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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藝術家對萬物的描繪，透過繪畫、音樂、舞蹈、戲劇等形式的藝術，在創造過程中形成了美的體驗。

舞蹈利用肢體語言，由編創主體精心構思將動作、姿態、技巧、節奏等組合成藝術符碼，以視覺感官為主，

聽覺與想像為輔，嘗試滿足閱聽者的美感體驗。本文首先從舞蹈藝術的美學體驗、藝術創作傳播模式、美

學體驗認知模式三個層面進行相關的文獻探討，以瞭解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如何編碼與閱聽者在認知過

程中如何解碼。本研究以《盛世華章》九幕舞蹈為研究標的，採用問卷調查，運用多元迴歸、t檢定等量

化方式，研究一般閱聽者如何達到賞心悅目的審美體驗。主要目的在於討論舞蹈藝術作品美學體驗的評估

矩陣包含各關鍵要素，探討一般閱聽者如何理解作品並領略其美感經驗。研究結果顯示一般閱聽者對舞蹈

藝術美學體驗之認知關鍵，也正是藝術家透過技術、語意、效果三個層面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一般閱聽者

對於美學體驗的過程，係經由形象、意象與意念之認知因而觸動美感的體驗。 

關鍵字：美學體驗、認知、舞蹈藝術、評估矩陣 

論文引用：房文婷、高婭娟、曾照薰、林伯賢（2018）。一般閱聽者對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認知研究。設 

          計學報，23（3），23-46。 

 

一、前言 

藝術家通透過繪畫、音樂、舞蹈、戲劇等形式，在藝術創造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美感的再現。Lin, C. 

L.、Chen, J. L.、Chen, S. J.以及 Lin, R.（2015）等學者曾經探討如何將藝術美的本質傳遞給觀眾，與觀

眾進行交流，並藉由外形知覺、意義認知與內在感受等認知模式，將繪畫與詩意聯結，探討繪畫中詩意

的解碼過程。海德格（Heidegger, 2001）在其《藝術品的起源》一文中對於藝術、藝術家與藝術作品三者

之間的關聯曾做深刻的論證，提出真理發生的途徑很多，藉由作品的本質（work-being）來展現是其中之



24  一般閱聽者對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認知研究 

 

一。藝術家表現藝術的過程就是傳播真、善、美的情感活動，是一個再現真理的行為，正如康德（Kant, 

1781／2008）在《純碎理性批判》中所說，真理就是「認知與其對象之一致性」，本研究旨在透過瞭解

觀者對於舞蹈藝術美學體驗的程度，藉由具體的量化數據加以描述、分析與比較探討藝術家如何進行藝

術創作，一般閱聽者又是透過何種方式對藝術之美，從形象、意境、感悟中達到情感共鳴。美國哲學家

蘇珊朗格（Langer, 1957）在其《藝術的問題》一書中提到，任何藝術都是一種內在本質的外在表現，是

主觀真實的客觀呈現。正說明了一般閱聽者係透過認知理解的過程，去感受藝術家所想表達的情境，觸

發過去的經驗與情感，來探索藝術家與作品之間可能的關係。本文試圖融入美學觀念，結合藝術家如何

透過創作形成形象之美、意象之美與意念之美，探討觀眾被藝術作品吸引注意、理解感知、深刻感動的

過程，最終達到了藝術的美學體驗。 

中國古典舞具備深厚的文化意涵，唐代進入輝煌時期。唐人勇於攝取，以包羅萬象的氣魄，雄邁奮

發的精神，繼承和綜合歷代傳統樂舞文化及外來多種樂舞文化，並予以「涵化」、「同行」和創新（李

天民、餘國芳，1998）。「大觀舞集」在其 2016年度公演《盛世華章》中搜羅了盛唐朝時期各國樂舞，

品類多樣，形式優美，再現了唐代恢弘氣勢、人文風華及自由精神，除了中原漢民族的傳統樂舞外，包

括融合唐代文化底蘊的日本雅樂、北魏時期已流傳中原的高麗伎，舞曲種類多樣。其舞蹈結合唐代典籍

史料中的舞容並融入編創者創新思考，考慮到時空背景、社會經濟、生活環境與文化潮流等客觀世界的

改變，從而創作獨具創新的舞蹈表現形式與風格，再現唐代舞蹈風華；並彰顯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創意

構思，為舞蹈藝術賦予了全新的解釋，具有研究價值。 

本研究以《盛世華章》九幕舞蹈為研究對象，研究舞蹈藝術如何將美的本質傳達給藝術欣賞者，從

而得到賞心悅目的審美體驗。在探討藝術傳播的過程中，瞭解藝術家編碼，閱聽者解碼；藝術家藝術創

作，閱聽者美學體驗的認知過程。本文將藉由美學理論等探討舞蹈藝術的傳播模式、認知模式與評估矩

陣，重點分析舞蹈藝術創作是如何被觀眾接受以及達到美學體驗，在解碼過程中理解作品、感受其意義

與之產生相應的美感經驗。買克˙馬奎（1998，武珊珊譯，2003）在《美感經驗》中提到藝術工作者想

表達與分享的經驗，藉由美感形式具體呈現，這種美感形式支持某些特定的感覺。因此本文透過舞蹈展

現的優質創意強度與最喜愛之舞蹈兩個問題，回歸分析觀眾欣賞作品最核心的審美屬性。從兩個構面進

行分析，即人的因素（表演者）、事的因素（表演過程）、物的因素（表演藝術）與技術層面、語意層

面、效果層面，深入瞭解影響閱聽者藝術欣賞之關鍵因素。本文就一般觀眾對於舞蹈藝術美學體驗的過

程做認知研究，其研究目的如下： 

1. 歸整舞蹈藝術美學體驗認知模式與評估矩陣，並分析閱聽者進行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關鍵因素。 

2. 研究舞蹈藝術美學體驗的認知過程，即一般閱聽者對其美學體驗的解碼過程。 

 

