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資資訊訊的的定定義義與與性性質質綜綜觀觀  

謝謝清清俊俊  992211110055  

993311111111 一一修修  

如如此此界界定定資資訊訊的的理理由由，，請請參參考考〈〈資資訊訊定定義義的的檢檢討討〉〉一一文文。。  

從從此此資資訊訊的的定定義義，，可可以以釐釐定定資資訊訊的的種種種種性性質質。。  

壹壹、、  資資訊訊的的定定義義  

資資訊訊的的界界定定分分別別從從創創作作端端（（或或創創作作者者））與與接接收收端端（（或或閱閱聽聽者者））來來釐釐定定。。這這是是考考

慮慮到到創創作作情情境境（（aauutthhoorriiaall  ccoonntteexxtt））與與閱閱聽聽情情境境（（rreeaaddeerrsshhiipp  ccoonntteexxtt））可可能能有有甚甚大大差差異異

的的緣緣故故。。  

一一、、  創創作作端端  

資資訊訊即即所所知知表表現現在在媒媒介介上上的的形形式式。。  

11..  此此界界說說即即一一傳傳播播行行為為，，且且屬屬於於「「有有意意的的」」傳傳播播行行為為。。  

22..  此此界界說說是是依依資資訊訊的的產產生生過過程程（（產產生生之之相相））而而界界定定，，涉涉及及產產生生過過程程中中與與諸諸重重

要要外外緣緣的的關關係係。。  

33..  資資訊訊是是自自然然界界（（色色法法））中中的的實實物物（（eennttiittyy）），，故故所所產產生生的的或或期期望望閱閱聽聽者者得得到到

的的，，即即為為「「形形式式」」。。  

44..  所所知知：：梵梵文文 jjññaannaa，，是是指指有有情情眾眾生生（（包包含含人人在在內內））三三世世之之中中（（過過去去、、現現在在

和和未未來來））所所有有可可能能了了知知的的總總合合。。  

  這這是是一一個個集集合合名名詞詞，，是是共共相相。。對對某某社社群群而而言言，，則則為為構構成成其其社社群群文文化化之之

原原動動力力，，有有時時亦亦以以社社群群記記憶憶（（ssoocciiaall  mmeemmoorryy））稱稱之之。。對對個個人人而而言言，，則則

稱稱為為一一己己之之所所知知（（別別相相））。。  

  所所知知中中含含有有知知性性、、感感性性、、創創作作、、信信仰仰……等等各各種種認認知知心心理理學學所所研研究究分分析析

的的心心智智成成份份。。以以唯唯識識之之百百法法而而言言，，即即心心法法（（包包括括心心王王八八法法和和心心所所五五十十

一一法法））所所生生之之「「見見」」。。所所以以，，除除正正見見外外，，邊邊見見、、邪邪見見亦亦在在其其中中。。由由此此

可可知知，，所所知知無無價價值值取取向向。。  

  借借著著界界定定所所知知，，可可以以使使資資訊訊所所承承載載的的信信息息範範疇疇達達到到合合理理的的地地步步。。  

55..  媒媒介介：：  

  媒媒材材、、工工具具、、以以及及相相關關技技術術之之總總稱稱。。  

  此此所所指指之之工工具具為為依依媒媒材材所所設設計計的的，，包包括括眾眾生生之之器器官官，，塵塵世世中中之之器器具具、、

儀儀器器、、機機器器……等等基基本本處處理理資資訊訊的的設設備備。。  

  此此所所指指之之技技術術為為依依工工具具所所研研究究發發展展出出來來的的技技術術，，包包含含操操作作上上之之程程序序知知

識識（（pprroocceedduurree  kknnoowwlleeddggee））。。  

  循循著著相相關關的的理理論論和和工工程程技技術術（（tteecchhnnoollooggyy）），，媒媒介介可可以以發發展展成成各各式式各各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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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理理資資訊訊的的系系統統，，稱稱為為媒媒體體。。  

