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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院裡的專業攝影教育 在近十年的努力之後 不但沒有令人鼓舞的成果 連僅有的世新大學

攝影組 都遭到裁撤命運 1 但從樂觀角度來看 攝影工業的數位化 或許是台灣相關藝術教育改變

的重要契機 畢竟 無論對當下或最近的未來 透過影像的大眾傳播或藝術表現形式都是主流 而這方

面較為先進的美國經驗 應有許多值得我們參考 借鏡處

作者從自身的觀察與體認中 假設 全球 大學院校的攝影教育 由傳統到數位化相關問題有

一 專業 數位攝影教師 的來源不清 二 現有的數位攝影教學 不應僅止於拍照或輸出色彩管

理 應隨其環境主流的改變 而有全新的內容 2006年在國科會海外短期研究計畫支助下 個人延續早

先在地的研究 2 以 教學行政 學生的數位回應 攝影教師對數位科技 影像美學的再思

等三大議題 參訪美國東部幾所代表性學校 了解它們數位攝影教育的情形 其間 個人還參加 攝影

教育學會 2005年東部的區域年會 2005 SPE Mid-Atlantic Conference 3 進一步側觀其他相關問題

壹、數位影像環境的現況掃描

傳統攝影市場的快速淡出 攝影數位化對當下環境 社會 藝術 甚至專業團隊的影響 本文從以

下幾大方面概述

一、一切數位的新生代

對年輕一代而言 類比式 訊號會是一個歷史名詞 數位訊號才是生活的一部分 美國近年來

探討八○ 九○年代一出生 生活型態就和新科技息息相關 在學期間不但有網際網路經驗 入社會後

又有高階的數位通訊設施供應等 這一批嬰兒潮和當代互動性的文章很多 再不到十年光景 這一波族

群就要進入中年期 因此 美國市場在迎接 一切數位新生代 的未來 無不積極投入相關消費市場的

研究 尤其是娛樂和資訊結合的產業

傳統社會模式在科技大量投入後 所結構出新的社會連結網 明顯地重塑了新世代各個生活層面

例如 熱衷於 即時回應 在同一個時空內進行多項工作或遊戲 或上班 上課時仍和同儕保持即時

通訊等 再者 即使是小學生的電玩 也都可以透過網路和同學做非定點的同步遊戲 使得校園內學習

族群的關係 下課之後仍是形影不離 上述數位社群現象 在3G傳播科技更成熟及大眾化之後 必會再

開新的紀元 另方面 圖像在數位紀元的重要性雖眾所皆知 但是文字對當代人而言 仍有其獨特吸引

力 尤其即時通訊 手機裡 特殊文字使用的現象也正被熱烈地探討著 4

二、高畫質影像的快速崛起

近期消費性數位產品趨勢中 高解析度視聽設計的整體性發展是其中之一 5高畫質影像

1080dpi 不但提供更多的資訊細節 其結果還往往超過肉眼可視的經驗 這一 兩年來 電腦專用

或結合電視功能的高畫質大螢幕 快速地進入一般家庭 促使以往得和大眾分享的影音活動 例如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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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的是 攝影教學 無論過去或現在都難造就一位影像愛好者成為某種賺錢 謀生的工具 而其過程

無論學生 學校卻都得投入龐大的設備經費 傳統攝影教室已是如此 攝影數位化之後 教育成本則是

更高 ─ 設備不但昂貴 汰舊速度也更快 這對任何私立學校而言 都不是一項好投資

伍、美國攝影教育未來的可能性

對於攝數位影教育採取觀望的學校而言 消極來看 參差不齊的現況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都會回到

