosy and Phytochemistry, Vol. 1 No. 2 2012, pp.14-19. 
67 Layne REC, Quamme HA. Pears. Advances in Fruit Breeding. Janick J and Moore JN (Ed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West Lafayette, Indiana, 1975, pp.38‐70. 
68 Lee SH. A taxonomical survey of the oriental pear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1948; 51, pp.152‐156. 
69 Rubtsov G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Pyrus: Trends and factors in its evaluation. American 

Nature 1944; 78, pp.358‐366. 
70 Bell RL. Pears (Pyrus). In: Moore, JN and Ballington, JR Jr. (Eds.). Genetic 216 Resources of Temperate 

Fruit and Nut Crops‐I.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Wageningen, The Netherlands, 1990, 

pp. 655‐697. 
71 Teng Y, Tanabe K. Reconsideration on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pears native to East Asia. Acta Horticulturae. 

2004; 634, pp.175-182. 
72 Watkins R. Cherry, plum, peach, apricot and almond. In: Simmonds, N.W. (Eds.). Evolution of Crop Plants. 

Longman, London, 1976, pp.24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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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索山、小亞細亞及東歐。這野生的梨屬從巴爾幹、經高加索、土庫曼、阿爾泰山脈、西伯利

亞再到中國及日本。73 74 75 

 

圖 2 梨的起源 

 

東方梨有四大品種：（1）秋子梨：安梨、香水梨、南果梨皆屬於秋子梨，主要產在東北、

烏蘇里江）。（2）沙梨（水梨、日本梨、亞洲梨、蘋果梨皆屬於沙梨體系，主要產在長江、珠江

流域及東北）。（3）新疆梨：庫爾勒香梨、主要產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4）白梨：是由秋子梨

與沙梨雜交產生的白梨亦被列為主要品種之一：鴨梨、雪花梨皆屬於白梨，主要產於山東、河

北、河南、中國北方）。 

 

 

 

 

 

 

 

 

 

 

 

圖 3 南果梨：秋子梨的一種，梨中皇后 

（圖 3 南果梨 許長祿攝於遼寧海城縣 2019.03） 

                                                           
73 Vavilov NI. The Origin, Variation, Immunity and Breeding of Cultivated Plants. Ronald Press, New York, 

1951. 
74 Zagaja SW. Temperate zone fruits. In: Frankel, O.H. and Bennet, E. (Eds.). Genetic Resources in Plants: Their 

Expl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Oxford, 1970, pp.327‐333. 
75 Zagaja SW. Fruits of North East China. Fruit Science Report, 1977, 4: p.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90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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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洋梨（Pyrus communis） 

在拉丁文中，「communis」是「普通」的意思，而西洋梨的確是歐洲分布最普遍的一種梨，

分布地從中歐、東歐一直延伸到亞洲西南部。在歐洲、美洲、澳大利亞的西洋梨，基本都是綿

軟多汁的梨子與東方梨爽脆甜美可口有很大的差別。 

梨與蘋果的外觀相近，親緣關係也是最近的，梨子發源地源自於新月沃土，這裡的梨也就

是所謂的西洋梨的起源。梨的自然雜交複雜亦發生太多次，最開始的情況已較難考據了。而野

生種西洋梨可能果實太小太硬太粗糙，不適合直接食用，經過長久的雜交過程，出現了可食用

的果實。而栽培種的梨可能起源於俄羅斯南部，再傳入新月沃土，再往旁擴散傳入希臘、義大

利、西歐，而根據歷史，有可能是羅馬人將梨引入了英國。義大利種植梨子的歷史已經長達 2000

多年，而英國在西元 1086 年就使用老梨樹做為地界的標示《末日審判書》。雖然梨樹跟蘋果樹

很相似，但用蘋果樹是無法嫁接栽種梨子的。跟梨子血緣最接近的是榅桲，栽種梨樹用榅桲砧

木是比較容易的。從西元十一世紀開始，法國已成為歐洲的梨樹栽培中心。十四世紀之前英國

的梨子皆源自於法國。在十四世紀末，英國有了第一個自己的品種稱為「沃登」。雖然十六至十

七世紀梨的栽培中心仍是在法國，但培育的工作很多是在比利時進行。然而在西元 1770 年代出

現的「威廉姆斯」76雖然是法文，但其實是英國培育出來的，而於 1799 年巴厘特先生帶到北美

波士頓，並命名為「巴厘特梨」是為梨罐頭的主要原料。從此以後，「巴梨」西洋梨，就成了世

界上種植最廣的梨「圖 4」。而在西元 1849 年法國昂熱，出現了「寇密斯梨」，是培育出來最好

的甜點梨，更快速的傳到了整個歐洲和美國。77 

 

圖 4 巴梨 

種植最廣的西洋梨品種 

（圖引自：﹝英﹞彼得․布萊克本—梅茲：《水果：一部圖文史》，頁 66。） 

                                                           
76 全名「威廉姆斯好基督徒」。 
77 ﹝英﹞彼得˙布萊克本—梅茲：《水果：一部圖文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頁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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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方梨—沙梨的血統與足跡 

東方梨「圖 5」之一的沙梨是雞公梨（Pyrus seretina）和秋子梨的雜交。西元 1980 年代，

因為淘金熱中它們的種子被中國勞工帶到美國，被廣泛種植在澳大利亞、美國西部、中美洲、

及歐洲南部，而在育植過程中，改良了它的砂礫感，變身成最被受歡迎的品種如「20 世紀梨」、

「新世紀梨等」，見「圖 6」。78台灣生產的梨，雖然可分為低海拔梨與高海拔梨兩類，但主要品

種都是沙梨；在砧木部分，低海拔梨樹的砧木常用鳥梨（P. lindleyi, P. serotipna or pyrifolia），而

高山地區常用豆梨（Pyrus calleryana）為砧木。事實上，台灣有一個原生種，稱為台灣野梨（P. 

koehnei）。79而蘋果梨被歸類為沙梨的一種，但它有秋子梨、沙梨跟白梨的血統。80但蘋果梨不

是蘋果跟梨的雜交或嫁接，蘋果是沒有辦法在梨樹上生存。 

 

圖 5 東方梨 沙梨 

（圖引自：﹝英﹞彼得˙布萊克本—梅茲：《水果：一部圖文史》，頁 72。） 

 

圖 6 二十世紀梨：由沙梨改良而成 

（圖引自：張蕙芬：《菜市場水果圖鑑》（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頁 48。） 

                                                           
78 ﹝英﹞彼得˙布萊克本—梅茲：《水果：一部圖文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73。 
79 陳右人、阮素芬：《梨樹栽培簡介優質寄接梨生產手冊》（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梨技術服

務團編印，2016），頁 1-4, 17-26。 
80 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龍井市是中國的「蘋果梨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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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梨子的一些藥效足跡與描述 

