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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動式文本呈現被使用於網路新聞內文，已在全球各大網路新聞

站網站蔚為風潮。本文從「互動式新聞寫作」教學實踐立場，聚焦於互

動呈現機制與新聞文本之間的敘事性寫作關係，同時說明互動呈現機

制如何可能來增益「敘事」這種特定的意義呈現模式。本文將說明互動

機制內容呈現過程的「前後時間差」是「歷時性的」的文本結構，而文本

結構中的「歷時性」是「敘事性」意義呈現模式的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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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active content has become part of the online news in 

almost all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news websit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vity and narrative in writing better online news 

reports in digital interactive cont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news reports are 

narratives and explains that the structure of digital interactive cont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the meaning of news repor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digital interactive content is narrativized 

contributes to the use of interactive online new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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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寫作立場」出發的提問

「網路新聞」在本文是指以網際網路為傳遞數位資訊管道，並在螢

幕上以瀏覽器為軟體來呈現的「新聞」，這也是一般所稱網路新聞存在

的「物質基礎」。因之網路新聞文本演進的過程，就必然受網路、瀏覽

器以及螢幕這三種「物質基礎條件」演化的影響—例如網路頻寬的拓

大、瀏覽器功能的增強以及螢幕呈現技術的發展。本文探討的思路是

從「寫作立場」面向出發，來思考近期興起的「互動式」網路新聞呈現方

式，與新聞「敘事寫作」之間的文本理論關係。

從「寫作立場」出發，數位互動文本寫作的「數位技術物質基礎」就

無法被迴避；肇因於，數位互動文本呈現的要件，是由某些數位呈現

技術所構成。在此，「數位技術物質基礎」指的是：在論述互動網路新

聞時，將先擱置網路、螢幕這二項因素，探討重心應圍繞著瀏覽器數

位文本表現能力／技術之發展，加以進行論述、分析；亦即，建構瀏覽

器互動呈現能力的數位技術，其特色與限制，是不可迴避的部分。例

如Flash及 JavaScript這兩種數位呈現技術，都擁有互動文本呈現的能

力，但近期興起的互動式新聞卻是以 JavaScript / jQuery此類技術框架

為主（山田祥寬，2013：6）。那麼，JavaScript / jQuery技術框架的「互

動書寫特色」為何？說明其「技術物質基礎」的細節，將是探究此一問題

的關鍵。 從特定的數位互動呈現技術出發， 亦即本文所選用的
JavaScript技術框架 — jQuery，我們才能往下論及「互動式」新聞與新

聞「敘事」之間，從「寫作面向」而言，所帶來的文本理論上的關係。簡

單的說，本文的論述挑戰是：如何運用新的互動文本技術，來「寫好」

具有敘事性面向的網路新聞？

一旦把思考範圍聚焦到「互動式文本呈現」與「敘事性」之間的關

係，其克服的難度在於：就文本理論而言，「互動式文本」與「敘事性文

本」在「意義給出模式」的面向上是彼此相衝突的、相矛盾的。敘事「它

們是時間性的，而非空間性的」（米勒，2002：43）；敘事「是對情節編

排概念並連帶著對敘述時間概念的充實」（利科，2003：102）。因之，

相對於敘事性文本是「線性組織」結構（科恩、夏爾斯，1997：55），互

動文本從其本身所賦與讀者的閱讀自由選擇權，這一特質而言，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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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結構就是非線性的、空間性的（黃齡儀，2009），換言之「互動性」對