某個較平均的局面 畢竟 數位科技演進太快 數位攝影術的軟 硬設備 無論是高畫質影像的拍攝

編輯 儲存或輸出等 每隔一小段時日 就會出現比現在更簡易 親和性更高 並且價錢更低者 屆

時 後起學校在這方面的花費 便不會像現況這般沈重 如此猶如駝鳥般的消極態度 仔細地分析 卻

也是所有數位產業最真實的寫照 ─ 購買任何產品的當下就是後悔的開始

數位攝影術 除了靜 動影像技藝逐漸融合之外 影像和其他學術的關係也急速地拓展 因此 傳

統攝影系透過數位攝影如何從事藝術行為 數位攝影教導了人們什麼 數位攝影如何成為一種研究工具

等議題 無不影響攝影教育未來的動向 了解上述環境現況之後 不單單是美國 而是全世界的攝影教

育者 都應該時時準備為傳統攝影系的新生而努力 因此 本文試就攝影教育相關發展提出幾項可能性

的思考

一、影像設計系

攝影藝術雖有 以繪畫為基礎的 矯飾攝影 和強調單純應用 鏡像 特質的 純粹攝影 但

後者在影像修補實務方面 藉由數位影像軟體的協助 可以更簡易地完成 至於 數位式的矯飾攝影

更是無所不能 只要應用科技便能運算出更豐富層次 高度重複性的圖案等 無時不為現代人提供更多

的新刺激 設計 簡單來說 是一種結合純粹藝術和生活應用的學科 數位攝影家 無論是個別美學創

作 或生活中的影像應用 為了讓個人影像能更進一步地和他人溝通 透過某種邏輯性的設計是必然途

徑 何況 當下的專業攝影師 數位影像的操作能力 早是必備條件 影像設計者雖不比早先七○年代

的影像家更為先進 但對於數位科技中的諸多特質 倒是有更明確的認知

面對電腦影像的教學 波斯州立大學 Bois State University 藝術系 現有攝影教師三名 相關課

程開在平面設計和攝影兩個領域 而平面設計專攻的學生 必修基礎和進階攝影 其他類似以設計為本

的影像教育例子 還有柏森設計學院 北伊諾大學美術學院 22 等 其中 北伊大攝影課程主要在 設計

和媒體 The Design and Media Arts 學程 23 對攝影的態度不強調其傳統性 學生可以從事各種實驗

或混合媒材的應用 而值得注意的是 其課程除專業課目之外 還有九個學分的基礎繪畫和設計

二、以「鏡像」、時間形式為主的媒體藝術系

隨著科技 美學改變 攝影系如果將來必須和其他學科結合時的選擇 柏森設計學院的主任針對

此議題表示 它們較有可能的走向是 和美術或以 鏡像 文化為主的 媒體藝術 結合 至於靜態

影像和其他藝術媒介碰觸方面 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是將 靜態攝影元素



教育萬花筒

The Still-photography component 視為一種藝術表現媒介 當結合其

他媒體和學術訓練時 特別強調其中的時間性思維 因此 動態影像反

被視為靜態攝影的一部分 大一的基礎課程先行介紹 基礎流動影像

Understanding Image in Motion 二年級才是 攝影入門 除此之

外 東卡羅萊納大學藝術學程中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Programs 在攝影專攻領域裡開授 錄像藝術

理論上 靜態 動態影像都是 鏡像 形式 加上當下的照相機

和攝影機 都具有錄製兩者的功能 可見學校教育將攝影 錄像及電影

三者串聯 是必然的思維 奈何 現有三大領域早有獨立的藝術語彙和

專業歷史 早在影像數位化之前 將攝影 錄影及電影合併為一的例子

是 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南伊諾大學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 Carbondale 的電影和攝影系等 只是 這些有遠見

的學校 傳統攝影經常只被視為流動影像的基礎 師生又多受困於在校

時間不足 難以深入所有的學習  24 也因此 寄望當下數位科技可以更

簡化其間 繁複的影像 聲音編輯 師生或許才有機會真正地融合靜

動 鏡像 特質為一體 發展更吻合新世代在聲 光 影及電玩成長經

驗的作品

三、科技藝術系

傳統攝影系如要朝藝術性發展 是不應只被淺薄地理解為 將傳

統平面 視覺藝術的數位化 或列印出螢幕裡的圖像 而是積極地思

索 如何不被只侷限於傳統攝影 美術單純的數位技藝再應用 進而面

對人 科技 電腦作業能力 高度調合的新結果 再者 由於 數位

藝術 結合了研究 創新和溝通為一體 其中的 不確定性 與 進行

中 特質 加上教育網路化 勢必再帶動師生互動新關係

將數位攝影提昇到科技藝術系的情況 可以參考伊利諾州立大學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藝術學院的攝影課程 它除傳統黑白 彩色

