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以媒介為名的「運動」  
 

壹 、  前 言  

 

當 論 及 「 運 動 」（ movement） 一 詞 ， 許 多 人 立 即 聯 想 的 便 是 台 灣

從 1980 年 代 以 來 所 發 生 的 社 會 運 動 風 潮 。 這 個 在 台 灣 社 會 引 起 的 經

濟 結 構、政 治 結 構 與 社 會 結 構 的 轉 變，讓 生 活 中 的 各 領 域 紛 紛 群 起 ，

進 一 步 要 求 將 其 所 處 社 會 位 置 的 不 合 理 結 構 ， 透 過 集 體 力 量 加 以 改

變，朝 向 他 們 所 認 定 較 合 理 的 方 向 前 進。此 股 改 變 的 風 潮，可 稱 之 為

台 灣 「 社 運 黃 金 十 年 」（ 蕭 新 煌 ， 1991）。  

 

對 於 這 個 從 1980 年 代 以 來 風 起 雲 湧 的 社 會 運 動 風 潮 ，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者 遂 從 不 同 學 科 的 觀 點，針 對 不 面 向 的 社 會 變 遷 提 出 一 些 可 能 的

解 釋。像 政 治 學 者 比 較 著 重 在 分 析 這 一 段 期 間 的 政 治 變 遷 的 議 題，特

別 是 政 黨 競 爭 及 政 黨 支 持 方 面，而 社 會 學 者 比 較 將 分 析 的 對 象 鎖 定 在

社 會 運 動 上，探 討 運 動 所 促 成 的 社 會 結 構 變 遷 議 題（ 王 甫 昌，1997）。

一 般 而 言，社 會 學 者 對 於 社 會 運 動 的 研 究，仍 是 台 灣 關 注 運 動 的 主 流

思 考 ， 職 此 之 故 ， 社 會 學 者 如 蕭 新 煌 （ 1990） 在 界 定 1980 年 代 以 來

的 台 灣 新 興 社 會 運 動 時 ， 僅 以 有 無 「 社 會 問 題 」 作 為 前 提 來 定 義 1，

並 進 一 步 論 證 社 會 問 題 與 社 會 運 動 互 動 的 事 實，於 是 就 沒 有 將 政 治 反

對 運 動 納 入 社 會 運 動 的 範 疇。王 甫 昌（ 1997）關 注 到 台 灣 對 於「 運 動 」

研 究 在 學 術 上 切 割 的 這 個 現 象，但 卻 從 另 一 種 角 度 運 用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所 發 展 出 來 的 若 干 概 念，來 對 台 灣 政 治 反 對 運 動 發 展 作 進 一 步 的 觀 察

與 解 釋 。  

 

                                                 
1 此處所謂「社會問題」，乃是從社會學定義上的屬性來說明。從另一個角度說，是被社會學者

所認定為有問題的、且可值得從社會學學理上進行研究的，才是這個「社會問題」的前提。如此

一來，可能導致忽視了張茂桂（1994）所舉黃應貴研究東埔山地布農少數民族社會運動的例子，

因為關於原住民新宗教運動的議題，很少會被視為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具體例子。因此，我們

可能會將「原住民」視為是一項社會問題，卻不會將「原住民新宗教」看作是一社會問題，這乃

是站在漢人主流中心思維上來界定何謂社會問題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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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王 甫 昌（ 1999）為 社 會 運 動 所 刻 劃 的 社 會 意 義 來 看，社 會 運 動

與 社 會 變 遷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非 常 密 切 的，今 天 社 會 中 被 許 多 視 為 理 所 當

然 的 社 會 規 範、價 值、公 民 權 利 或 社 會 制 度 的 安 排，都 是 過 去 社 會 運

動 的 努 力 所 爭 取 來 的 成 果，因 此，可 以 說 社 會 運 動 是 造 成 社 會 變 遷 的

重 要 手 段 2。 而 張 茂 桂 （ 1994） 也 提 出 ， 社 會 運 動 是 一 集 體 行 動 的 過

程，在 這 個 過 程 當 中，一 方 面 有 目 的 地 挑 戰 主 流 社 會，包 括 制 度 性 安

排 與 意 識 型 態 在 內，另 一 方 面 也 試 圖 創 造 新 的 或 者 重 建 過 去 曾 被 壓 迫

的 社 會 意 義。高 承 恕（ 1990）則 說 社 會 運 動 可 以 被 視 為 對 現 有 社 會 結

構 的 再 定 義、再 詮 釋 與 再 評 價，而 且 社 會 運 動 不 一 定 源 自 於 危 機 或 對

立，而 有 可 能 在 變 遷 過 程 中，不 同 的 群 體 對 既 存 結 構 有 不 同 的 認 知 、

詮 釋 及 批 判 。  

 

以 上 所 提 三 位 學 者 對 於 社 會 運 動 的 定 義，其 實 是 從 社 會 學 學 理 上

的 推 究 而 來，亦 即 是 一 種 學 術 上 的 普 遍 定 義。回 到 台 灣 社 會 的 現 實 層

面 ， 台 灣 社 會 自 1980 年 代 起 ， 一 連 串 街 頭 遊 行 、 自 力 救 濟 、 示 威 抗

議 事 件，遂 引 發 了 社 會 學 界 從 社 會 學 的 原 理、理 論 架 構，企 圖 對 這 個

解 嚴 前 後 所 導 致 的 社 會 力 急 速 竄 升 現 象 作 成 解 釋，因 而 大 量 引 進 西 方

社 會 學 者 分 析 當 地 社 會 運 動 的 模 式，從 比 對 中 整 理 出 台 灣 本 地 社 會 運

動 的 性 質。所 以 張 茂 桂（ 1994）才 提 出 台 灣 社 會 運 動 的 研 究，是 發 生

在 社 會 運 動 現 象 之 後 的。此 種 從 現 象 面 而 來 的 運 動 研 究，就 可 能 產 生

兩 種 弊 病：一 是 從 國 外 引 進 的 社 會 運 動 理 論，不 一 定 適 用 於 解 釋 本 土

情 境。另 一 則 是 運 動 研 究 容 易 只 看 到 浮 出 檯 面 或 已 形 成 組 織 的 事 件 ，

而 無 法 對 於 潛 藏 的 、 微 觀 的 、 意 義 的 變 遷 作 出 回 應 。  

 

而 台 灣 在 進 入 新 世 紀 以 後 ， 已 不 復 見 1980 年 代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的

社 會 運 動 風 潮，這 究 竟 是 台 灣 社 會 運 動 的 內 容 轉 向 了，在 舊 有 的 抗 爭

議 題（ 消 費 者 保 護 運 動、環 保 運 動 、婦 女 運 動、 原 住 民 運 動 等 ）均 浮

上 檯 面 之 後，轉 而 尋 求 其 他 生 存 議 題 的 抗 爭 ？ 還 是 社 會 運 動 的 形 式 已

經 改 變 了，從 較 激 情 的 訴 求 語 言 與 肢 體 抗 爭，轉 變 到 以 議 題 論 辯、對

                                                 
2 王甫昌（1999）舉了一些例子，例如一人一票的選舉制度、社會福利或全民健康保險制度、週

休一日半或週休二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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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為 重 點 的 論 述 策 略 形 式 ？ 此 種 對 於 運 動 內 容 與 形 式 的 疑 問，進 而 引

發 了 本 文 寫 作 的 契 機，轉 而 思 考：是 不 是 有 必 要 從 更 寬 廣 的 研 究 視 野

來 看 待 「 運 動 」 的 議 題 。  

 

