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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時代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看」的時代，文字、數字

和圖像的訊息，隨時環繞在我們四周，不論在地球

上的任何角落，資訊透過各種管道無遠弗屆，人們

可以快速且零時差地目睹世界的變化；身為地球村

的公民，我們不得不學會看懂各類文字、數字與圖

像所呈現的意念與涵義。視覺藝術在這個全球資訊

化的時代如何立足呢？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它，更新

我們對它的認知。

假若藝術是一個涵蓋人類各種美的物品與現象

的集合名詞，那麼學習視覺藝術就可解釋成一種探

索文化形式和構成的活動。視覺藝術有別於舞蹈、

戲劇或音樂等表演受限於「時間」的條件，它的特

性是人們藉由各種手法呈現出有形的、能流傳的文

化物件。由此，我們可將視覺經驗細分成純藝術、

流行文化、物質文明、傳統工藝以及非主流或異文

化等範疇：現今學校中的美術課程大多依循這個分

類原則，引導學生體會與創造視覺經驗。然而，這

不是認識視覺藝術唯一的法則，如果我們強調「觀

看」的動作並提升視覺認知在人類活動中的重要

性，那麼從事視覺活動就不是藝術家的專利，人人

都可成為視覺工作者（visualizer），視覺學習活動

亦不限於欣賞與創造，還包括分析與探究。當藝術

擺脫詩意與個人表現的刻板印象之後，它便能像

文字或數字一樣，列入「符號形式分析（symbolic 

forms of analysis）」的研究之林。其實，近年來視

覺研究（visual research）已出現這種趨勢，各地學

者從社會學、人類學、比較文學等角度分析視覺符

號（或圖像）與環境的關係，此類研究無地域的限

制（Rose, 2007; Sullivan, 2010），視覺數據（visual 

data）的取得也符合科學研究的準則，它的研究成

果呈現了視覺訊息的人文現象，但是它並不一定和

美術創作產生關連，而是以視覺為媒介進行人文研

究。站在通識教育的立場，我們支持這樣的論述。

視覺研究的特色之一是利用圖像來解釋數字

（數據）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在今日資訊氾濫的

時代，人們需具備解讀與判斷身邊各種數字訊息的

能力；大學生有必要學會一些技巧來理解錯綜複雜

的數據圖表和分析圖，比如：將數據以圖像的方式

顯示出來，或是解釋圖表中數字的意義。有趣的

是，美術或設計科系的課程並不涵蓋這個部分，一

般的通識課也沒有涉及多重能力、跨學科（領域）

的課程，但是當代社會中這種能力卻日顯重要。我

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知識分子應具備「量化」型

視覺思考的能力，以便看懂各種商業報表或社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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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圖說。因此，在 2008年任職於美國喬治亞大

