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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三年為期，持續探討在數位工具大行其道的當代，使用數位工具需

要哪些相對應的技藝。延續著這個主題，第二年我們以新聞敘事為主軸，分別比

較與討論新舊媒體的特質，並由此發展出就敘事而言新的數位工具所提供的特質

為何？對新聞訊息的組織與呈現又帶來哪些影響？

我們將環繞在數位新聞敘事上，透過相關文獻的整理與資料蒐集，以了解工

作和數位敘事工具的特性，同時也探討使用者如何和環境互動，以進行取捨、發

展策略來完成工作。從這些研究過程中，再逐次建立起數位新聞敘事所需之技藝

的初級模式，並試圖建立初步的理論模型。

關鍵詞：數位敘事、媒體、媒材、技藝

Abstract

This three-year project proposes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tise required for use of
digital artifacts and tools. During the second year we follow upon our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ld and new media and proceed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digital
tools on narrativity,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its influence upon the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news.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investigate how users make
trade-offs and develop strategies i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environment. One of
the ultimate aims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which to
study digital craftsmanship.

Keywords：digital narrative、media、mode、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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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緣由與目的

對我們研究群的整個大計畫而言，我們想要了解的是在進入數位時代後，專

家的核心能力為何？數位工具的內涵為何？使用數位工具，需要哪些相對應的技

藝？專家和生手有何差別？從生手到專家之歷程為何？

從上一期電腦繪圖研究中，我們了解到數位工具的研究必須放回新聞美編工

作的情境脈絡中來看，如此才能進一步了解到美編在完成工作的過程中，情境提

供了什麼資源、又造成什麼限制。尤其在一個以新的數位工具為主的情境當中，

新聞美編更加善用了繪圖軟體工具、參考工具、時間控制工具、管理溝通工具、

資料處理工具以及網站資料庫等，以完成其繪製新聞圖表的任務。但這些工具的

使用不只是美編個人執行繪圖任務的單個場景，它還必須放回新聞組織的脈絡來

看。即外部的組織情境，也將影響美編使用工具以完成繪圖任務的活動。

新聞美編在台灣報社組織當中，受限於傳統編採分離、文字優位的處理模

式，他們無法親自到新聞現場取得第一手的圖像資料，反而要依賴記者提供圖像

原料以成為繪圖的資料來源。此外，新聞圖表只是新聞呈現中的配角，一個新聞

是否要搭配圖表的決定乃在主導版面的文編身上，美編往往是最後才得知是否要

繪圖，等到繪圖指令隨著前製記者所提供的素材來到美編桌上時，資訊又轉了好

幾手。所以，在這種複雜的圖像處理流程中，美編更依賴周邊工具的使用，以克

服圖像原料到產出成品之間的資訊落差。

從這樣的研究經驗得知，我們不只是要對工作中的工具進行描繪，同時更得

進入情境的脈絡當中，對於人們如何在工作情境當中使用的問題，也要有更細緻

的顯微分析。

「數位新聞敘事」是我們研究群第二年的工作項目，從這個大前提來看，數

位敘事乃是一項新的傳播工具，而使用這個新傳播工具時的技藝為何，乃是我們

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此外，我們選擇從實踐和情境的角度切入，以其能掌握人

在使用傳播工具時創意的內涵。也就是說，環繞在「數位敘事」工具之下，有行

動者個人，有規則、有社區、有分工，然後也有行動系統的目標。因此，我們將

會討論以下三個子題：

（一）敘事作為工具的特性為何？其結構為何？組成要素為何？

（二）在新媒介環境之下敘事有何變化？當敘事和不同媒體結合後，產生的

新敘事為何？和舊有的敘事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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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敘事的產生，當然也及和活動系統其他環節的互動，相關的環節

會如何變化？例如作者和讀者的關係、產製的方式、權力的轉移或組

織的變化等面向。

三、 結果與討論

從數位新聞敘事出發，我們所關注的問題是：不同的媒體，可以提供什麼不

同的敘事性（narrativity）？而我們之所以這樣談的假設前提是，媒體對於新聞

產製而言是具備物質特性的資源，但同時也是限制，每一種媒體都提供若干物質

特性，可以讓說故事的人連結到一些特定的故事呈現方式，而加以利用

（Marie-Laure Ryan，2004、2006）。

研究跨媒介敘事的 Ryan（2004，2006）認為，若要在這一個各種工具、媒

體充斥的時代中討論敘事的話，那麼就得提出一個與古典敘事學不同的定義。首

先，媒體對敘事而言不是真空的傳遞管道，而是訊息的物質支撐物，它會影響某

一種類型的意義製碼。其次，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敘事力量，有些比較容易產生

說故事者，有些則不易，個別媒體在敘事呈現中有其優缺點。因此，我們所要觀

察的乃是不同媒體在敘事性上展現的差異，而這可以透過下列四個面向加以觀

察：

1. 延展時空的能力不同：不同媒體在應用和表達時間或空間，會

提供一定方向、或設定某些條件，因而各有其專長。Ryan（2004，
2006）於是把媒體區分為三大類：時間媒體、空間媒體和時/空
媒體。例如：報紙透過紙本為載具，提供空間敘事的可能，主

要是文字和圖像。而廣播則是以聲音傳遞為主，乃是時間媒體。

電視和網路可以同時提供時間和空間敘事，屬於時/空媒體。

2. 動態表現的能力不同：有些媒體展示內容靜止不動，有些則是

以動態來展示，使得閱聽人的使用方式也有所不同。前者可隨

意閱讀，像報紙；後者只能跟隨媒體播放而參與，像廣播或電

視。網路則可以在靜態與動態之間輕易地轉換。

3. 語意管道的數量不同：在同一時空情境之下，有的媒體只提供

單一管道給語意符號使用，有的媒體則提供多個管道。例如報

紙和廣播就僅提供一個語意符號的管道，電視和網路則可以同

時提供數個語意管道，包括口語、文字和圖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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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官處理的順序：閱聽人使用媒體時，可能同時使用多重感官，

但是不同媒體要求閱聽人優先使用或支援的感官不盡相同。報

紙僅要求視覺感官的支援，廣播則要求聽覺感官的支援。電視

和網路則可同時要求視覺和聽覺感官的支援，而在這二種符碼

間可能產生競爭和合作的關係。

由於考慮到媒體、閱聽人等特性，我們所提出的敘事定義也將指向人們心中

的心靈形象、一個認知的建構。敘事乃在於喚起人們心智中的故事，而且不同媒

體所擁有的敘事性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我們開始蒐集不同媒體（報紙、廣播、電視和

網路）上的新聞，並比較它們之間的敘事特性。其次，我們也將進一步訪問在不

同媒體中的新聞工作者，以了解他們在從事實務工作時如何把媒體的特性帶入新

聞呈現的過程中。接著，我們也進行故事敘事的實驗，想像未來的新聞還有哪些

可能？然而這些創意的可能也得植基於媒體本身的物質特性和新聞作為一種事

實文類的限制上。從多方面來蒐集資料，以充實並修改我們對於數位新聞敘事之

工具的理論意涵。

四、 計畫成果自評

本期計畫乃延續上一期計畫的宗旨，主要目的在於整理與數位新聞敘事相關

的理論與研究，並透過蒐集個案資料與實驗的方式，以建立起我們對於使用數位

工具技藝的理論架構。我們已經針對文獻與新聞案例的部份進行資料蒐集，接下

來將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及實驗法，預計透過六個個案的訪談與觀察，繼續

發展研究架構並使之臻於完備。

此外，本研究成員中的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研究生，均再針對同一主

題之中的子題發展寫作計畫，也發揮了研究與教學並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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