從 研 究 的 視 野 出 發 ， 社 會 學 者 的 研 究 取 徑 ， 誠 如 王 甫 昌 （ 1999）

所 言，在 解 釋 台 灣 各 種 社 體 運 動 興 起 現 象，大 都 傾 向 於 質 問 社 會 運 動

所 代 表 的「 定 義 」問 題，如：到 底 社 會 運 動 是 什 麼 ？ 要 如 何 解 釋 它 的

發 生 ？ 什 麼 因 素 有 利 於 它 的 發 生 ？ 台 灣 在 什 麼 情 境 下 會 發 生 社 會 運

動 風 潮 ？ 等 等 一 類 有 關「 什 麼 」的 問 題。而 本 文 的 發 問，則 是 欲 從 傳

播 的 觀 點，進 一 步 探 究 運 動 與 社 會 變 遷 的 議 題，此 時 語 藝 學 者 Michael 

C. McGee 對 於 運 動 的 探 討 ， 正 為 本 文 提 示 了 新 問 題 的 方 向 。  

 

McGee（ 1980）所 提 及 運 動 研 究 的 另 類 觀 點 ，和 社 會 學 從 定 義 什

麼 的 發 問 方 式 是 不 同 的 。 McGee（ 1980）指 出 ， 運 動 不 只 有 純 粹 從 行

為 的 或 現 象 的 角 度 切 進 研 究，其 實 可 以 從 詮 釋 的 面 向，將「 運 動 」視

為 人 類 意 識 轉 變 的 經 過、過 程，此 時 研 究 者 的 角 色 乃 界 定 在 一 批 評 者

的 定 位 上 ， 試 圖 努 力 賦 予 意 識 轉 變 下 運 動 的 「 意 義 」， 積 極 論 辯 某 些

思 潮 如 何、怎 麼 成 為 一 個 社 會 中 的 運 動，或 是 某 些 概 念 為 何 從 邊 緣 思

維 轉 而 一 個 社 會 的 主 流 意 識 。 McGee 此 種 從 意 義 面 向 的 發 問 方 式 ，

可 說 適 時 地 拓 展 了 筆 者 對 於 運 動 的 思 考，同 時 也 促 使 筆 者 深 入 思 索 運

動 和 傳 播 研 究 的 關 係 。  

 

因 此，本 文 將 環 繞 在 運 動 與 傳 播 研 究 關 係 的 主 軸 上，試 著 將 媒 介

視 為 社 會 結 構 或 社 會 制 度 的 一 部 份，它 也 同 樣 共 同 參 與 了 台 灣 社 會 變

遷 的 過 程 （ 吳 淑 俊 ， 1990）。 在 這 過 程 中 ， 社 會 中 的 人 們 對 媒 介 所 持

的 看 法 有 何 種 價 值 或 意 識 的 變 遷 ？ 經 歷 何 種 認 知 、 詮 釋 及 批 判 的 改

變 ？ 且 讓 筆 者 試 著 站 在 傳 播 的 角 度 ， 來 對 媒 介 作 一 種 運 動 式 的 提 問

3。 尤 其 當 社 會 其 他 各 群 體 開 始 抗 議 媒 介 上 所 呈 現 的 形 象 ， 實 已 扭 曲

                                                 
3 所謂對媒介作運動式的提問，乃將民眾對於媒介所應扮演的社會角色、所應發揮的社會功能，

視為是一須被檢視的意識形成過程。媒介同樣也經由語言、文字、符號建構的過程，共同參與了

台灣社會的世界真實，其所帶來的改變，不應只是工具性的意義而已，亦即我們對於媒介的看法，

也應從生活價值、公義層面來檢討。此種問法已超脫了媒介只是載具的思考，進一步說媒介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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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框 架 了 其 生 存 的 現 實 時，媒 介 實 在 沒 有 理 由 再 自 外 於 社 會 問 題 或 社

會 變 遷 的 行 列。筆 者 作 為 傳 播 研 究 的 一 員，實 有 必 要 就 本 身 之 專 業 性

進 一 步 探 討 媒 介 和 社 會 變 遷 之 間 的 關 係，此 外，也 在 試 著 和 不 同 學 門

共 同 參 與 對 運 動 的 討 論 ， 並 期 待 能 對 運 動 研 究 帶 來 新 的 研 究 視 野 。  

 

 

貳 、  過 去 幾 個 傳 播 觀 點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若 是 提 到 傳 播 取 向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誠 如 趙 雅 麗（ 2001）所 指 出

的，大 都 著 重 在 大 眾 媒 體 對 社 會 運 動 的 報 導 上，只 關 注 大 眾 媒 體 在 社

運 中 的 角 色 功 能 ， 於 是 有 消 息 來 源 、 媒 體 報 導 與 事 實 再 現 的 研 究 觀

點。而 這 樣 的 觀 察 結 果，實 已 道 出 了 國 內 傳 播 取 向 的 運 動 研 究 特 點 。

為 了 繼 續 深 化 此 論 點，本 文 將 持 續 對 傳 播 學 界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作 一 綜

合 式 的 整 理，於 是 再 次 翻 閱 了 有 關 傳 播 取 向 的 運 動 研 究，同 時 也 期 待

能 從 這 些 文 獻 中 激 發 出 對 運 動 問 題 的 再 思 考。而 筆 者 從 台 灣 本 地 文 獻

當 中，歸 納 出 傳 播 取 向 的 運 動 研 究 大 致 有 兩 個 方 向：一 個 是 意 義 建 構

與 媒 介 再 現 的 範 疇，另 一 則 是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以 下 將 分 別 討 論 之 。 

 

若 從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對 於 社 會 運 動 的 報 導 議 題 出 發，胡 晉 翔（ 1994）

指 出 有 關 傳 播 觀 點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已 經 從 霸 權 論 轉 向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說 法。所 謂 霸 權 論 指 的 是，在 社 會 運 動 議 題 的 報 導 層 次 上，統 治 階 層

是 事 件 的 原 始 界 定 者，而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只 是 事 件 的 次 級 界 定 者，媒 介

內 容 總 是 符 合 統 治 階 層 的 利 益、複 製 著 當 權 者 的 意 識 型 態，抗 爭 者 的

聲 音 不 是 不 曾 出 現 在 媒 體 上，就 是 被 邊 緣 化 或 扭 曲（ 胡 晉 翔， 1994；

彭 慧 蕙 ， 1998）。  

 

但 隨 著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修 正 ， 霸 權 論 的 觀 點 也 受 到 挑 戰 ， 大 眾 媒 介

在 馬 克 思 主 義 觀 點 下，是 一 各 種 不 同 意 識 型 態 競 爭 的 場 域，社 運 團 體

仍 可 在 與 既 存 機 制 或 統 治 階 層 權 力 關 係 不 均 衡 的 情 況 下，運 用 媒 介 策

                                                                                                                                            
本文所欲反省及批判意識形成過程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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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 進 而 影 響 新 聞 內 容 的 形 成 （ 胡 晉 翔 ， 1994； 彭 慧 蕙 ， 1998）。  

 

而 若 論 及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 則 可 從 媒 介 論 域 的 討 論 來 看 。 同 樣