敘事性文本具有解構性作用。那麼，一旦想要在敘事性文本中使用「互

動式」文本組構元素（媒材），這有可能嗎？如何克服兩者間的矛盾呢？

這一問題對於「新聞」文本格外令人覺得諷刺。新聞是在「求真」原

則下對事件進行「敘事」的文本，換言之，對新聞而言，「敘事性」是無

法擺脫的宿命。一旦互動式文本呈現模式，在網路環境下逐漸成為一

種普遍的文本樣貌，甚至是網路文本的重要特色，那麼「網路／線上新

聞」要如何來面對目前正在興起的互動式文本呈現呢？排斥它，或是接

納它？本文是站在「接納立場」下，去思考網路新聞寫作，要如何借重

「互動式媒材」，去完成它的「求真」原則。就「理論而言」，網路新聞使

用互動媒材，應該是對於新聞敘事有所增益；如果無法達成此點，對

互動媒材的使用是沒有必要的，隨意使用甚至可能是一種閱讀上的阻

礙。因之，寫作過程中互動媒材的使用與否，應是一種選擇過程，而

非必要手段。本文著重探討：此種選擇的過程，是隱含著一種可供思

考的理論依據？

一旦從寫作方向上思考，無可迴避需要立基於前文所言「數位呈現

技術」的「物質基礎」上，才能進行。然而，正如同我們所知，數位呈

現技術的發展是「正在進行式」，各種可能的新技術及表現力往往接踵

而來。從寫作的角度審視，對互動技術的選擇是否也有一合理的思考

判斷之依據呢？正如同下文會進行的分析，正是 JavaScript技術框架這

種數位互動技術特色，能更合理的、有效的化解敘事性與互動性，兩

者在文本理論上的矛盾。因之，本研究在後文中所論及的互動範例，

其所使用的技術框架，將以 JavaScript技術為主。同時，本文也是在此

種互動技術框架的科技物質基礎上，來說明新聞敘事寫作中如何思考

互動媒材的使用，進而論述網路新聞在互動媒材使用上的優、劣評價

原則。

網路新聞正處於轉變發展的時刻，逐漸擺脫早期網路新聞靜態式

的內文文本形式，朝向更普遍的互動式內文發展。對一位從事實務課

程的教學工作者而言，將在教室這種實踐場域中，面臨著從「實務」而

來所延伸地「文本理論」的提問與挑戰。如果教授互動寫作之於網路新

聞，不僅僅只是教授「寫程式」（Paul, 2006, p. 118），如果互動機制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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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被思考著要納入新聞內文寫作，不僅僅只是「自戀／癢眼」（里德爾，
2003：179），那麼終究是要回答學生：「為什麼」是要選用如此這般的

此類互動機制來加入到某篇新聞敘事？這樣的選擇對新聞敘事意義的

表達能產生何種影響與變化？評定互動新聞作品優劣的標準在那裡？

再來是，如果互動呈現「形式」的選擇被決定了，那麼互動機制的「內

容」要如何思考與安排，才能使被 入內文的互動機制可以是對新聞敘

事有著更正面效果？如果我們是以未來的「網路記者」來看待教室中的

學生，而不是視之為未來網頁設計者，那麼終究是要試著告訴學生「要

如何寫」互動新聞文本，而不是用「創意」兩個字來「打發」學生，來「逃

避」教學立場上的「理論空缺」。從「數位科技技術」這一互動寫作的「物

質基礎」出發，本文嘗試提出能合理解釋、同時能在課堂被實踐的「互

動敘事文本寫作理論」。

二、從「導覽」到「內頁」：互動呈現與互動技術發展

從早期的文獻開始，互動性意識就是數位多媒體（digital multi-

media）／數位媒體（digital media）區隔於傳統多媒材媒體（multiple media）

例如電視、電影，或是單一媒材媒體如小說，兩者最重要差異，正在

於此互動性的區別（Bhatnagar, 2002b, p. 4; Miller, 2008, p. 54）。互動在

多媒體系統的重要性／文本的討論中一直「處於核心地位」（Barfield, 

2004, p. 8），Bennett甚至說道：當閱聽眾能與媒介互動，「新媒體」的

時代才走入歷史（Bennett, 2005, p. 9）。在「關於敘事之未來的大多數文

獻中，互動性是一條黃金標準」（阿博特，2007, p. 617）。對網路新聞而

言，Brighton & Foy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新聞，互動性將會成為重要的新

聞價值指標（Brighton & Foy, 2007, p. 43）；Bradshaw & Rohumaa亦言互

動會是網路新聞的核心特色（Bradshaw & Rohumaa, 2011, p. 136）。

然而，互動如果是多媒體文本的必要組構部分，那麼互動可以賦

與多媒體文本之特色，研究文獻往往從二個面向來切入探討：一、文

本所給予讀者的控制選擇權／程度，二、互動文本的意義展現模式。第

一個面向，往往是早期文獻有關互動論述中所特別重視的。例如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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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多媒體（multimedia）」的學術專書中，Blattner & Dannenberg強

調對多媒體的標準定義並不是結合「多媒材」在螢幕上，而是使用多種

輸入機制來與螢幕互動（interact）（Blattner & Dannenberg, 1992, p. xxiii）。
Wildbur & Burke亦言電腦與互動文本呈現形式以及使用方式的發展過

