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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英文課程名稱 圖像中的歷史與文化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Visual Images 

課程領域 人文類 

預估修課人數 本校學生  30  人 + 非課程開設學校學生  50  人 ＝  80  人 

學分數  2 學分 （每學分上課時數（含考試）至少應滿 18 小時） 

上課起迄日 101 年 7 月 4 日至 101 年 8 月 13 日（101/7/4 至 7/10，任選一日開課） 

上課總週數 

上課共  6  週， 

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否，中間中斷     週     

每週上課 

時間及時數 

每週 一   10：20～12：10 
每週 三   10：20～12：10 
每週 五   10：20～12：10 

每週上課時數共計  6  小時 

上課地點       臺灣        大學           總            校區 

上課教室 未定 

課程目標 

一、課程宗旨 

    本課程主要是藉由圖像作為歷史的文本，理解政治、社會、文化等發展脈

絡，並理解圖像的構成，以及背後的多重意涵。經由深刻的觀看過程，討論圖

像的觀點、主題與形式，思考圖像與歷史研究的各種可能。 

    傳統歷史研究著重於文字的文本（text），而圖像是另一種歷史的遺留資

料，同時也記錄著歷史的發展軌跡，是解讀歷史的重要證據之一。從圖像的視

覺表現中，不僅能看到過去的影像，更能通過對圖像的進行解讀，探索背後潛

藏著的政治、歷史、文化的訊息。「一幅畫所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背後所

指涉的各種知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圖像所表現的形象背後，可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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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著歷史真實與想像虛構，因此需要以嚴謹的考證態度，逐一抽絲剝繭。 

在通識教育課程的革新理念裡，以視覺圖像（visual image）作為的輔助教

學，是一種易於引起興趣的教學方式。1988 年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
首創「historiophoty」一詞，臺灣的周樑楷教授將此一語彙翻譯成「影視史學」，

並將「影視」範疇擴大，亦即「影像視覺」：凡是任何圖像符號，不論靜態的

或動態的，都歸屬此一範圍。由此可知，無論靜態的或動態的圖像、符號，都

代表著傳達人們對於過去的認知，所以藉由探討分析圖像、符號的文本，都研

究當時歷史思維與知識的重要途徑之一。 

透過圖像的觀看，將圖像放入歷史脈絡，進行多元的考察，從文化、政治、

物質的層面。同時，瞭解圖像創作的背後過程，藝術家、贊助者和觀看者的愛

好，以及預期圖像會發生何種作用等，更能完整理解一幅圖像所代表的整體意

涵。彼得‧伯克教授（Peter Burke）認為，任何的工藝品、畫像、雕塑、電影、

電視、平面廣告等的視覺材料，都代表著歷史與文化意涵，而圖像的本身並非

只是分析的資料，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圖像來解讀歷史，並且避免在解讀過程

所遭遇陷阱與危險。同時從圖像之中，探尋隱沒在圖像背後的各種歷史訊息。 

視覺（visual）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隨著歷史學視野的擴大，

除了傳統的檔案文獻以外，近年來逐漸強調視覺的圖像資料的重要性，同時也

逐漸重視圖像對於傳達歷史知識的功能。雖然，圖像不能讓我們直接進入過去

社會的世界裡，卻能讓我們理解當時的人如何看待那個世界。然而，在觀看的

過程之中，如何採取較為客觀的他者（other）角度，進行圖像的理解與詮釋，

避免流於過度主觀的意識，則是觀看圖像時所必須思考的問題。因此，本課程

嘗試藉由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類型的圖像，進行歷史脈絡的探索與思考，並

建立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培養思考、批判的精神。 

 

林維真〈視覺圖像媒體之簡介〉，《臺大教與學電子報》，第 12 期 

 

二、課程結構 

(1)圖像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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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核心：視覺圖像與歷史意義的關係、圖像如何可以成為一種歷史

