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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The Inspiration of an Musical Work

圖1 約翰．凱基（John Cage）

（圖片來源：http://www.newalbion.com/artists）

圖2 柏拉圖（Plato）的「地窖之喻（The Cave Parable）」

（圖片來源：D. Brandt, 2002,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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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哥雅（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 理智之夢產生

怪物 1797-98 細點腐蝕法蝕刻 21.6X15.2CM
（圖片來源：http://www.wga.hu/index1.html）



三、電影虛構的影響力

The Truman Show

J. F. González, 2004, p.

15

四、電影藝術使當代文化現象在

場化

J. F.

González, 2004, pp. 20-21

1.

2.

3.

4.

5.

6.

7.

8.

參、電影虛構與真實之間的
明界暨模稜兩可

一、遊走於虛構與真實間的「戲劇

化認同過程（processes of
dramatic identification）」

J. F. González,

2004, p. 16

D. Bordwell & K.

Thompson, 2001, pp. 66-67

J. F. González,

2004, pp. 16-17

plot

story

D. Bordwell

& K. Thompson, 2001, pp. 66-75

2004b pp.

305-306 & 313-314

The Schindler's List

O s c a r

Schindler

Kin

Wai Michael Siu

K. W. M.

Siu, 2003, pp. 64-73

94

欣賞有譜
Art Appreciation



二、紀錄與虛擬轉化的劇情：「摹

仿（mimesis）」的運用與目的

Documentary

Fiction

Aristotle, 384-322 B.C.E.

4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Wilfredo Pío Leiva” Pascual

D. Bordwell & K. Thompson, 2001,

p. 121

D. Bordwell & K.

Thompson, 2001, pp. 121-123

The Incredibles

D. Bordwell &

K. Thompson, 2001, p. 124

Forrest Gump

Robert Zemeckis,

1952-

D. Bordwell

& K. Thompson, 2001, p. 125

95美育第150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0

圖4 拉菲爾（Rafaello Sanzio） 雅典學園（The School of Athens）

（此圖僅為局部：左為柏拉圖，右為亞里斯多德）

1510 濕壁畫 700X479CM 梵蒂岡博物館 梵蒂岡

（Vatican Museum, Vatican City State）

（圖片來源：http://www.wga.hu/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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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這首音樂作品要求演奏者在四分三十三秒

內一聲不發，而這音樂即來自於在這段時

間內聽眾所發出的一些非預期的聲響。凱

基解釋：「我在嘗試如何安排我的作曲手

法，來讓我自己對於結果如何一無所知

（……）我的企圖就是要除去企圖。（…

…）這種無企圖之音樂的企圖是可以達成

的，只要人們學習去聆聽。如此一來，他

們在聆聽中將會發現他們反而會更喜歡日

常生活中的聲音，勝於喜歡他們時下在音

樂節目中所聽見的聲音（……）」。（R.
Kamien, 2002, pp. 615-616）

2 文內出現的「真實」與「現實」兩詞之意

是相同的，在此之英譯均為reality。

3 柏拉圖藉由「地窖之喻」來解釋兩個不同

世界存在的可能性。那兩個世界分別是：

真實存在的「觀念界」（不同於存於人類

心智中的觀念世界），以及表象的「感官

界」。感官界的一切只不過是「分受」了

觀念界的餘蔭才得以存在。依此類推，感

官現實世界的影像或音像是「分受」了感

官現實世界事物的餘蔭一般。

4 事實上，這件作品的標題既詭調亦模糊，

因為在西班牙文裡， sueño 此字義包含

了「夢」（dream）與「入睡」（sleepi-
ness）兩個意思。因此，此件作品容許兩

種不同的詮釋：探討因理智之夢，或是因

理智的沉睡而產生的危機。本文採用第一

種詮釋，影射「唯理智論」的虛假與危

險。

5 文中的「荒謬美學」意指那種不顧行為倫

理與生命價值的藝術創作或審美愉悅。伍

迪‧艾倫在該影片結束前認清自己是誰，

吐露出他對於以前那種為了藝術不擇手段

的行為感到非常後悔，並做出如下的告

白：「我不是藝術家。我剛剛說了，而我

覺得好自由」（J. Choza & M. J. Montes,
2001,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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