地 ，在 大 眾 傳 播 研 究 中， 對 於 媒 介 論 域 的 看 法， 翁 秀 琪（ 1996）指 出

也 有 自 由 多 元 論 典 範 和 馬 克 思 主 義 典 範 兩 種 取 向。多 元 主 義 典 範 者 認

為 社 會 是 由 互 相 競 爭 的 複 雜 利 益 團 體 所 組 成，社 會 中 的 權 力 結 構 是 多

元 的，沒 有 任 何 團 體 可 能 永 遠 屬 於 主 導 地 位，在 此 中，媒 體 組 織 享 有

相 當 的 自 主 性，不 受 政 府、政 黨 及 壓 力 團 體 的 干 預，媒 體 的 控 制 權 掌

握 在 具 有 自 主 能 力 的 精 英 手 中 ， 媒 體 專 業 人 員 亦 享 有 相 當 的 自 主 性

（ 陳 雪 雲 ， 1991； 翁 秀 琪 ， 1996）。  

 

至 於 馬 克 思 主 義 典 範 諸 如 政 治 經 濟 理 論、英 國 文 化 研 究 及 法 蘭 克

福 學 派 的 文 化 理 論 等。此 典 範 的 基 本 觀 點 是，資 本 主 義 社 會 是 階 級 主

控 的 社 會，媒 介 被 認 為 是 意 識 型 態 領 域 中 的 一 環，不 同 的 階 級 觀 點 在

媒 介 中 互 爭 長 短 ， 然 而 最 後 的 控 制 仍 逐 漸 集 中 在 壟 斷 性 的 資 本 家 手

中，媒 體 的 專 業 工 作 者 自 以 為 享 有 自 主 權，其 實 主 流 文 化 與 意 識 型 態

早 已 在 不 知 不 覺 中 內 化 了 （ 陳 雪 雲 ， 1991； 翁 秀 琪 ， 1996）。  

 

從 以 上 兩 個 方 向 來 看，在 媒 介 意 義 建 構 方 面，有 所 謂 霸 權 論 和 馬

克 思 主 義 兩 種 觀 點；而 在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方 面，則 也 有 自 由 多 元 主 義

典 範 與 馬 克 思 主 義 典 範 兩 種 看 法。此 種 對 於 理 論 的 分 類 方 式，乍 看 之

下 頗 為 矛 盾，在 前 者 當 中，霸 權 論 指 涉 的 是 一 種 支 配 性 的 觀 點，而 馬

克 思 主 義 則 傾 向 於 意 識 型 態 爭 霸 的 說 法。但 在 後 者 中，自 由 多 元 主 義

所 強 調 的 是 相 對 自 主 性 的 角 色 ， 馬 克 思 主 義 則 反 而 指 向 決 定 性 的 關

係。為 何 會 出 現 這 樣 矛 盾 的 歸 類 ？ 可 從 兩 點 來 解 釋，一 是 因 為 研 究 者

在 援 引 理 論 時，有 不 同 理 論 區 分 的 考 量 所 導 致；另 一 則 是 因 為 研 究 問

題 層 次 不 同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  

 

在 大 眾 傳 播 研 究 的 領 域 當 中，對 於 理 論 的 區 分 方 式 會 因 研 究 者 的

需 要 而 有 不 同 的 面 貌，事 實 上，理 論 的 位 置 是 相 對 的，馬 克 思 主 義 會

被 研 究 者 如 何 詮 釋 或 引 用，端 看 其 所 欲 比 較 的 觀 點 是 什 麼 而 定。而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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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理 由 又 深 受 後 者 也 就 是 研 究 問 題 層 次 的 影 響。換 言 之，當 研 究 者 欲

從 傳 播 觀 點 談 運 動 研 究 時，其 對 於 媒 介 屬 性、範 疇 的 界 定 則 左 右 了 媒

介 與 社 會 運 動 之 間 的 關 係 。  

 

若 進 一 步 論 及 媒 介 意 義 建 構 的 研 究 層 次，過 去 研 究 者 多 從「 媒 介

中 心 論 」的 角 度 來 探 討 社 會 運 動，而 忽 略 了 社 運 團 體 主 動 建 構 意 義 的

角 色，亦 即 傳 播 觀 點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均 未 能 從 社 運 本 身 的 主 體 位 置 出

發 ， 來 探 討 與 理 解 社 運 現 象 （ 胡 晉 翔 ， 1994； 趙 雅 麗 ， 2001）。 此 種

觀 點 遂 使 得 傳 播 研 究 者 只 注 意 到，社 運 組 織 在 媒 介 意 義 建 構 中 是 為 一

消 息 來 源 的 位 置，這 方 面 的 相 關 研 究 取 向 於 是 有：社 運 團 體 與 其 他 消

息 來 源 與 媒 體 之 間 的 權 力 互 動 研 究 （ 翁 秀 琪 ， 1996）、 媒 體 建 構 社 會

運 動 新 聞 的 再 現 與 框 架 研 究 （ 許 傳 陽 ， 1992； 胡 晉 翔 ， 1994）、 社 運

組 織 媒 介 策 略 研 究（ 孫 秀 蕙 ， 1994； 周 瑞 貞 ， 1998）等 面 向 。 然 而 ，

在 媒 介 意 義 建 構 的 研 究 層 次，不 應 只 侷 限 於 大 眾 傳 播 媒 介。事 實 上 ，

許 多 社 運 團 體 也 曾 以 發 行 刊 物 的 手 法 進 行 社 會 議 題 的 建 構，社 會 運 動

的 主 事 者 正 透 過 語 言、文 字、符 號，提 供 參 與 者 或 社 會 大 眾 一 個 新 的

外 在 世 界 的 認 知 圖 像 4。  

 

如 果 我 們 承 認 社 會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 乃 在 於 其 提 供 的 一 套 新 的 認 識

世 界 的 論 述 方 式，那 麼 這 個 研 究 的 主 體 應 回 歸 到 社 會 運 動 的 主 事 者 ，

也 就 是 社 運 組 織 及 參 與 者 身 上 。 社 運 學 者 Alberto Melucci 就 曾 提 及

社 會 運 動 在 當 代 社 會 的 角 色 。 Melucci（ 1996） 指 出 ， 社 會 運 動 宛 如

是 一 預 言 家，這 些 社 會 策 動 者 所 擁 有 的 不 是 傳 統 體 制 之 內 國 家 機 器 的

力 量，而 是 掌 有 字 義、命 名 的 權 力，社 會 運 動 者 透 過 語 言、符 碼 來 挑

戰 僵 化 的 霸 權 意 識，分 別 與 社 會 各 層 級 進 行 抗 爭、折 衝 或 協 調，從 解

構 舊 思 維 當 中 再 重 構 當 代 社 會 的 資 訊、訊 息，從 運 動 中 喚 起 個 人 的 自

主 性 ， 使 之 成 為 擔 負 己 身 生 活 創 造 意 義 的 社 會 行 動 者 。 而 學 者

Charlotte Ryan（ 1991）也 同 意，社 會 運 動 是 對 社 會 主 流 意 義 的 挑 戰 ，

所 爭 取 的 是 社 會 意 義 的 掌 握 權 。 總 而 言 之 ， 社 會 運 動 所 策 動 的 新 論

                                                 
4 例如婦運團體中的婦女新知發行《婦女新知》刊物，客家運動也曾推行《客家風雲》雜誌，而

消費者保護運動也有《消費者報導》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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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乃 指 涉 了 更 深 的 意 義 建 構 意 涵，是 一 種 試 圖 與 舊 思 維 抗 爭，另 建

新 思 維 的 可 能 。  

 