研究材料、視覺材料與歷史知識的互用、圖像與時代背景的描繪圖像、圖

像所反應的歷史真實與想像虛構。 

(2)觀看與詮釋 

主題內容核心：圖像如何影響歷史的觀看角度、他者的文化意涵、文化相

對主義的概念、歐洲中心說與中國中心的轉變。 

三、學習目標 

本課程是藉由視覺圖像的觀看，進而理解歷史發展脈絡，並藉以建立尊重

多元文化的態度，培養思考、批判的精神，主要的學習目標為：  
1、理解圖像與政治、文化、歷史研究的關係。 
2、探討圖像史料存在的某些問題與侷限性。 
3、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能力，並理解圖像背後的多重真相。 
4、理解圖像與當前歷史研究的趨勢。 

教學內容 

及進度 

 

 

次別 上課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1 101/07/04(三) 
10：20～12：10 

   主題:導論 
學習重點: 

  理解圖像背後所包含的歷史、政治等意涵。 

說明: 

以油畫〈2008 北京〉與漫畫〈穆罕默德的模樣〉

等兩張作品，討論藝術圖像與政治、歷史、宗教

之間的相互關聯。 
比較分析: 

丹麥漫畫〈穆罕默德的模樣〉，觸及宗教禁忌，

而引起全球穆斯林的抗議，並以〈基督的最後誘

惑〉的立場轉換， 
問題討論: 

1.東亞地區臺、中、美、日、俄等國的政治與外

交問題。 
2.伊斯蘭世界與美國，乃至於西方文化的糾紛問

題。 

     
2 101/07/06(五) 

10：20～12：10 
主題: 歷史戰場與文學意象：赤壁賦/圖的演變 

學習重點: 

從「赤壁之戰」到「赤壁賦」瞭解赤壁意涵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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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赤壁之戰為確立三國鼎立的重大戰事，從漢末以

來對於赤壁之戰的理解，到了北宋蘇軾的「赤壁

賦」，產生認知上的轉變，並且影響藝術創作—

亦即由〈赤壁圖〉到〈赤壁賦圖〉。 

欣賞分析: 
從三國時代的赤壁之戰，充滿陽剛爭鬥的場景，

對照文人筆下，扁舟上悠遊自得的景象。並以電

影〈赤壁之戰Ⅰ、Ⅱ〉、歷代〈赤壁圖〉畫作，

進行比較討論。 

問題討論: 

1.三國故事何以深受喜愛，並充斥現代社會的漫

畫、動畫、遊戲等場域之中？ 

2.比較〈赤壁圖〉與〈赤壁賦圖〉的主題表現的

差異。 

3.傳統士人何以傾向接納，蘇軾在文學上所塑造

的赤壁？ 

 
3 101/07/09(一) 

10：20～12：10 
主題:〈觀榜圖〉與讀書人的喜怒哀樂 

學習重點: 

瞭解傳統讀書人對於科舉制度的積極參與，以

及失落、憂慮。 

說明: 

科舉制度為傳統社會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經

由層層的鄉試、會試、殿試，雖然可以取得任

官的資格，卻也無形中折磨著多數讀書人的心

靈，〈觀榜圖〉即將科舉放榜的觀榜心態，如實

地一一呈現。 

欣賞分析: 
比較《儒林外史》范進中舉前後，自身與周遭

他人的態度差異。 

問題討論: 

1.比較仇英〈觀榜圖〉與清代梁亯〈觀榜圖卷〉

的差異？ 
2.對照〈觀榜圖〉科舉士子神態，以及《儒林外

史》范進中舉後的態度？ 
3.傳統讀書人經由科舉制度，所帶來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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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為何？ 

 
4 101/07/11(三) 

10：20～12：10 
主題:漢代 T 型帛的生死世界 

學習重點: 

  理解從「冥界」與「地獄」演變的歷史發展。 

說明: 

從漢代利倉夫人的 T 型帛出土，理解傳統「泰

山」主掌生死的思想，以及死後冥界的各種敘

述。在佛教傳入之後，如何轉變成為地獄審判、

輪迴投胎等概念。 

欣賞分析: 
從漢代天上、人間、地下的三界概念，轉化為地

獄思想後，後代的地獄審判場景，與人間現世監

獄酷刑的對照，並參考 

問題討論: 

1.比較「冥界」與「地獄」兩者，概念與意涵的

差異為何？ 

2. T 型帛之中有關天上、人間、地下的三界概

念為何？ 
3.佛教傳入後，輪迴思想對傳統冥界意涵產生何

種改變？ 

   
5 101/07/13(五) 