程，是沿off/on開關、鍵盤、滑鼠以及螢幕觸控機制這些輸入系統的逐

步開發而開展（Wildbur & Burke, 1998, pp. 102–105）。因之這一面向開

始落實於網頁的互動中，往往聚焦於導覽系統設計的合宜性，強調互

動「在網頁設計中應謹記在心的是有效的導覽系統」（Mohler & Duff, 

2000, p. 7）。另一面，原則著重於探討多媒體／超媒體文本中，互動機

制對於受眾與文本意義展現模式的交互關係，例如Landow（2006）、
Cranny-Francis（2005）等人。這一面向是沿著文學理論發展傳統來接軌

數位文本的討論，例如延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巴特（Roland 

Barthes）、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

的文學／文本理論，以及諸如延異、可讀性／可寫性、複調／對話、互

文性等概念。Cranny-Francis總結這一面向的關注焦點為：「多媒體受

眾所遭遇的一種特定傳播模式」（Cranny-Francis, 2005, p. 5）。

對互動這個概念，如果強調的是指讀者能自由決定其所面臨文本

的訊息流動方向（即上述第一面向），那麼傳統媒體其實也都是具有「互

動」能力的媒體。以傳統紙張的「書本」而言，目錄以及頁碼都是讓讀

者可以自由決定資訊流動方向的機制，報紙亦然。同樣的，DVD 

player的前進、後退鍵也都是設計來提供給受眾控制資訊流動的機制。

因之，如果要強調互動機制與新媒體／數位文本之間的某種非常核心性

的關係，單單只是「給予讀者對資訊的控制權」這一常被強調的觀念，

並不足以說明互動與數位文本之間某種不同於傳統媒介之特色

（Friedmann, 2010, p. 252; Iuppa, 2001, pp. 59–60）。換言之，除了「給讀

者對資訊流動的控制權」這一面向外，數位文本在呈現樣貌與意義給出

模式的面向上，能否有其不同於傳統媒體之處 —即上述的第二面

向 — 一直是數位文本在理論及實踐上的自我探尋之路。「網路新聞」

也是走在這樣的道路上。

當mosaic瀏覽器問世後，「網路新聞」就開始大量興盛，不管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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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是來自傳統新聞媒體集團、新興網路原生新聞組識或是個人。初

始的網路新聞因受制於網路新聞產製的、傳遞的粗糙物質基礎條件，

基本上就是「報紙新聞」的另一種螢幕再現而已，也即不管是在內容或

形式方面，基本上都是以報紙新聞呈現規格為樣本。這一發展階段的

網路新聞往往被稱之為「鏟入式內容」。隨著網路新聞物質基礎的變

化，追求奠基於數位科技而有網路新聞自身「獨立性」之概念、呼聲抑

或實踐，就逐步發展開來（Craig, 2005）。在嘗試打造網路新聞獨立性

格的各種文本呈現樣態中，「多媒體」以及「互動」是網路新聞尋求自己

道路所能使用最重要的二項利器。正如同Artwick所強調的：「數位記

者一開始著手報導就必須思考多媒體與互動性」（Artwick, 2004, p. 143）。

網路新聞在「多媒體」及「互動」這二種文本呈現的嘗試性追求過程

中，就單純的新聞文本內容呈現而言（亦即在此並不討論網站的設計架

構，而是專論敘事新聞的文本區塊），以「多媒體呈現樣貌」這一面向發

展的較早。相對來說，新聞文本區塊內文與「互動機制」之間，在文本

呈現結合上的努力，遠不如前者的嘗試。此一現象的發展，與網路新

聞物質基礎的逐步改進息息相關。頻寬的快速劇增、更適合多媒體呈

現的瀏覽器（Netscape）之推出，以及螢幕解析度的細緻化，皆使得用

多種媒材同時呈現來表達一則新聞的可實踐性大增。用Chapman & 

Chapman的話來說，至少從Netscape推出以來，網路新聞逐漸擺脫

（shake off）報紙的印刷遺產，將聲音、影音加入敘事當中，以二種新的

媒材（或二種以上媒材）的並存來呈現一則新聞敘事，對我們而言實已

不陌生（Chapman & Chapman, 2009, p. 13）。

相反的，「互動性」與「新聞文本區塊內文」的結合，亦即某種互動

的文本機制成為組構網路新聞的重要組成內容。換言之，互動性被帶

入新聞敘事撰寫的思考過程中，則是近幾年才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表

現；也是直到近一二年，我們才在BBC、CNN、USA Today、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New York Times、中央社、《天下雜誌》等重要新聞／

內容網站中看到，愈來愈多的網路新聞文本區塊內文（以下簡稱新聞內

文）包含著各式各樣的互動機制，亦即讀者的點按、拖拉會有新聞內文

內容上的變化或增加。如圖一，當滑鼠移到某特定點時（上圖），文本

中新的內容會有相應的互動出現（即下圖的1、2、3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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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資料來源： 《天下雜誌網站》，上網日期：2014年11月22日，取自：http://topic.cw.com.

tw/2013nationalpark/pc.aspx

如果說，新聞在追求其所屬的網路文本特色時，「多媒體性」及「互

動性」是二項常被並列的特性，那麼為何「互動性」與「新聞內文」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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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使用，在時間上會如此落後於新聞內容與多媒體性的結合？事

