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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路途漫長，甚至必須考慮分期付款，工程才能順利發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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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玟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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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座談會」是由時報文教基金會 ( www.chinatimes 

.org.tw ) 、公共電視 ( www.ftv.com.tw ) 、中研院資訊所 ( www.

iis.sinica.edu.tw) 、國科會 ( www.nsc.gov.tw ) 以及NII民間

推動小組 ( www.nii.com.tw ) 共同企畫製作，希望透過一系

列座談的規畫與安排，讓每個人都可以了解，進入二十一世紀

資訊時代，成為所謂的 「資訊人 」 時，到底該以什麼樣的態度

和準備面對 。

這次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 「資訊時代的溝通學習和知識處

理」 。 身處於資訊時代，許多人首先會感覺到，過去大家習慣

使用紙筆，作為創作的表達，畢竟文字、 書面、印刷，都是最

直接有效的方式，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卻開始運用滑鼠與鍵

盤，進行一種全新的溝通形態，也是一個知識傳輸方式的改

變，令人不禁好奇，這些轉折究竟會對一般人產生什麼影響?

人們的思考、創作、閱讀，和最後所表現出來的成品樣態，又

有什麼不同?

我想，電腦、網路帶給大家最大的印象與衝擊，乃是在於

溝通與知識工作全面性的顛覆，隨之而來的，也許就是經濟形

態的變遷 。 在電 、網路化普及的未來，我們必然將走進知

識經濟的世紀，整體發展的基礎，和以往相比，事實上是大異

其趣，換句話說，無論衝擊的面向及深度如何，每個人都將遭

遇自我知識管理的全面性改變 。 請教翁正雄會長，就您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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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來臨 ，對閱讀 、創作、 溝通的方式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

來看，在電腦化、網路化的時代，人們在知識管理的訓練上，

與實際的應用方面，到底和過去有何差異?

知 成敗

翁正雄:

所謂的知識產業，最主要的關鍵仍舊在於「溝通 J '男外

會觸及的則是「知識管理」 。 在資訊世紀裡，溝通的方式今非

音比，以往面對面的互動模式，現在慢慢會演變成「人面對螢

幕」的方式，也因為面對的是螢幕，因此隨時隨地都可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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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狀態，不限時間、場地 。 譬如說你在國外的旅館裡'或

者在高爾夫球場中，只要是在休息的時候，就可以打開電腦、

連上網路，展開點、線、面的溝通 。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在新

知識經濟時代，不管你的身分為何，從上班族到大老闆，都必

須正視資訊世紀帶來的變革，無論是在溝通模式或人際關係

上，網路使得一切都變得非常微妙 。

除了有線的網路以外，現在還有無線的WAP 'WAP誕生

之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是無所不在，如果你來不及跟上

資訊時代的腳步，在知識產業的發展下，貧富差距會愈來愈明

顯 。 我必須再次強調，每個人的專長和知識背景雖然不同，但

是都將面臨資訊世紀的衝擊，如何通應、面對，其間有許多步

驟、技巧值得學習 。

我相信整個社會最後會走上 「專業分工」的道路，但是在

專業分工中，每一個層面都必然會運用 「資訊 J '作為執行業

務的工真 。 然而，在資訊時代裡，由於每個人在現實中扮演的

角色各有差別，因此在溝通上，需求也不一樣，所以資訊科技

的發展及運用，將會朝向 rf回人化」設計轉移 。 舉例而言，使

用電腦或網路就像打高爾夫球一般，你可以一個人玩，也可以

邀集一群人共同揮桿;另外一種改變，則發生在人與人的關係

上，也許以前天天相約碰面的女朋友，在網路發達之後，變成

「天天在網路上見面 J '雖然沒有近距離接觸，但是彼此感情卻

不見得會疏離，因為只要我們願意，都可以透過電腦網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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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方正在作什麼，就像我現在正在錄影，也許不到晚上，相

關畫面將會傳送到遠在異鄉的朋友處，他們就能清楚理解我現

在的生活情況，我也可以快速得知對方的消息 。

電腦與網路，確實會改變人類的生活，以及企業的經營，

每個人必須尋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溝通模式 。 在企業的老闆與員

工之間、在校國的學生與老師之間，或是在家庭的父母與小孩

之間，事實上都牽涉到不同的溝通及處理概念，如何才算最合

理的方式，因人制宜 。

• 
• 

翁會長提到，在知識管理部分，資訊的取得、處理，甚至

表現方式，介於網路時代與過去的農業、 工業時期，特質皆互

有區隔，而電腦化和網路化之所以引起廣泛重視，是因為它所

帶來的衝擊，既全面又深入，無論在人際關係或自我管理上，

都會形成改變 。 請教鄭家鐘董事長，當人們漸漸習慣以鍵盤、

滑鼠取代紙筆，處理自己的生活及工作，這種工具使用比例的

明顯落差，會不會影響到一個人整體思惟的邏輯或創作的表

現?它的實質內涵，變更的程度又是如何?