10：20～12：10 
主題:歡愉宴樂的假象：〈韓熙載夜宴圖〉 

學習重點: 

瞭解〈韓熙載夜宴圖〉所反映的五代十國政治

社會。 

說明: 

唐末五代十國的混亂，是長達五十多年割據政權

的局面，同時甚至並存多個國家與獨立政權，由

於多數政權的時間短暫，因此殘暴、猜忌、篡奪、

逢迎等現象，成為此時期的統治手段與應對態

度。 
欣賞分析: 

比較〈韓熙載夜宴圖〉與電影「夜宴」的異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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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問題討論: 

1.五代十國的政治混亂，是否所引發的人性內在

的衝突與矛盾？ 
2.五代十國時期的道德倫常，是否有如歐陽修所

謂的完全崩解？ 

 
6 101/07/16(一) 

10：20～12：10 
主題: 〈清明上河圖〉的人間百態  

學習重點: 

瞭解〈清明上河圖〉所反映出宋代經濟社會的繁

榮景象。 

說明: 

〈清明上河圖〉顯示出宋代基層社會的多樣性，

從市集的商賈貿易、飲食日常需求，到各式物品

的販售、人物的刻畫等，詳細描繪出一般民眾的

生活百態。 

欣賞分析: 
比較〈清明上河圖〉與明代〈南都繁會圖卷〉的

差異。 

問題討論: 

1. 宋代商業的發達，與航運業、手工業、國際

貿易之間的相互影響？ 
2. 〈清明上河圖〉的宋本與清院本，兩者之間

的異同為何？ 

 
7 101/07/18(三) 

10：20～12：10 
主題: 大航海時代的開展 

學習重點: 

理解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開展與背後因素，並對照

明清航海世界的認知。 

說明: 

藉由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開展，探討亞洲何以沒有

持續出現類似的冒險行動，並從大航海時代的行

動，引發後續的殖民活動、工業革命等近代化世

界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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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分析: 
早期臺灣島圖的描繪與位置呈現，代表著何種時

代歷史意涵。 

問題討論: 

1.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熱絡行動，何以是從葡萄牙

的小國所引發？ 
2.從宋代市舶司到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大航海時

代的開展，兩者間的關鍵差異為何？ 

 

8 101/07/20(五) 
10：20～12：10 

主題: 〈虢國夫人游春圖〉的性別意識 
學習重點: 

從〈虢國夫人游春圖〉理解唐代社會的性別意

識。 

說明: 

虢國夫人游春圖背後所反映出的性別意識，代表

著唐帝國國勢強盛的側寫，也包含接納多元、開

放的社會文化型態，同時引起女性積極參與政治

活動的風潮。 

欣賞分析: 
比較同時期的描繪女性的〈簪花仕女圖〉、〈搗練

圖〉，探討其中的異同。 

問題討論: 

1.唐代女性何以熱衷短衣、窄褲，並喜愛穿著男

性服飾？ 
2.唐代社會的性別意識，相較於其他時代，是否

較為多元開放？ 
3.性別意識的多元接納，與武則天成為武周皇帝

是否互為表裡？ 

    
9 101/07/23(一) 

10：20～12：10 
主題: 〈便橋會盟圖卷〉的帝王隱喻 

學習重點: 

理解唐太宗在取得帝位之後，遭逢的內外困境。 

說明: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q=%E7%B0%AA%E8%8A%B1%E4%BB%95%E5%A5%B3%E5%9B%BE&hl=zh-TW&sa=X&rlz=1T4TSHT_zh-TWTW441TW441&biw=1280&bih=577&tbm=isch&prmd=imvns&tbnid=Um5JqLG7ghQpaM:&imgrefurl=http://www.nipic.com/show/2/27/df990b9fee1a3c3d.html&docid=7kW0otfXCoqGuM&imgurl=http://pic4.nipic.com/20090817/3040332_085453042_2.jpg&w=1024&h=810&ei=O8doT6boBYuZiAe3gaGQCg&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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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何以在奪取帝位之後，隨即遭遇突厥大軍