實上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新聞內文」的範圍移開，轉而放眼於一般而言

的「新聞／內容網站」，那麼互動性與多媒性的發展就沒有這種落差。翻

開任何一本有關網站／頁建構、設計之類的書，導覽列／導覽系統都是

必要的內容部分（Jennifer, 2005; Mohler & Duff, 2000）。就網站建置的

實際演變而言，導覽系統等各式互動機制及形態一直都是建置／改版網

站的重點發想項目，同時也不斷納用各種RIA（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

數位文本互動呈現技術，如ActiveX、Java Applet、Flash以及各式非同

步標記延伸語法（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的使用。

但互動文本機制呈現模式，卻是在近幾年才從網站的「目錄資訊空

間區」（即一般網頁設計術語的導覽功能列）逐步往「新聞內文區」上移

動。影響這一遲來的「跨界」過程，原因很多，但從「文本自身」的角度

來看，一項重要的因素是數位文本呈現科技的進展，使得「互動技術」

可以與某一文本中的所有媒材都發生關係，亦即文本中任何媒材都可以

納入「被互動」的思考，這使得互動技術是數位文本「全文呈現」的有機

組成部分，而不是「主文本」之外的一種額外的、附加的、輔助性的修

飾或補充。這裡所談主文本之外的額外型互動補充，指的是例如在早

期非常普遍使用的互動式Flash image gallery呈現機制／技術，如圖二。

圖二

資料來源： CNN網站，上網日期2014年11月22日，取自：http://edition.cnn.com/2014/11/21/

business/lesotho-trout-for-japan/index.html?hpt=hp_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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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Flash image gallery是一種互動機制呈現，但此種技術的「互

動關係性」只能「及其於自身（即Flash本身）」，無法與「主文本」之中的

其他媒材（例如文本中不同段落裡的文字）產生「互動上」的關係。也就

是這種互動技術並無法給作者一種全文寫作思考上可能性：即用互動

來思考「全文」創作上的表現性。「全文」指的是，組構成某一數位文本

中的每一個媒材，不管是一個字、一張靜態影像或是影音媒材，在一

般實際可用的操作上，都可以是具有「被互動」的可能性，而最後要不

要有互動的形成，必須完全歸諸於作者創作上的構思和決定。

隨著數位內容科技的進展，HTML5、CSS3 以及當紅的各種
JavaScript技術框架（函式庫）， 諸如Dojo、YUI、jQuery、Mootools、
Prototype、script.aculo.us、ExtJS等推陳出新，這些內容呈現技術的到

來，將使文本創作者對DOM元素物件進行互動操控的行使更加便利

（畢格倫，2011；吳超、張帥，2010；高京希，2011；成林，2013）。
DOM（document object model）被通譯稱為「文件物件模型」，亦即可以

將某一網頁內文中的文本素材，例如文字、圖像、影音、聲音等等寫

作素材，都視之為網頁文本中的各種「物件」，於是網頁文本創作者就

可以直接對文件中的文本素材（即DOM的文件物件），以更直覺、簡單

的技術門檻，進行互動呈現的構思和創作。而本文所賴以論述分析的

互動技術 jQuery，即是目前最走紅的 JavaScript互動技術框架之一，其

互動的標的更完全是「針對DOM元素物件進行操作」（朱印宏，2010：
[2]27）。就此而言，當互動的使用從「目錄空間」往「內文」移動，當互

動也可以是一種「及於全文」的創作思考時，在此新的互動技術物質條

件下，意味著互動寫作技能的行使者，可以是從「網頁設計者」進而擴

展到一般的「網路記者」（李明哲，2013；Bhatnagar, 2002a）。

正是在「全文互動」這種文本互動概念下，從「互動新聞寫作」這樣

的教學實踐立場，本文將問題意識視野聚焦於互動呈現與敘事文本之

間的寫作關係。換言之，在數位文本寫作條件下，新聞敘事寫作的過

程要如何來思考「互動呈現機制」這種寫作素材的安排？也即是，如果

「互動」對文本的出現而言，不只是輔助性角色，而是對全文意義的呈

現有著整體性的考量，那麼互動機制在內容和形式的考量上，有沒有

「原則／原理」可以當作寫作發想時的依據，藉以增強讀者對新聞敘事文

本有「更多的理解脈絡」（Pavlik, 2001, p. 24）？在此，「敘事」是要被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6期（2016）