二、文獻探討 

2-1舞蹈藝術的美學體驗 

對美的感知與體驗是一個綜合且複雜的認知過程，需透過理解與思考藝術作品表層的外在結構及可

感的內在構成，從而做出審美的判斷。Spicher（2013）認為藝術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美學體驗的可能。學

者 Sandelancls與 Buckner探討了如何對藝術作品的美學體驗進行研究有助於閱聽者對其作品心裡情感更

深入的理解（Sandelancls & Buckner, 1989）。曾有學者提出審美過程的訊息處理階段模型，並根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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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審美體驗劃分為五個階段：感知、外顯歸類、內隱歸類、認知掌控與評估（Leder, Belke, Oeberst, & 

Augustin, 2004），因此闡明審美的體驗有層次可尋，是一個由表及裡的深入過程。杜威（Dewey, 1950）

曾指出藝術的審美體驗是從心（heart）、靈魂（soul）到思想（mind）的進階過程。從正常的感知到審美

的感知都存在一個絕對結構到質發生轉變的和諧結構的變更，以至於審美客體產生愉悅感（Ingarden, 

1960）。Carroll（2002）將美學體驗的理論分為面向情感、價值與內容的方法。美學體驗具有高度的積極

性，大體上透過凝視實現其真正的價值，並表明了客體的可靠及獨特的內在價值（Livingston, 2004）。故

美學體驗有相關的脈絡與層次關係可據，就本文從三個層面進行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探討，根據相關文

獻歸納形象之美、意象之美、意念之美，以瞭解觀眾對美學體驗的進階欣賞過程。舞蹈藝術家把創作理

念經由內在轉換，形成審美意象表達藝術作品，觀眾經過舞蹈作品的美感體驗過程產生情感交流。 

2-1.1形象之美 

古典主義認為，美是出於物體的形式，藝術在形象上展現的美是藝術欣賞與體驗的第一個層次。有

學者指出形式的表達帶來了審美體驗的愉悅感，從感官中改變閱聽眾的想法（Tuan, 1989）。學者 Goldman

（2013）認為認知和道德的評價與形式的把握密不可分，美學體驗亦是如此。Gallese（2017）曾以實驗

美學的框架透過調查腦體生理相關的審美經驗與人類創造力以解決藝術形式的問題。Gerwen（1995）總

結審美價值觀是某種形式的關係，建立評論的過程與精煉的認知並感受特定的自然屬性。因此美只關形

象，而形象是由感官直接感受的，所以只有憑感官感受的物體及其運動才說得上美（朱光潛，1982）。

和諧成為形象之美最關鍵的因素，即從對稱、平衡、對齊、重複中尋求適當的比例與變化，產生和諧因

素的對立與統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黃金分割，將數視為萬物最基本的元素，是「存在由之

構成的原則」；絲絃樂音本身蘊涵著幾何的定律，天體諸星遵照一定之軌道運行，便是一種和諧的音樂

（Stanley, 1701）。各種風格迥異的各類藝術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美感效應，正是透過「有異味的形式

（significant form）」，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種獨特的方式組合起來的線條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關

系激發了我們的審美情感（Bell, 1914／1989）。賀加斯（Hogarth, 1997）指出把適宜（fitness）、變化

（variety）、一致（regularity）、單純（simplicity）、錯雜（intricacy）與量體（quantity）等六種因素，

恰當的混合在一起，就能產生美。透過對形式最表象的認知，映射出賦予美感的最直接因素，涵蓋了劉

勰所提出典雅、遠奧、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與輕靡等風格。亞裏士多德（Aristotle, 1989）在其《詩

學》篇則提到美在於體積的大小與秩序，如要顯現美，不僅要在各部分安排上見出秩序，而且要有一定

的體積大小。由此可見，秩序正是一種和諧關係，部分與整體，整體之間的比例關係，舞蹈藝術誠然是

「秩序」的形象概括，舞者之間的配合，舞蹈之間的銜接。舞蹈藝術的形象之美在於對純粹形象的提煉

概括，化成優美的蛇形線或形成儀式感的裝飾美；繼而在個要素組合之下，如技法、走位、秩序，產生

審美的愉悅感；最終再透過藝術家的創意構思，提升舞蹈藝術之生命力。 

藝術的使命在於用感性的藝術形象的形式去顯現真實；藝術的任務在於用感性形象來表現理念，以

供直接觀（黑格爾／朱光潛譯，1981）。誠如在《美的分析》一書中，賀加斯（Hogarth, 1997）認為蛇形

線是最美的線條，因它能表現動作；真正的舞蹈大師一定能善用蛇形線來呈現最美的舞蹈動作，圖 2左。

而《盛世華章》以唐代「樂舞俑」的形象奠定了整場舞蹈之基調，如圖下頁 1 所示，其海報設計中的唐

代舞者用蛇形線的形態再現了大唐氣勢之美，開啟了舞蹈藝術展現唐代璀璨史的最初篇章。其中的舞蹈

「百鳥朝凰」展現了舞者輕盈的舞姿與優美的體態，如圖 2 所示，極富張力的身體舞動，將蛇形線的形

態完美展現，幻化成了優美的輪廓形象。蛇形線與之豐富的變化，靈動的形態轉化為節奏韻律；舞蹈藝

術的肢體語言極具魅力的展現了蛇形線的造形美感，多變的姿態凝練了獨特的藝術效果。康得（Kant, 1790

／2000）在《判斷力的批判》中提及形式在所有美的藝術中是最本質的東西，強調美的純粹性與無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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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此，舞蹈中的人物造型反映了舞者的角色與個性、時代與背景，更是預示了舞蹈作品的表演，內