來襲，並運用高超的外交手段，於渭水上的便

橋，勸退突厥可汗。這些都與唐代成為開放、多

元的國家型態，有著緊密的關聯性。 

問題討論: 

1.唐太宗何以在奪取帝位之後，何以隨即遭遇突

厥大軍來襲，背後代表何種政治意涵？ 

2.唐太宗又運用何種外交手段，勸退突厥可汗？ 

 
10 101/07/25(三) 

10：20～12：10 
主題:竹林七賢的清談表像 

學習重點: 

理解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清談行為與形象。 

說明: 

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是高雅、名士的象徵，除

了政治因素所導致之外，也與社會生活中服藥、

飲酒、奢侈有關。 

問題討論: 

1.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何以常與春秋的榮啟期

合稱? 

2.竹林七賢何以一些放浪形骸的行為，卻被社會

視為名士的典範？ 

2.竹林七賢的個性與行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

與當時的生活風尚有何相關的影響？ 

 
11 101/07/27(五) 

10：20～12：10 
主題: 帝王畫像的真實與虛構 

學習重點: 

  理解帝王畫像所呈現的權力象徵。 

說明: 

藉由歷代帝王畫像的姿勢、佈置、架構，瞭解圖

像中所描繪的背後意涵，以及所展現的權力象

徵。 

欣賞分析: 
明太祖朱元璋的真假畫像，討論圖降背後的真實

與虛構。 

http://www.scideanews.com/figures/nh20070520a1.Fig004.High.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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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關於歷代皇帝的御容寫真，背後代表著何種的

皇權象徵？ 
2.近代照相技術的引進，與帝王傳統畫像的呈現

方式，有何不同之處？ 

      
12 101/07/30(一) 

10：20～12：10 
主題:品茶圖與傳統士人的休閒 

學習重點: 

理解品茗方式與士人生活風尚的轉變。 

說明: 

藉由各種品茶圖的畫作，理解傳統文人何以將

飲茶行為，結合山川、樂水的活動，進而轉化

為文人建立交際網絡的途徑。 

欣賞分析: 
比較歷代品茶圖所代表的各種茶文化，以及時

代意涵。 

問題討論: 

1.傳統飲茶方式的改變，與歷代政治社會的變遷

有何種關聯？ 
2.飲茶方式的轉變，對所使用的茶具、泉水有何

種不同程度的變化？ 

 
13 101/08/01(三) 

10：20～12：10 
主題:明清旅遊文化的風尚 

學習重點: 

  理解明清社會對於旅遊文化的生活風尚。 

說明: 

明清時期對於物質消費的發達，進而對生活休閒

的重視，並藉由社會經濟的發達，交通工具、旅

遊設施的豐富，形成崇尚旅遊的生活風潮。 

問題討論: 

1.明清旅遊休閒盛行時，有何種多樣的旅遊工

具？ 

2.明清旅遊的功能、目的，以及旅遊品味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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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融合出何種的旅遊文化？ 

   

14 101/08/03(五) 
10：20～12：10 

主題:知識的圖像化:日常消費與生活知識 

學習重點: 

  理解圖像所傳達的日常生活知識。 

說明: 

藉由明代《長物志》、清末《點石齋畫報》，到民

國初年的各種廣告內容，從圖像來理解日常生活

知識的汲取過程，以及如何透過圖像進行廣泛的

傳播。 

問題討論: 

1.傳統日用類書，何以要採用圖文並茂的方式，

進行販售與傳播？ 
2.日用生活知識藉由圖像化，是否會引起觀看者

的興趣與關注？ 

    
15 101/08/06(一) 

10：20～12：10 
主題:特洛伊戰爭下的諸神之戰 

學習重點: 

  瞭解特洛伊戰爭與希臘神話故事的關聯。 

說明: 

特洛伊戰爭是希臘城邦「斯巴達」與小亞細亞「特

洛伊城」，因為爭奪美女海倫，所引發長達十年

的戰爭，同時也捲入奧林匹亞諸神的恩怨與糾

紛。 

問題討論: 

1.西方奧林匹亞諸神的情感豐富，背後的神話意

涵？ 
2.比較特西方洛伊戰爭下的諸神，與東方《封神

演義》中的神祇與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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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1/08/08(三) 
10：20～12：10 