116

視強調的，正如本文所要往下的申論，「敘事」的意義呈現有其特定的

文本規則，「作為一種構造，有它自身構成與相互結合基本原則」（譚君

強，2002：13）；「敘述通常被看做是這樣的一種話語模式，它通過對

某件事情或某些事情依時間順序的描述構造一個可以理解的場景即有

意義的語言結構」（周建漳，2007：208）。因之，「全文式互動呈現機

制」如何可能來協助「敘事」這種特定的意義呈現模式，是本文往下探討

的主題。

探討敘述，這一主題有二軸線是不可迴避的，其一，「全文式」的

互動技術與敘事文本之間的文本理論關係？前文所談的，基本上是一

種現況的描述，但推動現況發展的文本理論，有必要詳述釐清；其

二，相較於傳統的靜態式敘事文本而言，互動的使用依據什麼的判定

準則，才可說是「增益」於傳統的敘事文本？只有理解這兩問題，我們

才能回答前文所提的：「敘事」與「互動」兩者之間的文本理論矛盾，就

寫作而言要如何可能化解此一矛盾。因而，說明敘事的文本特徵為

何，也才能回答這二個問題。

三、數位互動文本與敘事性呈現

那麼，敘事性文本具體的文本結構特徵是什麼？這種文本結構特

徵是如何對受眾形成意義的給出？這裡要先說明的立場是：本文在「文

本如何被理解」的理論立場，並不是「前現代藝術與作者中心論」的立

場；換言之，對本文而言，作品並不是「指向一個作者賦予的明確的意

圖，沒有給讀者留下任何自由闡釋空間」（李魯寧，2004：183–184）。

但是，讀者的自由闡釋，並不是一種無限制的自由，而是要求「讀者積

極參與作品，發揮主動性，使作品的圖式結構具體化，從而理解作品」

（李魯寧，2004：189）。換言之，受眾對敘事文本之「理解」，除了（一）

受限於受眾主體在其解釋能動性上的「前見」／能力條件之外，也同時

（二）受限於文本特定的意義給出模式—在此是敘事文本的意義給出

模式；此亦即「一個讀者對於敘事如何作為一個系統運作的知識，部分

地決定了他或她由文本創造出的意義」（科恩、夏爾斯，1997：56）。這

部分，即第（二）點，是本文關注之處。我們先藉由一些學者對於「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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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敘事」的文本結構及意義給出之探討，做為論述的開始。1
 這是因

為，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在強調對敘事中的「事件求真」立場上，其

態度是一致的。

阿瑟．丹圖（Arthur C. Danto）強調，對事件的「敘述描述」與「理論

描述」區分了歷史與科學兩種型式，因之其在《敘述與認識》中說道：對

於任何事件都有無數的描述，只有在某些描述下，「事件」對科學解釋

而言，才是有效的事件，因為它重視是描述與解釋兩者，能十分緊密

地聯繫起來。因此，幾乎可以確定，科學和對史學的描述，兩者有其

十分的不同，因而，一個事件不可能是特定的描述下被規律所覆蓋，

在同樣的描述之下它又被歷史敘述所覆蓋（丹圖，2007：xii）。那麼歷

史敘事的特徵又是何種特色呢？周建漳在〈歷史的哲學解釋與邏輯分

析〉一文中言：「在形而上層面上，歷史之為存在恰恰是在『過去』與『現

在』之間」，「歷史存在的這一關係性特徵稱之為它的『兩間性』」，而「歷

史存在的兩間性，在語言中表現就是丹圖所稱的敘述句（narrative 

sentences）」（周建漳，2007：3）。

丹圖強調「敘述句子」，「它們最一般的特徵是，它們提及至少兩個

在時間上分開的事件」（丹圖，2007：143）。因之，就歷史寫作而言，

敘述與時間的關係，是它與歷史之間最為關鍵的契合點（周建漳，
2005：208）。然而賦予事件排列的「時間性」卻仍必須面臨「編年」與「歷

史」的差別，除非我們認為編年等同於歷史。但顯然丹圖並不如此認

為：「事實上，即便我們可能給出一個完美的描述，它也仍然不過是編

年而已，……因此，最好的編年史仍然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

而有的東西卻可以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即便它告訴我們的細節遠遜

於完美的描述。真正的歷史視編年為其熱身活動，它自己的認知卻是

專注於賦予據信由編年史給出的史實以意義，或是分辦出包合在其中

的意義」（丹圖，2007：146–147）。對此，丹圖將編年史稱之為「樸直

敘述」，而真正的歷史是「有意義的敘述」（丹圖，2007：147）。

從「有意義的敘述」這一角度而言，丹圖說道：「在歷史學家通過敘

述手段描述過去所發生事情的意義上，由於敘述本身是一種組織事情

的方式，從而『跨越』了給定的事實，他們就涉足了某種可以稱為『給出

闡釋』的事情」（丹圖，2007：175），也就是說歷史學家敘述事性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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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描述事件本身的同時，也會加入意義的闡釋。那麼所謂「有意義敘