容與表演形式，塑造了最基本的視覺美感。誠如現代舞蹈大師瑪莎˙葛蘭姆所言，舞蹈是內心圖像的視

覺化（李天民，2008）。藝術作品的美由藝術形象來展現，凝結了閱聽者對感性與理性的思考，感官上

的審美情感與經驗彙集的形象解讀。 

         
圖 1.《盛世華章》唐代「樂舞俑」的形象                   圖 2. 舞蹈「百鳥朝凰」的蛇形線 

（海報設計：王俊傑）                          （編舞：曾照薰，服裝設計：徐安琪） 

2-1.2意象之美 

透過感官印象表現對藝術體裁的認知，所形成的意象之美為藝術欣賞的第二個層次。《易經》中提

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

舞之以盡動。其“聖人立象以盡意”為訴之立象以充分表達意義與想法。由此可見，人的心靈知覺可分

為兩部分，即被呈現的印象與內心的觀念。易中天（2010）在其《藝術人類學》中提到，心象就是人心

營構之象，又稱意象；藝術的對象不是人所面對的物質世界，也不是人自身的物質部分「人體」，而是

人的心靈。我們的全部簡單觀念在初出現時都是來自於簡單印象，這種簡單印象和簡單觀念相應，為簡

單觀念所精確複現（Hume, 2013）。學者 Paul（2012）提到當閱聽者接觸到藝術品時會不由自主地產生

整體印象（或要旨），並且這種第一印象包括作品的畫面內容、整體結構組織、語意含義與最初的情感

反映。記憶與想像是伴隨印象而來，由於人的本能想像能自由的改變既有的觀念，心靈與觀念產生連接，

同時又產生改變觀念的多種性質。休謨（Hume, 2013）認為印象是進入心靈時最強最猛的那些知覺，包

括了所有初次出現於靈魂中的我們的一切感覺、情感與情緒。有學者提出美學體驗能夠將人的主體與美

學的客體融合在一起，觀眾將對審美客體的印象帶入到自己的經驗並透過各種視覺想像將自己投射到審

美對象之中（Woodward & Ellison, 2010）。最初對「美」的體驗是簡單的感官刺激，引起觀者注意，產

生了簡單的印象，透過人的意志進行排列與組合，形象諸於人之腦中，產生回味無窮的想像。想像同樣

是被感覺、情感等因素喚起的，又被相互影響、吸引、轉變，純潔、優美、高雅、厭惡等情緒便隨之而

來，審美的過程也呼之欲出。正如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繆靈珠、辛未艾、周揚譯，1958） 所說，

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喚起的感覺，是類似我們當著親愛的人面前洋溢於我們心中的那種愉悅。貝爾（Bell, 

1914／1989）在《藝術》一書中提到，優秀的視覺藝術能把有能力欣賞它的人帶到生活之外的迷狂中去，

以藝術為手段喚起生活情感則無異於用望遠鏡看新聞。蘇珊朗格（Langer, 1953）指出，舞蹈是一種形象，

也可以把它稱之為幻象；它來自於演員的表演，但又與後者不同。英國美學家理查茲把美學體驗稱為幻

影，絕大部分人把美學體驗看作與他們在其他時候所做所感完全不同的東西（Listowel, 1952）。藝術正

以它可感官的形象，敏感的刺激人的內心知覺，如舞蹈以它優美的舞姿來編織印象深刻的視覺形象，刺

激人們的普遍認知與生活經驗，萌生了理解與想像並帶入情境之中。舞者藉由對自然的擬態，以象徵的

方式生動的傳達了舞蹈所刻畫的情境，使觀眾瞭解創作的初衷達到情之真意之切的效果，相應優雅、超

脫或空靈的觀念隨之而生。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7%BC%AA%E7%81%B5%E7%8F%A0/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8%BE%9B%E6%9C%AA%E8%89%BE/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91%A8%E6%89%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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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燕樂舞蹈「坐部伎」之「百鳥朝凰」中舞者曼妙的舞姿，流動的線條，高超的技巧以及巧妙的

變換組合產生了鳥兒旋轉雀躍、展翅飛翔的靈動印象，如圖 3 所示。舞者借由對自然的擬態，以象徵的

方式生動的傳達了舞蹈所刻畫的情境，使觀眾瞭解創作的初衷，相應優雅、超脫或空靈的觀念隨之而生。

舞蹈中這種形象的塑造並非真實的再現，而是一種抽象的概括或透過想像力與主體及其愉快或不快的情

感相聯系，正如康得（Kant, 1790／2000）所說藝術之美在於我們明知其為藝術，卻酷似自然。藝術的塑

造都有它最原始的出處，必定合乎自然的規律或某種特性，我們的感覺結合普遍的經驗而獲得了藝術與

生命的聯結，也就是表象與閱聽者感官之間的關係；這種情感的互動使人瞭解作為客體出現的藝術作品，

意象成為審美的載體。 

 
圖 3. 舞蹈「百鳥朝凰」的意象聯結                      圖 4. 舞蹈「三番叟」的意念之美 

                                                 （指導：西川淑敏 

                                                  編舞：西川流、西川右近總師、服裝設計：西川まさこ） 

2-1.3意念之美 

藝術作品之所以為藝術作品，不在它一般能引起情感，而在它是美的；藝術之所以有這麼多類型，

是因為藝術作為美，即作為絕對理念的感性顯現「the pure appearance of the idea to sense」（黑格爾／朱

光潛譯，1981）。可以理解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即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注入了認識、情感、判

