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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挑細選⼗張具有代表性的圖片、輸入三到五句不等的文案，最後配上地點與⼈物標註，這是與社群
軟體⼀同成⻑的Z世代再熟悉不過的⽣活⽇常。可我們是否留意到「圖像」在這平凡不過的⾏為中，正
演出著廿⼀世紀專屬的傳播特性：圖像設計從錦上添花的⾓⾊變為資訊傳播的必備元素。綜觀
Instagram以圖片為主的發文形式，與各平台在傳遞資訊時多配上懶⼈包或資訊圖卡的現象，現代⼈、
特別是數位原住⺠的Z世代，⽇漸習慣「美學與功能兼具」的內容傳遞，也得以在資訊爆炸時代⽤最⾼
效率接收新知。

藝術之外 深藏於實⽤美學的愉悅之美
美感細胞共同創辦⼈陳慕天曾說：「這是個視覺語⾔的時代，⽣活視野中充滿著網路資訊、電影、圖像。」傳
播科技在圖像化世代提供技術⽀援，讓視覺語⾔得以進⾏；同時也因其具有乘載圖片與文字內容的特性，⽽成為
此現象的發展助⼒。近⼀步談論圖像化與美學之間的連結，在〈探討設計與美學的應⽤關係－以繪圖文字為例〉
的研究中，曾提及「圖像化作為資訊呈現與理解的⼯具，正位於美學領域中『實⽤美學』的類別裡——考量⼈類
⽣理機制的設計，將美學的實⽤性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在閱讀以美學形式呈現的產物時感到愉快、滿
⾜」。資訊設計因符合⼈體⼯學——意即考量⼈類專注度、閱讀特性⽽改變設計的作品，讓⼈們更輕鬆獲取資訊
且在過程中產⽣愉悅感，便是⼀種美。⽽⾝為數位原住⺠的Z世代就在如此的時代環境下，⽇⽇頻繁接觸這類
「美」的資訊——當中的潛移默化，正逐漸形塑出他們異於其他世代、對美學的概念與包容。

比較之外 美感體驗下最美麗的⾰命
宛如植物圖鑑的⾃然課本、包裝為政黨刊物的社會課本、以防災包呈現在孩⼦⾯前的綜合課本⋯⋯，這些以圖像
為主的吸睛書籍不是最新潮的設計作品，⽽是義務教育下，⼈⼈都接觸過的教科書。「如果，課本不再只有知識
傳達，⽽可以兼具美感的薰陶，未來是否有機會影響⼀整個世代的美感？」2014年，群眾募資平台出現⼀場「課
本的美麗⾰命」：美感細胞團隊主責的教科書再造計畫，將孩⼦要花12760 個⼩時相處的⼯具書，改造為兼具知
識接收與美感體驗的美感教科書。以教育為本質的書籍，美感細胞⾸先著重內容易讀性，接著讓設計與美學成為
提升學習質量的⼯具，最終成就⼀場台灣義務教育最美麗的⾰命。不過美感細胞的願景，從不停⽌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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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左⾄右分別是美感教科書計畫再造的⾃然、綜合、數學、公⺠與社會與體育課本，可看出各科⽬都因其內容特

性⽽有截然不同的美學設計。（圖片來源 /美感細胞提供）

「如果以品酒舉例，美感體驗是品嚐完世界各地的美酒後，你有權利選擇⼀種你最喜歡的酒種。」比起過去單⼀
設計的教科書，陳慕天在孩⼦們需要⻑時間接觸的教科書中呈現多元的美學樣態，希望他們在廣泛接觸美學風格
後，能感知出⾃⼰偏好的「美」。教科書再造計畫裡，每⼀本課本都依照科⽬特性客製化設計，除了是不同種類
的知識在易讀性上的考量，各課本截然不同的風格更呼應著「美學與美感多元呈現」的計畫核⼼。對美感細胞⽽
⾔，美與不美並無單⼀標準，僅僅是比較後產⽣的結果；在這個數種風格兼容並蓄的時代，更應打造多元的美學
樣態。過往的教科書限縮孩⼦們對美學與設計的想像，這項體制外的教科書再造計畫，讓孩⼦們擁有制式化課本
以外，對美的多元選擇。⾄今，邁入第八年的教科書再造計畫，體現了廿⼀世紀美學的百花⿑放與美感體驗的潛
移默化，⽽這場美學⾰命所傳遞的核⼼，與傳播科技的推波助瀾擁有極深刻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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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慕天（右）⼿拿美感教科書與看版合影，紀念教科書再造計畫在2017年獲得⾦點設計獎標章。

