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數位人文與傳播專題序言

資訊社會研究 38 (2020) 17-18

doi: 10.29843/JCCIS.202001_(38).0003

數位人文與傳播專題序言

凃                                                     客座主編　孫嘉穗

數位人文近年來的發展激發了跨學門領域的多元嘗試，不同學門運用數位工具，

嘗試以不同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探究嶄新的研究論題，數位工具如何運用於傳播學

門？既有的新聞資料庫又如何以數位人文的概念與方法，開展新的探尋路徑與研究取

徑？傳播構連與密織的社會網絡又如何透過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展現資訊社會中的多

元樣貌？「數位人文與傳播專題」呈顯了運用數位科技開展傳播領域的研究，以及展

現運用數位工具與數據資料庫結合傳播多元視域之論文。

本期所收錄的專題論文包含了三篇「數位人文與傳播專題」論文。王章逸與闕

河嘉的〈大埔之歌—台灣主流報紙中的「土地徵收」〉運用語料庫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輔助研究工具，以理解 2008-2015 年間土地徵收事件相關重要語彙在聯合

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四大報紙的使用情況，並尋索出關鍵詞彙的文本

脈絡，透過詞頻統計與分析，據以討論研究發現，展現台灣主流媒體之新聞在土地徵

收事件報導的變化，並以批判論述分析指陳媒體的政治立場與報導內容之間之關係。

中文語料庫在近年漸次發展，也為不同學門之研究所運用，在不同學門的使用中，工

具得以檢視使用上之問題並據以修正，而不同學門的運用也開拓了研究的想像，探索

數位人文研究在傳播學門的不同研究路徑。本文展示了傳播學門較少使用的分析工具

運用於社會議題之研究方法，在議題與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新視野。 

郭文平的〈語料庫輔助的媒體論述分析：以台灣平面媒體中國夢報導為語料的實

證研究〉則探討語料庫輔助媒體論述分析（CADS）的相關概念及應用，研究以語料

庫輔助論述分析作為方法，探看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四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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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媒體 1100 篇有關中國夢相關報導，本文展現運用詞頻統計、共現詞分析以及檢視

語境脈絡進行之傳播研究，透過軟體程式對文本資料進行文字探勘，找出關於中國夢

語言使用之特徵，並分析其脈絡，本文也詳細說明了語料庫分析的技術及理論基礎如

何運用於論述分析。作者在回應審查意見的過程中，持續釐清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和傳

統內容分析法之差異，對於後續欲以此方法進行之研究應具參考價值。

數位人文是仍在發展中的新興領域，持續涵融不同學門領域的嘗試與想像，而

資訊技術與人文研究兩者間的關係為數位人文往返對話與尋求接合之研究關注，劉育

成的〈如何成為「人」：缺陷及其經驗作為對人工智能研究之啟發—以自動駕駛技術

為例〉，對此關注提出了足供深思的研究論題。在人與非人間，思索像人一樣思考的

機器或演算法呈顯了人工智能的資訊技術和人文本質間的多重論辯，作者清晰的檢證

不同學者之觀點，層層梳理其中的重要議題。文中探論技術和人性之關係，以及缺陷

和成為人之過程，無疑對數位人文研究具深層啟發。而作者以自動駕駛技術為檢視案

例，將汽車視為機器人，探看人工智能的計算能力以及強大的電腦及影像處理如何被

運用，又呈現相關問題，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之本質與思辯細緻地在文中闡述。在前

述兩篇將資訊科技工具運用於傳播研究的論文之外，劉育成的論文由技術人類學的視

角，帶領讀者思辨技術與人之關係。

探究與接合數位人文與傳播新路徑的過程需要多方的檢視與對話，感謝協助本專

題論文的所有認真審查人，付出時間與專業的審閱，以及和作者進行學術上深入的對

話，同時也謝謝用心書寫的作者，在回應審查意見中激盪思考，琢磨成文，在嘗試新

路徑中同路學習，也期盼數位人文與傳播專題開展傳播學門不同的研究路徑，提供後

繼者持續在研究方法，理論與研究論題拓展嘗試，進而能產生更多優秀論文與不同學

門數位人文取徑之論文持續對話，並激發研究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