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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歷史專題製作 
  

莊憶萱 撰文 

翻閱旅程再現的歷史 

在本學期的數位歷史製作專題中，我們除了在課堂上介紹西方旅程再現的歷

史外，也邀請同學跟著歷史上各種再現旅程的概念思考與創作自己的旅程。第一

週我們從今日在英國找到最早的中世紀地圖（The Hereford Mappa Mundi）出發，

認識在文藝復興出現科學地圖繪製之前，地圖上充滿宗教寓意、神話、怪獸、動

物等傳說，以及繪圖者如何從自己的所在地想像世界、含括著天與地、虛與實的

地圖。同學們需要擱置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以分組的方式手繪出逢甲的校園地

圖，將自己每日的穿梭其中的經驗轉化成空間標示。同學們介紹地圖時，不只標

示出不同建築物相對的位置，也會很自然地佐以認識的學校歷史、與各種傳說、

謠言，或是自己在校園中觀察到的風景、出沒的小動物等做解釋。從他們自己真

實的經歷產生出的校園地圖，即便建築物與道路的比例大小有誤，卻更貼近他們

真實的「心理地理學」地圖。第二週開始我們進入旅遊指南出現的歷史，要知道

在兩三百年前可能只有浪遊者才需要餐風露宿在外奔波和遠行，特別是在農業

社會中並沒有從工作之外獨立出休憩的自由時間，一般的人並沒有像今日需要

跳脫開工作出發去「旅行」的觀念，除非有其必要性和目的性的宗教朝聖，或是

英國貴族以認識和學習古希臘羅馬文明到歐洲參訪的壯遊（Grand Tour），人們

才有離開家、離開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到他處旅行的理由。即便這些宗教或是學習

為目的的旅程與今日想要放鬆身心、跳脫工作為目的的旅行完全不同，卻也是旅

程需要被再現的開端，讓後人能夠見證和遵照相同的路線和方法以到達設定的

目的地，這也是為什麼18世紀的壯遊風潮下產生出了無數關於義大利的遊記、版

畫、（城市）景觀畫（veduta）與油畫繪畫作品，進而在19世紀誕生了旅遊指南的

出版品。不過，這時候的旅程是從實際的參訪中驗證過去所知所學的知識而非休

憩，所以更接近的是學習，慢慢地要等到中產階級興起，有空閒的時間與財力以

及仿效貴族的壯遊的目的下，旅行才慢慢被普及。早期的旅遊指南再現的是新建

的鐵路與因樣汽車出現可以快速行駛的道路，所以稱為「路線」（itinerary）。在

觀光與旅遊行程的概念普及前，路線的意義承襲了過去「導遊」(guide)引領大家

走過領隊者熟悉的道路與景點。然而，當一份指南收集了愈來愈多的路線和周邊

景點知識，便慢慢放棄單一的路線安排，轉向以城市、地區等地方概念為主題，

路線的導覽方式轉變成今日我們熟悉的城市或國家的觀光指南，包含當地可以

停留的旅宿、汽車所需的修理處、貨幣、飲食、餐廳等豐富的在地資訊。課堂中

我們回到1928年日本殖民政府鐵道部於《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了標記出台灣八

景與十二名勝的觀光地圖，邀請同學分組繪製出一份自己想要壯遊台灣的路線，

除了介紹各地值得參訪的景點、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如腳踏車環島等之外，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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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同學各自出身於不同縣市的在地知識與對其他縣市產生的觀察與想像。 