主題: 從〈獻馬圖〉到正統國畫論爭 
學習重點: 

藝術圖像與當代的政治與歷史發展的糾葛，息息

相關。 

說明: 

瞭解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糾葛，體會藝術創作是在

歷經不同的政治與歷史發展後，對於身份認同的

困惑，以及產生何種的人生啟示。 

問題討論: 

1.為何林玉山〈獻馬圖〉在畫作上，同時並存中、

美、日三國旗幟？ 
2.歷經清朝、台灣民主國、日本以及中華民國四

個朝代的人生，會有何種身分認同的困惑？ 

 
17 101/08/10(五) 

10：20～12：10 
主題: 貨幣圖像與社會流通 

學習重點: 

  理解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貨幣圖像與流通。 

說明: 

理解貨幣圖像所呈現的政治、建築、人物等圖像

意涵，並探討貨幣圖像與近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

的轉變。 

問題討論: 

1.流通貨幣的圖像，與政治社會的環境變遷，有

何種關聯性？ 
2.貨幣背後所呈現的不同圖像，代表著何種的歷

史意涵？ 

   
18 101/08/13(一) 

10：20～12：10 
期末總評與討論 

教學助理規劃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申請不帶討論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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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運用教學助理之規劃：（設有帶討論課教學助理之課程，另請說明分

組討論相關規劃，含討論題綱與進行方式） 

教學助理協助事項： 

 熟悉課程設計的精神，協助進行教材整理。 

 課後以電子郵件或討論版的方式，提供同學意見回覆與問題徵詢。 

 協助課程教學網站建置與資料更新上傳。 

 協助拍攝、紀錄課程活動的內容。 

 隨時反映同學的需求，以協助授課老師調整因應。 

 負責登錄同學的出缺席情形，分擔評量學習的成績。 

 

評量教學助理成效： 

 工作熱誠：積極參與教材討論、協助同學的學習狀況、主動參與回應

網頁討論、完成授課教師交辦事項。 
 專業智能：課程設計的精神與內涵掌握與實踐程度、課程內容熟悉程

度、網頁內容。 

指定用書 
彼得‧伯克，楊豫譯，《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Peter Burke, 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參考書籍 

 王世宗，《歷史與圖像：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台北：三民，2009
年 

 柯律格，黃曉鵑譯，《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陳秋瑾，《尋找臺灣圖像：老照片的故事》，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2010
年 

 陳懷恩，《圖像學：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台北：如果出版社，2008
年 

 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台北：里仁

書局，2005 年 

 韓叢耀，《圖像︰一種後符號學的再發現》，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黃時鑒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2008 年 12 月 

 柯律格（英），《長物志：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

京：三聯書店，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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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業設計 

1. 依據當代歷史、政治或社會現狀，利用攝影、拼貼、繪圖的藝術創作方

式，呈現出具有意涵的圖像作品。 

2. 選擇一張圖像進行背後的政治、歷史等各層面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 

成績評定方式 課堂出席 30%  分組報告 40%  期末考 30% 

創意特殊規劃 

 作業呈現與創意思考： 

1、 依據歷史、政治或社會現狀為主題，做為報告的內容，是希望藉由

當代的社會觀察之後，並利用個人的創意巧思，轉化為圖像、符號

或影像的呈現。 

2、 利用攝影、拼貼、繪圖的藝術創作方式，作為報告呈現的方式，是

希望藉由藝術或創意創作過程中，透過媒材的使用，理解創作者除

了思想、創意之外，仍必須理解創作的載體：媒材的重要性。 

課程網址 

http://elearning.ntua.edu.tw/(暫定) 

課程網站規劃如下： 

 最新消息：關於課程佈告欄，以及內容最新的訊息 
 教師與 TA：教師、教學助理、網站助理介紹。 
 課程資料：課程目標、成績評定 
 課程進度：課程大綱、每週進度內容與學習重點。 
 議題討論：小組討論紀錄、課後心得、問題發表、期末報告上傳。 
 教學資源：相關線上資料學習、下載及課後複習。 
 其他活動：討論照片、課程記錄與課後活動 

 

其他補充資料 授課教案範例（詳參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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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教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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