  經經由由媒媒介介，，資資訊訊與與工工程程技技術術的的關關係係便便有有了了著著落落。。  

66..  表表現現（（eexxpprreessss））：：  

  這這是是借借用用了了美美學學中中的的名名詞詞，，指指思思想想轉轉化化為為作作品品的的過過程程，，也也稱稱之之為為「「外外

化化」」。。  

  這這是是由由「「心心法法」」轉轉化化為為「「色色法法」」（（實實物物））的的過過程程。。  

  表表現現需需借借助助「「約約定定俗俗成成」」的的表表現現系系統統才才能能達達成成傳傳播播或或溝溝通通的的目目

的的。。常常用用的的表表現現系系統統有有語語言言（（語語言言學學  lliinngguuiissttiiccss））、、文文字字（（文文字字

學學））和和記記號號（（記記號號學學  sseemmiioollooggyy））等等類類。。藝藝術術的的內內涵涵是是由由記記號號

學學與與詮詮釋釋學學來來闡闡述述。。  

  透透過過媒媒介介與與表表現現系系統統的的關關係係，，才才足足以以說說明明各各種種媒媒體體性性質質的的由由

來來，，並並提提供供應應用用各各種種媒媒體體時時，，引引用用相相關關理理論論的的依依據據。。  

二二、、  接接收收端端  

形形式式即即資資訊訊  

11..  有有意意的的傳傳播播  

  依依創創作作端端所所用用的的表表現現系系統統，，對對閱閱聽聽到到的的形形式式作作出出理理解解和和詮詮釋釋。。這這

也也是是一一個個傳傳播播的的過過程程。。  

  這這種種理理解解和和詮詮釋釋是是依依一一己己之之所所知知、、社社群群記記憶憶（（ssoocciiaall  mmeemmoorryy））和和

當當時時的的閱閱聽聽情情境境（（含含閱閱聽聽者者的的身身心心狀狀況況））而而有有所所不不同同。。  

22..  無無意意的的傳傳播播  

  無無意意的的傳傳播播是是指指傳傳播播者者並並沒沒有有傳傳播播的的意意圖圖，，然然而而接接收收者者自自己己建建立立

了了傳傳播播的的行行為為。。  

  在在無無意意的的傳傳播播中中最最常常見見的的，，是是接接收收者者對對自自然然界界的的、、或或是是社社會會上上的的

種種種種現現象象（（形形式式）），，作作出出理理解解和和詮詮釋釋。。此此理理解解和和詮詮釋釋所所受受的的約約制制與與

有有意意的的傳傳播播行行為為相相同同。。然然而而，，依依個個人人（（科科學學家家、、人人文文社社會會學學者者、、

一一般般民民眾眾））對對此此約約制制的的警警覺覺、、修修養養和和學學養養不不同同，，所所採採用用的的認認知知方方

式式和和結結果果也也就就不不一一樣樣。。  

  無無意意的的傳傳播播中中也也有有以以自自己己心心中中創創造造出出的的某某種種形形式式為為對對象象，，然然後後對對

此此虛虛構構的的形形式式作作出出理理解解、、詮詮釋釋、、和和增增減減（（加加值值））。。此此即即唯唯識識中中所所說說

的的意意識識（（第第六六識識））中中獨獨頭頭意意識識所所產產生生的的作作用用。。舉舉凡凡創創作作、、規規劃劃、、

思思考考、、反反省省、、作作白白日日夢夢……均均屬屬獨獨頭頭意意識識所所產產生生的的作作用用。。獨獨頭頭意意識識

構構成成的的傳傳播播，，是是個個人人腦腦內內的的傳傳播播（（ppeerrssoonnnneell  iinnttrraa--ccoommmmuunniiccaattiioonn））。。  

  依依科科學學研研究究方方法法，，對對事事物物現現象象的的觀觀察察多多屬屬「「無無意意的的傳傳播播」」之之類類；；

然然而而在在人人文文社社會會學學的的研研究究方方法法中中，，卻卻包包含含有有意意的的傳傳播播，，如如訪訪談談或或

調調查查。。  

  接接收收者者若若無無心心智智，，如如機機器器，，則則無無獨獨頭頭意意識識所所產產生生的的作作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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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了了解解與與詮詮釋釋  

  形形式式分分為為兩兩類類：：自自然然的的形形式式和和人人為為的的形形式式  

  了了解解形形式式的的方方法法：：理理解解、、感感受受  

  了了解解之之後後可可作作詮詮釋釋。。詮詮釋釋的的方方向向有有二二：：一一為為顯顯示示作作者者的的觀觀點點和和欲欲

傳傳達達的的信信息息，，一一為為表表示示讀讀者者的的創創見見。。  

  詮詮釋釋須須有有法法度度，，或或依依釋釋義義學學的的原原則則為為之之。。  

44..  接接收收端端示示意意圖圖  

    

  

  

  

  

  

  

  

  

  

  

貳貳、、  資資訊訊的的性性質質  

一一、、  依依創創作作端端資資訊訊的的定定義義，，資資訊訊的的性性質質可可經經由由四四個個方方向向觀觀察察：：  

11..  因因襲襲所所知知的的性性質質  

22..  依依附附媒媒材材所所得得的的性性質質  

33..  駕駕馭馭媒媒介介工工具具與與技技術術所所增增益益的的性性質質  

44..  使使用用表表現現系系統統所所呈呈現現的的性性質質  

這這些些說說明明請請參參閱閱《《中中文文網網路路教教學學系系統統規規劃劃研研究究報報告告》》行行政政院院科科技技顧顧問問組組，，
11999988..0022  

二二、、  資資訊訊之之定定義義與與各各學學科科的的關關係係  

三三、、  對對以以往往各各資資訊訊定定義義與與概概念念之之詮詮釋釋  

四四、、  對對一一些些傳傳播播模模式式和和理理論論之之詮詮釋釋  

形形式式  

自自然然形形式式  無無意意傳傳播播  

  

人人為為形形式式  

無無意意傳傳播播  

有有意意傳傳播播  

  

感感受受  

  

了了解解  

  

銓銓釋釋  

接收者 

接
收
到
的
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