而 回 到 媒 介 與 意 義 建 構 的 關 係 上 ， Ryan（ 1991） 就 曾 提 出 ， 過 去

傳 播 研 究 太 過 於 以 媒 介 中 心 的 取 向 解 釋 媒 介 與 社 會 權 力 的 關 係，事 實

上，從 建 構 論 的 觀 點 來 看，媒 介 充 其 量 是 次 級 的 界 定 者，初 級 的 界 定

者 應 該 是 消 息 來 源，而 對 於 消 息 來 源 的 研 究 一 直 是 傳 播 學 界 較 少 碰 觸

的 地 方 5。Ryan 的 說 法 倒 提 醒 了 我 們，雖 然 社 運 組 織 作 為 消 息 來 源 的

角 色，比 起 官 方 的、正 式 的 消 息 來 源，有 先 天 政 治、經 濟 等 結 構 上 的

限 制，但 不 能 忽 視 的 是 運 動 論 述 所 策 動 的 新 意 識，仍 然 是 意 義 建 構 的

初 級 來 源。因 此，如 果 傳 播 研 究 繼 續 對 於 社 會 運 動 意 義 建 構 的 問 題 感

興 趣，那 就 不 應 將 意 義 建 構 的 層 次 只 停 留 在 大 眾 媒 介 上，僅 探 討 新 聞

再 現、媒 介 框 架 等 問 題，而 也 應 觀 察 社 運 組 織、參 與 者 如 何 共 同 參 與

意 義 建 構 的 過 程 ， 如 此 ， 才 能 進 一 步 拓 展 意 義 建 構 的 研 究 範 疇 。  

 

承 續 著 上 述 的 看 法 ， 在 意 義 建 構 的 研 究 中 ， 若 能 納 入 社 運 主 事 者

作 為 一 個 言 者 的 角 色 ， 那 麼 將 有 助 於 進 一 步 釐 清 建 義 建 構 的 「 主 體 」

問 題，同 時 也 能 將 媒 介 的 角 色 置 於 更 大 的 社 會 體 系 中 來 觀 察 與 理 解 。 

 

至 於 傳 播 取 向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之 第 二 個 面 向，則 是 涉 及 了 更 廣 泛

的 媒 介 社 會 角 色 問 題 。  

 

就 傳 播 研 究 的 角 度 來 看，大 眾 傳 播 與 社 會 變 遷 的 議 題 亦 是 傳 播 學

者 關 心 的 問 題 ， 陳 世 敏（ 1983）認 為 ， 就 廣 義 而 言 ， 從 宣 傳 分 析 ， 到

民 意、廣 告、競 選 活 動、青 少 年 的 暴 力 行 為 等 許 多 效 果 研 究，都 可 說

是 在 研 究 大 眾 傳 播 與 社 會 變 遷 的 關 係。而 吳 淑 俊（ 1990）在 談 社 會 運

動 的 發 展 與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的 角 色 功 能 時，也 引 用 了 Denis McQuail 的

說 法，提 到 傳 播 媒 介 在 社 會 變 遷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有 所 謂「 媒 介 中 心

                                                 
5 關於消息來源研究的說法，Ryan（1991）認為一直是傳播學界較少碰觸的地方，這乃就當時美

國學界的情形而言。而這樣的說法對於台灣傳播學界介入社會運動研究的取徑，也指出了 1990
年代的研究現況，但事實上，傳播學界對於消息來源的研究並不是缺乏，而是在結構上過於偏重

官方的、正式的消息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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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與「 社 會 中 心 說 」兩 種 不 同 的 看 法。前 者 將 媒 介 視 為 塑 造 者 或 變

遷 策 動 者，認 為 傳 播 科 技 與 媒 介 所 傳 遞 的 內 容，都 是 促 動 社 會 變 遷 的

力 量 ， 因 此 ， 媒 介 是 促 使 社 會 變 遷 之 因 ， 此 觀 點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當 推

Marshall McLuhan 了 。 後 者 則 認 為 媒 介 只 是 一 面「 鏡 子 」， 媒 介 的 型

態 是 政 治、經 濟 與 整 個 社 會 大 環 境 下 的 產 物，媒 介 所 塑 造 的 新 聞，能

夠 忠 實 、 客 觀 地 反 映 社 會 變 遷 （ 吳 淑 俊 ， 1990： 54-55）。  

 

以 上 所 談 論 的 是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和 社 會 變 遷 的 關 係。在 此 先 暫 且 回

頭 看 傳 播 與 社 會 運 動 互 動 時，傳 播 學 者 的 觀 點 為 何。吳 宜 蓁、單 美 雲

（ 1995） 就 指 出 ， 對 社 運 團 體 而 言 ，「 媒 體 」 是 其 所 欲 借 助 動 員 的 第

三 勢 力 ， 期 望 能 利 用 媒 體 來 宣 揚 運 動 的 行 動 訴 求 ， 使 之 加 入 己 方 陣

營，成 為 社 運 組 織 運 作 中 的 資 源，從 這 裏 來 爭 取 社 會 大 眾 認 同 的 程 度

與 擴 張 行 動 的 能 力 ， 進 成 達 成 社 會 運 動 的 改 革 目 標 。 而 Edie 

Goldenberg（ 1984； 轉 引 自 吳 淑 俊 ， 1990） 提 出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通 常 希

望 媒 介 能 幫 忙 他 們 達 成 以 下 四 個 目 標：（ 1）確 立 身 份；（ 2）建 立 形 象 ；

（ 3） 傳 播 有 利 消 息 ；（ 4） 指 明 目 標 。 Edie N. Goldenberg（ 1975； 轉

引 自 彭 慧 蕙，1998）也 提 到 在 社 運 組 織 與 媒 體 的 互 動 中，大 眾 媒 體 乃

界 定 在 社 會 第 四 權、提 供 論 域 空 間 的 角 色 上，社 會 運 動 者 多 半 會 透 過

大 眾 媒 介 來 爭 取 他 們 對 於 制 度 或 價 值 觀 的 定 義 權，這 使 得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多 成 為 社 運 組 織 優 先 考 量 爭 取 的 資 源 之 一 。  

 

稍 將 有 關 傳 播 與 社 會 運 動 互 動 的 觀 點 作 歸 納，就 可 以 發 現 研 究 者

傾 向 於 將 媒 介 看 成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中 介 傳 播 角 色，是 社 會 運 動 組 織 極 力

爭 取 的 資 源。然 而，若 媒 介 的 角 色 果 真 如 這 些 研 究 者 所 言 發 揮 著 可 觀

的 影 響 力，社 運 組 織 便 只 要 靈 活 運 用 媒 介 策 略 來 與 媒 體 互 動，那 麼 就

能 順 利 從 媒 介 中 形 成 或 喚 醒 社 會 的 潛 在 動 員 者 了。那，為 什 麼 許 多 社

運 組 織 還 會 自 身 發 行 起 運 動 刊 物 呢 ？ 這 樣 運 動 刊 物 的 角 色 又 該 作 何

解 釋 ？  

 

事 實 上，當 傳 播 研 究 者 在 談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時，經 常 只 著 重 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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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媒 介 」 的 層 次 上 ， 而 忽 略 了 其 他 的 「 小 眾 媒 介 」 的 地 位 6。 賀 照 緹