斷，而美正是這些因素的外在反映。今道友信（鮑顯陽、王永麗譯，1983）認為人的精神所追求的美的

理念，透過人的創造，具體、高度集中地結晶於藝術中。藝術家所創造出的不可能，理應比實在東西的

更好，因為理想的形態本來就超越真實存在的事物（Aristotle, 1989）。創造的過程包括對素材的轉換、

經典的提煉、抽象的概括、集中的展現，從藝術品中就能挖掘藝術家累積的情感與理念。學者 Brinck（2017）

認為審美體驗是身體、情感與藝術品互相作用的結果，反映了認知到動作，動作到情感的迴路過程。審

美體驗往往需要觀眾找到重心，透過想像的靈活性與藝術的特定種類進行結合（Clifton, 2017）。藝術體

驗中的情感層面是一個評估過程，被心裡的互動預期所影響（Xenakis & Arnellos, 2015）。在觀看表演時

觀眾投入全部的情緒，從虛構人物的視角使心靈得到釋放（Schmetkamp, 2017）。 

如何將觀念形象轉換成人類心靈相通的意念，符號正是其從印象到意念的連接；藉由符號的解讀，

達成藝術作品的深度解析，形成藝術欣賞的最高層次。德國哲學家凱西爾（Cassirer, 1962）曾經指出，人

是符號的動物，藝術是從人類最原初經驗的符號化。而文化是人的外化、物件化，是符號活動的現實化

和具體化，而核心關鍵，則是符號。之後蘇珊朗格（Langer, 1953）提出藝術是人類情感符號的創造，並

曾經用「幻影」（apparition）來形容舞蹈藝術所製造的變幻流動的視覺效果，她認為這是一種理念（idea），

一種由情緒、感情，以及生活中過往的主觀經驗所形成的理念。「三番叟」的舞蹈塑造了被吊繩控制隨

音樂舞動的人偶形象的藝術符號，如圖 4 所示。傳遞了祈求天下太平、國勢安穩、萬物生機盎然的創作

理念，其舞蹈的構思源自於舞者自我情感的表達與觀念的呈現；觀眾透過舞蹈的視覺表現，深入體驗藝

術家創作的心境，藝術如同情感符號被無形的感知。由此可見舞蹈藝術被視覺、聽覺感官形式所取代，

伴隨著一種符號的顯現，即舞者滲透著情感舞動的身體，並化成了欣賞者最深層的體驗。誠如畢加索所

說，藝術是一種謊言，卻能教導我們真理；任何你能想像的，都是真實的。無論是舞蹈還是繪畫藝術，

都遵循著一個理念，藝術是藝術家的自我情感表達同時又是精神世界的表述與呈現。因此，藝術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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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特定符號，將自己生活中對情感的體驗傳遞給別人，讓別人得到一種感同身受的感動（Tolstoy, 1960）。 

誠如柏拉圖（Plato, 1992）在《理想國》中曾提到，唯有透過善，才能藉由知識體會到真之美。藝術

之美是透過自然到人體再到心靈的進階過程。三世紀時古羅馬哲學家普洛丁（Plotinus, 1962）便主張，審

美是一種超越一般感官之洞察力，透過靈魂的內在之眼（inner vision）方能看到一般肉眼看不見之美。審

美的最高境界理應是在視覺與聽覺的基礎上觸動心靈，超越其表像本身達到心靈契合的境界，正如詩的

創作。在藝術欣賞中，觀眾往往會沉浸於藝術之中而忘卻自我，擺脫理性的束縛與情感的羈絆，藝術之

美也能激發人生的重新思考，實現內在的情感需求。 

2-2藝術創作傳播模式 

Goldman（2004）提出藝術品之評價，需深刻的理解藝術家與閱聽者之間的溝通方式，不僅是社會背

景下的需求，更是為了瞭解創作者與觀賞者之間的情感認知體驗。有學者曾提出將傳播理論與心智模式

的語意認知的相關理論相結合的研究框架，以探討藝術傳播相關問題（Lin, R., Lin, P. H., Shiao, & Lin, S. 

H., 2009; Lin et al., 2015; Lin, R., Hsieh, Sun, & Gao, 2016）。就傳播理論的程式學派而言，認為成功的傳

播需滿足三個層面，即技術層面、語意層面與效果層面（Craig, 1999; Fiske 2010; Jakobson, 1987）。技術

層面要求受訊者能形象感知藝術作品，即藝術家透過藝術作品傳達企圖傳送的資訊，從而讓受訊者充分

體驗形象之美；語意層面要求受訊者能意義感悟藝術作品，即藝術家透過藝術作品表達創作的意義，使

受訊者深入體驗意象之美；效果層面要求受訊者能心領神會藝術作品，即根據資訊的原意，採取適當的

行動，有效的影響預期行為，達到意念之美的效果。 

Jakobson（1987）提出傳播模式六個因素：發訊者、受訊者、情境、訊息、接觸與符碼，分別決定了

傳播中的不同功能，包括情感功能，企圖功能，指涉功能、詩意功能、社交功能、超語言功能。發訊者

將訊息編碼並傳送，本研究指舞蹈藝術家。受訊者指訊息傳送之對象，本研究指閱聽者。情境指訊息必

須基於某個特定的時間、空間之背景，才能形成作品的意義，本研究指舞蹈《盛世華章》的歷史背景。

訊息指由特定結構的符碼構成的資訊，本研究指藝術家從技術、語意的效果層面的編碼而形成的訊息。

接觸指傳送訊息的物理設備或工具，用來連接發訊者與受訊者的物質條件，本研究為閱聽者現場直觀欣

賞表演，因此接觸指作品本身。符碼是指有組織、可理解的資訊系統，當發訊者與受訊者具有共同理解

的符碼系統時藝術傳播與認知才能順利進行，本研究後續美學體驗評估矩陣各因素為符碼系統的具體化。 

就傳播學理論而言，藝術家如何表達意境與情境的藝術創作過程其為編碼（encode），而觀眾如何心

領神會藝術作品其為解碼（decode），藝術家為發訊者，觀眾為受訊者（Barthes, 1967; Fiske, 1990; Jakobson, 

1987）。舞蹈藝術家將眼中的自然之美，正如康得（Kant, 1790／2000）所說藝術是精神界的自由與自然

界的必然的統一，其透過主觀的創作思維，轉換成舞蹈藝術形式，經過舞蹈的不同表現手法或藝術媒介

形成藝術符號，從而表達創作者的核心思維，為編碼過程。因此，編碼為舞蹈藝術創作傳播中的重要環

節，用來編寫溝通所需要的一系列符碼。根據舞蹈藝術編碼之論述，藝術家涉及三個階段來編寫藝術作

品，即表演、過程與作品。表演作為一種創作靈感，藝術家的創作意圖透過藝術品來表達；過程代表藝

術家的想像、想法與感受透過藝術品被再現；作品是想法與表達的實施，並將其傳遞給觀眾，使藝術家

與觀眾存在一致的認知（Lin et al., 2017）。桑切斯˙寇柏（Sanchez-Colberg, 1992）將「過程與製作」（process

／product）納入舞蹈元素中，認為其主要判定舞蹈元素運用與結合的方式。舞蹈藝術的傳播正是透過發

訊者編寫資訊形成訊息，以接觸為媒介，並將符碼為基礎的資訊系統傳送給受訊者的過程，其符碼資訊

系統也是閱聽者進行舞蹈美學體驗的基礎，如下頁圖 5 所示。舞蹈藝術的傳播與認知包含於編碼與解碼

之間，為後續的研究提供與之相應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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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舞蹈藝術創作傳播模式                           圖 6. 舞蹈藝術美學體驗認知模式 