在古希臘詩人賀盟（Homer）描述梨子是來自神賜的禮物（gifts of God）之一，此種史前水

果在歐洲及亞洲被長期栽種著，此梨被稱為西洋梨（European Pear）81、沙梨（Sand pear Japanese 

and Chinese species）並於亞洲栽種超過 3000 年的歷史。82 

印度阿育吠陀傳統醫學，有將近 5000 年的歷史，梨子在民間稱為 Bagu-goshaa 或是 Naakh，

又被印度本草（The Indian Materia Medica）記載為是一種植物療法，因其對人身體健康具有提

升免疫系統的能力。83 84 

肆、梨子現今成分分析與研究 

梨「性味、歸經：甘、微酸，涼。入肺、胃經」。85梨子位居果宗地位，從各種古籍中可見

其各種藥用價值。現今梨子在日常中被單純當成水果，其藥用及食療的價值常常被忽略。然而

梨子其豐富的植化素及營養價值，從果皮到果肉甚至果核都有其特別的藥理活性。梨的果實中

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及膳食纖維等，而果皮更含多種植化素多酚類物質如原花青素

（Proanthocyanidins）、熊果素（Arbutin）、綠原酸（Chlorogenic Acid）、槲皮素（Quercetin）等。

在梨核中更含有蘋果酸（Malic Acid）、檸檬酸（Citric Acid）等。86 87除了有中醫的藥理作用外，

現今對於梨的各種效用做了許多的研究，本章節透過對於梨子的各種醫學及科學實驗數據來驗

證梨子的藥理活性與中醫「白色入肺」的理論。 

一、梨子的植化素及多酚 

據研究分析，梨子的果皮較果肉多很多的植化素，而果核也有豐富的植化素。植化素是

天然存在的化合物，主要存在於水果、蔬菜和穀物等，人體無法自行製造，具有抗氧化、抗

發炎、抗老化等效果，其包含：多酚類（Polyphenols）、吲哚（Indoles）、類黃酮素（Flavonoid）、

蒜蔥素（Allium compound）、茄紅素（Lycopene）、植物皂素（Saponins）、香豆素（Coumarins）、

異硫氰酸鹽（Isothiocyanates）等。實驗中按照其結構通過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光譜法和高解析液相層析電噴灑游離質譜儀（High Resolution Electrospray Mass 

Spectrometrry, HR-ESI-MS）測定分析，從梨皮和其葉子中分離得到多種酚類化合物（Phenolic 

compounds）具有抗氧化活性：包含有芸香素（Rutin）、兒茶素（Catechin）、各種類黃酮素、羥

                                                           
81 Hedrick UP, Howe GH, Taylor OM, Francis EH, Turkey HB. The pears of New York. 29th Annual Report, 

New York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JB Lyon Co. Printers, Albany, New York, 1921. 
82 Lombard PB, Westwood MN. Pear rootstocks. Rootstocks for Fruit Trees. Rom RC and Carlson RF(Ed).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1987, pp.145‐183. 
83 Khare CP. Indian medicinal plants: 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2004). Springer, pp.529. 
84 Ranjeet Kaur, Vikrant Arya, Ethnomedicinal and Phytochemical Perspectives of Pyrus communis Linn., 

Journal of Pharmacognosy and Phytochemistry, Vol. 1 No. 2 2012, pp.14-19. 
85 施奠邦主編：《中醫食療營養學》（台北：知音出版社，2013），頁 77。 
86 J. Kolniak-Ostek,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polyphenolic compounds in ten pear cultivars by 

UPLC-PDA-Q/TOF-MS,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 49, (2016), pp. 65–77. 
87 馬利華、秦衛東、陳學紅：梨皮與梨核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的研究，糧食與食品工業，2011, 10, 

pp.156-158。 



從《黃帝內經》白色探討梨子之古今應用及生理功效 37 

基黃烷酮（Hydroxyflavanone）、芹黃素（Apigenin）、鼠李糖甙（Rhamnoside）、槲皮素等，而

也證實秋子梨中含有這些化合物以外，研究結果指出因為秋子梨富含抗氧化酚類化合物，可以

防止老化等相關疾病。88 

隨著梨子品種的不同，多酚的含量也會有所不同，測試中果皮較果肉含有豐富的總酚（Total 

phenolic）、總類黃酮（Total flavonoids）和總三萜（Total triterpene），並且顯示果皮具有較強的

抗氧化和抗發炎的活性。在梨皮中發現的植化素比梨肉中高約 6-20 倍。這些分析皆顯示梨皮應

是一種多酚和三萜優良的來源。89目前對於梨多醣的研究較少，僅限於對杜梨多醣的研究：運

用超聲、微波及水浴等不同方法分別對杜梨果實及葉片中多醣進行提取，得到的多醣分別在 10%

及 15%左右。90 

在梨子的分析上，梨皮含有較其他部位高的三萜類（3460.5 μg/g dry mass（DM））及豐富

的熊果酸。梨葉則含有高量的酚類物質（Phenolics）（5326.7mg/100g DM），並有高於其他部位

清除自由基 DPPH（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radical）和 FRAP（Ferric Reducing Antioxidant 

Power）的能力，分別為 2027.9 和 3539.6 μmolTE/ 100g DM。梨葉亦是提供一植化素的來源。

梨不同部位的抗氧化活性與部位中所含的多酚類化合物及三萜類化合物的含量多寡呈正相關。

91 此外，發現酚類和三萜含量與抗氧化能力之間亦存正比關係。然而梨子種類繁多，不同種類

抗氧化力不同。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梨皮可能具有開發潛力，可研發為對健康有益的營養保健

品的良好原料來源。92 

另外一種特殊的梨子，刺梨，該物種的果實因營養及藥用成分著名，例如維生素 C、超氧

化物歧化酶、類黃酮、多醣、氨基酸、有機酸和礦物質等多種營養素。此果實與獼猴桃，草莓

和柳丁等水果相比，刺梨果實具有非常高的維生素 C 的含量（每 100 克果，含有 1100-3000 毫

克）。維生素 C 可作用於膠原蛋白合成和抗氧化作用等。93刺梨（果皮和果肉）的總酚含量高，

含有豐富的綠原酸（Chlorogenic）、丁香酸（Syringic）、阿魏酸（Ferulic acid）和香豆酸（Coumaric 

acids）、熊果苷（Arbutin）和表兒茶素（Epicatechin） 為刺梨主要成分。具有清除自由、延緩

衰老和預防癌症的作用。94 

                                                           
88 Daren Qiu, Jie Guo, Huimei Yue, Jiao Yan, Shengxiang Yang, Xiang Lib, Yamei Zhang, Jinzhu Sun, Jie Cong , 

Shuliang He, Dongsheng Wei, Jian-Chun Qin, Antioxidant phenolic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wild Pyrus 

ussuriensis Maxim. fruit peels and leaves. Food Chemistry, 241, (2018), pp. 182-187. 
89 Xia Li, Tingting Wang, Bin Zhou, Wenyuan Gao, Jingguo Cao, Luqi Huang,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and anti-inflammatory potential of peels and flesh from 10 different pear varieties(Pyrus spp.). 

Food Chemistry, 152, (2014). pp, 531-538. 
90 趙小亮、白紅進、汪河濱、周忠波、羅峰等。杜梨果實多糖提取方法及含量測定的研究。西北農業學

報，2007，16（4），279-281。 
91 Joanna Kolniak-Ostek.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different anatomical parts of pear 

(Pyrus communis L.). Food Chemistry, 203, (2016), pp. 491-497. 
92 Joanna Kolniak-Ostek. Content of bioactive compounds and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skin tissues of pear.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23, (2016), pp.40-51. 
93 Xiuqin Yan, Xue Zhang, Min Lu, Yong He, Huaming An, De novo sequencing analysis of the Rosa roxburghii 

fruit transcriptome reveals putative ascorbate biosynthetic genes and EST-SSR markers. Gene, 561(1), (2015), 

pp.54-62. 
94 Joana Salta, Alice Martins, Rui G. Santos, Nuno R. Neng, Jose ́ M.F. Nogueira, Jorge Justino, Ame ́lia P. 