（ 1993） 曾 就 台 灣 的 影 像 小 眾 媒 體 進 行 研 究 ， 發 現 在 1980 年 代 的 社

運 風 潮 中，小 眾 媒 體 也 發 揮 了 動 員 運 動 的 效 果，而 且 小 眾 媒 體 更 注 意

其 社 會 位 置 的 變 動 性。當 挾 帶 著 運 動 抗 爭 意 涵 的 小 眾 媒 體，處 於 無 所

不 在 的 社 會 權 力 場 域 中 時，小 眾 媒 體 必 須 經 常 改 變 其 戰 鬥 位 置，以 避

免 成 為 原 來 體 制 的 一 部 份，此 種 媒 介 屬 性 是 迥 異 於 大 眾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然 而，不 可 置 否 的 是，小 眾 媒 介 也 是 媒 介 範 疇 的 一 部 份，只 是 這

個 部 份 ， 經 常 被 傳 播 研 究 者 給 遺 漏 了 。  

 

因 此，在 面 對 媒 介 與 社 會 運 動 互 動 的 研 究 時，如 果 轉 個 方 向，是

從 社 運 主 體 來 看 其 與 媒 介 互 動 的 關 係 ， 那 麼 就 又 有 另 一 番 不 同 的 視

野。社 會 運 動 主 事 者 在 推 行、傳 佈 其 新 意 識 時，其 進 行 的 方 式，乃 根

據 媒 介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角 色 的 變 動 而 隨 之 改 變。社 運 組 織 為 了 能 持 續 將

其 理 念 落 實 於 社 會 當 中，除 了 發 展 出 更 細 緻 的 大 眾 媒 介 策 略 之 外（ 孫

秀 蕙 ， 1996）， 同 時 也 借 由 本 身 刊 物 的 推 行 ， 在 調 整 或 拓 展 傳 播 新 思

維 的 管 道。在 此 筆 者 要 指 明 的 是，過 去 傳 播 研 究 者 在 看 待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時，往 往 僅 將 大 眾 媒 介 真 空 地 置 於 社 會 體 系 之 中，彷 彿 在 閱 聽 眾

與 消 息 來 源 之 間 只 有 大 眾 傳 播 的 管 道 一 途，其 實 大 眾 媒 介 作 為 媒 介 論

域 的 一 環，也 需 要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媒 介 進 行 競 爭。況 且，談 到 媒 介 社 會

角 色 時，若 將「 媒 介 」視 為 一 個 統 一 的 整 體，則 可 能 離 現 實 環 境 中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愈 來 愈 遠 。  

 

此 外，媒 介 在 與 社 會 運 動 互 動 過 程 中，應 該 不 只 是「 資 源 」的 提

供 者 而 已。換 句 話 說，媒 介 和 社 會 運 動 的 互 動 乃 在 一 個 更 大 的 社 會 體

系 之 中 ， 如 果 社 會 運 動 在 社 會 體 系 中 的 位 置 ， 就 如 林 鶴 玲 、 鄭 陸 霖

（ 2001b） 所 提 是 社 會 變 遷 的 核 心 現 象 ， 那 麼 媒 介 在 參 與 這 個 體 系 的

過 程 中，也 同 樣 是 社 會 變 遷 的 重 要 議 題。就 如 同 陳 世 敏（ 1983）所 提

大 眾 傳 播 與 社 會 變 遷 亦 是 傳 播 學 者 一 直 關 心 的 問 題，因 而 在 社 會 運 動

                                                 
6 所謂的「小眾媒介」（alternative media），其實是一種相對位置下的稱呼，馮建三（1992）認為

像video 就是當時最顯著的一種小眾媒介的形式。由此可看出，社會運動團體與媒介的關係，除

了主流媒介或大眾媒介之外，這些小眾/另類/異議媒介也提供了另一個可能的發聲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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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上 論 及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時，就 應 將「 變 遷 」的 觀 點 也 納 進 討 論 。

所 以，當 政 治、社 會、經 濟 的 結 構 改 變 之 際，媒 介 作 會 社 會 制 度 或 結

構 的 一 環 也 在 改 變 它 的 社 會 角 色，亦 即 媒 介 也 在 調 整 其 對 社 運 組 織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若 能 考 量 到 這 一 點，傳 播 觀 點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才 能 對

媒 介 在 社 會 中 的 角 色 ， 有 一 歷 時 性 的 與 貼 近 性 的 認 知 。  

 

如 此 一 來 ， 媒 介 與 社 會 運 動 關 係 的 研 究 ， 就 能 在 權 力 互 動 面 向 的

探 討 之 外，又 加 進 隨 著 時 間 而 行 的 社 會 變 遷 因 素。而 且，也 可 以 進 一

步 挑 戰 媒 介 只 是 客 觀 中 立、等 待 被 社 運 團 體 拉 攏 的「 資 源 」之 認 識 。

媒 介 其 實 是 社 會 中 標 誌 著 變 遷 的 場 域 ， 亦 回 應 了 重 要 的 社 會 變 遷 議

題 。  

 

 

參 、  媒 介 與 社 會 問 題 、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當 Bert Klandermans 試 圖 從 社 會 建 構 論 取 徑 來 研 究 社 會 運 動 時 ，

就 曾 提 到 社 會 問 題 的 由 來 。 Klandermans（ 1992） 指 出 社 會 問 題 不 是

客 觀 的 現 象，而 且 社 會 問 題 也 不 會 必 然 導 致 社 會 運 動，那 些 會 被 視 為

是 社 會 問 題 的 情 況 是 需 要 被 標 示 或 標 籤 出 來 的，其 中 牽 涉 了 對 痛 苦 情

境 進 行 一 種 政 治 性 的 命 名。而 蕭 新 煌（ 1990）則 進 一 步 討 論 了 社 會 問

題 與 社 會 運 動 之 間 的 辯 證 關 係。他 指 出 社 會 運 動 有 著 製 造 社 會 問 題 合

法 地 位 的 功 能，但 社 會 運 動 也 無 法 無 中 生 有 某 個 社 會 問 題，總 須 先 有

不 良 的 社 會 現 象 已 經 存 在 了，社 會 運 動 才 能 將 此 現 象 建 構 成 一 社 會 問

題，亦 即 兩 者 的 關 係 是，要 先 有 社 會 問 題 雛 形 存 在，導 致 社 會 運 動 的

動 員 與 運 作 ， 然 後 提 升 社 會 問 題 的 「 問 題 」 地 位 （ 蕭 新 煌 ， 1990）。  

 

蕭 新 煌（ 1990）發 現 1980 年 代 台 灣 曾 形 成 社 會 運 動 的 社 會 問 題 ，

其 中 一 部 份 是 因 有 具 體 的 特 定「 受 害 人 」存 在，因 而 提 高 了 社 會 問 題

的 重 要 程 度，以 及 導 致 了 社 會 運 動 的 發 生。也 就 是 當 出 現 了 具 體 的 受

害 者 時 ， 比 較 能 突 顯 社 會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程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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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瞿 海 源 （ 1994） 曾 對 台 灣 社 會 問 題 作 過 大 規 模 的 普 查 ， 欲

從 社 會 變 遷 過 程 中 評 估 社 會 問 題 的 變 化 程 度，而 且 也 欲 從 中 找 出 引 起

社 會 問 題 變 化 的 相 關 變 項，在 其 分 析 策 略 中，也 加 入 了 有 關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接 觸 的 變 項。結 果 發 現，台 灣 社 會 裏 的 民 眾 經 常 透 過 各 種 傳 播 媒

體 的 接 觸 而 獲 得 有 關 各 項 社 會 問 題 的 訊 息，而 且，個 人 接 觸 大 眾 傳 播

與 個 人 評 估 社 會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是 有 關 的 （ 瞿 海 源 ， 1994）。 此 項 關 於