學（University of Georgia）美術教育系的席哲斯蒙

教授（本文作者）與室內設計系的 Thom Houser教

授針對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合開了一門新課

「ARTS2100 Strategic Visual Thinking（視覺思考的

策略，ARTS2100是這門課的代碼）」，介紹基本的

統計分析、問卷設計以及圖解的功能與製作方法。

開設新課程的緣由

喬治亞大學在 2008年度修訂了新的課程標

準，規定大學部學生必須選讀五大領域的通識課

程，分別是（一）基本常識、（二）科學、（三）數

字與推理、（四）語言與文化（或藝術與人文）、

（五）社會科學。學校刻意打破傳統科系的疆界，

讓通識課程成為跨學科的知識交流平台，另外，課

程委員會鼓勵院系合作，讓教授們聯合開發非典

型、跨領域、並挑戰傳統知識的課程。ARTS2100

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誕生，當時在學校是創舉，時

至今日它仍是唯一的一門由藝術學院提供之數字與

推理領域通識課。這門課依照該領域的能力指標，

期望學生能 —

‧  運用文字、數字、圖像或符號，解釋數學的觀念

和想法。

‧  辨識各種情況下的數學與數字問題。

‧ 整合文字、數字、圖像或符號間的對應關係。

‧  推敲不同的方法（如：歸納、演繹與概念化

等），處理複雜的量化問題。

‧  選擇適當的科技輔具，針對問題進行分析、評判

與整合。

‧  掌握數據的特性，傳譯、評量、解析並歸納其邏

輯與意義。

‧  應用量化原則與科學方法，探討自然或環境的

議題。

‧  研判量化分析與數學概念對科學、社會與個人生

活的影響。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10）

除了以上的能力指標，ARTS2100還強調藝術

知識與視覺溝通的能力，譬如，如何透過平面設計

的工具來蒐集、呈現或解讀數據，或是以圖表呈現

出來的數據如何幫助人們理解生活事物等。課堂作

業的類型主要是教導學生製作與執行問卷調查，以

便管理、分析、研判與呈現所收集到的數據；同

時，我們要協助學生了解最近的兩個世紀，視覺知

識（經驗）或圖像是如何改變人類的社會與文明。

新課程的基石

從二十世紀起，高等教育的辦學原則之一是

培育大學生基本的藝術與人文素養，因此，美國的

大學生要熟悉西方文明中的各項文化傳統；然而，

上個世紀末，學者們已意識到學習文化傳統不應自

限於歐美，而要走向多元化、全球化，從 Edmund 

Feldman 所 著《Varieties of Visual Experience（ 多 元

化的視覺經驗，1972-1992）》在二十年間多次更新

與改版，便可看出時代的更迭影響了需求的面向。

Feldman主張將視覺藝術當成創意論壇，任何入門者

不需有專業的技術或廣博的藝術史知識都可自由參

與，他寫書的目的不是以專家的口吻傳遞知識，而

是「邀請讀者與作者對話」（1992, p. 10）。這個互動

的概念改變了藝術入門課的教學觀，Feldman在書中

演示了如何用眼睛來觀想，而非背誦藝術的知識。

《多元化的視覺經驗》初版發行 11年之後，時

任耶魯大學統計系的 Edward Tufte教授發表了《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量化資訊

的視覺呈現法，1983）》一書， 提出兩大論點：第

一，當前我們所看到的各種數字資訊，已經複雜到

一般人無法輕易看懂的地步，遑論這些數字所代表

的意義，於是「專家們」為了繼續享有權威，往往

誇大數字的難解程度。Tufte擔憂這種現象會使決策

與社會發展偏向一言堂，違反民主精神。第二，如

果我們具備足夠的圖像辨識力來理解數據所形成的

脈絡，就可看懂以視覺形式呈現的數字及它所傳達

的訊息；相較於枯燥呆板的抽象數字，具象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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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更快速地達到溝通的目的。有了溝通才會