Rauter, ―Phenolic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Rocha pear and other pear cultivars-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2:2 (2010), pp.15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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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梨子醫學研究資料整理 

梨子被提出 300 多種化合物，而梨子含有豐富的果膠，能平衡身體的，而其低糖的特性，

也特別適合糖尿病的患者來食用，含有豐富的酚酸類的成分，能提升疾病防預能力。95新鮮的

梨汁更有對抗大腸桿菌的能力，梨葉子含有熊果素、槲皮素、山梨糖醇、熊果酸、山柰酚、單

寧酸等，梨幹含有β-植固醇（β-sitosterol）、軟本三萜酮（Epifriedelanol）等，樹根含有根皮苷

（Phloridzin），而梨子的萃取還能有美白，減少皮膚上的雀斑、斑點及疤痕等功效，並預防黑

色素的形成。96 

梨子的抗癌作用在實驗中被證實。以肝癌實體瘤 H22移植小鼠做實驗，研究杜梨果實（Pyrus 

betulifolia）使用其熱水提取物對抗腫瘤作用，結果表明其對 H22 有顯著的抑制作用，使荷瘤小

鼠的脾臟、胸腺指數明顯升高。藥理實驗表明從西洋梨枝中分離得到的氫醌對腹水瘤細胞的抑

瘤率為 47.5%。97 

三、梨子與肺、皮毛等相關醫學研究 

從預致敏小鼠實驗中，餵食小鼠亞洲梨果膠，實驗證實，可以抑製過敏性哮喘反應。98另

外在韓醫藥中，秋子梨有治療發燒、咳嗽、哮喘和慢性皮膚病的功效。經過實驗證實，秋子梨

的葉子萃取可以抑制體外和體內動物實驗中的發炎細胞因子和免疫刺激，並改善皮炎症狀。這

些數據顯示秋子梨葉有治療皮炎的天然物來源。99而亦有研究數據結果證實秋子梨因其豐富的

酚酸類抗氧化物（Antioxidant phenolic compounds），可以作為抗衰老的食物及藥物的應用上。100 

梨果在傳統醫學中常被用於治療黃褐斑上，因此，我們研究了梨提取物及原兒茶酸

（Protocatechuic acid）對小鼠黑色素瘤細胞黑色素生成的影響。我們發現梨提取物及原兒茶酸

能顯著抑制黑色素含量和細胞酪氨酸酶活性。此外原兒茶酸活化啟動因子 Mitf 

（Microphthalmia-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使黑色素的生成被抑制。這些研究結果指出，

梨可能是一種有效的皮膚增白劑，其可以活化酪氨酸酶活性或阻止黑色素生成的途徑。101 

                                                           
95 Challice JS, Wood MNW, Phytochemistry, 1972, 11, pp.37‐44. 
96 Ranjeet Kaur, Vikrant Arya, Ethnomedicinal and Phytochemical Perspectives of Pyrus communis Linn., 

Journal of Pharmacognosy and Phytochemistry, Vol. 1 No. 2 2012, pp.14-19. 
97 趙小亮、周忠波、白進紅、張國鋒等梨果實熱水提取物對 H22小鼠的抗腫瘤作用，時珍國醫國藥，2007

年，第 18 卷第 12 期。 
98 Jinbo ZHANG, Li SUN,Shiqing LI, Lei ZHANG, Yanxia CHEN, Aihua HOU, Yuejun MU, Lingling DAI. 

Asian pear pectin administration during presensitization inhibits allergic response to ovalbumin in BALB/c 

mice. J Altern Complement Med., 10(3), (2004),pp. 527-34. 
99 KyoHee Cho, Amna Parveen, Min Cheol Kang , Lalita Subedi, Jae Hyuk Lee, Sun Young Park, Mi Rim Jin, 

Hyeokjun Yoon, Youn Kyoung Son, Sun Yeou Kim, Pyrus ussuriensis Maxim. leaves extract ameliorates 

DNCB-induced atopic dermatitis-like symptoms in NC/Nga mice. Phytomedicine, 15(48), (2018), pp. 76-83. 
100 Daren Qiu, Jie Guo, Huimei Yue, Jiao Yan, Shengxiang Yang, Xiang Lib, Yamei Zhang, Jinzhu Sun, Jie Cong, 

Shuliang He, Dongsheng Wei, Jian-Chun Qin,Antioxidant phenolic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wild Pyrus 

ussuriensis Maxim. fruit peels and leaves. Food Chemistry, 241, (2018), pp. 182-187. 
101 Xuan T. Truong, Seo-Hee Park, Yu-Geon Lee, Hang Yeon Jeong,Jae-Hak Moon, and Tae-Il Jeon 

Protocatechuic Acid from Pear Inhibits Melanogenesis in Melanoma Cells. Int J Mol Sci, 18(8), (2017), 

pp.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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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的葉子和樹皮可以用於傷口癒合。梨子富有維生素 C，抗壞血酸（Ascorbic acid, AsA），

一種抗氧化劑可以對抗氧化（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熊果素通常用在於泌尿器官的治療和

人體皮膚美白劑等。熊果素會減少皮膚中的黑色素。梨中熊果素常被用於作為防禦細菌入侵的

防禦作用，以被當作是抗菌來使用。梨花在民間傳統醫療中，被用於鎮痛藥和解痙藥的成分。102 

梨中含有豐富的多酚類物質，主要是酚酸和黃酮類，如熊果素、綠原酸、兒茶素和香豆酸

等，熊果素，它可在體內釋放氫醌，一種強力酪氨酸氧化酶抑制劑，可抑制皮膚黑色素合成103，

而《本草綱目》早已記載梨花可去面黑粉滓。 

另外，應用豬鬃刺激引咳法、氣管段酚紅法及毛細管排痰法等，研究秋梨潤肺含片止咳祛

痰的作用及作用機制，結果表明秋梨潤肺含片中、高劑量均能顯著增加小鼠氣管酚紅排量，並

能顯著增加大鼠呼吸道痰液分泌量。104 

梨亦有抗發炎的藥理作用。川貝雪梨膏為中國藥典收載品種，由梨清膏、川貝母、麥冬、

百合、款冬花五味中藥組成，實驗證實梨子與平貝母搭配，對二甲苯及角叉菜膠所引起的炎性

腫脹均有明顯的抑制作用105，二者搭配後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科學家對川貝雪梨膏的對小鼠

