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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年多前，麥克魯漢出版了《認識媒體－人的延

伸》一書，不按傳統邏輯的隱喻式寫作，以及近乎預言般

的說辭，在學界引起一陣騷動，但八零年代又瞬間沈寂。

數位時代的來臨，又讓麥克魯漢的作品再度被拿出來重新

理解：網路的出現真的實現了「地球村」，讓隱喻被磨

平，成為一種真實的描述，而網路媒體出現，也讓人們的

中樞神經得以延伸，可以看、聽甚至接觸到更多、更遠的

事物。在四十多年後的今天，回過頭來看瞭解麥克魯漢當

初如何認識媒體，別有一番風味！ 

 

在本書緒論中，麥克魯漢即破題式的指出「任何媒體皆為人的延

伸」，舉凡文字、書籍、電視、電影到道路、衣著、房舍和輪子等，皆

屬麥克魯漢定義的媒體。媒體的型態產生任何變化，都會影響人們生活

空間和感官比率的調整，而後反映到文明或文化上。麥克魯漢在本書便

是要先解析印刷術以來的時代，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空間和感官比例

如何被媒體形塑，再回過頭來看電力大行其道的時代，哪些社會文化現

象是我們創造出來的結果。麥克魯漢以先知先覺的藝術家自居，並以

「熱媒體、冷媒體」和「視覺空間、音響空間」這種兩兩概念的對照，

向世人宣告「世界正在巨變」。因此，我們要先認識媒體，瞭解媒體如

何控制我們的感官比率，才能夠不被媒體控制和麻痺，如同納西薩斯

（Narcissus）一般的沈溺於自己的延伸（倒影）之中。 

媒體如何影響世人的感官比率，一直是麥克魯漢想陳述的現象。例

如飽受詬病的冷熱媒體說，其概念便是來自於媒體形式與感官的關係。

熱媒體一如收音機、印刷書或電影，大量的霸佔一個感官，讓其產生過

熱的情形；而冷媒體像是電話、電視等，都是兩種感官以上的交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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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之間有較大的接觸。麥克魯漢認為，新媒體帶來的加速，是導致人

們的感官比率和空間文化改變主因，如機械時代的加速度，打破了村落

和城邦時代的視覺與聽覺並重的感官比率，形成由視覺主宰的文化。然

而，視覺建構的文化，也因電子媒體的加速延伸下產生結構上的改變。

電力帶來快速和內爆特性，世人將走出拼音文字的視覺空間，重新回到

部落時期的空間感，強調環境能和多重感官交觸的空間。 

麥克魯漢將媒體分為機械形式和電形式。機械形式以印刷術為代

表，媒體推廣了表音文字延伸視覺上的畫一和連續的特性，造成了時

間、空間上的線性化、連續化。人類生活經驗被迻譯成為畫一的文字，

視覺和聽覺世界全然分立並行，世界完全以視覺延伸為主。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賦予視覺上的光明，人們心理上強調理性和個人，社

會上強調同質和分工，生活空間呈現機械式的運作，創造了視覺空間與

其特有文化。在電科技出現之後，電媒體的出現改變世人自印刷術以來

視覺優先的感官比率，過去閉合的聽覺和觸感，都會被再度喚醒，成為

多元性、同時性、涵蓋性的的多感官空間。處於電子時代，電力做中央

神經的延伸，使世人透過媒體的延伸感知全球的脈動，世界成為多感官

交會、共振、共鳴的音響空間（acoustic space）。 

麥克魯漢進一步預測未來，電的速度在處處營造出新的中心，讓中

央邊陲型態的視覺空間絕跡於地球之上。在電子媒體大行其道時，其即

時性將讓全球成為一個村莊，即「地球村」型態：電是中央神經的延

伸，讓將人類意識延伸到全球脈絡；而電視是眼的延伸，無線電廣播是

耳的延伸，電話是口的延伸，助我們和全球互動。因為電的速度彌補地

理位置上的邊陲，視覺文化下的中心邊陲位置會消失。全世界處於同時

性與多感官交錯的空間，我們將再度回到「登高一呼，眾生皆聞」的音

響空間。麥克魯漢預測電力帶給世人的空間感，將會與前文字時代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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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空間一樣，皆是強調共振共鳴、多元感官等的特性，電子時期的空間