2-3美學體驗認知模式 

Baumberger（2013）指出藝術作品具有認知功能，其認知功能部分決定美學價值。形象思維（visualizing）

與心裡意象（mental imagery）被認為是認知狀態的圖像化辨識，反映了閱聽者審美活動的不同狀態

（Zeimbekis, 2015）。Johnson-Laird（1983）認為人們透過構建其所關注的客體與事件之間的關係來複製

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這種心智模式包括理解（comprehension）、推理（inference）與意識（consciousness）；

並指出演繹推論並非是運用邏輯規則進行，而是透過心理上的操作模型來判斷感受。當閱聽者觀看藝術

作品時，正如同心智經過相應的程式來感受美的體驗。藝術的功能在於擾亂觀眾慣性的感知與理性的思

考方式（Stejskal, 2015），也就是說欣賞藝術的同時會產生全新的心智模式。有學者曾提出五階段的藝術

認知模型，其圍繞最初的中斷、隨後的認知反映及自我轉換的過程，並對知覺和概念上的變化以及藝術

觀察與觀察者個性的連接進行討論，最終探討了情感、認知與評價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Pelowski & Akiba, 

2011）。當知覺者被藝術作品吸引時，會產生相應的行為狀態，概括為認知狀態（cognitive state）、有意

的關注行為（intentional act of attention）與知覺經驗（perceptual experience）（Stokes, 2014）。學者 Crozier

與 Chapman 從心理學的方法瞭解符號和意義在藝術認知中的重要性（Crozier & Chapman, 1984）。認知

神經科學家也致力於藝術感知與認知的研究，從視覺感知、大腦結構、感官推理與美學評價方面，深入

剖析閱聽者如何處理觀看視覺藝術的感受（Solso, 2000; Seeley, 2013; Mast, 2005）。因此，閱聽者美學體

驗的認知有規則可尋，本文試圖以相關理論為基礎建構一個舞蹈藝術美學體驗的認知模型，並透過其認

知的評估因素瞭解閱聽者對於藝術美學體驗的進階過程與關鍵因素。過去對藝術的研究多以藝術家為中

心而忽略了閱聽者對藝術的感知及領悟（林榮泰、李仙美，2015），就以舞蹈藝術而言有效認知觀眾在

藝術欣賞時的心智思維與體驗過程，更有助於藝術家之審美創造。 

Washburn（1983）提出藝術不僅是作為裝飾的存在，更是一直複雜的通訊系統，需要觀賞者瞭解其

結構與規律後形成對整個體系的理解。藝術創造力與審美體驗同樣來自於人與文本之間的動態互動

（dynamic interplay），允許藝術家與觀眾以類似的方式與作品產生關聯，從而涉及到觀眾對藝術符碼的

解讀（Brinck, 2007）。捷克美學家 Otakar Zich 指出在情感效應相關聯的價值之上有對藝術作品更高階的

評估，包括「理解」（comprehending）一件作品，這個客觀價值不在於作品本身，而在於觀眾感受藝術

家鮮明的「個人價值」（Dykast, 2010）。作品之美學體驗涉及觀眾對作品的解碼過程，觀眾瞭解藝術家

編碼所蘊含的意義，則能透過藝術欣賞領略其美感經驗（Bourdieu, 1993）。欣賞者在根據必然性的共通

感覺力（common sense），如經過自己的思維模式及過去的經驗再現藝術創作者的藝術初衷，形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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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的過程最終達到感同身受的感動，為解碼過程。瞭解閱聽者的解碼揭示了觀眾藝術欣賞與美學

體驗之過程。 

Norman（2013）提出的概念模式，包括設計模式、用戶模式與系統印象分別代表藝術家模式、閱聽

者模式與藝術作品，深入探討欣賞者的認知模式即認知作品的外在美學與情感意涵的過程，幫助藝術家

運用閱聽者熟悉的符號創作具備共同經驗心智模式的藝術作品為評價藝術作品。Norman（2005）指出了

設計過程的三個層次，即本能層次，行為層次與反思層次，分別代表了用戶的審美體驗、意義體驗與情

感體驗，解釋了藝術傳播中觀眾認知的心境變化。以認知工程的觀點，舞蹈藝術美感體驗的認知包括三

個層次，首先，閱聽者是否看到，產生外形知覺的感官印象；其次，閱聽者是否瞭解，進行意義認知的

思考模式；最後，閱聽者是否感動，實現內在感受的心理活動（林榮泰、李仙美，2015）。對應藝術家

藝術創作的三個層次，可理解為觀眾感知「技術層面」的外形表徵，意識「語意層面」的意義內涵，達

到「語意層面」的情感關聯（Lin et al., 2017）。對於閱聽者來說，瞭解藝術作品的意義有三個關鍵步驟，

識別（吸引注意）、認識（理解感知）與反思（深刻感動）。識別作為情境知覺，表明藝術作品是否能

吸引觀眾；認識作為意境認知，表明觀眾是否能瞭解其資訊的意義；反思作為心理感受，表明觀眾能否

被藝術作品深刻感動。創作優良的舞蹈作品，其必定完成對美的感知，達到藝術美學體驗的三個層次形

象之美、意象之美與意念之美，完成認知的全過程。實現解碼過程橫向與縱向的三個環節，橫向是閱聽

者感知情境到體驗美感的遞進過程；豎向是從外在到內在的深入過程，共同構建了舞蹈美學體驗的認知

模式。透過文獻探討將傳播學、認知理論與美學觀念相結合，提出藝術家藝術創作與觀眾美學體驗的交

流模式，歸納成「舞蹈藝術美學體驗認知模式」，如圖 6所示，此模式為後續美學體驗評估矩陣之基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以屬性評估與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以觀看《盛世華章》的觀眾為受試者，並分為