（圖片來源／美感細胞提供）

易讀之外 資訊視覺化的美學樣態
圖像產製，正透過設計將美學具象化。無論是以圖片形式分享⽣活的社群軟體，還是從設計思考出發、重組學習
內容的美感教科書再造計畫，強調圖像的形式美學正強烈地參與著我們的⽣活。成⻑於此的Z世代，因著傳播科
技帶來的資訊流通，得以在⽣活中頻繁接觸含「美」的元素；當中⼜順著社群軟體「⼈⼈皆是產製者」的特性
——Z世代的每個⼈易於透過限時動態與貼文，⾃在展現個⼈風格，就此使多元的美學樣態遍地開花。從上述的
時空背景來看，與其以某種特定美學定義Z世代，他們對美的包容性與接納程度或許更值得⼀提。

 「事實上我會⽤三個圓圈闡述美學與設計。」陳慕天認為從設計⾓度切入，能將影響美學的因素統整於三個圓
圈：最核⼼的「⽣理」圓圈，象徵設計最核⼼的是資訊易讀性；夾於中間層的「文化流動」圓圈，反映出在不同
時代氛圍成⻑的群體，會對同⼀設計產⽣截然不同的美學觀點；最外圈的「流⾏趨勢」圓圈則是隨時代環境變化
快速的流⾏指標，是使美學隨時代流動的最⼤影響因素。談及Z世代的美學觀點，陳慕天認為其與最外層的圓圈
有關——現今的流⾏趨向「各風格兼容並蓄」，使Z世代對美的包容性與接納程度更⼤且具備彈性。然唯有資訊
流通並易於接近，才有機會產⽣多元的美學樣態，這當中社群媒體作為Z世代分享⽣活、接觸圖像的重要媒介，
扮演了極關鍵的⾓⾊。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1/%E5%9C%96%E7%89%87-1.png?ssl=1
https://www.facebook.com/aestheticell


▲  影響美學與設計之核⼼三因素。最內圈為設計最基礎應滿⾜的元素，滿⾜向外擴⼤之文化流動與流⾏

趨勢因素，則是加分型追求。（圖片來源 / 張玳瑋⾃製）

圖像之外 社群軟體的推波助瀾
年輕世代對 Instagram 的發文模式再熟悉不過：先挑選照片、接著撰寫文案，最後按下右上⾓的發布鍵，即能與親
朋好友建立連結。擁有10億活躍⽤⼾、每天乘載超過 1 億張照片的社群媒體 Instagram，從發文模式就能看⾒其對
圖像的重視。「Instagram已經成為現代⼈接收資訊的重要管道。⽽他們在使⽤社群軟體時，通常會有『不經意滑
到』的使⽤⾏為，因此⼀篇貼文的圖片如何設計的吸睛，會是吸引⼈的關鍵。」透過Instagram帳號分享設計新知
的創作者郭政佑Kevin，⼀⼀分享著他對社群與圖像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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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師郭政佑經營的帳號@kevin_learn凱文設計。