• 
•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 其實就經濟學的考量，網路最主要

的工具性，在於促使教育成本降低為零，也就是說，過去想要

把某個資訊從甲地移動到乙地，無論是打電話或送快遞，勢必

得花費訊息傳遞的成本，但是透過網路的協助，我們不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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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時網路董事長鄭家遍認為，網路具有「教育成本為零」及「一對多」的特性 。

同時與許多人同步溝通，更能獲得經濟的效益 。

不過在這裡會產生一個問題:譬如一般人在發E-mail的時

候，可以「一對多」傳輸，因此容易發生反覆轉寄的情況，所

以在企業當中，常常有人會問「誰負責這個題目? J 也就是

說，當許多人都習價上網以後，這項溝通的主要負責人，反而

容易 「失焦 」 ;這種情況在以往是不會發生的，因為目標對象

明確，而且彼此都明白傳訊的內容與目的，然而現在網路化的

結果，就會讓這個部分出現變化，顯見網路時代的溝通，確實

展現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也造成必然的變動 。 「教育成本為零」

和「一對多 」 的互動趨勢，就是資訊世紀第一個改變 。

網路是個很偉大的工具，它不但可以把教育成本降為零，

也能讓所有人在全球性的範圍之內，同時進行聯繫;但是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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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便利之中，我們似乎也有必要對於溝通的對象重新加以定

位，並在每一次的訊息傳輸上，明確表示 「現在正在討論某某

議題 J '或者標誌 「 現在是與某某人針對問題進行主要的溝

通，其他人則是次要的溝通 J '否則就會出現許多 「短路 」 的

狀況 。 目前一般公司、社群、討論區等等，皆已發生過這樣的

現象，直言之，便是它最後終仍是未能完成溝通的任務，缺乏

有效的結論 。

另一個部分的問題，是指科技工真對思惟的影響，難以衡

量 。 有人認為網路的出現，是一次 「橫向革命 J '由於教育成

本為零，所以行業之間的界線不存在，連專業學習的鴻溝亦不

復見，因此許多人都能在極短的時限中，同時取得各種資訊，

但是他們未必能夠及時消化，所以才會產生所謂的橫向革命 。

除此之外，要注意的就是思惟的外化，或稱扁平化， 亦即

思惟層次淺薄，無法深入溝通，人們容易變得膚淺起來， 影響

自己與人際之間的互動 。 就以往資訊取得的經驗來說，人與人

的互動本質，通常屬於面對面、 一對一的親密接觸，我們可以

確切了解，自己所溝通的對象是誰，該如何與他達成協議; 然

而在網路上，對方究竟是什麼模樣、何種態度，常是無法確定

的事情，所以言語談間，每個人都難免顯現出本質上的變化 。

到目前為止，在網路聯繫方面，較少運用到聲音與表情，因此

一對見了面就會吵架的朋友，也許透過E-mail往來，反而能夠

和諧相處，而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和人原本所建立的對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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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及據以作為判斷的價值觀，都會漸漸調整，易言之，大

家都「隱藏」了起來，以致於溝通的本質，就對象與目的而

言，在網路世紀裡'皆將發生明顯的障礙 。

唐湘龍:

中國人常說「見面三分情」、「伸手不打笑臉人 J '意思也

就是在見面之後，不管有多少深仇大恨或情緒矛盾，私下的對

立感都會緩和下來 。 然而在網路上，我們卻常常發現一個完全

不同的情況，亦即任何議題的討論，都很容易流於情緒，快速

進入極端的狀態，無法達成任何其體的溝通結果，換句話說，

網路雖然提供極大的溝通便利性，但是在溝通品質的層面，是

不是也同樣能形成有效的解決，至今仍是深真爭議性的問題 。

網路時代來臨，創作形態隨之改變，但是網路文學與網路

作家，除了媒體選擇不同以外，究竟有沒有開創出任何文學新

意呢?抑或他們的文筆，仍然僅是沿襲舊傳統，並沒有實質的

進步呢?從平面出版到網路出版，不知道吳董事長有沒有感受

到任何的差異?