三大類群體，分別為舞蹈專業，藝術相關專業與其他領域，研究以網路問卷方式分寄，共計回收問卷 160

份，有效問卷為 152 份。其中性別分項上為男性 23 人、女性 129 人；年齡分群為 19 歲以下 62 人、20-

29 歲 59人、40歲以上 31人；學習背景則為藝術相關領域 19人、舞蹈相關領域 96人、其他領域 37人。

分為三類統計方式探析研究結果，而整體舞蹈之屬性評估則以李克特五點量表（1為同意最低，依序至 5

為同意程度最高）進行問卷調查。第一階段以因素分析考驗舞蹈藝術傳播評估矩陣之效度構建，探析舞

蹈藝術傳播模式的合理性；第二階段以優質創意強度與喜好度作為觀眾美學體驗的依據進行多元迴歸分

析；第三階段以探究受試者背景與認知因素之關係進行 t檢定分析。研究流程如圖 7所示。 

 
圖 7.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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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評量屬性 

藝術家必須確定舞蹈創作抒情寫意的表達恰如其分，且情感抒發與審美創造達到統一，需從技術、

語意、效果層次與人、事、物三方面的因素挖掘其評估屬性，以衡量舞蹈藝術在傳播過程中達到的審美

效果。就咨詢相關專家，受訪者主要是舞蹈及藝術領域相關教授及博士班學生，經過問卷調查及訪談的

形式獲致相關結果資料。並透過資料整理後得出屬性分析結果，並進行歸納總結，如表 1 所示。評量屬

性的分類分為三個步驟，步驟一屬性問卷調查、步驟二資料歸整與步驟三屬性分類。 

表 1. 舞蹈藝術美學體驗評估矩陣 

藝術創作 

 藝術家（編碼）  

人的因素 

（表演者）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技術層面 A 
A1-1: 表演技巧 

A1-2: 呈現美感 

A2-1: 傳統解讀 

A2-2: 情境營造 

A3-1: 媒體使用 

A3-2: 服裝造型 
形象之美 

語意層面 B 
B1-1: 個性塑造 

B1-2: 肢體語言 

B2-1: 協調一致 

B2-2: 情感體驗 

B3-1: 巧妙融匯 

B3-2: 創意構思 
意象之美 

效果層面 C 
C1-1: 情感表達 

C1-2: 專業表現 

C2-1: 扣人心弦 

C2-2: 引發思考 

C3-1: 藝術價值 

C3-2: 時代精神 
意念之美 

 審美體驗 意義體驗 情感體驗  

 閱聽者（解碼）  

美學體驗 

 

3-1.1屬性問卷調查 

製作《影響舞蹈表演藝術主觀評價因素問卷調查》問卷，目的是瞭解觀賞者對舞蹈表演藝術主觀評

價的相關因素，以紙本問卷發放為主，填答時間為一周以內，待受試者填答完成後交還給研究者整理，

此項問卷分為兩個部分：理論要點與主觀評價因素填答。受試對象分別為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教授、創

意創業設計學院教授、創意創業設計學院博士班學生、表演藝術學院博士班學生及其他高校舞蹈表演專

業教師等，共計回收問卷 26份。問卷第一部分以理論要點為主，首先，概括傳播及認知的三個過程，即

技術問題、語意問題與效果問題；其次，歸納傳播的六個功能與要素，即發訊者、訊息、情境、接觸、

符碼與閱聽者在整個矩陣中所處的地位及意義；最後，從傳播的另外一個構面提出三要素，即人、事與

物及其相應的內容概述。第二部分為主觀評價因素填答，告知受試者假設把上述的傳播與認知過程、相

應的影響因素以及相互影響關係，用評估矩陣來表達，問卷中空格部分會是哪些影響因素。 

3-1.2 資料歸整 

步驟二為問卷的收集及資料的歸整階段，針對每份問卷對矩陣中九宮格的每一項因素進行資料整理，

將受試者提出重複的因素合併，並按每個因素出現次數排序，挑選出排序最高的四個因素，進行進一步

研究。經整理後，於人的因素，A1排序較前的因素有：表演技巧、具備美感、氛圍營造與臨場發揮；B1

排序較前的因素有：肢體語言、個性塑造、風格設定與配合程度；C1排序較前的因素有：深受感動、專

業表現、情感表達與情緒感染。於事的因素，A2排序較前的因素有：情境營造、傳統解讀、藝術題材與

敘事手法；B2排序較前的因素有：情感體驗、協調一致、編排創新與節奏控制；C2排序較前的因素有：

扣人心弦、引發思考、故事動人與引起共鳴。於物的因素，A3排序較前的因素有：媒體使用、服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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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光佈局與舞臺運用；B3 排序較前的因素有：巧妙融匯、創意構思、表達前衛與時尚流行；C3 排序較

前的因素有：時代精神、藝術價值、創新活力與文化深度。後續研究將對屬性分類做進一步歸納與總結。 

3-1.3 屬性分類 

步驟三進行專家訪談，受訪者主要為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及創產所教授，將整理的屬性資料進一步

簡化與概括，實現舞蹈藝術評估屬性的分類，如表 1 所示。人的因素之技術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表

演技巧」與「呈現美感」，「表演技巧」為技術層面最基本之要素，反映舞者的專業素養包括舞者的臨

場發揮能力等，舞者在舉手投足間表現的神態、氣韻流露著其常年積累的能力，為作品整體效果奠定基

礎；「呈現美感」為舞者在動靜變化中帶來的視覺美感，舞臺畫面因人物的身體變化而產生節奏韻律之

美。人的因素之語意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個性塑造」與「肢體語言」，「個性塑造」為舞者對角色