（圖片來源／@kevin_learn凱文設計Instagram主⾴）

▲  郭政佑製作社群貼文時的⼯作⾴⾯，內容兼具圖像與文字。

（圖片來源／郭政佑提供）

「Instagram 以圖為主的界⾯設計，以及⼀篇貼文10張照片的限制，讓我在編排內容時會先思考哪些元素最適合⽤
圖像表達。」郭政佑所經營的Instagram帳號——@kevin_learn凱文設計，每週固定發布三篇貼文，皆以視覺化形
式的資訊圖卡讓受眾接收資訊。「當我在思考內容時，我會觀察最近有哪些被廣泛討論的話題。那些具話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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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會因為導流⽽提升貼文觸及率。」若從⼀部分提及的三圓圈理論出發，凱文設計在提供圖像化資訊給受眾
之餘，額外體現出流⾏趨勢對美學與設計的影響——以正被社會熱烈討論的話題與圖像產製內容、設計圖文排
版，將獲得最⼤效益的傳播。⽽同樣以分享設計知識為題的社群帳號 @ntu_nodesign沒有設計系，也對 Instagram
的圖像化傳播有所研究。「我們會在圖片上加入如對話筐的圖⽰，希望⽤圖像加深閱讀者對這篇貼文的印象。」
針對產製內容的吸睛度，經營帳號的No Design團隊也同樣提及「話題性」：「現代⼈喜歡的東⻄或許不⼀定有特
定美學，反⽽是引起共鳴、具有衝擊性或是過去沒有⾒過的元素，在現今更受歡迎。」

No Design團隊為推動 side project 創造影響⼒的組織，其成員來⾃不同學校、不同領域，即便多數非設計本科系出
⾝，卻同樣對設計領域富有熱忱。「因為臺⼤沒有設計系，所以我們這群設計⿇瓜開了⼀個永遠開
放的設計系。」因著這份熱情與對跨域學習豐富經驗，他們創立並持續經營Instagram帳號
@ntu_nodesign，透過圖像化的資訊圖卡，以及「跨域設計學」、「設計入⾨學」、「設計⽇
常學」與「設計碰⽇常」四⼤貼文主題，由淺入深地提供追蹤者多元的設計知識。「這四個類
別可以說是觸及不同的受眾。根據後台數據，這隻帳號80%的追蹤者為GenZ，且當中有不少⼈
主修設計；除了學⽣族群之外，我們也發現設計師同為帳號受眾，因此較專業的『設計入⾨
學』與基礎的『設計碰⽇常』並存，能讓我們顧及不同受眾的需求。」對No Design團隊⽽
⾔，社群媒體的「去中⼼化」特性，使他們在拋出⼀個議題時能獲取更廣泛的討論，進⽽影響
他們經營帳號的貼文種類與策略。

▲截⾄2022年11⽉1⽇，@ntu_nodesign 沒有設計系帳號最新的六篇貼文。可發現貼文包含⼩圖像與對話筐等視覺

元素，加深閱讀者印象。（圖片來源 / @ntu_nodesign 沒有設計系 Instagram主⾴）

針對Z世代追求的圖像美學，No Design團隊說：「與其說Z世代喜愛特定風格，不如說Z世代對多元風格的接受度
比其他族群更⾼。」他們提及，現今Z世代在美學風格的追求產⽣既單⼀⼜多元「巨星現象」——他們以巨星設
計師為追求標的，喜愛特定設計師塑造的專屬風格；⽽多元之處正在於此世代能讓各個風格各異的設計師兼容並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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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在社群平台上傳遞知識型資訊的案例，從其收到的反饋與觸及皆可看出現今圖像化傳播有利受眾接收資
訊，並成為發展趨勢。顯⽽易⾒的，與社群媒體⼀同⻑⼤的Z世代早已習慣於此傳播形式，進⽽對圖像與美學設
計產⽣觀點與依賴。社群軟體以圖為主的特性，讓資訊傳遞的⽅式產⽣更多可能性；其與美學產⽣掛鉤的同時，
也深深影響著接收者對「美」的感受、偏好與堅持。

 