另一方面，除了地圖與文字再現旅程的方式，19世紀出現的攝影術以及在20

世紀初由柯達推出可攜式的照相機，再到1963年的傻瓜相機比繪畫的方式更快

速地推進視覺再現旅程的便利性、大眾性與個人性，相片一方面成為旅程的見

證，另一方面在相簿中，藉由一個地點或旅程的系列相片，自成一趟可以透過視

覺瀏覽與閱讀的旅程。正是相片的系列排列引領我們進入雙重的旅程，一趟在過

去，一趟在可見的現在，啟發了1960年代以後藝術家透過攝影再現旅程的創作。

接連幾週我們進入當代藝術的範疇，跟著藝術家Vito Acconci在紐約街道上跟蹤

行人記錄下城市頻繁路徑的作品，同學也試著在一節課的時間裡走入校園內跟

蹤行人，記錄他們往返的路徑繪出校園的熱區地圖。隨著冷戰在資料處理與通訊

傳播的研發，藝術家轉向書本等印刷出版品的創作，意圖向全世界傳播自己的藝

術概念。同時，隨著當時在資訊、生物、科學等領域中新興的網絡概念，地球村

的想法也隨之出現。在全球的維度中，汽車的普及、搭乘飛機的旅行逐漸地向大

眾開放、穿越國界不再困難，整個世界逐漸形成新的移動社會。我們可以隨著美

國普普藝術家Ed Ruscha在1963年創作的第一本藝術家的書《26個加油站》進入

美國西岸的公路旅行文化中，見證著名的66號公路上隨著汽車需求而林立的加

油站。往後的藝術家不斷地改編、挪用與仿效加油站的母題與攝影形式，重新思

考加油站在不同國家、在不同時代產生的新意義。我們也邀請同學在校園裡面尋

找具有相同主題的26張照片，他們透過類型學攝影的方法觀察學校，選擇學校

的建物、燈具、上課的黑板、樓梯角落、休憩地點等主題進行拍攝。接著課堂上，

我們進入1970年代地景藝術對自然的關懷，像是1979年英國藝術家Richard 

Long紀錄Avon河的書，他將書頁浸泡於河流的水中，留下泥沙潤色的水紋，再

匯集成冊，成為一本河流的自然書寫，或是藝術家頻繁走入自然林中的散步路

徑，收入連續的書頁中，邀請讀者一起走入具有場域限定性的作品裡。我們邀請

同學認識台灣各地的地景藝術節是如何透過作品反思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並

請同學作為城市的採集者，到校園裡面觀察被丟棄的垃圾，了解無所不在的塑膠

製品，與其他具有在地特徵的物件等。在課程中也介紹源於日本的「路上觀察學」

認識城市中新舊建築物、設施等交錯的紋理與痕跡。另外，觀察學的發起者認為

能夠在街道上自由地觀察來自於日本在1960街頭運動頻繁的年代，產生街道解

放的能量。我們透過對照香港插畫家貓珊於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創作的《夏愨佔

領圖》，以及歷史上著名的《清明上河圖》認識傳統古畫捲軸作品中，與西方透

視畫的空間配置相當不同的移步換景構圖方式，認識藝術家如何記錄社會變動

或抗爭運動。紀錄社會的作品也令人想到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從沿途

不公義的社會觀察激發他自我覺醒的旅途。隨著革命家到了南美洲，我們也可以

透過台灣藝術家施昀祐在哥倫比亞駐村時所出版的《哥倫比亞警察行賄手冊》，

和同學一起認識哥倫比亞的行賄文化以及在當地旅程中被敲詐的經驗，在藝術

家訪談到的各種受挫旅行心得中，感受旅行跨越國家之間所必須承受與面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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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社會等等的現實差異，思考如果旅行不再是像旅遊指南那樣安排好可