社 會 問 題 的 研 究 更 具 體 地 指 出，大 眾 傳 播 只 是 台 灣 民 眾 社 會 認 知 社 會

問 題 訊 息 的 管 道 ， 不 是 社 會 問 題 主 要 形 成 部 份 。  

 

因 此 在 談 到 媒 介 與 社 會 問 題 關 係 的 主 題 時 ， 一 來 因 為 沒 有 對 媒 介

情 境 進 行 政 治 性 命 名 的 標 示 作 用，二 來 則 因 缺 乏 具 體 被 害 人，使 得 傳

播 媒 介 充 其 量 只 是 社 會 問 題 的 間 接 因 素，而 不 是 問 題 的 主 要 對 象。然

而，在 任 何 一 個 社 會 中，傳 播 媒 介 都 不 是 單 獨 存 在，它 其 實 是 社 會 的

一 個 次 系 統，媒 介 社 會 學 便 是 從 種 立 場 來 探 討 媒 介 系 統 與 其 他 系 統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它 將 媒 介 視 為 整 個 社 會 中，與 其 他 組 織、力 量 互 動 的

一 環 （ 吳 淑 俊 ， 1990）。  

 

而 若 將 時 間 拉 回 到 台 灣 1980 年 代 ， 也 就 是 社 運 黃 金 十 年 的 年 代

裏 ， 各 種 不 同 類 型 的 社 會 運 動 都 一 一 出 現 （ 蕭 新 煌 ， 1989）， 這 代 表

著 台 灣 的 社 會 面 臨 了 一 次 重 大 的 轉 型 期。但 令 筆 者 困 惑 的 是，既 然 媒

介 也 是 社 會 中 的 一 環，為 何 不 見 媒 介 蘊 釀 成 社 會 問 題 而 發 展 出 社 會 運

動 ？  

 

事 實 上 ， 從 回 顧 報 業 的 歷 史 可 以 得 知 ， 林 麗 雲 （ 2000） 就 指 出 在

社 會 風 起 雲 湧 的 年 代 中，當 時 的 國 民 黨 政 府 抵 擋 不 住 報 業 及 社 會 各 界

的 壓 力 ， 遂 在 1987 年 宣 布 解 除 報 禁 ， 此 後 報 紙 這 一 媒 介 的 社 會 性 角

色 也 開 始 轉 變。但 這 樣 的 事 件，在 傳 播 學 界 中，少 有 從 運 動 研 究 的 觀

點 予 以 探 討，僅 將 這 改 變 的 歷 程 當 成 是 一 個 時 代 轉 型 下 的 結 果，反 而

忽 略 了 期 間 社 會 大 眾 或 媒 體 從 業 人 員 對 於 媒 介 角 色 意 識 轉 變 過 程 的

深 刻 分 析。在 另 一 方 面 也 由 於 缺 少 以 媒 介 問 題 為 出 發 的 現 象 面 之 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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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 也 難 能 引 起 社 會 學 界 運 動 研 究 的 關 注 。  

 

若 回 到 媒 介 與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上 ， 媒 介 經 常 只 被 視 為 是 傳 播 的 管

道、通 路 或 者 是 工 具。雖 然 在 意 義 建 構 的 討 論 中，運 動 研 究 也 開 始 注

意 到 媒 介 是 各 方 勢 力 進 行 符 號 鬥 爭 的 場 域，或 相 互 競 爭 解 釋 議 題 的 技

場 （ 胡 晉 翔 ， 1994； 彭 慧 蕙 ， 1998）。 但 這 些 取 徑 在 筆 者 看 來 ， 仍 然

排 除 了 媒 介 作 為 社 會 體 系 一 部 份 也 需 隨 著 社 會 結 構 的 改 變 而 調 整 其

功 能 與 角 色 的 觀 點 。  

 

關 於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的 取 徑 中，王 甫 昌（ 1999）指 出，其 中 一 支「 新

社 會 運 動 論 」可 說 是 歐 洲 的 學 者 針 對 當 代 先 進 資 本 主 義 或 後 工 業 化 社

會 中，所 發 生 的 一 些 新 形 態 的 運 動 而 提 出 的 解 釋 性 描 述。根 據 新 社 會

運 動 論 者 的 看 法 ， 現 代 社 會 衝 突 發 生 的 場 域 大 約 有 三 類 （ 王 甫 昌 ，

1999： 516-517）：（ 1）抗 拒 國 家 及 市 場 的 力 量 入 侵 到 一 般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世 界 中 ， 將 一 般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殖 民 化 或 將 文 化 同 質 化 的 壓 力 ；（ 2）

在 都 市 的 社 會 情 境 中，組 成 都 市 的 草 根 運 動，起 來 挑 戰 國 家 或 其 他 的

政 治 力 量，要 求 維 持 社 區 的 自 主 力 量 及 保 護 地 方 的 文 化 認 同，以 重 組

都 市 生 活；（ 3）抗 拒 後 工 業、資 訊 社 會 中 新 類 型 的 社 會 控 制，對 於 個

人 認 同 表 達 在 文 化 符 碼 上 的 壓 抑。但 總 的 說 來，新 社 會 運 動 論 者 希 望

民 間 社 會 能 對 於 國 家 與 市 場 力 量 所 主 導 的 價 值，進 行 文 化 性 的 反 抗 ，

在 這 股 新 社 會 運 動 理 論 的 影 響 下，媒 體 改 造 也 逐 漸 成 為 運 動 論 述 中 的

一 個 環 結 。  

 

從 新 社 會 運 動 論 的 觀 點 來 看 ， 社 會 運 動 的 走 向 與 媒 介 的 關 係 愈 來

愈 近，這 可 分 別 從 形 式 與 內 容 來 說 明。在 形 式 上，Klandermans（ 1992）

即 指 出 ， 運 動 所 從 事 的 共 識 動 員 工 作 7， 實 際 上 就 是 一 種 「 民 意 」 的

形 塑 與 表 達。而 在 現 代 社 會 中，當 談 到 民 意 時，媒 介 就 扮 演 了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Jürgen Habermas（ 1989； 轉 引 自 張 錦 華， 1994）認 為 所 謂

                                                 
7 有關「共識動員」的說法是Klandermans 提出的。Klandermans（1984；轉引自王甫昌，1996：

138）認為社會運動動員的過程乃包括兩種動員：「共識動員」與「行動動員」，前者指的是社會

運動爭取一般人對於運動觀點支持的過程，後者則是社會運動的組織邀請人們參與社會運動活動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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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意 的 形 成 即 是 在「 公 共 領 域 」中 達 成，其 落 實 的 方 式 則 是 市 民 可 以

自 由 表 達 以 及 溝 通 意 見，以 對 生 活 領 域 形 成 民 意 或 共 識。進 一 步 說 ，

對 Habermas 而 言 ， 大 眾 傳 播 可 說 是 理 想 型 公 共 領 域 的 代 表 了 （ 張 錦

華，1994）。因 此，從 表 達 的 形 式 來 看，媒 介 與 民 意 的 形 成 關 係 密 切 ，

這 其 中 也 涉 及 了 對 Habermas 理 想 公 共 領 域 概 念 的 反 思 ， 從 而 探 討 另

類 媒 體 與 主 流 媒 體 間 的 拉 扯 情 形 ， Nancy Fraser（ 1992） 就 曾 提 出 多

元 公 共 空 間 的 討 論 ， 以 及 另 類 媒 體 所 帶 來 論 述 空 間 的 挑 戰 。  

 