多元之外 Z世代個⼈主義下的美學反應
Z世代⽣於美學百花⿑放的年代，究竟因此產⽣什麼專屬於他們的美學反應？史丹佛⼤學⾏為科學先進研究中⼼
（CASBS）資深研究學者Roberta Katz的書籍 《解讀Z世代：數位時代的⽣活藝術》中曾提及，Z世代很容易從網
路上的其他⼈學到新東⻄，⽽且在年紀很⼩時即接觸全球不同文化，因⽽較能包容與欣賞多元性。無論是資訊圖
像化的現象產⽣，或是社群軟體在該現象的推波助瀾，設計與美學作為⼀種⼯具，皆深深影響著數位原住⺠Z世
代的「美學之眼」。傳播科技發展下，Z世代習慣於擁有內容產製者與接收者的雙重⾝分，⽽在天秤兩端⾃在遊
⾛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發展出⾃⼰喜歡與追隨的美學樣態；也正是因為在雙重視⾓下⼤量接收資訊，Z世代易於
理解並擁抱多元，因⽽拉⼤他們對美學樣態的包容度。郭政佑也表⽰，現在的美學風格進入種類化的樣態：喜歡
⽇系的就會崇尚簡約、喜歡聽團的就會追尋那個族群獨有的美學。這是⼀個美學的包容性世代。

然⽽除了時代氛圍與資訊流通，Z世代個⼈主義也是造就美學百花⿑放不可忽視的原動⼒與助⼒。麥肯錫於 2019
年發表的 Z 世代研究報告中，提及「 Z 世代討厭被既有的標籤綁定，他們相當重視個⼈的獨特性。其不僅體現在
性別和宗教認同上，在時尚和⽣活風格中也是如此。」陳慕天也表⽰，Z世代某種程度來說是在講個⼈主義——
我們都希望⾃⼰越來越獨特，也希望能⾃由地去選擇⾃⼰想要的東⻄。探究美學樣態百花⿑放的現象，可發現其
存在以下循環：社會上存在著多元⽽百家爭鳴的美學風格，促使Z世代積極追尋專屬於⾃⼰的風格，以彰顯個
⼈；如此的個⼈風格追求，將持續為社會增添更多元的美學樣態。時代流變影響著傳播科技發展，⽽Z世代⼜因
其發展產⽣的不同美學反應，值得⻑期追蹤與觀察。

▲  時代流變影響著傳播科技發展，⽽Z世代⼜因其發展產⽣不同美學反應。

（圖片來源 /張玳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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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放 專屬⽣活美學得以伸展
圖像化作為資訊呈現與理解的⼯具，正位於美學領域中『實⽤美學』的類別裡——考量⼈類⽣
理機制的設計，將內容⽽設計為圖像化內容，使⼈在閱讀時感到愉快、滿⾜，便是⼀種美。傳
播科技發展促使資訊圖像化的現象產⽣，同時讓Z世代得以頻繁接觸含「美」的元素，進⽽潛
移默化對美的包容性；⽽其中美學的多元展現與Z世代個⼈主義之間的拉扯，將會使「美學樣
態百花⿑放」的循環持續運⾏，社會越趨多元。正如同陳慕天所述：「在美學多元化的世代，
美終究來⾃比較」。意識到設計與美學僅是把資訊⽤圖像⼿段呈現，並在多元的美學樣態中擇
你所愛，將會是成⻑於此世代的Z世代族群，個⼈⽣活美學得以伸展、發光之處。 

參考資料

1. 當代藝術⽣產線：後真相年代的圖像化⽣產
2. 探討設計與美學的應⽤關係－以繪圖文字為例
3. 愛當⾯溝通與合作 美學者：Z世代不是你想那樣
4. 當代消費文化社會理論的分析架構： 文化經濟學、⽣活風格、與⽣活美學
5. 美感細胞＿教科書再造計畫
6. ⽇常⽣活中的社群凝視與美學建構─ 以Instagrammer為例
7. 【奧美觀點】資訊⼤爆炸時代 ⽤⼀張圖就能勝過千⾔萬語？
8. 【提姆科技觀察】不做作、創意、務實！Z 世代的性格特⾊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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