網路作晶:

• 
• 

貼近生活

在談寫作之前，我想先說一說人在網路時代裡， r 關係」

改變的情形 。 事實上，我自己已經親身體驗到，在「親子關係」

的互動上，科技帶來的未必是正面的影響 。 舉一個例子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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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最近我看到一則漫畫，內容描繪的是，有一對父母正在寫

E-mail '敘述著「親愛的小孩，我是你的爸爸某某某，我和媽

媽都很關心你的健康......」'然後在最後一句話裡'父親寫的

是「你現在可不可以下來飯廳吃飯? J 這讓我想起以前在美國

家中，想要讓小孩下樓吃飯，老是三催四請還叫不動，因為他

剛好在用ICQ (www.icq.com ) 聊天，最後我們真的只好按對

講器，強迫他回應，警告說下次要教訓打人了，他才肯

前起身，移動大駕好讓做父母的看一眼. . . . . .所以說，親子關係

是不同於以往的 。

第二個變化可能發生在「情侶關係」上 。 我的一位特別助

理在遠嫁美國之前，總共只和結婚的對象見過兩次面，第三次

便開桌設席辦婚宴了;她完全是以E-mail談情說愛，也真的和

先生產生了共鳴 。

再其次，則是「師生關係」的異動。記得小時候唸新竹中

學 (www.hchs.hc.edu.tw) ，學校實行自學輔導，每個學生回

家以後，還要像填八寶鴨一樣，拼命K書，隔天會由老師與你

進行對談，檢查學生到底有沒有用功。相反的，在美國的教育

考量裡，多數老師都不會特別care r 背書」 、 「默記」的成

績，反而比較留意學生上台present的表現，因為他們認為

「融會貫通」遠比 「強灌填鴨」要緊，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

思考與反應都很敏捷靈活。

立於網路世紀回頭檢討，東 、西兩方的 「網路人特質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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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互不相似，台灣僵滯的教育理念，美其名是對學生施以

「邏輯訓練 J '最後呈現的結果卻仍然不脫「制式化 J '延伸到

寫作上，也就難以突破格局 。 最近接到我的孩子寫來的信，發

覺其中出現許多網路專屬的符號表情，以及各式各樣的 「 方

言 J '感覺起來很活潑、很親熱，而我也就學著使用這些技

巧，表達我對孩子的關心與思念，無形中便能與他們拉近不少

距離;易言之，我認為網路作品確實會較為輕鬆，也更貼近生

活層面，這是整個社會未來在全面網路化後，必然面對的前

景，與作家過去在傳統媒體上的表現，截然不同 。

唐湘揖:

所以說，網路帶動不只是表現方式的改變，更是實質溝通

內涵的演變 。 關於這一點，我想請教洪玟琴副總編輯，許多人

都注意到，網路異於以往的特質，在於它同時涵括 「文字」與

「影像」兩種元素，是雙重效果的呈現，與過去單調的純文字

或純圖畫處理，有明顯的差異;以您所服務的 「年代新聞」

( www.eranews.com ) 而言，在螢幕上看來，已經有別於傳統

的電視新聞，做了很大的嘗試:主播的「面積」變得很小，但

是在跑馬燈部分，訊息更換的速度相當|吏，大量的資訊在小小

的畫面上不斷轉換;然而，在實質的效果上，你們是否評估

過，如此「變化莫測」的處理，真是有效的溝通方式嗎?抑或

一般觀眾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溝通方式一一一邊聽人說話， 一

邊觀賞影像，同時又一邊接受大量的財經、天氣等等訊息 。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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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學習與閱讀習性，勢將隨著網路的發達、電子書的出現而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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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樣的表現方式，確實是未來傳媒主要的走向嗎?

洪玟琴:

「年代新聞」的訊息花絮，其實不只財經、 天氣，主持人

還漏了一個星座. . . . . .其實，年代新聞代表的是一個很新的觀

念，像剛才三位所提到的，未來整個網路將帶動的是溝通方式

的改變，它也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 。 過去我們寫文章，都是文

以載道、四平八穩、掉書袋、引經據典，但是進入到網路時

代，由於匿名的特性，沒有人曉得在網路另一端的使用者究竟

是誰，不過自己卻能和「陌生人」愉快地互動，你的口吻會變

得比較親暱'文體會顯得比較輕鬆'好像是在跟自己親近熟悉

的人對話一般，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

我剛和鄭董事長聊天，得知中時報系( www.chinatimes. 

com.tw) 的整個計畫是 I Service is on demand J '亦即讀者

需要什麼，編輯檯都可以提供給你，這也是我所認為的、未來

網路的服務模式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寬頻不足的人是未

來的窮人 J '因此以年代新聞台來說，現在這種表現模式，就

是特別為未來寬頻所做的準備 。 我們的假設是，台灣固網開放

以後，初期將形成寬頻過剩的局面，而年代新聞正在進行的嘗

試，其實亦是在預設未來的溝通形式;傳統的溝通是甲與乙講

話乙聽、乙與甲講話甲聽，然而現在是甲在講話的同時，旁邊

還有字幕，萬一乙覺得話題無趣，他可以看看財經資訊，或者

金牛座明日運勢等等，換句話說，在寬頻時代，可能只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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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式的遙控器 ，按到「金牛座」的位置，畫面就會出現