的詮釋，展現了舞蹈的整體風格；「肢體語言」形成一種情感符號，成為抒發思想與情感的媒介，而身

體的動作同樣創造了美的存在（卡琳娜˙伐納／鄭慧慧譯，2001）。人的因素之效果層面的關鍵因素總

結為「情感表達」與「專業表現」，「情感表達」為創作主體帶來的內在感悟，也就是情感的傳遞；「專

業表現」為舞者自我能力的展現，透過表演技巧、個性塑造或肢體語言等具象的因素來凸顯。 

事的因素之技術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傳統解讀」與「情境營造」。「傳統解讀」客觀反映了舞

蹈的創作背景，所處歷史環境與創作題材；「情境營造」為舞臺上的各個元素相融合之結果，情景相融，

虛實相生，產生獨有的藝術氛圍。事的因素之語意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協調一致」與「情感體驗」，

「協調一致」滲透在舞者編排與創意構思之間，形成一種和諧之勢；「情感體驗」指透過表演敘事等內

容，綜合反映作品的情感意涵，敘事伴隨「意味」美而出現，更含蓄且深層次的表達內心的情感。事的

因素之效果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扣人心弦」與「引發思考」，「扣人心弦」表明舞蹈傳達的情節內

容跌宕起伏並牽動人心，強烈影響觀眾的情緒；「引發思考」預示舞蹈主題具備深刻的意義，引人深思，

並且其具有超越個人解釋之上的普遍性內涵（瑪麗˙魏格曼／朱立人譯，1990）。 

物的因素之技術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媒體使用」與「服裝造型」，「媒體使用」闡明了舞蹈與

聲光佈局、道具、舞臺設置等之間的關係，為舞蹈表演的物質條件；「服裝造型」包括裝飾、妝容與髮

型，幫助舞者塑造人物形象，為身體語言的「第二層皮膚」（萬道明、無翔，2017）。物的因素之語意

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巧妙融匯」與「創意構思」，「巧妙融匯」為音樂、燈光、服裝等與舞蹈編排

巧妙融合，使作品具完整性；「創意構思」表明營造了良好的舞臺效果，反映超越身體本身的藝術構造。

物的因素之效果層面的關鍵因素總結為「藝術價值」與「時代精神」，「藝術價值」反映舞蹈藝術語言

的本質及文化的解讀，形成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抽象化的舞蹈圖符（李濤，2017）；「時代精神」為表達

演出主題所設定的時代風情，表現對傳統束縛的突破與自由創作的理念，彰顯舞蹈的靈魂。 

3-2舞蹈藝術美學體驗評估矩陣 

結合舞蹈藝術傳播、認知模式與評估屬性，建立了舞蹈藝術美學體驗評估矩陣，從橫向與縱向兩個

構面思考舞蹈藝術的美如何被一般閱聽者感知，並兼顧藝術家的創作與閱聽者的美學體驗兩方面進行理

論的建構，藝術家對舞蹈藝術美感的傳播對應閱聽者美感體驗的感知過程，如表 1 所示。其兩個構面之

屬性再現了藝術家藝術創作即編碼，閱聽者美學體驗即解碼的過程。 

橫向從理論出發，技術層面 A以達到審美階段的形象之美來吸引觀眾注意；語意層面 B以達到審美

階段的意象之美使觀眾理解感知；效果層面 C 以達到審美階段的意念之美使觀眾深刻感動。具體分析，

技術層面為藝術創作的外在層級，形式上動作的不同構成要素得到呈現，要求受訊者能形象感知作品，

其評量屬性視為最基本的因素構成，創作實施具象且易於表現；而閱聽者對於形象之美的體驗主要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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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品視覺形象表徵及其外在結構的形式，因此對應技術層面。語意層面為藝術創作的中間層級，舞蹈

包含了構成美麗語言的一切，具有特殊的主題結構，要求受試者能意義感悟藝術作品，評量屬性屬於內

在結構因素的表達，創作實施抽象且複雜；而閱聽者對於意象之美的體驗反映其對視覺現象內在結構、

意義與思維方式的感知，因此對應語意層面。效果層面為藝術創作的內在層級，要求受訊者能心領神會

藝術作品，其評量屬性為精神形態的構成，創作以無形的方式難以感官描述；而閱聽者對於意念之美的

體驗集中反映其與藝術品之間的情感聯結並激發想像流露出某種情思或意向，觀眾成為參與者，透過想

像抒發情感（約翰˙馬丁／歐建平譯，1994），因此對應效果層面。 

另一面向從縱向理論出發，屬性分佈於人的因素（表演者）、事的因素（表演過程）與物的因素（表

演藝術）中，為使觀眾達到審美體驗、意義體驗與情感體驗的心境認知。人的因素以表演者為中心，為

保存、表現與延續文化的主體，並且是美感傳遞的載體，試圖將靈感以具體的形式來展現（史紅，2006）；

閱聽者深刻體驗創作主體傳達的最本質及最純粹之美感，從真實的生活出發感受身體語言的共通性，享

受藝術家創造的審美意境，因此人的因素對應藝術之美的體驗。事的因素以表演過程為內容，作品的意

義內涵隨表演的發展逐步顯現，舞蹈是超出表現力之外的一定意圖而設計的，藝術家的構思、想法與感

悟凝聚其中；閱聽者感受其表演過程傳遞的作品意圖與創作理念，思緒被其過程所牽引並引發與過往經

驗相關的深入思索，因此事的因素對應閱聽者對作品本身意義的體驗。物的因素以表演藝術為媒介，蘊

含了人與事中美感與意義的表達，並將藝術家的情感幻化為有形的作品呈現於世，視為一切藝術的根本

形態（宗白華，2006）；閱聽者充分體驗表演藝術傳遞的情思，從藝術品中喚起過往的情感經驗，情緒

得到釋放，因此物的因素對應情感體驗。本評估矩陣從橫向與縱向構面同時具備對應及先後層次關係，

其有序脈絡的構建，為研究實驗提供了理論基礎。 

3-3 舞蹈評估問卷設計 

本文就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評估矩陣列出 20個評估問項，以李克特五點量表的形式，受試者根據對