產生思辨與討論，進而發展出知識與對策。

Feldman 與 Tufte 的 論 述 便 是 ARTS2100 著

墨於視覺研究與圖像認知的依據；John Phillips

的《How to Think About Statistics（如何思索統計， 

2009）》則是這門課探討統計觀念的藍本，尤其是

書中教導統計應用在社會科學的部分，幫助我們設

計上課所需的練習題；另外，David McCandless 在

《The Visual Miscellaneum（視覺繪編，2009）》中闡

述視覺傳達的手法與功能，啟發我們安排創意的繪

圖作業。在教學輔具方面，學校的電腦教室提供了

教學所需的軟硬體，我們仍儘量選擇免費的網路資

源，如 Google Drive所儲存的教學檔案、YouTube

中方便的教學短片等等，讓學生在課外也能自主學

習。ARTS2100就在上述的條件下開課。

上課啦！

為了幫助學生理解數學，以便看懂圖像傳達的

數字概念，我們首先引用 George Lakoff 和 Rafael 

Núñez（2000）所介紹的四種算術隱喻法。第一種

隱喻 ─ 算術是歸類的象徵。人們在生活中一直有

歸類的行為，譬如，比較事物的異同、做事情的步

調、收集（納）東西的原則等等。將一群有顏色的

方格擺在一起即是一種歸類，圖 1的畫面中呈現出

穩定與平衡的狀態，就是歸類的結果。

第二種隱喻  ─ 算術是集合的系統。在歸納之

後，人們會運用想像力推敲如何將匯集的物件系統

化。在圖 1出現的十個色格，經過色彩系統化的手

法，排列出圖 2的結果，除了藍色格獨立無所歸屬

之外，其他九格都能依色相配對成色系（紅、灰、

綠、黃）。圖 1到圖 2顯示出邏輯演變的軌跡，但

是，圖 2展示的不是標準答案，每個人可依不同的

歸納原則，將十個色格自由地排列組合，表達出不

同的意念，此呼應了艾斯納所言，藝術有著開放的

特質，因為它沒有硬性的對錯準則（Eisner, 2002）。

第三種隱喻 ─ 算術是測量的工具。人們在建

立量化系統的過程中，會思考單位和數量的問題。

以希臘的神廟為例，當年建造時，工人們不一定能

看懂結構圖，只要標示出建築範圍並給他們一把量

尺，他們便能將石材打造出標準的模組；工程師再

將這些模組依照黃金比例堆疊成令人讚嘆的建築。

1　 隱喻之一：算術是歸類的象徵（作者提供）

3　隱喻之三：算術是測量的工具（作者提供）

2　隱喻之二：算術是集合的系統（作者提供）

4　 隱喻之四：算術是
行動的路徑（作者
提供）

1 2 3 4 5            6

 紅 灰 綠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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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丈量與堆疊的觀念，有如色彩中的明度變化，