「明天有偏財運」、「明天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情人」等訊息，完

全符合個人化的需求，無論你喜歡星座、關切政治 、 注重財

經 、 留心國際，都可以利用主畫面之外的跑馬燈，看到你所需

要的訊息 。 若在平常，這種安排很容易導致精神錯亂，但事實

上，它卻是一個多元化的開始，而且是更照顧小眾的設計 。

方才也提到，今天的溝通變成以鍵盤、滑鼠為主導，不過

我個人認為，將來更會進步到語音系統 、 網路介面，也就是

說，人們使用的溝通工具將會更友善，否則許多長輩都沒有辦

法融入資訊時代 。 也許在虛擬空間中，容易衍生出膚淺而不負

責任的言論，然而科技的便利性，慢慢會讓更多人願意加入，

尤其頻寬、介面、語音輸入法的精進，兩、 三年內勢必將變成

一項新的主流，大家你講一句 、我回一段，不再受限於打字速

度，也沒有人會特別優勢，整個的溝通就會變得非常多元 。 儘

管從社會學的角度，或是其他關心媒體變革的傳播學面向，有

些學者、專家仍會擔心其他的問題，可是從技術發展的方向來

看，它的親近性與普遍性，確實會在所有「研究」完成之前，

便以實際的參與，顯現出這種互動受歡迎的程度 。

路作品:文字量縮水跳躍性恩惟

• 
• 

對許多老人家而言，不會使用滑鼠、鍵盤，就跟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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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郎音 J '別人怎麼也聽不懂一樣，必定

將形成溝通的障礙，如果未來科技聰明

到能夠分辨語音，相信任何人進入電

腦、網路，就不至於跨不過學習

的門檻了 。 但是我很好奇，做為

ζI 一位網路使用者，您和實際真人

說話，或者與虛擬網友對談，您認

為自己在態度上有何異同?

洪玟琴:

在網路上，我常常會有一種被恐嚇的感

覺，因為根本不曉得和自己對談的人究竟是誰，

心裡會害怕，因此有諸多的防範，處處謹慎措詞。也許在平常

的場合，我可以自在的說話，然而到了虛擬空間，若大家以匿

名的身分處理資訊，那麼或許將在自在之外，很多人會開始

「大放厥詞」 ;就個人的經驗而言，現在網路上已經有許多冒

名散發的稿件，甚至明明已經是三十而立，卻還故意放話強調

自己只有國中二年級，亦即「匿名」的特性，真是讓我們既期

待又怕受傷害 。

關於匿名性，其實還可能發生「明明我就是我，但是沒有

人相信」的狀況。譬如阿扁總統自己上網「視察民情 J '他可

以表明自己的身分，或者另外取個代號，然而就算阿扁總統老

老實實的坦白說「我是陳水扁 J '恐怕網友也只是一陣笑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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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沒有人會當真 。 易言之，想要追究「來者何人 J '根本是

沒有意義的 。

另外，在網路書寫的部分，其實還有男外一個特性是「文

字量縮水 J '每個人都會愈寫愈少，免得文章一長，網友會沒

有耐性及興趣去閱讀，直接跳過 。 以前報社或雜誌社的新聞記

者，信手一揮，便洋洋灑灑數千字大作，可是現在上網貼文

章，說不定超過一千字的作文，就很少有人願意點選，同時還

容易顯示出「這位作者有點年紀」了 。

• 
• 

洪副總編輯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即是一般人在瀏覽網路內

文時，當一篇作品篇幅超過一頁，似乎就會讓人喪失完整閱讀

的意願'這確是個特殊的現象，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則是

反應了作者已然受到框架的限制 。 回過頭探討網路文學的問

題，我們非常想了解，它和一般文學有何不同?至於在寫作技

巧上，又與傳統方法有什麼差別?請教鄭董事長，當報社電腦

化之後，您認為自己的文體，或文風的思考，是否出現任何改

變?

鄭家種:

其實就文學本身而言 ，我想應該不會有什麼改變，現在網

路上還是有許多美好的文章，也有些作家漸漸寫出非常嚴謹的

論述，換言之，作品就是作品，這個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 我曾

經詢問一位作家 「什麼是網路文學? J 他說所謂的網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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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網路上發表，經過網路上投票，提供眾人討論的篇章;