預測的旅程，我們是否能夠面對像是一種冒險、迷失，甚至文化衝擊的未知旅

程？ 

11月同學將課堂中創作的作品集結印刷，並在12月12日到19日於風之廊展出

作品，其中包含第一組仿效《26個加油站》的標題與攝影形式成為Twenty 

Humorous Garbage Artwork，紀錄學校26個觀察到的垃圾，並加註同學幽默的想

像與解釋。第二組同學除了拍攝校園的丟棄物外，在形式上則製作出風琴摺式的

書頁，讓影像隨著延續的豎立書頁產生出路徑的效果。第三組同學則是透過

Google Map的實境地圖觀察台灣大道上各種景物的課堂習作中，選擇以醫療場

所為目標，集結為《台灣大道上的白衣天使》，紀錄台灣大道上各種診所，並為

這些診所假想出各種廣告文案，反映出這些診所與大眾生活的密切性與日常感。

第四組同學則是觀察校園中各處的樓梯排列作為《校園樓梯》海報，除了傳統磨

石子與水泥砌成的階梯外，還有迴旋式的金屬階梯，帶我們看見連接垂直空間的

重要建築元素。第五組同學也是以校園拍攝的作品發表成《精選貳拾陸逢甲大學

建築美學》，記錄校園不同大樓的立面圖，就像是一張張他們在校園發出的明信

片邀請大家欣賞校園不同年代建造的建築和場所。第六組同學的Objets Trouvés，

使用法文的拾得物介紹他們在校園中觀察到的垃圾，並透過自動翻譯將他們的

介紹翻成法文，編排成一份報紙，產生出一種杜象式使用現成物再加上不搭調標

題的幽默感。第七組同學則是將校園拍攝到的垃圾影像，編輯為一張張明信片，

搭配他們將物件名稱轉化成幽默的標題，像是「抽了還是寂寞」的煙蒂、在體育

館外馬路的紅線上，看見被揉摺的日曆碎片是「違停的日曆」等，重新為這些容

易被視而不見的馬路垃圾，找到一些擬人化，或是重新解釋的趣味。在12月的課

堂上，同學們則輪流介紹他們參訪台中名勝古蹟的報告，其中包含台中火車站的

三代建築、一德洋樓、台中公園、張家祖廟、路思義教堂、台中公園、摘星山莊、

萬和宮與麻芛文化館等，在他們的介紹中不只是從建築物或目的地的資訊為主，

也會帶入個自如何看待與認識這些地點、或是古蹟的觀點，他們的旅程與參觀時

發生的事件，以及他們在當地的觀察與居民訪談，深入地了解和串連起他們與這

些古蹟之間的故事。不管是現場的影音錄影、錄音、攝影以及課堂上簡報檔的發

表等，皆是透過數位媒介再現他們參訪古蹟的方式，回應了這堂課從最早的地圖

到今日藝術家的書、再到同學使用手機紀錄某地的影音、影像，再現旅程為閱讀

路徑的主題。希望同學從自己的身邊逢甲校園出發，以一種旅行者的眼光重新認

識台中他們生活的城市，在路上行走時的觀察總是可以充滿各種思考與想像。 

本課程非常感謝通識中心的支持協助，以及相關活動經費的補助，讓同學除

了從藝術家李立中的演講中認識當代藝術的創作之外，也從課堂實際的習作中，

尋找觀看自己生活所在的多元視點，並且透過小組分工與集結印刷出來展示，分

享他們在地的觀察路徑。期待本課程往後，不只討論當代藝術中的旅程再現，也

可以串連不同領域的知識，諸如文學中的旅程再現、電影中的旅程再現、小誌創

作中的旅程再現等，重新思考人與生存環境、社會與時代的種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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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檢附圖片及圖片說明 

  
12月12日展覽佈置與作品 12月12日佈展合照 

  
展覽佈置與作品 展覽佈置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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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海報 展覽海報主題一 

  
展覽海報主題二 展覽海報主題三 

翻 _  _  _  旅程閱

數位歷史專題製作
旅程再現的歷史

2022年12⽉12⽇～12⽉19⽇
逢甲⼤學⼈⾔⼤樓Ｂ 1F⾵之廊

逢甲⼤學
通識教育中⼼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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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海報 參展成員 第三組作品《台灣大道上的白衣天使》 

 

 

 
 

 

第三組作品《台灣大道上的白衣天使》 第五組作品《精選貳拾陸逢甲大學建築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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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作品《精選貳拾陸逢甲大學建築美學》 第四組作品《校園樓梯》 

 

 
第六組作品《拾得物》 第七組作品《垃圾不分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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