述」下的事件安排，如何可能的「給出闡釋」？丹圖在這一問題上強調：

「待解釋項並不單單描述事件 —所發生了的事情 —而且還有變化」

（丹圖，2007：292）。他解釋道：

例如，簡單地將一輛車描述成帶凹痕的已經隱含地涉及同一輛車

早先尚未凹陷的狀態。對於故事，我們要求其有開頭，有中間，

還有結尾。這樣，解釋就在於在變化的兩個時間端點之間填進內

容。……一個故事就是一個說明，我應該說就是一個解釋，關於

由開始到結束變化是如何發生的解釋，而開頭與結尾都是待解釋

項的組成部分。（丹圖，2007：292）

換言之，歷史敘事是針對某一主題相關的各種事件進行具有「開始

到結束」、「時間變化維度」的排列。這點，亦是後現代史學歷史所認同

的，例如海澄．懷特（Hayden White）即說道：「就編年紀事中眾事件予

以進一步編排，使之成為某一『景象』或歷程之分子，並藉眾分子結構

一首尾分明之過程，於是故事生焉」（懷特，1999：7）。

丹圖再進而說道：不論我們說我們在敘述性描述中想要解釋的是

後起事件或是先前事件都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所要解釋的是事件之間

的關係。這一關係不是因果關聯；相反，所 及的事件是作為在時間中

延展時，其變化的端點，進而將其聯繫在一起—作為時間性整體中

的開始與結束 —「因果」是為如此這般所揭示的變化而被尋求的（丹

圖，2007：294）。因之歷史敘事文本若要能有被解釋的發生，亦即若

要有著意義闡釋的給出，是建立在二個根本性的基本前題上：（一）被

選定進行敘事排列的事件，彼此之間必須要有某種可被解釋的相關

性，此即懷特在《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一書中所談的：

「賦予事件以同類『主題性』的能力，而這種主題性就隱含在他對年分序

列的再現中」（懷特，2005：20）。（二）事件的排列結構必須是具有時間

變化維度的，亦即「時間性」，正如同懷特針對保羅．利科《時間與敘

事》一書所做的論述，「時間性是『在敘事性中影響語言的存在結構』」

（懷特，2005：229）。就此而言，歷史作品創作者最重要的寫作技藝就

在於依事件的「主題性／相關性」，創造事件安排上的「兩間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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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時間性賦予了歷史作品本身具有「敘事闡釋」的基本文本特質。

因之，敘事作品如有優劣之分，正在於作者如何拿捏各種事件的「相關

性」以及「兩間性」之間的處置／擺置，亦即作者透過相關事件的安排以

促成兩間性，進而形塑「敘事意義給出」的創造性。

在上述敘事文本的概念下，互動文本機制或互動媒材的文本呈現

模式是否在理論上也具有展現出敘事性意義給出的可能性？

互動式媒材基本上可視為某種「編輯區塊面積」，這區塊面積是可被

讀者探測的文本「可視空間」（瑞安，2007：611），用Martinec & Leeuwen

的說法，即是創作者在這「文本可視空間」中為閱聽眾創作了的某些「給

定的」（given）「暗示」（cue），即互動機制（Martinec & Leeuwen, 2009,  

p. 199）。閱聽眾對這「區塊面積」進行點按、移入滑鼠或是其他互動行

為，透過互動媒材中的互動機制／程式，其他資訊會因之而變動或浮上

頁面；隨之而來是閱聽眾的不斷操作互動，將有更多的資訊隱入或呈

現。用瑪麗─勞理．瑞安的說法即是：「當用戶漫游某些『熱點』區域時

能夠使客體從數碼複寫的深度浮現」（瑞安，2007：612）。從互動式內

容「使用的物質基礎」來思考，互動式機制內的資訊既然是要通過閱聽

眾的互動動作之後才會「接續出現」，那麼互動機制內的內容資訊呈現

過程就有著「前後的時間差」。資訊接續出場之間所存在著的「前後時間

差」，這一資訊呈現過程的模式就是「時間性／歷時性」的，而文本結構

中的「歷時性」是「敘事性」意義呈現模式的基礎結構。換言之，互動媒

材就其本身呈現的結構而言，已具備了「敘事性」意義給出的可能性。

巴爾強調在敘事中，「時間對於素材的連續性往往相當重要，因而

必須使其可被描述」（巴爾，1995：5）。那麼就文本而言，互動過程的

前後時間差這一呈現形式本身，是使得「時間得以被描述」成為可能的

手法／技能之一。但敘事性意義給出之成立，依前文的論述，有二項重

要的前題，即「時間性」與「主題性」。因之，內容式互動機制的使用若

要能真正有敘事意義的給出，從寫作的角度而言，對「主題性」的考

量，就成為對作者更大的寫作要求，或者說寫作技巧。換言之，作者

要一再考量互動機制所欲連結的媒材，彼此間要有讀者可理解的「主題

性」關係；如此，互動與敘事之間的必然性，才能被確立。

我們可以觀察下列電子商務網站中，一個簡單的互動式文本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6期（2016）

120

制，來端詳內容式互動文本的「敘事性」。

在某一電子商務網站中，有一頁面的產品資訊呈現使用互動機

制，如圖三。

圖三　商業購物網站中的互動文本

資料來源： http://www.net-a-porter.com/Shop/Shoes/Pumps?topnav=undefined&level3Filter=&pn

=1&npp=60&image_view=product&dScroll=0

在圖三的上部，如果我們把滑鼠移向中間的鞋類產品後，可以看

到在圖三的下部中，在頁面的同一位置，中間的圖像已由「單純的鞋

子」變成「被穿好的鞋子」。滑鼠移向某一圖片後，圖片就會換成另一圖

片，這是很常用的內文互動寫作手法（一般的術語是 image hover）。「滑

鼠移動」使訊息呈現產生了前、後時間差，亦即是歷時性，同時在同一

位置的前、後圖像，其內容是有著高度的相關性，即「單純的鞋子」與

「被穿好的鞋子」；於是透過互動機制的使用，此例的互動文本就產生

了「敘事性」；換言之，對鞋子的表達，增加了「敘事的」意義給出向度。

從上例可以看到，在數位互動敘事的表達過程中，「時間性」是結

構可以帶出的，因之對相關「主題性」的拿捏往往決定了互動文本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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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凸顯敘事性的重要考量，否則僅僅有互動的呈現，未必就有「敘事