因此依他的分類，其實文學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 舉例來說，最

近有位作者林倩芸'出版 《翼手龍與小青蛙} ，書中述及哲學

層次，是本結構相當嚴謹的小說，雖然是在網路發表，可是它

的質量，與尋常書籍相較，基本上並無二致。

但是我認為，工真特性的改變，對於寫作的方法，確實會

產生影響 。 寫作與平常的交談、對話不同，它是比較精確的工

作，容易讓人自然而然的認真以待;然而網路溝通不僅與寫作

無關，它和一般現實生活上的聯繫'也是各異其趣 。 在網路

上，由於無法得知對方的確實身分，所以發言表態時， 一定會

萌生 「 自我保護」的意識，不會張口罵人，頂多只是提出建

議，舉止異常謹慎，因此在溝通的方式上，顯然已經發生第一

個層次的改變;至於在寫作方面，則會形成「片段化」、「跳

躍性」 的思惟'有了問題卻不會交代前因後果，更不會出現掉

書袋的學術用詞，換句話說，就是比較「後現代」 一點 。

或許是因為習慣累積片段的描述過程，所以許多人逐漸不

願也不會寫大部頭的作品，這也剛好呼應了網路時代呈顯的閱

讀習慣，亦即「愈短愈好，愈輕鬆愈好 J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短稿 J '常常內容只有人、事、時、地、物，講清楚

就算數，過去中間的轉折和趣味性，往往被大量犧牲，完全遵

循寫作與閱讀習慣之間的「市場供需」機能 。 當然，電子情書

是另外一回事，情感性動機是無可言喻的，也不能和一般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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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但是我覺得網路文學和平面文學，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少

差異，到頭來，文學還是文學 。

唐湘握:

現在大家談論的焦點，有人會覺得只要是藉由網路發表，

或其文字內容間，討論涉及網路文化的問題，就可視為 「網路

文學」 。 然而這究竟是一種侷限，還是一個定位?難道網路文

學無法創作出不同於以往的文體或文風嗎?

洪玟琴:

談到網路文學，可能又必須回到軟體的部分，讓我想起前

一陣子廣受討論的License系統 。 過去只有作者自己或編輯，

有權修改一篇文章的初稿，但是最近我觀察到，在網路這個開

放的系統中，面世的作品常常可能是許多人共同的創作，它的

性格是多變的;譬如我的性格比較保守，那麼創作的內容必定

中規中矩，但是文章開頭之後，也許唐湘龍接寫下去，味道就

不一樣了，絕對會有內幕消息穿插其間，倘若再經過鄭董事長

的修改，字裡行間說不定就會出現感人肺肺的風花雪月，最後

加入翁理事長的潤飾，可能又會增添鞭辟入裡的專業分析，最

後這篇文章就會變得很豐富、很多元，文字雖然不見得優美無

比，然而它結構的崎嘔與複雜，實亦少見 。

就目前觸目可及的文學作品而言，金庸小說的文體其實頗

類似之前的比喻，但是他技高一籌處，便是敘事條理分明，而

且氣氛前呼後應;相對地，一般常見的網路文學中，儘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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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新穎有趣 、 引人入勝，但是作品的文體、措詞，卻極度缺

乏一致性，從用語粗劣到遣詞拘謹，任何狀況都有可能發生 。

這種開放系統的好處，是指文章在傳遞過程間，就會有許多

「好事者 」 加入創意聯想，同時也就能激發許多原本意料之外

的可能性及趣味性，結果好不好雖在未定之天 ，不過顯然已經

屬於一種顛覆了 。

• 
• 

一如洪副總編輯所言 ，網路文學的格式、發展性和表現方

式，的確異於過往，然而這個部分衍生的問題是，諸如此類的

文體，著作權應該如何定義?出版以及創作的概念，又應如何

界定?我認為，網路文學事實上已經碰觸到所謂溝通和知識的

核心，不曉得翁理事長怎麼看這件事?

「付費」使用

翁正雄:

財產

IPR智財權是每個人都很關心的事，不過剛才洪小姐提到

的Licen se一一一種可以open so urce的操作系統一一我想將來

在文學領域裡，慢慢也會普及起來，或許大家將可各憑專長，

就個人所熟知的部分，上網恣意發揮;今天的版本一 ，可能是

某三個人思想的結晶，但是你再加入自己的想法，或日么喝另外

的人共同思考，也許就會成為版本二 ，換句話說，這是非常複

雜相當玄妙的組合 。三十歲的年輕人與六十歲的長輩，主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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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open source '呈現的結果必然各其特色，儘管作為讀者