鎮咳、平喘、祛痰的動物實驗中發現，川貝雪梨膏具有明顯的鎮咳、平喘、祛痰作用，能明顯

延長小鼠的咳嗽潛伏期，也可明顯地延長豚鼠的引喘潛伏期。 

而對空污 PM2.5 造成的肺部傷害上，梨子也有起其治療功效：研究以梨為主藥材的清濁潤

肺化濁活血湯一中藥，對 PM2.5 致肺損傷小鼠炎症的反應及組織病理學的影響，探討中藥防治

霾致肺損傷的可能機制。實驗證實，清濁潤肺化濁活血湯可降低 PM2.5 引起的肺部炎症反應和

組織損傷，隨著中藥濃度的增加，效果更明顯，按照濃度計算一成人（60kg）每天需要 1.5kg

的梨子。這可能與人體對調節炎症介質的免疫反應有關，這為 PM2.5 誘導的肺損傷的治療提供

了依據。106 

四、白色梨子多酚的預防醫學展望 

梨皮的植化素多酚比梨肉中高約 6-20 倍，梨皮含有最豐富的三萜類並以熊果酸含量最高，

而梨葉亦含有豐富的酚酸類物質。梨的多酚類化合物和三萜類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與梨不同部

                                                           
102 Ranjeet Kaur, Vikrant Arya, Ethnomedicinal and Phytochemical Perspectives of Pyrus communis Linn. 

Journal of Pharmacognosy and Phytochemistry, 1(2), (2012), pp.14-19. 
103 李媛、喬進春、張玉星、何童森、呂明霞、張飛、崔同等：梨花中熊果苷的高效液相色譜分析，河北

農業大學食品科技學院，天然產物研究與開發。 
104 李繼洪、代冬梅、李旻：川貝雪梨膏主要藥效學實驗研究，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2006 年 7 月，第 12

卷第 7 期。 
105 陳奇有、週一平、陳四豔、何立華等：川貝雪梨膏抗炎解熱及免疫調節作用的研究，中國中醫藥科技，

2001 年，第 8 卷第 6 期。 
106 Jinbo ZHANG, Li SUN, Shiqing LI, Lei ZHANG, Yanxia CHEN, Aihua HOU, Yuejun MU, Lingling DAI, 

Intervention effect of Qingzao Runfei Huazhuo Xingxue decoction on PM2.5-induced pulmonary injury in 

mice. Chin Chit Care Med, 29(5), (2017), pp.465-468.註：清濁潤肺化濁活血湯（QRHXD）included: Pear 

75g,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 10g, Radix Stemonae 8g, Rhizoma Pinelliae 8g, Radix Platycodi 6g, Aster 

10g, Almond 5g, Lily 6g, Rhodiola 4g, Lotus 3g, Fructrs Liquidambaris 6g, Radix Paeoniae Rubra 5g, Semen 

Cassiae 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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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數量多寡呈正比。本研究中測試了梨子及其果肉的總多酚數，並利用全果含皮無糖發酵方

式得到一梨子含皮之發酵物，亦測其總多酚並整理如「表 4」。107 

表 4  

梨總多酚數據比較表 

Total Phenol 

總多酚 

Pear Flesh only 

梨肉 

140.89 ug（galic acid）/mL 

Whole Pear with peel 

梨肉加梨皮 

280.41 ug（galic acid）/mL 

Fermented Pear with peel 

整顆梨含皮發酵 

669.44ug（galic acid）/mL 

 

表中數據顯示梨子果肉的總多酚最少，而含皮的整顆梨子的總多酚測出數據高於梨肉約一

倍，梨皮有其重要的抗氧化成分，成為廚房廢棄物實在可惜。而透過生物科技發酵後的整顆梨

子（含果皮），其總多酚數較未發酵還要高。梨子多酚的實驗數據提升，驗證發酵後可有效提升

梨的多酚含量。雖梨本身已含有營養素，但發酵可將梨中的營養素分子變小，使人體更好吸收，

而發酵飲品亦可以解決梨子生產過剩或是一些賣相較差被棄置的嚴重問題。梨子具有治療發燒，

咳嗽，哮喘和慢性皮膚病的功效，亦有止咳祛痰的作用，梨子的葉子和樹皮可以用於傷口癒合。

梨子本身富有維生素 C，抗壞血酸，是抗氧化劑，其熊果素更可作為皮膚美白劑。梨皮與梨葉

含有豐富的植化素多酚，值得做為天然植物藥及天然健康發酵食品的開發。 

伍、結論 

一、 《內經》五色「白」是白色，「白」為部首，也是姓氏之一，英文翻譯為 white，對應

《內經》五臟「肺」。 

二、 梨子，是世界生產量第四大的水果，中國更是梨果生產大國，梨又有「果宗」的別稱。

梨子與蘋果的蒙古語都稱為：阿里馬（Alima）。108梨為薔薇科蘋果亞科梨屬（Pyrus）

梨亞屬植物，梨子被分成兩大類別， 

1. 西洋梨 

2. 東方梨：（1）秋子梨（安梨、香水梨、南果梨皆屬於秋子梨，主要產在東北、烏蘇里

江）。（2）沙梨（水梨、日本梨、亞洲梨、蘋果梨皆屬於沙梨體系，主要產在長江、

珠江流域及東北）。（3）新疆梨（庫爾勒香梨、主要產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4）白

梨（是由秋子梨與沙梨雜交產生的白梨亦被列為主要品種之一：鴨梨、雪花梨皆屬於

白梨，主要產於山東、河北、河南、中國北方）。（5）台灣有一個原生種，稱為台灣

野梨。 

                                                           
107 研究中採用無糖發酵及益生菌植菌技術，用以提升發酵之梨子（含皮）之總多酚數。 
108 中國邊政協會，《2014 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邊疆研究論文集》（臺北：致知學術出版，2016）頁

1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906636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8%AD%E5%9C%8B%E9%82%8A%E6%94%BF%E5%8D%94%E6%9C%83/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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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食用最多的梨子是： 