性」的意義給出。例如，在中央社〈麥擱問了 超完美中秋烤肉密技〉這

一則網路新聞，見圖四。

圖四　中央社所使用的內文互動文本

資料來源： 中央通訊社（2013）。〈麥擱問了 超完美中秋烤肉密技〉。上網日期：2013年12月
29日，取自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09140027-2.aspx

如果讀者對著圖四上部的照片中央區域按下，則會跳出另一視

窗，如上圖下部。然我們再仔細審視，跳出視窗中的照片及照片說明

文字和原始「可視空間區」照片（及 tooltips中的文字）是一模一樣的。如

前文所言，若要具有敘事性，則「兩間性」前後的「待解釋事項」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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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同時具有「變化」（丹圖，2007：233）。因此，中央社的例子中，

雖然使用了互動機制，但互動機制使用過程所產生的時間差並無法使

得兩個「一模一樣」、「沒有變化」的資訊文本內容產生敘事性。

這是一個常見的非敘事性的互動文本機制。若要將此互動文本改

成具有敘事性的意義給出，如依本文的理論脈絡而進行修正，那麼創

作者可以考量點按下去所跳出的照片是「不銹鋼烤網」的特寫照片，同

時在照片圖說上的文字是「選擇該產品的注意事項」。那麼以互動機制

來連結著這二組具有相關性、同時具有變化的資訊內容 —即原可視

空間中有著食材的照片，點按下去後跑出的烤網特寫的照片 —就能

使內文互動機制產生出敘事性的意義給出。

至此，從寫作立場出發，互動機制與敘事意義的展現之間的理論

與實踐問題，有了清楚的論述連結。然而，上述的敘事寫作手法，基

本上只作用於特定的數位文本「區塊」，數位敘事表現手法要如何從「特

定區塊」跨界到「全文」呢？換言之，「全文」的互動敘事書寫有著寫作

思考上的特定邏輯嗎？這涉及到另一個問題的探討：「全文式互動技

術」要如何被使用才是合理的敘事創作。

四、全文式互動敘事：走向「對話式敘事」

首先，如果仔細觀察，前文所舉的互動敘事範例，其互動關係性

只是「及其自身」，亦即是在特定編輯區域內完成（即特定編輯區域）。

但若從文本結構以及寫作過程而言，上文範例的重要性意義在於：在

一數位文本中，「文本區塊」有了「敘事性」意義表達的寫作工具和方

法。然而，「文本區塊」這概念在此是本文要求讀者要去特別注意的。

這是因為數位文本的超文本特質，以及螢幕閱讀的實際需求（李明哲，
2013），使得數位文本在安排媒材的手法上逐漸向「空間性」傾斜（黃齡

儀，2009），同時在具體的數位文本呈現上則往往傾向「區塊化」的排列

方式（李明哲，2010、2012；Kolodzy, 2006, p. 194; Lynch & Horton, 

2002; Sklar, 2009, p. 35）。

在傳統媒介「感知敘事的物質條件」下，敘事性意義的給出往往是

以「線性」的「移動資訊」來達成。例如，小說（書）透過「頁」的這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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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排列方法來移動相關資訊，同樣的電影（動態影像）藉由影像在螢

幕上的「線性」移動，使前後畫面有了時間差，有了歷時性／敘事性（瓦

努瓦，2012）。但在數位文本中，給予閱聽眾對資訊流動的控制權是其

重要的文本特色，換言之，在數位文本「全文」中若要使用線性的方法

形成資訊的時間差，以建構敘事性意義，這並非可行之道，因為讀者

可以容易逃脫「線性」對文本的控制。於是，在數位文本的閱讀過程

中，在「同一區塊」中，透過內容式互動機制的使用，以形構出敘事性

意義給出的可能，就成為數位文本呈現環境下敘事性意義展示的一種

重要方式。換言之，「線性」與「敘事」在數位文本中所引發的文本結構

性上的矛盾 —數位文本是抗拒線性／時間性的 —這一矛盾透過數

位文本「區塊中的互動表現手法」而獲得了部分解決。

所以說是「部分解決」，那是因為從「全文」的角度而言，區塊與區

塊之間的關係就必須進入討論視野。一般而言，全文文本總會提供互

動機制，提供受眾在文本區塊間自由選擇閱讀的權力，意謂著區塊與

區塊之間的閱讀關係是自由的。依上述所論，「敘事是對連續事件的再

現。……再現所顯示的事件順序對感知者確定其配置內容具有引導作

用」（卡法勒諾斯，2002：25）。此一觀點，從創作者全文書寫的角度審

視，作者根本無法以數位文本來形塑出具有事件順序的敘述性意義給

出；因為，讀者完全可以逃脫作者對事件所與予的敘事化安排。如果我

們不想站在後現代的立場，認為文本本來就是無止盡的指涉循環（伊格

爾頓，2007：126）；如果我們願意站在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的立場，認為作者與讀者之間還具有一種「視域融合」式的相互理解之