的我，實際年齡比較偏近六十歲長青組，但是我卻不一定屬意

同輩人的作品，反而可能比較喜歡三十歲小夥子的表現，亦即

由於網路的緣故，可能將使所有人的思惟、觀念，都更為開

放、更有彈性 。

至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也許慢慢會變成 「付費制 J ' 要

down load資料、檔案及軟體，都必須支付一筆費用，高低不

等 。 網路上有些東西是免費公開的，有些則否，目前IPR相關

的定義並不周全，不過基本的原則已經相當明確了 。 譬如甲公

司的軟體一套至少要價十萬，乙公司或許只須花費兩、 三千

塊，而丙公司可能硬體免費，但必須按月支付租用費等等，琳

環滿目的銷售方式，都是為了要在市場中想辦法謀得一席之

地 。 基本上，文學創作極可能也會出現類似的發展模式，部分

作家的角色轉變為導播或製作人，只負責架構，亦即創作到某

個程度便打住，其他留給別人接續發揮，此後再交由網友評

選，看看會不會形成一股創作旋風 。

顯而易見的，在資訊時代裡，整個社會將變得非常複雜，

甚至進入到一種人類無法想像的程度，而人際關係仍會持續淡

化、疏遠，到時候，由於空閒增加，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許

多時間會回歸休閒層面 。 不過站在企業主的立場，資訊時代的

溝通，從最陽春的E-mail '到voice E-mail 、 photo 、影像、

立體動畫等等，逐日精進，最後科技將會無所不在，而N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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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情況是作品一旦上綱，著作權的問題就變得經以控制 。

也確實會在截然不同的訓練下，養成你我所不知的思惟邏輯 。

面對IT產業的日新月異、科技環境的快速變遷，我最近常

常想起「退休」這個念頭 。 為什麼呢?倒不是因為心有恐慌，

而是自己真的發覺，有些事情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去應對了，因

為它今天如此，但是明天卻又翻案，我作為一位資訊人，實在

無法想像這樣「無常」的變化;當然，就積極面而言，我也開

始計畫，怎麼利用資訊知識，來產生相關技術，以期為更多有

需要的客戶服務，至於如何累積知識，才能日新又新的凌駕既

有的規畫、編排，就是我們必須拿捏的部分 。 關於服務，到底

該收存多少、放出多少，對供需兩端才會造成「雙贏」的效

果，都是我們在意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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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鄭董事長所言「教育零成本 J '我個人相當贊同，

但是更期待「服務零成本」的未來，也就是在教育的過程中，

任何相對應的資源，不但可以自由連用，並且能夠發揮極致的

功能 。譬如這場深具教育意味的網路革命，將會延續多久，無

人知曉，但是我們既然身處其中，勢必無可迴避，只能挺身相

迎，因此在心裡準備上，就算深知一己無法駕取它，也要懂得

享受它;先把自己定位清楚，才不至於臨陣慌亂，徒然耗費資

源與精力 。

龍:

我的感覺是，不管遊戲也好，電子書也罷，通常仍是數位

出版，想要透過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加以規範，堪稱

容易，然而任何作品放上網路之後，就會變成複雜的問題，包

括剛剛提及的 「共同創作 J '智財權到底應該如何主張，便有

諸多歧見，畢竟網路除了個人化的特性之外，還有國際化的本

質，所以在法律的適用上，必須考量全球一致的標準'否則跨

足國際的集體創作，相關權利恐怕難以顧及 。

再者，電子書似乎已經成為未來的趨勢，以後讀者也許不

必再使用光碟，就能透過網路接收 。 對於出版業而言，傳統以

出版作為文化保存最基本的形式，如今顯然有所異變，不知這

是否會對於文化保存的基本內涵造成衝擊?請教各位如何看待

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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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來說，一般留在BBS的意見，廣泛傳

播通常是被允許的，畢竟作者願意將文章上網，自然希望供人

點閱 。 曾經有位教授對某雜誌業者提出告訴，但是他控告對方

的原因，是由於雜誌業者把他的文章複製下來之後，作成光碟

販賣，涉及大量重製與營利動機，所以法官最後裁決有罪。

鄭累積:

我認為儘速訂定明確的法律，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 過去中

時網科辦過類似「網路接龍」的活動，亦即某人寫出故事開

頭，後面由大家來接，為了避免後續的糾紛，我們一定會聲明

「作品一經採用，使用權屬於主辦單位 J '把權利歸一給「提供

發表場地者」; 一般說來，傳統寫作一定會有個主要的敘事

者，由他提供「唯一」 的文本，任由讀者解讀，不過網路寫作

開放的特性及集體創作結果，就會將「唯一」這個概念顛覆

掉，如此一來，著作權的歸屬通常必須預作防範，譬如一併賦

予「提供發表場地」的單位，就是一種方式 。

至於down load文章如何計費的部分，通常都由負責處理

智慧財產權的專人顧及，譬如下載一篇文章，此一行為便己涉

及Micro Payment的收費機制 。 基本上，這套技術是可行的，

只不過現在市場表現仍不盡理想 。 因此我認為，有關IPR事

項，如果是提供開放空間，讓所有網友加入討論而形成的篇

章，智慧財產權可由提供發表場地者匯總;此外，個別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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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較適合採取Micro Payment的機制因應 。

翁正雄:

下載付費的狀況，未來可能慢慢會形成group ，只要是會

員，也許就可以免費或打折 。 每樣物品皆有定價，包括書籍在

內，亦有它的「價值 J '購買裝訂成冊、印刷精美的版本，至

少須花費三 、五百塊，可是down load就便宜多了，五塊、十

塊就能搞定，因為它量大、不講究包裝，所以成本合算 。 總而

言之，付費的概念我想應是不難推動，問題反而在於網路裡所

謂的金流，究竟能不能運轉起來 。

• 
• 

請教吳董事長， 一般咸認，在網路普及之後，人們對於書

面的閱讀需求應該會漸漸降低，也就愈來愈習慣上網抓文章、

看本書，然而依實際的發展趨勢分析，平面出版仍然非常蓬

勃，在過去幾年裡，甚至持續保持成長，這種局面到底反映出

什麼狀況?印刷品與電子書之間，將形成相互取代的關係嗎?