1. 歐洲的巴梨屬於西洋梨。 

2. 東方梨中的沙梨其改良品種又稱為新世紀梨、二十世紀梨。而台灣吃的梨雖分為低海

拔梨跟高海拔梨兩大類，但主要品種亦是沙梨。 

四、 梨的起源很可能是在中亞，在中國西方及南方的山脈區域，從小亞細亞到印度，然後

經過長期的演變並擴展到東方及西方，其與蘋果的起源地相近。梨子與蘋果的外觀相

近，親緣關係也是最近的，雖然梨樹跟蘋果樹很相似，但用蘋果樹是無法嫁接栽種梨

子。西洋梨最初的野生種可能果實太小太硬太粗糙，不適合直接食用，而後經過長久

的雜交過程，才出現了可食用的西洋梨果實。最早栽培種的梨可能起源於俄羅斯南部，

再傳入新月沃土，再往旁擴散傳入希臘、義大利、西歐，而後由羅馬人將梨引入了英

國。 

五、 在中醫及西方世界中對於梨用於食療及藥用記載相當豐富，在《本草綱目》記載許多

藥方，也為梨對潤肺解毒有紀錄：「梨有治風熱、潤肺涼心、消痰降火、解毒之功也。

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六、七。梨之有益，蓋不爲少，但不宜過食爾」。古希臘詩人

賀盟（Homer）描述梨子是來自神賜的禮物（gifts of God）。印度阿育吠陀傳統醫學

裡，梨在民間稱為 Bagu-goshaa 或是 Naakh，又於印度本草（The Indian Materia Medica）

中記載對人身體健康具有提升免疫系統的能力。 

六、 白色梨子入肺：雪梨其白色入肺的印象深入人心，梨子入肺的功效得到許多的醫學證

實，如亞洲梨果膠之實驗證實，可以抑製過敏性哮喘反應，又秋子梨有治療發燒，咳

嗽，哮喘和慢性皮膚病的功效，秋子梨的葉子萃取含有可以抑制發炎細胞因子和免疫

刺激，並改善皮膚炎症狀，可做為治療皮膚炎的天然物來源，秋子梨其豐富的酚酸類

抗氧化物，可以作為抗衰老的食物及藥物的應用上。 

七、 藥食同源、食物為藥_果皮及劑量是關鍵：自古以來一直有藥食同源的理論。《本草

綱目》、《神農本草經》及歷代本草中皆登錄許多藥材同時也是食物。然而，目前藥

食同源皆仍以藥物為主，本論文希望借由此研究來提倡以食物為藥的食療精神、讓預

防醫學及「治未病」能於日常生活中體現。從研究整理中，梨子的現代醫學文獻皆有

類似結果，如：隨著梨子品種的不同，多酚的含量也會有所不同，測試中果皮較果肉

含有豐富的總酚、總類黃酮素和總三萜，並且顯示果皮具有較強的抗氧化和抗發炎的

活性。而對空汙細懸浮微粒（PM2.5）造成的肺部傷害上，研究以梨為主藥材的清濁

潤肺化濁活血湯一中藥，對 PM2.5 致肺損傷小鼠炎症的反應及組織病理學的影響，探

討中藥防治霾致肺損傷的可能機制。實驗證實，清濁潤肺化濁活血湯可降低 PM2.5 引

起的肺部炎症反應和組織損傷，隨著中藥濃度的增加，效果更明顯，隨著劑量的增加，

肺組織的病理變化更好。 

八、 本研究中主要的關鍵除了果皮外，另外一個關鍵是食用劑量，欲達到護肺及治療效果

需服用大量的水果，研究中皆提到劑量越高效果越好，劑量成為一重要的醫學與食療

食用上的重要分水嶺。如何食用大劑量的梨子來治未病，在現今生物科技發達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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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就成為一門相當重要的學問，研究中也曾發現梨提取物及原兒茶酸能顯著抑制黑

色素含量和細胞酪氨酸酶活性，推測梨可能是一種有效的皮膚增白劑，而梨本身有潤

肺的功效，與《內經》「白色入肺、主皮毛」更是有所呼應。就技術方面來說，濃縮

萃取、奈米化、或是提升人體吸收率等，甚至是創新的無糖發酵技術，皆是讓水果提

高應用效能的重要技術。目前無論國內外，大部分水果皆採用糖類的添加，而此做法

並不符合人類的身體健康，若本論文之梨子，能以現今創新的生物科技，例如：無糖

發酵技術，利用益生菌將植化素之總酚提升，使人體更好吸收，不僅吃得更健康，亦

在對於農業中生產過剩及其他棄置問題找到另一種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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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表 1.1 

《內經˙素問》含有「白」字篇章 

篇目 篇  名 內     容 字數 備註 

一 《上古天真論》 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六

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今五

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

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3  

二 《四氣調神大

論》 

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

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 

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稾不

榮。 

2  

四 《金匱真言論》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

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

稻，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

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2 與肺、 

味辛有關 

五 《陰陽應象大

論》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

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為燥，在

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色為白，

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欬，在竅為

鼻，在味為辛，在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

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 

1 與肺、 

味辛有關 

六 《陰陽離合論》 歧伯曰：外者為陽，內者為陰，然則中為陰，

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於隱白，名

曰陰中之陰。 

1  

九 《六節藏象論》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

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

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

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 

1  

十 《五藏生成》 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 

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

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

之見生也。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

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

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 

8 與肺、 

味辛有關 

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

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

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

皆死也。 

十六 《診要經終論》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

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𦊷絕系，絕系

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2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hang-gu-tian-zhen-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i-qi-diao-shen-da-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i-qi-diao-shen-da-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yin-yang-li-he-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liu-jie-cang-xiang-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zhen-yao-jing-zhong-lun/zh?searchu=%E9%9D%92&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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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 篇  名 內     容 字數 備註 

十七 《脈要精微論》 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

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 

4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

以長為短，以白為黑，如是則精衰矣。 

十九 《玉機真藏論》 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

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 

3 與肺有關 

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

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脈

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

毛折，乃死。 

  

二十一 《經脈別論》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㾓心，厥氣留薄，

發為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 

1  

二十二 《藏氣法時論》 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1 與肺有關 

二十八 《通評虛實論》 腸澼下白沫何如。 1  

三十九 《舉痛論》 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

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1  

四十二 《風論》 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

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 

2 與肺有關 

四十四 《痿論》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

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 

肺熱者，色白而毛敗； 

2 與肺有關 

四十七 《奇病論》 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

病甚。 

1  

四十八 《大奇論》 脈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

也，五色先見黑白壘發死； 

1  

五十六 《皮部論》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視其部中

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其色多青則痛，

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

則寒熱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陽主外，陰主

內。 

1  

五十七 《經絡論》 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

同，其故何也……心赤，肺白，肝青，脾黃，

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 

2 與肺有關 

五十八 《氣穴論》 目瞳子浮白二穴。 1  

六十二 《調經論》 血氣未並，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

微泄。 

1  

六十七 《五運行大論》 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氣

為成，在藏為肺，其性為涼，其德為清，其

用為固，其色為白，其化為斂，其蟲介，其

政為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

其味為辛，其志為憂。 

1 與肺、 

味辛有關 

六十九 《氣交變大論》 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化氣不政，生氣

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

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

星。 

14 與肺有關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jing-mai-bie-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tong-ping-xu-shi-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wei-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qi-bing-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da-qi-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qi-xue-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diao-jing-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wu-yun-xing-d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qi-jiao-bian-d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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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冤，胸痛引背，兩脇滿

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收氣峻，生氣下，

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

側，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

應太白星。 

  

歲木不及，燥迺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晚榮，

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悉萎蒼乾，上應太

白星，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

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其穀蒼。上臨陽明，

生氣失政，草木再榮，化氣迺急，上應太白

鎮星，其主蒼早。復則炎暑流火，濕性燥，

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

熱瘡瘍疿胗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

堅。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食

甘黃，脾土受邪，赤氣後化，心氣晚治，上

勝肺金，白氣迺屈，其穀不成，欬而鼽，上

應熒惑太白星。 

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胸脇暴痛，下引

少腹善大息，蟲食甘黃，氣客於脾，黅穀迺

減，民食少失味，蒼穀迺損，上應太白歲星。

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胸脇暴痛，下引

少腹善大息，蟲食甘黃，氣客於脾，黅穀迺

減，民食少失味，蒼穀迺損，上應太白歲星。

歲金不及，炎火迺行，生氣迺用，長氣專勝，

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民病肩

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氣迺後，上應太

白星，其穀堅芒。 

七十 《五常政大論》 其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

商，其物外堅，其數九。 

9 與肺、 

味辛有關 

  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

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

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明曜

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衂，從火化也 

  

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

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

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

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其色

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

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色白青丹，

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其

藏肺肝， 

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

大暑以行，欬嚏鼽衂鼻窒，曰瘍，寒熱胕腫。

風行于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

不通，其主暴速。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wu-chang-zheng-d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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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衂鼻窒，