再 從 內 容 來 看 ， 新 社 會 運 動 更 強 調 價 值 與 意 義 的 問 題 ， 也 就 是 對

於 運 動 意 義 建 構 與 傳 佈 的 討 論。而 此 種 對 於 意 義 建 構 的 面 向，不 僅 涉

及 了 媒 介 作 為 一 個 語 言、文 字、符 碼 競 逐 的 場 域，同 時 也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與 傳 播 研 究 有 更 緊 密 的 連 繫，例 如 框 架 研 究、媒 介 再 現 研 究 等（ 胡

晉 翔 ， 1994； 周 瑞 貞 ， 1998）。  

 

因 此 ， 新 社 會 運 動 與 媒 介 的 關 係 ， 正 如 林 芳 玫 （ 1997） 所 言 ， 更

著 重 象 徵 符 碼 層 面，其 行 動 領 域 常 常 在 媒 體 中 進 行。而 這 樣 的 論 點 在

進 入 一 個 以 網 路 新 科 技 為 背 景 的 資 訊 社 會 後 ， 更 具 說 服 力 了 。  

 

學 者 Manuel Castells（ 1996； 轉 引 自 李 承 翰 ， 2000） 就 指 出 ， 資

訊 社 會 已 和 過 去 工 業 社 會 不 一 樣 了，其 中 最 大 的 不 同 處 在 於，資 訊 社

會 的 核 心 發 展 過 程 是 一 連 串 知 識 生 產 、 經 濟 生 產 、 政 治 /軍 事 權 力 、

媒 體 傳 播 … 等 面 向 ， 藉 由 資 訊 典 範 的 邏 輯 下 深 切 轉 變 ， 而 聯 結 上 財

富、權 力 和 象 徵 運 作 的 全 球 網 絡。而 其 中，網 際 網 路 快 速 且 即 時 傳 遞

資 訊 的 特 性 ， 更 是 造 成 了 我 們 所 處 的 社 會 形 態 的 變 遷 。  

 

在 資 訊 科 技 的 衝 擊 下 ， 林 鶴 玲 、 鄭 陸 霖 （ 2001b） 就 提 到 此 社 會

變 遷 的 議 題 應 與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更 加 密 切，乃 因 社 會 運 動 一 方 面 是 受

到 社 會 變 遷 的 種 種 後 果 所 促 動，另 一 方 面 社 會 運 動 又 是 控 制 社 會 變 遷

走 向 的 集 體 力 量，是 任 何 社 會 變 遷 的 核 心 而 絕 非 附 帶 的 邊 緣 現 象。於

是 林 鶴 玲 、 鄭 陸 霖 （ 2001a） 也 開 始 著 手 研 究 社 會 運 動 和 網 路 之 間 的

關 係。而 在 這 研 究 取 徑 中，可 以 歸 納 出 兩 種 研 究 立 場：一 是 從 鉅 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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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來 看 資 訊 科 技 透 過 改 變 社 會 脈 絡 後，對 身 處 其 中 的 社 會 運 動 產 生

影 響；二 則 是 較 工 具 論 的 觀 點，探 討 資 訊 科 技 做 為 一 種 全 新 的 社 會 手

段 對 社 會 運 動 產 生 的 影 響 （ 林 鶴 玲 、 鄭 陸 霖 ， 2001b： 40）。  

 

在 台 灣 的 現 實 社 會 中 ， 也 開 始 有 像 陳 豐 偉 這 樣 將 社 會 運 動 理 念 帶

入 網 路 媒 體 的 人 物 出 現。陳 豐 偉 所 推 展 的 南 方 社 會 文 化 網 路，是 國 內

第 一 份 發 行 的 電 子 報，其 以 人 文 社 群 為 服 務 對 象，網 站 內 容 則 以 人 文

關 懷 為 主，關 心 的 層 面 包 括 括 社 會 運 動、社 區 運 動、生 態 環 保、弱 勢

團 體 及 文 學 文 化 （ 新 聞 學 研 究 ， 2000）。 而 陳 豐 偉 （ 2000） 對 於 南 方

社 區 文 化 網 路 的 定 位，其 實 是 想 讓 各 個 社 會 改 革 團 體 能 以 低 成 本、簡

便 的 方 法，在 被 壟 斷 的 媒 體 中，開 拓 出 發 言 的 管 道、資 訊 傳 散 的 通 路，

可 說 是 定 位 在 提 供 弱 勢 和 社 會 改 革 團 體 發 聲 管 道 的 角 色 上 。  

 

對 於 陳 豐 偉 這 類 看 待 網 路 媒 介 作 為 管 道 的 觀 點 ， 陳 錦 華 （ 2001）

則 指 出 可 以 試 圖 跳 脫 網 路 如 何 為 運 動 團 體 所 用 的 工 具 性 思 考，而 進 一

步 將 網 路 新 興 媒 體 視 為 資 訊 社 會 的 轉 型 過 程 中 一 個 具 有 潛 力 的 另 類

運 動 場 域 。 而 Susan O’Donnell（ 2001） 也 曾 就 社 會 運 動 或 草 根 團 體

所 延 展 出 來 的 網 際 網 路 媒 介 形 式 進 行 探 討，進 一 步 申 論 網 路 與 民 主 的

議 題 ， 如 何 影 響 社 會 運 動 或 草 根 團 體 在 社 會 中 的 新 走 向 。  

 

若 試 著 將 媒 介 與 社 會 問 題 、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作 一 綜 觀 式 的 整 理 ，

就 可 以 看 出，不 僅 媒 介 與 運 動 研 究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在 改 變，甚 至 也 影

響 了 傳 統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的 觀 點。筆 者 認 為 過 去 傳 播 學 者 囿 於 運 動 研 究

的 有 限 認 知，而 未 能 認 清 在 社 會 運 動 議 題 中 媒 介 的「 社 會 性 」角 色 ，

媒 介 通 常 將 自 身 定 位 在「 報 導 」社 會 問 題 的 位 置，經 由 一 套 例 行 化 的

新 聞 處 理 原 則 參 與 社 會 問 題 與 社 會 運 動 的 過 程，但 卻 從 不 認 為 媒 介 自

身 也 許 是 社 會 問 題 的 一 部 份 。  

 

但 當 我 們 試 著 從 新 視 野 看 待 運 動 研 究 時 ， 就 正 如 本 文 前 面 所 引

Melucci（ 1989） 的 說 法 ， 是 社 會 行 動 者 由 創 造 意 義 、 溝 通 、 協 調 與

作 決 定 的 過 程，反 省 既 存 制 度 的 不 合 理 處，進 一 步 形 成 集 體 行 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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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也 指 涉 了 符 號 的 抗 爭 過 程。過 去 媒 介 的 角 色，被 當 成 訊 息 傳 遞 的 工

具 或 被 視 為 一 個 符 號 抗 爭 的 場 域 時，就 不 能 從 更 鉅 觀 的 觀 點 將 媒 介 也

視 為 需 要 被 反 省 的「 體 系 」的 一 環，媒 介 反 而 在 其 既 是 符 號 又 是 載 具

的 雙 重 身 份 下，加 深 了 其 與 社 會 問 題、社 會 運 動 之 間 的 隱 身 性。因 此，

很 少 學 者 會 從 運 動 的 視 野，以 對 媒 介 進 行 意 識 變 遷 或 意 義 改 變 之 類 的

研 究，連 帶 地，我 們 也 就 可 能 缺 乏 對 於 媒 介 作 為 既 存 制 度 的 一 部 份 進

行 質 疑 與 改 革 之 分 析 工 具 。  

 