可能（李魯寧，2004）；如果我們也同意巴赫金的立場，認為對話具有

一種「辨證式綜合」的溝通可能（巴赫金，2009：423）。那麼在「區塊」

中創製某種互動機制，這一互動機制用來連結的對象是作者所意欲

的、全文文本中的某一特定「文本區塊」，那麼區塊與區域之間在時間

性／順序性上被作者安排的可能性，在此就有理論上的機會；但在此模

式下，作者與讀者之間對敘事文本所形成的相互理解之「時間性」，是

一種對話式的理解，用Kolko在論述互動設計時的說法是：「讀者的存

在與綜合才能成就作品」（Kolko, 2011, p. 14）。

在此狀況下，相較於傳統線性文本對閱聽眾所展現出之「閱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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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力」而言，數位文本的作者需要花更時間來設想「互動機制」呈現樣

態，才能「誘使」或「指點」讀者，依作者所設定的前後順序來閱讀「區

塊」。可以想見的，讀者應不可能完全被作者誘使或指點成功，換言

之，作者事實上應想像一位讀者「逃脫」成功後，他／她要如何以另外

的互動機制來對讀者再進行提示或暗示，使得讀者在數位敘事閱讀中

最後對其「時間性」的掌握，在最大可能內是接近作者所預想的。

這一種數位敘事文本的閱讀過程，就其結構性而言，恰恰是一種

對話式的理解過程。我們將此種互動式數位文本的敘事稱之為：數位

對話式敘事文本。換言之，透過數位文本，作者與讀者之間對某一敘

事的意義給出，以非線性的、辨證的、對話的方式，來形成彼此間「視

域融合」式的理解。就此而言，區塊內的「敘事互動機制」是形成全文

「對話式敘事」之所以可能的必要「中介寫作技巧」。「中介」在此是引用

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於《政治無意識》一書中的概念：「中介是分析

者的一個手段，借助這個手段，破碎性的自治化，社會生活不同區域

的分隔化和特殊化……，至少在特定分析的場合得到了局部克服」（詹

姆遜，2011：30）。亦即作者要有「中介互動寫作技巧」，而讀者也需具

備「中介互動閱讀技巧」。

只要數位文本允許讀者在文本區塊內自由移動，就會陷入一種後

現代式解讀的危險。因此，如果文本在其自身所擔負的「社會責任上」

被要求：作者與讀者之間某種共識性的理解是必要的。正如同歷史文

本與新聞文本，以普遍的社會認知一樣，那麼避免數位文本中讀者自

由嬉戲敘事極端化的方法，將只有二種：（一）減少讀者在區塊內自由

游移的方便度。這正如我們目前在一般網路新聞文本中所看到的，數

位文本普遍的閱讀習慣，是讀者往往被迫地必須是由上往下移動（捲

動）頁面來完成閱讀順序；（二）強化「中介互動寫作技巧」以建構全文

「對話式敘事」。第（二）點是本文思考標的範圍，那麼要達成此種寫作

策略的寫作物質基礎條件，就必須具有前文所強調的「全文性」互動技

術能力，本文依此強調 JavaScript技術框架的使用，理由正是在此；因

為此種互動技術，在能力上可及於「全文每一個媒材」。如此作者才能

運用互動技術，跨出「文本區塊」的限制，讓所有媒材彼此之間都有形

成互動關係的可能性，亦即每個媒材之間都有「對話」的可能，而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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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最後可以導向作者和讀者之間有著最大可能共識性的理解。當然

這一可能被落實的限度，是決定於作者寫作上的文本構思以及對於「互

動技巧」的使用。

當然，以此種數位寫作手法而完成的數位敘事文本，就其形式而

言是不同於傳統的敘事經典，例如「莎士比亞的悲劇、普魯斯特的《追

憶似水年華》」（瑞安，2007：614）；同樣的，一旦用於新聞敘事，當然

也不同於傳統新聞敘事。然而，正如同H．波特．阿博特在〈敘事的所

有未來之未來〉一文所言，數位技術下的「敘事將繼續是敘事」（阿博

特，2007：617），但這是「由拋棄『原型敘事』（利奧塔）和歡迎『塊狀』

思維（德勒茲）所標誌的後現代巨變」（阿博特，2007：618）。同樣的，

一旦具有敘事意義的互動式內文，成為形構數位新聞的重要組成部

分，那麼對傳統新聞所造成的深層影響，不在於「新型文本形式」的衝

擊，而在於後現代視角下的「什麼是新聞」；換言之，新聞仍舊是新

聞，但已是「接近」後現代意義脈絡下的新聞。

註釋

1 「敘事」在本文所指涉的英文字是narration，探討「敘事理論」的學門則是
narratology。Narration在中文的翻譯過程，有二種譯法，一是「敘述」，另
一是「敘事」。本文採用胡亞敏的見解，以「敘事」為本文行文的用法（胡亞
敏，2004：2），在援引相關引文中如為「敘述」者，則依其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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