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 

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

其穀白丹。 

七十一 《六元正紀大

論》 

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為雨，迺長迺化迺

成，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 

15  

  燥極而澤，其穀白丹，閒穀命太者，其耗白

甲品羽，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 

  

二之氣，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

不勝濕，雨迺零，民迺康。 

四之氣，涼迺至，炎暑閒化，白露降，民氣

和平，其病滿身重。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

政，陽氣退辟，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原野昏霿，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

雨數至，物成於差夏。感於寒濕，則民病身

重胕腫，胸腹滿。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

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

草木凝煙，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

令。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

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

濕化迺行，時雨迺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

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 

歧伯曰：土鬱之發，巖穀震驚，雷殷氣交，

埃昏黃黑，化為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

洪水迺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夜零白露，

林莽聲悽，怫之兆也。陽光不治，空積沈陰，

白埃昏暝，而迺發也，其氣二火前後。 

厥陰所至為飄怒太涼，少陰所至為大暄寒，

太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少陽所至為飄風

燔燎霜凝，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太陽所至為

寒雪冰雹白埃，氣變之常也。 

太陰所至為沈陰，為白埃，為晦暝。 

七十二 《刺法論》 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 2 與肺有關 

  煉白沙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

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

無疫幹也。 

  

七十三 《本病論》 久而化鬱，即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脅

滿悲傷，寒鼽嚏嗌乾，手拆皮膚燥。 

4  

  金運承之，降之不下，抑之變鬱，木欲降下，

金承之，降而不下，蒼埃遠見，白氣承之，

風舉埃昏，清躁行殺，霜露復下，肅殺布令。 

  

民皆旨倦，夜臥不安，咽乾引飲，懊熱內煩，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liu-yuan-zheng-ji-d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liu-yuan-zheng-ji-d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ci-f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ben-bing-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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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暮，暄還復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鬱，

天清薄寒，遠生白氣。 

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

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

白屍鬼見之，令人暴亡也。 

七十四 《至真要大論》 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

陰同候。 

7  

  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

鼽衂，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 

  

上支兩脇，腸鳴飱泄，少腹痛，注下赤白，

甚則嘔吐，鬲咽不通。少陽之勝，熱客於胃，

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飢，耳痛溺赤，

善驚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乃屈，

少腹痛下沃赤白。 

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衂嗌塞，心鬲中

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少陽在泉，客勝

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

熱反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

少陰同候。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

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 

七十六 《示從容論》 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

矣。 

1 與肺有關 

八十 《方盛衰論》 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

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 

  

《內經˙素問》 白字 96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zhi-zhen-yao-da-lun/zh?searchu=%E9%BB%84&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hi-cong-rong-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fang-sheng-shuai-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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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內經˙靈樞》含有「白」字篇章 

篇目 篇  名 內     容 字數 備註 

一 《九鍼十二原》 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 2  

二 《本輸》 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趾之端內側也，

為井木；溜於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

中也，為滎；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

為俞； 

4  

四 《邪氣藏府病

形》 

歧伯答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

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

者，其脈石。 

1  

五 《根結》 太陰根于隱白，結於太倉。少陰根於湧泉，

結于廉泉。厥陰根於大敦，結于玉英，絡於

膻中。 

1  

六 《壽夭剛柔》 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斤，乾薑

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嚼咀，漬酒中，

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並內酒中，置酒

馬矢熅中，封塗封，勿使泄。 

1  

七 《官鍼》 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

勿取。 

1  

九 《終始》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

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 

2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  

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

乃死。 

  

十 《經脈》 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趾之端，循趾內側白

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

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前廉，入

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吞本，散

舌下； 

1  

十三 《經筋》 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

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

中，高下以坐等。 

1  

二十三 《熱病》 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

太淵、大都、太白。 

1  

三十七 《厥病》 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

取之大都、大白。 

1  

四十四 《決氣》 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

痺，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

脈空虛，此其候也。 

1  

三十八 《逆順肥瘦》 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視其白

黑，各為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

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2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jiu-zhen-shi-er-yua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ben-shu/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gen-jie/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hou-yao-gang-rou/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guan-zhe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jing-ji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re-bing/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jue-bing/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jue-qi/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ni-shun-fei-shou/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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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 篇  名 內     容 字數 備註 

四十四 《順氣一日分為

四時》 

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徵，其日

庚辛，其味辛。 

1 與肺、 

味辛有關 

四十七 《本藏》 白色小理者，肺小；麤理者，肺大。 2 與肺有關 

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 

四十九 《五色》 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謂五官……

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

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攣，寒甚為皮不

仁……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

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

為脾，黑為腎。 

4 與肺有關 

五十 《論勇》 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 1  

五十四 《天年》 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

定，腠理始疏，滎貨頹落，髮頗斑白，平盛

不搖，故好坐； 

1  

五十六 《五味》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

色宜苦，白色宜辛。 

2 與肺、 

味辛有關 

肺白色，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五十九 《衛氣失常》 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

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 

2  

六十 《玉版》 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

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

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

也。歧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

是一逆也 

3  

六十一 《五禁》 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乃後下血衄，

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

是謂五逆也。 

1  

六十四 《陰陽二十五

人》 

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方面

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

外，骨輕。 

2  

六十五 《五音五味》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

肺，色白味辛，時秋。 

2 與肺、 

味辛有關 

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

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

多血； 

七十一 《邪客》 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

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於

本節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並

注，其氣滑利 

1  

七十四 《論疾診尺》 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 2 與肺有關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

黑在腎。 

七十九 《歲露論》 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

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 

1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hun-qi-yi-ri-fen-wei/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hun-qi-yi-ri-fen-wei/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tian-nia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yu-ba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wu-ji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yin-yang-er-shi-wu-re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yin-yang-er-shi-wu-re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xie-ke/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sui-lu-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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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 篇  名 內     容 字數 備註 

八十 《大惑論》 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

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

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並

為系。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

陽也。 

2  

《內經˙靈樞》 白字 46  

 

https://ctext.org/huangdi-neijing/da-huo-lun/zh?searchu=%E7%99%BD&searchmode=showall#result


徵稿啟事 55 

-

一、 本學報以刊登未經發表或出版之學術論著為限，不接受報導性文

章、翻譯文稿、進修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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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報大體上依循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撰寫格式。文

稿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請勿加上任何語法。其中有關稿件

版面、正文、引用文獻、參考文獻的重要規範如下： 

壹、稿件之版面規格 

一、所有稿件皆應依以下之順序撰寫 

（一）中、英文標題頁 

1.中文稿件中文標題頁在前，英文標題頁置於全篇末。英文稿件則相反。 

2.標題頁內含： 

(1)篇名：英文篇名除冠詞、介系詞外，第一字母均應大寫。 

(2)摘要（Abstract）：中文摘要約三百字到五百字，以不分段呈現為原則。 

(3)關鍵詞（Keywords）：中文由小到大依筆劃、英文按字母順序排列，以三到五

個為原則。 

（二）論文 

1.正文：表（Table）、圖（Figure）、註解請置於文中。 

2.參考文獻（References） 

3.附錄（Appendix） 

二、本刊為雙向匿名審查，請勿於投稿本文中出現作者姓名或任何足以辨識作者身分

之資料。 

三、稿件之版面規格為 A4 紙張電腦打字，word版面設定上下邊界為 3.6cm，左右邊界

為 1.7cm，並指定行與字元之格線，每頁 33行，每行 41字，每頁需加註頁碼。中

文稿件每篇字數以 20,000 字為上限，英文稿件以不超過 10,000 字為原則（包含摘

要、關鍵詞、正文、圖表、註解、參考文獻、附錄等）。頁數以 25 頁上限為原則，

彩印如超過 2 頁，作者須支付每頁 1000 元為印刷費用。 

四、中文字型一律採用新細明體，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全形字；英文字型一律為 Times 