色彩的深淺取決於顏色的濃稠度，從圖 3可以一目

了然，數字與濃度成正比。

第四種隱喻 ─ 算術是行動的路徑。時間的印

記會在運算歷程中浮現，人們在計算一個數學題時

要花時間依步驟解題，就像是從 A點旅行到 B點

需要一段時間；我們進一步將此概念抽象化，地鐵

路線圖便呈現了時間的次序，以倫敦的地鐵圖為

例，顏色代表路線、線條代表方向、圓圈代表轉運

站、站與站間的長度則表示兩站的距離（圖 4）。地

鐵的路線圖是不變的，但是旅客看地圖時，會選擇

適合自己的行車路線與轉站方式，並估算乘坐地鐵

所需的時間；當人潮湧入車站時，每一位乘客就照

著預想的路線行進，此即是次序。

有了以上四種隱喻的觀念之後，我們藉由

McCandless 繪 製 的《Immortality（ 放 蕩 人 生，

2011）》來討論圖像的認知（圖 5）。McCandless 選

了 29位活躍於二十世紀且長壽的各界名人，根據

傳記與史料，評估他們一生中的八類指標（各以一

種顏色代表），分別為生活、健康、不良嗜好、人

際關係、信仰（價值觀）、性格、成就、天賦等；

每一指標之下列有多個項目來定義細節，並以色

彩的深淺（五階明度，見 RATING）顯示每一項目

對該人物的重要性。這裡要強調，雖然這張圖的右

端標示出名人們成功且長命百歲的可能條件（見

RECIPE欄），這個統計結果並不代表或推銷任何想

法，是作者戲稱這是「放蕩人生」的原因。讓觀眾

看了這張以色彩呈現的統計圖並自由地解讀，實踐

了 Feldman「邀請讀者與作者對話」的說法。

做作業 — 由知識轉為實務；從數據轉成圖像

開學幾週後，我們發現大學生幾乎沒有執行研

究計畫或寫學術報告的經驗，他們習慣於聽從單一

的指示交作業或是依循直線式的思考與問答，當然

不適應開放式的討論或天馬行空的清談。為了讓學

生儘快進入預期的學習狀態，我們設計了以「我」

為研究對象的作業，每個人要製作一張視覺概念

圖，說明自己成長的歷程，內容涵蓋生命中所遭遇

的人、事、物。製作概念圖迫使他們相互腦力激

盪、分析與整理個人的記憶、標示出記憶的亮點並

歸納其因果脈絡。在討論與分享之後，全班仿照

McCandless的《放蕩人生》整理出大學生的生命印

記，較具代表性的項目有：年代（時間）、學校生

活、重要事件、人、感情世界、信仰與人生哲學、

抱負等等。每一位學生選擇能充分彰顯個人印記的

項目，納入概念圖並闡述理由，再根據自己的個性

和生活模式，採用不同的隱喻法來設計概念圖；善

於人際關係或對心理狀態比較敏感的學生，不想用

數字來顯示自己的優缺點，便從色彩明度的變化入

手。他們也嘗試以不同的圖形來表現不同的印記，

並與同學們檢討與評斷每一種表現法的優劣，最後

以能充分表現自己生命歷程的製圖形式完稿。在斟

酌與溝通之中，學生們練習收集與研究數據、獨立

與批判思考、分析資料與繪製圖表等能力。

圖 6是 Amanda製作的生命之線，她用四種不同

顏色的線條，表現生命各個時期的快樂指數、壓力指

數、對藝術的熱情程度、與對自然的喜愛程度，而年

齡、地點和事件則影響這四條線的波動。Megan（圖

7）用一條橫貫的線表示時間與所對應的年級，大小

不一的圓，表示在不同時期學校對她的重要性，縱式

的長方形表示她在各階段的志願，接著她用三條線代

表各時期父母和兄弟姊妹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最後

在下方的餅圖，說明她的時間被支配的情形（包括家

庭、學校、旅行、朋友、工作等面向）。

Liza將時間軸當作是「行動的路徑」來表現生命

的階段（圖 8）。她小時候快樂的記憶來自家庭生活

和音樂演奏，在青少年尷尬期，她刻意不再參加球類

或音樂活動，也因此不快樂，她重拾信心再度找到快

樂是在高中後期，她迷於美術創作，製作出好作品還

賣出，種種成就讓她決定在大學時主修美術。然而，

從她的生命地圖看到在 19歲時，快樂指數忽然降到

谷底，但 Liza沒有多作解釋，只想呈現一個事實。

當生命地圖被公開展示出來時，觀眾會有千百種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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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蕩人生（Image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David McCandless © 2011）（註：本圖原刊在 McCandless 個人網站，經其同意並提供原圖檔在本刊發表。）

的方式，並循著地圖中其他的線索來解釋 Liza不快

樂的原因。雖然正確答案只有 Liza知道，19歲的懸

念並不影響此地圖傳遞出豐富資訊的價值。Madeline

在小小年紀就經歷許多生死、聚散與離別（圖 9），

她勇敢地將這些事件都標示出來，以紀念當年的心情

故事，音樂則是陪伴他度過生命黑暗期的良藥。

這個年齡層的大學生，生命印記大多顯示出活

力與衝突，但往往會小題大作。學生做這項作業遇上

最大的難題，是將繁瑣且盤根錯節的生命記憶，抽絲

剝繭成符號標示在地圖上，並用圖形與顏色來說明；

經由嘗試與檢討、分析與歸納，他們漸漸掌握到視覺

傳達的要領。同時，他們也學到思辨的法則，像是如

何評估一個事件在生命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觀察

生命發展的模式與慣性。這項作業開啟了同學間較深

層的對話，也讓他們一窺視覺研究的面貌。

看的策略＝知識統整的挑戰

許多學校開設通識大班課（一班數百人），主

要目的並非學習效果，而是可觀的學費收入，學生

們也深信通識課是營養學分，不願盡全力學習。他

們因通識是必修而被迫修課，期末填寫教學評鑑時

通常很無情。這樣的惡性循環，不但澆滅了教學者

的熱情，很多才學豐富的教授也因而怯步；造成通

識課聲譽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任何人（教師或學

生）都不相信通識對專業知識有何助益，此與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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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系是一條鞭式的課程有關。我們在 ARTS2100

所試驗的跨學科聯合授課，實踐了知識整合的精

神，似乎為那些被貼上「枯燥」標籤的通識課找到

一條出路，當然，改革的挑戰來自於學校是否願意

支持並提供行政與教學資源的援助。

ARTS2100介紹視覺研究的立足點，是結合不同

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協助不同思考風格的人「觀想」

事情，再藉由視覺方法深入探索。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需要運用多面向的知識來增進他們對圖像的認

知，此時，大學中豐富的學術資源便顯現出價值。我

們把跨界學習比喻成美術創作中的拼貼技巧，藝術家

把不相關的圖像組合成新的影像，原本彼此陌生的圖

像為了成全此新影像而相互依存，藝術因此而生。我

們期望學生在 ARTS2100之後，能將視覺經驗帶到他

們各自的專業主修領域，並利用視覺方法輔助學習。

Tufte的一句話，優雅地為這門課註腳：「我們尋覓

的⋯⋯是質感豐富的數據、是層次多元的脈絡、以及

一種理解複雜意義的策略」（Tufte, 1983, p. 51）。

9　生命地圖　Madeline Bates © 2011（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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