而 本 文 此 種 對 於 運 動 所 開 拓 的 新 觀 點 ， 乃 在 於 將 媒 介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而 進 行 的 革 新，納 入 運 動 研 究 的 新 觀 點，從 一 個 詮 釋 性 的 面 向，將

媒 介 的 社 會 角 色 視 為 一 意 識 轉 變 歷 程，這 個 視 角 又 可 回 應 本 文 一 開 始

所 提 語 藝 學 者 McGee 的 觀 點 。 McGee（ 1980） 對 於 運 動 研 究 的 看 法

走 得 更 遠，認 為 意 識 或 論 述 模 式 的 改 變 就 是 運 動 的 痕 跡，所 以 運 動 應

是 隨 著 人 類 意 識 而 改 變 的 一 種 思 潮。當 我 們 試 著 將 更 廣 泛 的 意 識 改 變

過 程 之 運 動 視 野，運 用 於 媒 介 上 時，其 實 可 以 幫 助 傳 播 學 者 進 一 步 思

考 媒 介 在 變 遷 社 會 中 的 角 色 已 如 何 隨 之 調 整 ？ 我 們 的 社 會 未 來 可 以

朝 向 一 個 什 麼 樣 的 媒 介 制 度 ？ 這 樣 一 來，借 由 傳 播 學 者 提 供 的 運 動 視

角 的 促 動，媒 介 就 不 再 是 一 般 大 眾 無 法 參 與 改 革 的 荒 外 之 地。而 且 ，

在 媒 介 現 實 環 境 中，那 一 群 以 客 觀 中 立 為 名 的 媒 體 專 業 工 作 人 員 以 及

媒 介 產 業 的 擁 有 者 等 人 ， 也 無 法 在 急 速 變 遷 環 境 中 再 裹 足 不 前 。  

 

因 此 ， 若 是 能 從 新 視 野 看 待 媒 介 的 社 會 性 角 色 ， 亦 即 在 媒 介 工 具

論 、 媒 介 論 域 之 外 ， 也 能 以 更 鉅 觀 的 制 度 或 結 構 觀 點 對 媒 介 進 行 檢

討，從 抗 爭、折 衝 與 協 調 的 過 程 中，逐 漸 凝 聚 出 一 個 較 能 和 我 們 現 代

生 活 貼 近 的 媒 介 環 境。此 外，亦 可 進 一 步 對 於 不 同 時 代 中 媒 介 所 帶 來

的 意 識 變 遷 過 程，透 過 研 究 新 視 角 的 拓 展，對 於 其 間 關 於 媒 介 與 社 會

變 遷 、 政 治 改 革 、 民 主 、 公 共 領 域 等 議 題 ， 進 行 深 刻 的 檢 視 與 剖 析 ，

而 這 將 有 助 於 理 解 媒 介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的 複 雜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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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結 論  

 

在 回 顧 了 過 去 傳 播 觀 點 的 社 會 運 動 研 究 ， 以 及 討 論 了 媒 介 與 社 會

問 題、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之 後，可 以 說 媒 介 也 能 成 為 未 來 社 會 運 動 或 運

動 研 究 的 一 環 。  

 

從 媒 介 的 角 度 出 發 ， 這 樣 的 運 動 觀 點 提 供 了 四 項 優 點 。 首 先 ， 媒

介 在 社 會 中 的 角 色 ， 可 以 依 運 動 的 實 踐 性 格 而 有 進 一 步 的 發 揮 。 過

去，我 們 社 會 中 對 於 媒 介 角 色、媒 介 制 度 通 常 只 停 留 在 理 論 討 論 的 層

次，也 就 是 僅 以 一 些 過 於 鉅 觀 的 國 外 理 論 觀 點 作 討 論，很 少 能 就 在 地

的、本 土 的 媒 介 環 境 進 行 檢 討 與 反 省。此 時，若 能 從 運 動 研 究 所 強 調

的 在 地 實 踐 性 格 中 汲 取 靈 感，那 麼 就 更 可 以 進 一 步 對 媒 介 的 社 會 性 角

色、媒 介 制 度 進 行 抗 爭 與 對 話，就 如 同 運 動 研 究 促 成 理 論 和 現 象 對 話

的 實 例 一 樣 ， 關 於 媒 介 的 理 論 與 現 象 ， 更 應 積 極 去 予 以 辯 證 。  

 

其 次 是 運 動 研 究 所 強 調 的 集 體 改 革 力 量 的 發 酵 ， 我 們 對 於 媒 介 的

看 法、意 識，不 是 只 有 從 政 策 由 上 而 下 制 定 的 性 格，其 實 也 能 像 其 他

的 社 會 議 題 一 樣，經 由 民 間 的、社 會 的、集 體 的 對 話 與 反 省 過 程，逐

漸 形 成 對 於 媒 介 議 題 的 改 革 共 識 與 力 量。運 動 研 究 其 實 已 指 涉 了 更 深

的 反 思 性 改 革 路 途，傳 播 學 者 很 可 以 借 重 這 樣 的 觀 點，將 之 反 省 與 應

用 到 媒 介 研 究 之 中 。  

 

第 三 ， 有 了 運 動 觀 點 的 媒 介 研 究 ， 就 更 可 以 積 極 面 對 社 會 變 遷 的

現 況。媒 介 同 其 他 社 會 領 域 的 議 題 一 樣，是 會 隨 著 社 會 型 態 的 轉 變 而

改 變 其 屬 性。如 果 傳 播 學 者 能 自 運 動 研 究 中 強 調 變 遷 過 程 的 觀 點 進 行

研 究，那 麼 就 能 對 媒 介 作 出 更 具 動 態 性 與 貼 近 性 的 判 斷。此 外，也 能

從 媒 介 社 會 學 的 角 度 對 社 會 變 遷 的 議 題 予 以 回 應 。  

 

第 四 則 牽 涉 了 更 深 的 運 動 研 究 取 徑 拓 展 的 面 向 。 當 以 意 識 改 變 的

觀 點 看 待 媒 介 與 社 會 之 間 的 互 動 時，將 可 幫 助 我 們 對 於 媒 介 所 帶 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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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價 值、文 化 影 響、公 共 領 域 等 面 向 的 議 題 有 更 深 入 的 詮 釋，以 主

動 地 論 辯 社 會 中 對 於 媒 介 的 概 念 如 何 隨 著 時 代 的 不 同 而 轉 變。這 當 中

也 正 對 過 去 習 以 現 象 面 為 出 發 的 社 會 學 取 徑 的 運 動 研 究 ， 提 出 了 挑

戰，轉 而 從 一 批 評 者 的 定 位 出 發，試 圖 賦 予 媒 介 主 體 的 轉 折、變 遷 更

深 刻 的 意 義 詮 釋 。  

 

 運 動 研 究 在 台 灣 因 為 和 社 會 運 動 風 潮 的 緊 密 關 係 ， 遂 成 了 社 會 學

者 首 先 注 重 的 領 域，但 也 因 過 於 依 賴 現 象 界 的 情 形，使 得 社 會 學 的 運

動 研 究 觀 點 視 角 受 限，而 無 法 從 拓 展 更 寬 廣 的 運 動 意 義。未 來，在 網

路 資 訊 社 會 的 衝 擊 下，傳 播 與 運 動 的 關 係 也 將 更 緊 密。因 此，傳 播 學

者 也 應 更 積 極 地 面 對 變 動 社 會 中 的 媒 介 議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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