將來的閱讀或出版，真的會完全轉換成數位形式?

網路促使平面 不

吳嘉磷:

所有新媒體的出現，不但都和舊媒體並存，尤其以網路而

言，它的興起在某些方面甚至促進了平面媒體繼續翻新。比方

說，中國時報每天早上提供四十八個版，如果要將這樣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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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網路上，使用者可能要翻一 、兩萬頁，才能看完，但是假

使手上有份中國時報，不到十分鐘的時閉，大概瀏覽一遍，重

要的訊息就幾乎不會漏失，這種稱之為「解像度」方面的問

題，我認為網路在十年間都未必能夠凌駕其上 。 辦中時電子報

的原因，是因為網路搜尋與傳訊的能力出眾，比電視、平面媒

體都方便，而且一打開ICQ ，朋友全在線上，你可以立即就網

路上的資訊和他們溝通、分享，甚至一對多交談，這些特性都

是傳統媒體不曾提供的 。

目前不論是中國時報辦的電子報，抑或資訊傳真( www. 

infopro.com) 發的電子報，都有特定的閱讀社群，以資訊傳

真其下的「資傳產業報」而言，在舊金山灣區的發行量，大約

三萬份，他們都可以得到與全台北同步的資訊。事實上，資傳

產業報是以舊的方法，整合、遞送新的資訊，所以傳統媒體包

括平面、電視，它們都屬於新媒體的前鋒，在科技進展的同

時，仍爭得極大的表現空間;如果沒有傳統媒體的基礎，以網

路消息隨處亂竄的狀況看來，必將導致資訊爆炸，形成資訊焦

慮，繼而引來資訊中間商的介入 。

• 
• 

網路和從前的出版媒體之間，具有相互補償的關係嗎?對

於客戶、需求者而言，網路的用途只是在於能夠讓他們將目標

鎖定得更精準而已嗎?為什麼當你已經成為大家認定的「網路

新貴」 時，你還會到書店，去買一本平面出版的書來閱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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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

洪玟琴:

我聽比爾蓋茲談過一句話，正好可以和大家一起思考一

下，他提到， r人類對於科技的預期，永遠想得太多，但也永

遠想得太少 。 」所謂 「永遠想得太少 J '就比方是在網路出現

之後，相關的印刷出版品，至今並沒有受到影響，或者它反而

刺激了某個特定平面媒體的運作和產品銷售量，這雖然是我們

目睹的現象，但待若平年之後再回頭看，你我眼前所關切的狀

況，必然早已煙消雲散，這是因為我們都剛好生在這個時代，

接觸了這個媒體，所以看到了這個問題;而小孩子接觸資訊、

教育的方式，卻和我們既有的經驗極為不同，說不定等到他們

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時，實體的出版品反而開始感受到強大的

壓力，或許它將會變得像古詩般珍貴而優美，但已不再是主流

文化 。

• 
• 

換句話說，我們這一代習慣閱讀平面出版品，很可能是因

為成長環境正好提供了如此的條件，因此處於一個交接、尷尬

的科技轉折點上，我們還得重新習慣透過電腦螢幕閱讀報紙的

方式 。 我很好奇，下一個世代有沒有可能全盤改變，生活點滴

通通離不開電腦 、 網路?抑或人的行為仍然有其侷限性，以致

於永遠不可能喜歡網路閱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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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玟琴:

我們目前運用的網路，都是透過電腦、電話線或cable線

傳輸，但是未來的網路形式，未必會是這副模樣，它的介面也

許會更友善、易學 。 現在使用者會認為長期盯著螢幕看報紙、

讀資訊，感覺上似乎是相當痛苦的經驗，然而以後它若能無所

不在 、 隨處可及，類似以WAP或聲音方式傳送，只要透過簡

單的耳機 、 手錶，就能隨時提供每個人需要的資訊，那麼我們

現在的憂慮，就是多餘的了，因為一切都將比今日更方便 。

網 文化生活新思考

鄭家鍾:

我可以補充兩點 。 第一 ，文字表現即使轉變到網路空間

中，事實並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 在文字尚未發明以前，人類是

用聽覺與視覺進行溝通，自從有了文字，則多出一種溝通的方

式、工真;由於文字比網路所能傳達的意念更為高深，所以它

的本質是不會變的，但是用於出版品或網路上，則勢必將出現

某種比例的調整 。 我認為文字永遠不會消失，需要carry文字

的載具，種類反而會增加，不可能只重圖象表現 。 很早以前，

麥克魯漢就曾經說過，每一個時代的流行，如果過了風潮期，

它將變成一種藝術，所以可能到了下個階段，讀報就會是門藝

術 。

另外，網路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涵蓋的層面不只是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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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閱讀而已，人們反而必須透過這個工具，對於寫作、閱

讀，乃至於教育，重新作一番定義及思考 。 我要特別強調，網

路和平面媒體的關係'絕對不只是「互斥」這樣單純，只會影

響到某個層面，因為基本上，它與生活密不可分，牽涉廣泛 。

這就是我的補充 。

• 
• 

請教翁理事長，電腦化及網路化之後，知識的取得與管

理，當然方便許多，不但適於個人化，而且效率與牽涉面向

上，也算非常寬廣;但是在運用全新的科技工真時，人們在態

度上究竟應該具備何種思惟，或者需要從事什麼改變，以面對

新環境的波動?

翁正雄:

既然電腦化與網路化勢在必行，那麼首先在心態上，就必

須速作調整 。 每個人在資訊時代面對的環境，都是處於快速變

遷的狀態，也許從前行事可以拖拖拉拉，因為沒有人能夠知悉

自己的行程，然而進入電腦、網路的工作模式後，由於大家

schedule都是公開的，因此長官、同事都可以明確掌握你的進

度，一目瞭然、清清楚楚，所以心態務必要改變。

其次則是必須建立企業的business model '經營者必須利

用網路資訊、科技技術，才能應付資訊時代與員工、上下游廠

商、客戶之間的溝通，有效管理旗下的公司、工廠，以及各個

部門 。 知識管理是一門學問，許多業者已經提供了相當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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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若能妥善加以應用，相信有助於企業的發展 。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將會更壞，抑或更好，所以

我們只能用輕鬆的態度去面對科技的日新月異，儘量學習應

用，並將技術整合到自己的專業領域來 。 面對資訊時代，我認

為一定要專業分工，然後在企業與企業之間，應當進行策略聯

盟，並且著重全球性的視野，才有可能成功 。 至於什麼是虛

擬?什麼是真實?與其空泛的討論不如務實的運用;譬如今天

四個人面對面座談，是所謂的real '但以後我們可能有人在新

加坡、有人在德國、有人在韓國、有人在加拿大，必須透過電

視轉播、電腦連線的virtual聚合，完成real的溝通，所以在變

動當中，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面對、學習網路，不要畏懼自己

會被淘汰，因為大家都各有能耐，就算不適合某一個場域，也

會在另外一個地方成為要角 。 由於社會變遷快速，資訊時代的

人際關係、互動溝通，當然會出現極大的變化，不過我們自己

得要學會以開放的心情面對它，才不致因為緊張過度而錯失任

何學習良機 。

唐湘龍:

網路世紀的到來，也許就像洪副總編輯所言，我們對於未

來的想像有時可能過多，但是有的時候卻太少 。 許多人將網路

新科技引進的速度和遠景，描繪得非常漂亮，彷彿明天就要全

面更替成那樣一種環境了，不過後來我們會發現，它的步調並

不如預期快速，還有其他新的因素出現，影響或阻礙網路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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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當中，必要的溝通及知識吸取媒介 。 然而至少有一點可以

確定，那就是科技發展的方向不會改變，因此每個人因應的態

度，需要及早培養 。

另外，鄭董事長也提到了一句話，讓我深感欣慰，他告訴

我們一一一則以喜，文字不會被淘汰，所以我暫時不會面臨失

業的危機; 一則以憂，若平年之後，我可能變成一項藝術品，

而不是一位新聞工作者，這是非常值得憂慮的一一漸漸地，人

的習慣會轉變為使用電腦、網路溝通，將來甚至可能連續三個

月沒有「實體」見面，但是大家依然能夠透過「螢幕 J '保持

良好互動 。 事實上，在我的感覺中，最後人們應該不會用電腦

和想見面的人聯繫，反而是當自己實在不太想與對方面對面，

又不願開罪於他，不得不去見某個人的時候，網路就派上用場

了，換句話說，那也許稱得上是一個保持人際「疏離」的秘

訣 。

所以面對網路時代，無論是溝通方式、知識取得與管理層

面上的改變，以及因應知識而來，在出版、傳播、創作形式各

方面的演進，包括權利的主張等等，都將帶來一場全新的思

考、全面性的影響 。 非常感謝在座四位，到現場進行了廣泛的

溝通，然而所有的答案，我想還是開放給每個人自行斟酌吧 。

再次感謝各位的參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