New Roman，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半形字體。除各項標題外，內文不分中英文均



撰稿頇知 57 

為 12 點字體。 

五、文中凡人名，若為外來者，應逕用原文呈現；專有名詞若為外來者請使用慣用之

譯名，並於第一次使用時以括號標註原文，若無慣用譯名時，應逕用原文。 

六、統計數值以四捨五入法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為原則。 

貳、正文規格 

一、中文標題 

（一）文章篇內的節次及子目，以五個層次為原則，選用次序為： 

壹、（16 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一、（14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齊左） 

 （一）（12 級字體，新細明體，粗體） 

  1.（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標題本身之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 

   (1)（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標題本身之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 

（二）第一、二、三級標題上下各空一行。連續有二級標題時，中間只空一行。第四

級（含）以下標題上下不空行。 

（三）標題若逢頁尾最後一內行，應移至次頁首行。 

二、英文標題 

（一）文章篇內的節次及子目，以三個層次為原則，選用次序為： 

Introduction（18 級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 

Barriers to Inclusion（14級字體，Times New Roman，粗體，齊左） 

Limited Time for Planning and Training（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斜粗體） 

Principal’s Attitude（12級字體，Times New Roman，斜體） 

（二）第一、二、三級標題上下各空一行。連續有二級標題時，中間只空一行。第四

級標題與內文同列不縮排。 

（三）標題若逢頁尾最後一內行，應移至次頁首行。 

參、引用文獻格式 

一、內文引註 

單頁－作者（出版年份, p.頁次）或（作者，出版年份, p.頁次） 

多頁－作者（出版年份, pp.頁次-頁次）或（作者，出版年份, pp.頁次-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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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僅一到兩人 

1.作者：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僅列姓氏。論文年份：均使用西元年份。 

2.文獻在同一段落中重複引用時，第一次頇需完整註明，第二次以後可省略年份；

若在不同段落中重複引用時，則仍需完整註明。 

蕭顯勝（2004）發現…… 

（蕭顯勝，2004）發現…… 

王麗雲與潘慧玲（2000）進行研究…… 

（王麗雲、潘慧玲，2000）進行研究…… 

Bowlby（1969）提出…… 

（Bowlby, 1969）提出…… 

Hazan 與 Shaver（1987）…… 

（Hazan & Shaver, 1987）…… 

（二）作者為三人以上：僅需寫出第一位作者，再加上「等」字。 

李明濱等（1993）…… 

（黃永廣等，2003）…… 

Altermatt 等（2002）…… 

（Hong et al., 2004）…… 

（三）作者為團體或機構時，第一次出現寫出全名，再備註簡稱，第二次之後即可使

用簡稱： 

……而且英國的教育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 

2003）甚至提供……，……以便用來評量學生的進步情形（DfES, 2003）。 

（四）引用文獻為英文作者時，若有兩筆文獻之第一作者姓氏相同時，頇列出第一作

者「名字」簡稱： 

學者 I. Light（2006），以及 M. A. Light 與 Light（2008）針對……。 

（五）同時引用多筆文獻時，依中文、日文、英文之順序排列；中文作者按筆劃排序，

英文則依字母排序。 

許多研究（包美伶，1989；吳幼妃，1980；吳培源，1978；林美秀，1993；

陳麗桂，1994；曹博盛，2003；楊國樞、楊有為、蕭育汾，1974；Hart & Risley, 

1992；Tabors, Roach, & Snow, 2001）指出……。 

（六）同時引用同作者同年代多筆文獻時，應以 a、b、c……標示，並依此排序： 

Peerenboom（2000a, 2000b）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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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引用翻譯文獻時： 

（原作者，原著出版年份/譯本出版年份） 

（Author, PY of Original Work/PY of Translated Work） 

（Bourdieu, 1972/1977）…… 

（八）若引文超過四十字，則頇另起一段，中文稿件改為標楷體 12點字體、英文稿件

改為斜體 12點字體，左右縮排兩字元，與正文間前後空一行： 

Esteve（2000, p. 197）在〈二十世紀末的教師角色轉變：未來的新挑戰〉一文

中指出： 

過去二十年在社會、政治、經濟的改變已經轉化了我們的社會結構，

教育系統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這不只關係到師生數量的增

加，……，也需改變教學的角色及重新定位教學方法以適應新情境。 

二、參考文獻 

必頇全部列舉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文獻順序以中文文獻

在先、外文文獻在後。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順序排列，外文文獻則依作者姓氏字

母順序排列。每個作者第一行由第一格開始寫，第二行中文內縮二個字；英文內縮四

個字母。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應另提供參考文獻之 DOI號（以網址的形式呈現），以

及中文參考文獻之英譯資料。 

（一）期刊與雜誌類，資料順序：作者（年代）。篇名。期刊（雜誌）名稱，卷（期），

頁數。 

1.作者為一到二十位：需全列出作者姓名 

張鑑如（2002）。推動親子共讀之研究。國民教育，42（5），43-49。 

宋曜廷、劉佩雲、簡馨瑩（2003）。閱讀動機量表的修訂和應用。測驗年刊，46，

22-38。 

潘慧玲、王麗雲、簡茂發、孫志麟、張素貞、張錫勳、陳順和、陳淑敏、蔡濱

如（2004）。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指標之發展。教育研究資訊，12

（4），129-170。 

Olson, L. (2004). The United Kingdom: An educator’s guide. Education Weekly, 

23(34), 22. 

Ayduk, O., Mendoza-Denton, R., Mischel, W., Downey, G., Peake, P., & Rodriguez, 

M. (2000). Regulating the interpersonal self: Strategic self-regulation for coping 

with rejection sen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77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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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十一位（含）以上作者群，則僅列出前十九位與最後一位作者姓名，中間以

「…」連接 

Céline, H., Anneke, T. V.-V. S., Bradley, P. C., Geert, V., Liesbeth, R., Jenneke Van 

Den, E., Janneke, H.M. S.-H., Carlo, L. M., Marjolein, H. W., Lisenka E.L.M. 

V., Helger, G. Y., Madhura, B., Meredith, W., Kali, T. W., Helena, M., Ann, N., 

Göran, A., Marco, F., Paolo, B., …Nathalie Van der, A. (2014). A SWI/SNF 

related autism syndrome caused by de novo mutations in ADNP. Nature 

Genetics, 46(4), 380. https://doi.org/10.1038/ng.2899 

（二）書籍類，資料順序：作者（年代）。書名（版數）。出版社。 

1.個人為書籍作者：作者人名的寫法請參照期刊類規定 

陳麗桂（1991）。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聯經。 

吳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教育績效責任研究。高等教育。 

Jennings, J. F. (1998). Why national standards and tests? Politics and the quest for 

better schools. Sage. 