會「再部落化」為村莊與城邦時期的空間感。 

麥克魯漢的空間觀，也影響日後許多學者對空間的討論（Cavell, 

2004）。從今日的生活空間來探討，視覺空間的確產生了改變，進入一

個音響空間的生活。電子時代之下的媒體，例如電視和無線電廣播，讓

我們漸漸看到許多在視線距離和範圍內無法看到和聽到的景觀：我們雖

然沒去過埃及、但我們可以從電影中看到金字塔和人面獅身像，我們和

歌手不位在同一空間內，但卻聽得到他們的動人的歌聲。在網路來臨之

後，更是將電的快速發揮到淋漓盡致，網路將空間包納性和概括性放到

最大。電腦和網路帶來的世界，確實視覺、聽覺和觸覺等多感官交會的

生活形態，我們上網觀看來自世界各地資訊、收聽不同地域音樂，皆是

音響空間的特質。 

《數位麥克魯漢》作者李文森也同意，現實的資訊世界，彷彿跟著

麥克魯漢的藍圖在推進，而最大的革新，當屬網際網路與電腦資訊的出

現，如此迅速及多感官的媒介演進。其書中提到，電時代一個主要層

面，在於建立了全球網路，具有中樞神經的許多性格，電網路統合成一

體的經驗場域，各種印象、經驗都可在此進行交換，我們才得以向全世

界做出反應（Levinson, 1998∕宋偉航譯，2000）。的確，電科技帶來

的時空，以和機械時期的時空大不相同。我們生活的空間之下，已融合

了全球各種印象及經驗，電媒體令我們超越時空，可同時「看到、聽

到」全球的脈動。這種多感官交會、即時性及來訊息自四面八方的特

性，就是昔日音響特質空間的最佳定義。 

讓我們以現在的媒體使用，來驗證麥克魯漢之「音響空間」下的媒

體使用經驗。我們可以透過電視和全球同步收看王建民在太平洋的彼岸

投球，也可透過網路使用視訊和網路電話和來自四面八方的使用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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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在電腦的介面操作上，也加入了更多感官的經驗來操作。電腦操作

技術最早的純文字輸入、圖像式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到近來積極發展的觸碰式使用者介面（Tangible User Interface, 

TUI），皆是透過不同感官與世界互動的例子。在文字的使用上，也越

來越多將表音文字以繪畫模式呈現，讓眼睛以觸覺的方式來掃瞄文字的

輪廓，例如 Orz 代表一個人跪倒在地。現在的生活型態，除視覺空間特

徵外，聽覺和觸覺其他的空間的特性（同步或即時性）也浮現出來，確

實成為多感共生的音響空間。 

然而，電時代之下的音響空間，並非全然如麥克魯漢所料的「中心

邊陲型態的視覺空間將完全消滅」。現今的空間感雖近似於多感交會的

音響空間，但仍以視覺空間為主的形式存在，單一、同質化的視覺文

化，也依然存在社會結構之中，例如中小學生的制服、上下課時間和鐘

聲、政府及公司的行政程序等，都被以刻度化、同質化和序列的方式規

定著。同時，在全球村的脈絡下，大都市的型態依舊存在。腹地雖然跳

脫連續的空間，但以全球網絡的觀點，權力仍隸屬於中心節點，世界依

然有發展上的邊陲。我們仍無法脫離視覺空間帶來之文化，其依舊主宰

著音響空間。我們現在身處的後視覺空間，是視覺空間的延伸，並非完

全反轉視覺空間，而是在感官的比率重新調整後，再加強或容納其他空

間的元素的比重，而成為「新音響空間」。 

在「新音響空間」之生活形態，電和網路媒體將速度發揮到極致，

例如電腦，強調涵蓋性和多元性的文本內容，在使用方式主要仍是滿足

視覺上的需求，或透過視覺來滿足需求；再論電腦和其他媒體的關係，

雖然報紙和書籍皆可以電子化的形式儲存，但是實體的報紙和書籍則有

其不可取代的地位。視覺空間下的媒體，仍不會因為音響空間的到來而

消逝。在社會層面上，視覺文化下的制度、條文和規範等同質、畫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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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仍在整個社會結構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世人的心理層面

