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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身體在數位藝術與科技時代中的變化與發展，並試圖畫出一條

數位科技、藝術與身體所交織之平面上的美學理論的飛行路線。其發韌點為德勒

茲哲學中對「無器官身體」的一個比喻，藉由這一條線索，遂逐漸展開對科技、

藝術與身體的交織網絡，然而我們同時也發現，尤其在數位時代，研究路徑或範

疇是多元的，甚至是衍生的，因此，此一嘗試僅是一種在各可能性之間的串連與

撩撥。    
    內容上主要有兩部分： 
    第一部份主要處理身體與媒介的問題：一開始，首先針對數位科技與身體這

兩道力量所交會出來的面向進行種種觀察，尤其是身體或行為所產生種種變化，

試問在不同現象背後科技所隱含的改變帶有什麼樣的訊息。接著，持續探索在身

體與科技的議題上，科學家或當代理論家提出了什麼樣的思考，由科技所構成的

身體感如何面對自身，或者可以說，身體如何透過科技媒介重新掌握慾望，在科

技媒介的中介下，慾望又呈現怎麼樣的變化。數位科技的發展在當代可視為一股

改變世界的潮流，當然，在藝術範疇中同樣經歷著巨大的變化。 
    第二部份則以數位藝術中的身體為主：首先，一方面接續上述論述，即科技

在藝術範疇中如何與身體發生關係，最常見的模式為互動裝置，但「互動性」所

指的又是什麼？它是不是數位藝術的必要條件呢？身體在互動性中又扮演什麼

樣的角色？另一方面，則試圖勾勒出數位藝術中身體的理論架構，在該架構下，

身體相關的問題（如在場與缺席）之間或不同身體類型之間又呈現什麼樣的關

係？透過這樣的架構，我們可發現什麼樣的意涵？ 
    最後，在科技媒介與身體的討論後，我們發現數位藝術之所以不同於其他藝

術類型的一個關鍵便是身體因素。過去，如果現實是由身體感知所建構起來的，

那麼在數位時代，世界必定會更加多元與遼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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