攝影之外 也有數位攝影 較特別的是 來自藝術 音樂和戲劇三個領

域的 科技藝術學程 以 有什麼新東西 有什麼可能性 當下所

擁有的不見得可以持續到下個年度 為理念 開授多媒體設計的 數

位錄影機和聲音 電腦繪圖 劇場設計 數位和MIDI音

樂 網頁設計 和一般的科技藝術學程不一樣 伊利諾州立大學

特別著重音樂和劇場訓練 學生都必須研讀相關課程 使得以往籠統的

跨媒體設計 課程 在聲音部分有了學院式的切入點 除此之外 無

論是 互動藝術 或 多媒體設計 中 也都正視其戲劇元素的訓練

上述的討論及論述都集中在傳統攝影系 至於研究所部分 自古以

來 甚少會特別限制學生只在靜態攝影中發展 反而是研究生個別的藝

術認知才是絕對關係 也因此 數位攝影研究所 是一個不必考慮的

問題 倒是 將來藝術相關的研究所 也許只剩下 傳統媒材 專攻及

數位藝術並用 兩大區塊



■　注釋

世新大學原先在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 學系 年原設有印製以及攝影兩組 傳該系已決定在 年正式結束攝影組 並將課程融入其他

相關學程

年的相關係研究 台灣大專院校數位攝影教育適應性的觀察與省思 現代美術學報 台北市立美術館

美國 攝影教育學會 是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學術性組織 目前全美有四大區的分會 全國性會議是隔

年召開 成員來自在地大專院校教師 研究生之外 也有部分的國外學者

民生報 拓墣產業研究所 曾勾畫出近期消費性數位產品新趨勢中 例如︰高解析度視聽設計的整體性發展 消費性的攝錄影機

朝 高解析度方向 電漿與液晶電視在 方面的競爭白熱化 藍光與 進入戰國時代 娛樂性電腦邁入平台戰爭 次世代遊戲

主機 和 不僅是遊戲也是高畫質影音的播放器 在第五代 帶動下可看影片的隨身聽成為市場主流 其他的隨身娛樂也將成為

重要趨勢等

例如 相機名稱 鏡頭 感光指數或成像時間等

照片進入當代藝術 The Photograph as Contemporary Art 作者 以類似調查的方法 觀看並分析紐約 倫敦 柏林 東

京等幾個重要展出的 位影像藝術家

例如 將彩色照片先行真空處理 然後再附著在亮麗的壓克力板後面 進而框裱上厚重的不鏽鋼框等

例如 藉數位科技傳達影像或聲音所建構出的訊息及空間

針對 數位藝術 特殊的建構過程 英國利物浦大學學者 更稱之為調節 不但視其是當今 數位藝術 最重要的目

標 也進一步強調調節不一定得由人來執行

韓國目前大專院校攝影系和研究所現有的個數遠超過台灣

在數位輸出的研究已有一段時間 目前擁有三十座獨立工作站 分別配有 英吋液晶螢幕及獨立 英吋出口的小型噴墨輸出機 除此之外 還

有好幾部大型的專業輸出機

以 年九月上旬的報導為例 全球有二千七百萬 三十歲以下為主的族群在 中註冊並擁有個人網頁

電影 錄影 動畫和多媒體 繪畫 彩繪與拼貼 雕塑 設計 公共藝術 版畫 陶瓷 數位影像 攝

影 等

現任 媒體藝術系 主任同時也是藝術學院院長 明確指出 過去三年中繪畫 版畫呈現約有百分之十的成長 平面設計則高達百分之

四十二 相對地 媒體藝術和雕塑方面 學生人數則有減少

該系本身並沒有任何攝影專攻課程 也沒有數位藝術相關領域教師 然而 大學部和研究所學生都和私人 視覺藝術工作坊

取得建教合作

第一天教師的個別研究和影像創作發表 第二天下午則安排四個不同學校的研究所介紹

這樣的情形 作者只有在台灣自己教授學校的 基礎攝影 有類似現象 其他課程便甚少有學生對於進階的黑白顯像術有興趣

電訪 系主任

擁有六十位的專門藝術教師 九百位大學部學生和一百三十位研究生 視覺藝術媒體專攻的範疇包括 繪畫 畫 插畫 珠寶設計 織品設計 陶瓷

以及雕塑

這個學程教學又細分成 攝影 時間藝術 和 視覺傳播 三大領域

參訪田納西州立大學 媒體藝術 的問題 足為他校借鏡

■　參考書目

The Photograph as Contemporary 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