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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是否記錄過一天之中從起床到就寢，眼睛接收到多少訊息？那些訊息讓我

們印象深刻？那些訊息我們視而不見？那些訊息造成心情上的變化？那些訊息

促使我們學習？如果更深入地探討，我們感受到而且認為有意義的視覺訊息，

是否促使我們進行思考、判斷、理解、或其他的認知活動？被我們忽略的視覺

訊息，是否因我們的疏忽、慣性、或是無法察覺等原因而沒有被看見？

這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部分的人看了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 

(不論是在巴黎羅浮宮的原作或是印刷複製品)，都會感受到畫中人物優雅與美，都會感受到畫中人物優雅與美都會感受到畫中人物優雅與美

妙的表情、姿態、穿著…等等，這些是畫中的主題，我們都注意到了。然而，

這張名畫的價值並不只在於畫中主角的神秘感，達文西將文藝復興時期所發展

出來的透視原理，利用空氣調節法的技巧 (強調景物的描繪法則，是依其與觀

者的距離以及空間中的水氣，造成近者清楚遠者模糊，最遠處變成淡藍色的表

現手法)，巧妙地襯托在蒙娜麗莎的身後，製造出典型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巧妙地襯托在蒙娜麗莎的身後，製造出典型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巧妙地襯托在蒙娜麗莎的身後，製造出典型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

風格的背景。試問，有多少人會第一眼就注意到這幅畫背景的價值？如果沒有

一點藝術方面的知識或訓練，我們大概只能看到美女圖罷了。

人們每天睜開眼睛就開始接受資訊，卻習慣於依照個人特別的興趣、心情、情

境與需求選擇性地「看」東西，這就是我們生活中「看見」的主題，沒注意

到的就是背景。從「蒙娜麗莎」的例子可以知道，主題與背景不是絕對的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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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多元的視覺訊息隨處可見，�005年攝

圖�.�  作者於�005年八月一日在芝加哥取

得的報紙《USA Today》，頭版圖片

的種類包括體育、影劇、太空梭與美

國總統的消息等等，�005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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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是同等重要，只是人們的觀點不同而已。這樣看待世界的態度在東方

藝術中的水墨畫與書法也很重要，譬如：山水畫中將雲氣、溪流瀑布、山間小

徑都省略不畫，取其留白的趣味，供觀者自由想像；書法則利用線條粗細的變

化，交織製造出墨黑與紙白之間多樣的空間造形，這些都是主題與背景相互搭

配的高明藝術，解釋主題與背景的總和才能呈現完整的全貌。生活中被忽略的

視覺資訊也是如此，它們有其意義與價值只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要認識視覺文化，首先需要建立上述「全觀」的態度。視覺文化廣義的解釋，

應為人們眼見物的一切，這些可以被看到的物件或景像，由於人、時、地、

物、事件 (events) 與環境的特殊條件而產生屬於人類文明的意義 (即一種文化

的表徵)，這些意義存在的時間有的很短暫，有的則很長久。視覺文化的組成元，這些意義存在的時間有的很短暫，有的則很長久。視覺文化的組成元這些意義存在的時間有的很短暫，有的則很長久。視覺文化的組成元

素大致包括：純藝術、應用藝術 (包括各種設計)、流行文化以及非藝術的影音

圖�.�  即使是以文字為主的分類廣告，也有版

面設計的意圖，呈現一種視覺的功能，

�005年攝



圖像，這樣的區分方式並非嚴格地將每一種我們看到的視覺資訊硬性地歸類，

而是呈現出視覺資訊交集共生的狀況。以此推論，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地區都

有其視覺文化，每一個人在每一個生命階段也會累積多元的視覺文化經驗。根

據過去的教育和知識基礎，我們比較能夠辨認出純藝術、設計或是其他藝術的

視覺形式與其文化的意義；但是學校教育中並沒有提供我們深入認識流行文化

與非藝術視覺訊息的機會，而這些訊息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與數量遠超過

前述的三類，亦是呈現「當代」文化現象的重要元素。學校教育是否有義務或

責任，提供學生認識多元、全面的視覺訊息的機會，以符合時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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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許多大城市的商業中心都有爭奇鬥豔的廣

告看板，圖為香港灣仔一景，可以看到豐

富的視覺圖像，�00�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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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以報紙來解釋視覺文化的各種元素。每一份報紙都是一個地區當時發生之

各種現象的文獻記錄，除了內容多元之外，還有許多圖像來幫助讀者了解發生

的事，有時圖像則具有吸引讀者的作用。這許多圖像中，非藝術的成份包括：

工商版的圖表、科技版的圖解、各種社會或政治新聞的附圖、天氣圖…等等，

這些都在傳遞視覺訊息，有的是提供專業知識，有的則是述說故事。流行文化

則有：影劇版和體育版的明星照片、流行資訊與廣告，或是當前引起熱烈討論

的事件…等等，此類的圖像通常有著即時的、特定族群喜愛的和引來風潮的特

性，多少都針對「消費者」的意向而形成的。應用藝術 (或者是設計) 涵蓋的

範圍就很廣泛：報紙中到處可見的版面安排、商業廣告、插畫、甚至是介紹產

品或建築所附的圖片…等等，都為了傳達更充足、更貼切的資訊而產生。純藝

術在此並未限於視覺藝術，而是所有的藝術表現形式裡產生的圖像與影像都屬

於視覺文化的範疇，報紙的藝文版中介紹之藝術品、表演、電影…等圖片可作

為代表。讀者應該會發現，即使我們仔細地將視覺文化區分為幾種類別，各類

別間還是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比如：電影海報就含有純藝術、設計、商業行銷

等成分，可以見得「視覺文化」一詞並非僵化的定義，而是解釋當代整體視覺

現象的一個詞彙，我們處在視覺資訊的環境，會因每一個人的觀點和切入角度

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認知和理解，此為當代社會的多元的特性。翻開任何一天

圖�.5  倫敦街上的紀念品小販，您能看到文化的

線索嗎？�005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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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紙，我們會發現各類型視覺資訊的比例，若認真地回想，許多人應該會驚

訝自己是多麼依賴視覺訊息。

如果讓一般的中小學生自由地選擇他們喜歡看的事物，我相信教科書和以文字

為主的印刷物大概不會是首選，現在的孩子習慣從圖像或影像來認識世界，也

就是透過視覺進行學習，譬如：他們愛看漫畫、卡通動畫，上網或玩電子遊

戲，看電視，即使是互動式的學習教材或電子書都會比傳統的文字紙本有吸引

力。這是時代的趨勢，電腦科技、網路與傳播媒體的發達改變了人類傳遞訊息

的習慣，大量的圖像、符號、色彩與動態影像透過各式的媒介進入了我們的生

活，也方便我們將「看」的觸角伸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樣說來，當今的

孩子應該有豐富的視覺經驗，也應有開闊的世界觀和知識觀；但是事實並非如

此，許多教師便持相反的看法，認為現在的學生對文字的敏銳程度已大不如從

前同年齡的學生，學生過度沉浸在各種與課業無關的視覺訊息中，延誤了學習

的效率和效果。真的是這樣嗎？如果大多數的學生都習慣運用視覺能力進行學

習，我們就要進一步地想：視覺文化的概念怎麼運用在教育上呢？本書將逐步

探討視覺文化教與學的問題。

圖 �.6  眼花撩亂的廣告，誰會駐足細看呢？香

港旺角，�005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