Hammill, D. D., Brown, V. L., Larsen, S. C., & Wiederholt, J. L. (1981). Test of 

adolescent language. AGS. 

2.團體機構作者，需列全名 

教育部（2001）。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作者。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1993). Learning to succeed. Heinemann. 

3.編輯的書本 

光佑文化編輯部（主編）（1996）。幼兒教育模式－世界幼教趨勢與臺灣本土經

驗。光佑文化。 

Chippendale, P. R., & Wilkes, P. V. (Eds.). (1977). Accountability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4.收錄於書中的一章：作者（年代）。篇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頁碼）。出

版商。 

林清江（1992）。我國教師職業聲望與專業形象之調查研究（第三次）。載於中華

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兩岸教育發展之比較（pp. 1-73）。師大書苑。 

Clarke-Stewart, K. A. (1984). Programs and primers for childrearing education: A 

critique. In R. P. Boger, G. E. Bloom, & L. E. Lezotte (Eds.), Child nurturance, 

vol. 4: Child nurturing in the 1980s (pp. 125-155). Plenum Press. 

https://doi.org/10.1038/ng.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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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翻譯類書籍 

Rowling, J. K.（2001）。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彭倩文，譯）。皇冠。（原

著出版於 1999 年）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N. 

Richard, Trans.).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5) 

（三）其他研究報告或論文 

1.未出版之碩博士學位論文 

黃美芳（2002）。美國學校教育績效責任制及其在我國實施可行性之研究（未出

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臺北市。 

Malkus, A. J. (1995).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school-age children: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xiety, locus of control, and 

perceived competenc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2.會議／專題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中文論文不論是發表於一般會議或是專題研討

會，其格式一樣，英文則有不同，詳見下例） 

(1)載於專題研討會論文集 

張子超（1998）。從環境教育觀點談中小學海洋教育之目標與推行。載於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主辦之「國際海洋年海洋之心研討會」論文集（pp. 62-70），

基隆市。 

Chang, T.-C. (1998). Analyzing the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fro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erspective. I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Ed.), Symposium of 

“Ocean Love of International Ocean Year” (pp. 62-70), Keelung, Taiwan. 

(2)發表於專題研討會但未出版 

Frances, R., & Helen, F. (2001, April). Teac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duct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J. Clandinin (Chair), 

Examin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narrative practices i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eattle, WA. 

(3)發表於會議但未出版 

蘇錦麗（2003，3 月）。美國大學校務評鑑認可標準之探析－以 WASC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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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於大學校院品質指標建立之理論與實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Lanktree, C., & Briere, J. (1991, January). Early data on the Trauma Symptom 

Checklist for Children (TSC-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the Abuse of Children, San Diego, CA. 

3.委託／贊助研究報告 

(1) 沒有計畫編號者  

李保玉（1992）。山地與一般地區學前兒童語文學習能力之研究。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委託報告。南投縣：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2) 有計畫編號者  

邱上真、洪碧霞（1997）。國語文低成就學生閱讀表現之追蹤研究（II）－國

民小學國語文低成就學童篩選工具系列發展之研究（II）。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86-2413-H-017-002-F5）。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4.出自特定資料庫之報告 

Becher, R. M. (1984). Parent involvement: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principles of 

successful practice.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ED247032) 

（四）網路資料 

黃以敬（2004，2 月 23 日）。從小學到大學，面臨新生荒。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 com.tw/2004/new/beb/23/today-libe4.htm 

Walker, A. (2019, November 14). Germany avoids recession but growth remains 

weak.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04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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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稿日期  論文編號 (負責單位填寫) 

字數／頁數  語文類別 
□中文 □英文 

□其他（須加附中譯本）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二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三作者 
中文  

英文  

第四作者 
中文  

英文  

通訊作者 

(必填) 

姓名： 

E-mail： 

電話：(O)     (H)      行動電話： 

地址： 

由投稿者推薦合宜該領域之審稿者名單 

建議審查者名單 
（至多3名） 

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學術專長 

1      

2      

3      

一、 本篇著作未曾以任何方式出版或發行，且無一稿多投、抄襲、未適當引註等情況。

如有不實而致使貴學報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本文是否改寫自碩博士學位論文(以原語文及其他語文亦涵蓋)？  □否 

□是 □碩□博士論文;學校／系所／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發表時間：                                        

如獲刊登，請於文章首頁頁尾加註“本文改寫自學位論文”及上方資訊。             

三、本稿件如獲刊登將授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紙本、光碟片及網路出版方式發行。 

投稿人簽名(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上資料若有更動請告知高雄師大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07-7172930#1150～1152 

備註：本篇論文若為碩博士生以個人名義獨自投稿者，須經指導教授同意。 

 指導教授簽名（親簽）：          



64 高雄師大學報 第五十四期 

 

著作權讓與書 

著作人茲同意將發表於【高雄師大學報】之著作： 

  【請填寫著作名稱】 

 

之著作財產權讓與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著作人仍保有未來集結出版、 

教學及網站等個人使用之權利，如：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四、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用權。 

五、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

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若因審稿、校稿因素導致著作名

稱變動，著作人同意視為相同著作，不影響本讓與書之效力。 

 立書人姓名 ：【            】、【            】 

 身分證字號 ：【            】、【            】 

 通 訊 電 話 ：【            】、【            】 

 電 子 信 箱 ：【            】、【            】 

(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請詳填上項資料，並於下欄簽名；其他作者僅需於下欄親自簽名) 

立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著作權諮詢電話：(02)8228-7701 轉 27  Email：copyright@air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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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報編輯委員組織 

及審查要點 

83.4.12 八十二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92.3.12 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93.3.17 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1.16 一 0 五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2.11 一 0 八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濃化學術研究風氣，提昇研究知能，特設置高雄師大學報編

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負責本校學報有關之集稿、審稿、刊印、發行等工作。 

三、 高雄師大學報為半年刊，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各出刊一期。 

四、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三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究發展

處處長、圖書資訊處長等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學

報專業分類，邀請各領域校內外學者專家簽請校長獲准後，聘任之。

惟全部委員應有三分之一（含）以上之校外人士。 

五、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員，綜理學報各項事宜。三類學報各

置主編一人，原則由各該領域學有專精之委員擔任，負責該類學報

之實際發展與議題規劃。三類學報各置執行編輯一人，協助主編交

辦之編審事宜。各類聯繫及出版事務統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負責。 

六、 本委員會負責編審事宜，每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以電子郵

件等媒介進行討論。 

編輯委員執行編務視為機密，各委員應遵守專業道德，不得自行對

外公開審查作業之相關資料。 

學報之付印、校對、發行等事宜，委請教務處綜合業務組辦理； 

學報交換事宜，委請本校圖書資訊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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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文稿審查作業流程如下： 

1. 採雙向匿名制 

2. 初審：由執行編輯就本學報所要求之外在形式條件審視。通過初

審之稿件即送本委員會進行外審事宜。 

3. 外審：由主編和所屬編輯委員討論推薦二位審查學者後進行。 

4. 審查結果分為：推薦刊登、修改後可刊登、修改後再審、不宜刊

登等四種。 

5. 決議：外審意見彙集後，本委員會應針對外審意見進行討論，按

推薦刊登、修改後可刊登、送第三人審查、修改後再審、不宜刊

登等五種意見做出決議。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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