上，現代人的感官比率的確以多重感官來體驗世界，而媒體也需要滿足

人們更多感官的需求，但仍無法略過文字、脫離視覺為主的與世界互

動。 

在本書後半部的媒體各論，麥克魯漢企圖以媒體科技控制人們感官

之比率，以解釋社會變遷。或許是對科技偏好的偏執，讓整體論點處於

科技決定論的極端。本書導言之一的作者勒凡，整理反對麥克魯漢看法

者，普遍認為他「對現代藝術表象膚淺的認識、對科技天真的信心」。

書中援引諸多的媒體例證，如藝術、賽事和運動，看法皆稍嫌片面和武

斷。以繪畫為例，他認為藝術家都是先知先覺的，因此會在科技改變

時，以調整自身的感官比率，以迎接新時代。因此，藝術品往往也會呈

現出新的感官比率。書中多次提及繪畫，以「印刷術後藝術家才懂得以

透視法（Perspective）作畫」、「電時代的立體派（Cubism）放棄透視

改以採立即感官意識」來證明其論點，卻擱置了社會產物背後的歷史因

素及心靈層面之意涵。 

藝術的確是暗示了技術的進程，但同時藝術更是回應當代精神的產

物，其成因是否流於科技，是需要被檢驗的。麥克魯漢認為印刷術的出

現，影響了西方繪畫技巧的應用、畫派的流變，甚至改變藝術家觀看平

面的方式，進而發展「透視法」（Perspective）。雖然麥克魯漢並無言

明透視法在印刷術之前就一定不存在，但在其藝術言論中，偏向單方面

地強調印刷術的效果造成視覺文化興起，進而帶動藝術家觀察視角的改

變，影響文藝復興後的西方繪畫，未討論其他的變項。事實上，透視法

由西元前就已經被古代藝術家以直覺性的方式創作，因為羅馬帝國的衰

敗致使藝術發展停滯千年，而文藝復興後才慢慢回溫（Parramón, 1997

∕吳欣潔譯，1997）。如果作此假想，就這一點，流於結果論的論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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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為麥克魯漢在藝術領域企圖作的回溯或預測提供有效的支持。 

時間拉到近兩百年前，印象派藝術家關注的焦點，在純粹的視覺感

受形式上；後印象的藝術家們不滿足於刻板片面的追求光色，開始強調

作品要抒發藝術家的自我感受和主觀感情，於是開始嘗試對色彩及形體

表現性因素的自覺運用，已有從內心出發的作畫的訴求浮現；隨後的表

現主義，藝術家通過作品著重表現內心的情感，而忽視對描寫對象形式

的摹寫，因此往往表現為對現實扭曲和抽象化，往往用來表達恐懼的情

感。根據這些藝術表現形式，麥克魯漢只說對一半：「脫離視覺」，但

是脫離視覺之後，是訴諸內心形象之物，而非回歸聽覺、觸覺。藝術成

為心靈嚮往和精神轉移的表現，並非如依變項般的受到科技所影響。藝

術的流變主要反應當代社會典範，時代典範的興衰，有太多不同因子聚

合，如宗教、權力與戰爭。 

行進到電時代，二次大戰後「普普藝術」（Pop Art）是對印刷版

畫味最濃厚的禮讚，並未如麥克魯漢以為，被電科技內化。檢視普普藝

術大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絹印版畫將複製大行其道，或是李

卻斯登（Lichtenstein）如木刻稜角般的漫畫，又都承襲了印刷版味的粗

糙感，內化了印刷的藝術性格，屬於心靈對印刷美感的嚮往；精神移轉

方面，普普藝術 1956 年由英國藝評家 Laurence Alloway 提出，源於英

國，蓬勃於 1960 年代的紐約，年輕一代感嘆戰後物質享樂與通俗文

化，刻意反叛上一代的刻苦創作。理察漢彌爾頓（Richard Hamilton）

的健美先生握著棒棒糖，棒棒糖上有超大 Pop 字樣作品，暗示了通俗

藝術與現有藝術的合流，愛用「廣告」與「媒體」的主題，同時也是對

消費社會回應，對社會現況的不滿做出宣洩。 

麥克魯漢在書中也大膽討論其他藝術和運動，例如棒球和美式足球

的特性：棒球過於機械性質，有著固定位置和專技，而美式足球屬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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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打法，故美式足球在電時代會成為主流，棒球則漸漸不受歡迎。

可見他對運動認識並不深入，美式足球同樣有著位置在，更有防守組和

進攻組之分，專工化程度不下於棒球。然而美式足球受歡迎的程度，應

該置於當地的社會脈絡下或歷史背景：美國人喜愛碰撞力和視覺性較強

的運動。不論是媒體和藝術，麥克魯漢皆忽略了將媒體置入社會脈絡和

心靈層次上探討；他認為媒體是「使發生」變化而非「使察覺」：而我

們生活在自身延伸形塑的空間之下，由科技先創造知覺感官的需求再滿

足人們心靈上的需求。這些都忽略了媒體與藝術之於心靈宣洩的關係。

這或許也是麥克魯漢被批評為科技決定論者的主因。 

整體而論，麥克魯漢在四十多年前寫出這樣一本充滿譬喻、類似預

言的書籍，他將所有事物都納入科技和感官需求的版圖加以討論，有幾

處難免流於強詞奪理，但大抵上正確的比錯誤的多，在空間轉變上的預

測也大抵成真。書中的許多隱喻概念也被磨平，成為一種真實的敘述。

例如近來很風行的 Wii 遊戲機，遙控器延伸了人們的手，讓我們得以用

肢體語言與電腦溝通，這正是「媒體是人的延伸」的最佳代言。另外，

地球村的隱喻早在網路時代來臨時就以被徹底剷平；前陣子的新聞更是

報導了，有研究已成功讓人們以意念來控制電燈開關，先以微型無線電

波儀，將腦波數位化，再將各種電器都加以編碼，再透過摩斯密碼操

控，便可以開啟電器。這不就是「是電力作為中央神經延伸」最好的說

明嗎！再讀一次麥克魯漢，便會發現他在書中埋了許多伏筆。或許有一

天，真的會像他所說的，「我們把全人類穿在皮膚上」也不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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