《盛世華章》舞蹈的美感體驗填答問卷，如表 2所示。1-6題為「人的因素」之範疇，以表演技巧、呈現

美感、個性塑造、肢體語言、情感表達與專業精神 6個因素為問項；7-12題為「事的因素」之範疇，以

傳統解讀、情境營造、協調一致、情感體驗、扣人心弦與引發思考為問項；13-18題為「物的因素」之範

疇，以媒體使用、服裝造型、巧妙融匯、創意構思、藝術價值與時代精神為問項；19-20題反映對舞蹈整

體印象的評價，以創意強度與喜好度為問項。問卷放置於網址：https://goo.gl/forms/dwcfkmgabwPukMwE2。 

表 2. 構面的衡量問項表 

人的因素 

（表演者） 

A1 A1-1:1  舞蹈表演技藝精湛。 

A1-2:2  舞蹈呈現美輪美奐。 

B1 B1-1:3  個性塑造惟妙惟肖。 

B1-2:4  表演時具備豐富的肢體語言。 

C1 C1-1:5  舞者的情感表達具有感染力。 

C1-2:6  舞者展現高度的敬業精神。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A2 A2-1:7  舞蹈的內容表現深厚的文化底蘊。 

A2-2:8  舞蹈的情境營造獨具特色。 

B2 B2-1:9  舞者在舞台上的配合協調一致。 

B2-2:10 舞蹈的敘事性提供深度的情感體驗。 

C2 

 

C2-1:11 舞蹈的內容扣人心弦。 

C2-2:12 舞蹈的主題意涵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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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構面的衡量問項表（續）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A3 A3-1:13 聲光效果俱佳。 

A3-2:14 服裝造型符合主題。 

B3 B3-1:15 科技與舞蹈達到巧妙融合。 

B3-2:16 整體設計營造良好的舞臺效果。 

C3 C3-1:17 舞蹈作品的編創與演出展現高度的藝術價值。 

C3-2:18 整體演出體現了本次主題所設定的時代風情。 

總體評價 D1 D1:19 舞蹈展現優質創意的強度。 

E1 E1:20 對本場舞蹈的喜好度。 

 

四、研究結果 

4-1舞蹈藝術傳播評估矩陣之建構分析 

觀眾對舞蹈藝術的解碼需要依據舞蹈藝術評估矩陣進行研究，結合評估矩陣中的 9 個屬性 18 個關

鍵因素，提出 20個問題以評估《盛世華章》舞蹈表演的整體印象。其中 1-6題根據屬性人的因素，7-12

題根據事的因素，13-18題根據物的因素，每一因素再從技術層面、語意層面、效果層面提出兩個相關問

題，其中 19-20 題是對整場舞蹈的整體評價，即表現優質創意的強度與對本場舞蹈的喜愛度。本研究共

回收 152 份有效問卷，依據舞蹈藝術傳播評估矩陣，先行分析觀察問卷之整體信度檢驗。於整體問卷信

度表現上 Cronbachα值為 0.972，各屬性刪題後的 Cronbachα值均小於 0.972，顯示本問卷具良好信度。 

為檢驗舞蹈藝術傳播評估矩陣的可靠性與有效性，乃以因素分析考驗其效度構建，其因素分析之結

果如下所述。構面一包含三個因素面向，分別是人的因素、事的因素與物的因素，如表 3所示。1.人的因

素（表演者）：A1、B1、C1。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合計 3題，其特徵值為 2.692，可解釋人的因

素 89.7%變異量，各因素負荷量從.935~.956；2.事的因素（表演過程）：A2、B2、C2。因素分析後抽取

一個因素，合計 3題，其特徵值為 2.586，可解釋人的因素 86.2%變異量，各因素負荷量從. 922~.940；3.

物的因素（表演藝術）：A3、B3、C3。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合計 3題，其特徵值為 2.591，可解

釋人的因素 86.353%變異量，各因素負荷量從.912~.944。 

表 3. 構面一之效度分析 

構面一 屬性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人的因素 

（表演者） 

A1 .950 .903 

2.692 89.7% B1 .956 .914 

C1 .935 .875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A2 .922 .851 

2.586 86.2% B2 .940 .885 

C2 .922 .851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A3 .944 .890 

2.591 86.4% B3 .912 .832 

C3 .932 .869 

構面二包含三個因素面向，分別是技術層面、語意層面與效果層面，如下頁表 4所示。1.技術層面：

A1、A2、A3。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合計 3題，其特徵值為 2.557，可解釋人的因素 85.2%變異量，

各因素負荷量從.916~.938；2.語意層面：B1、B2、B3。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合計 3題，其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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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487，可解釋人的因素 82.9%變異量，各因素負荷量從.898~.918；3.效果層面：C1、C2、C3。因素分

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合計 3題，其特徵值為 2.527，可解釋人的因素 84.2%變異量，各因素負荷量從.905~.940。

綜合以上分析，顯示本研究所區分之兩大構面及其分屬之三項因素，具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 4. 構面二之效度分析 

構面二 屬性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技術層面 

A1 .938 .880 

2.557 85.2% A2 .916 .839 

A3 .916 .838 

語意層面 

B1 .915 .837 

2.487 82.9% B2 .918 .843 

B3 .898 .807 

效果層面 

C1 .908 .825 

2.527 84.2% C2 .905 .819 

C3 .940 .884 

4-2美學體驗之關鍵因素分析 

本研究針對受試者所反映整體演出的創意強度與喜好度，作為評價觀眾美學體驗之依據；並運用傳

播理論所區分的九個因素，作為建構觀眾對於舞蹈藝術認知的指標。以下針對影響美學體驗的關鍵因素

進行統計分析。 

4-2.1喜好度分析 

如表 5 所示，由各預測變項與對本場舞蹈喜好度之相關性可知，九個預測變項與其相關係數分別

是.794、.760、.726、.777、.792、.809、.740、.736、.841，且均達.001顯著水準。由下表的多元迴歸分析

可知，整體預測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係數R為.886，九個預測變項對「舞蹈喜好度」的解釋變異量為78.6%，

而 F 值為 57.781，達.000 之顯著水準。而其中最重要的顯著預測變項為 A1 其β值為.208，C2 其β值

為.250，C3其β值為.366，達.026、.002 與.000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知覺變項九個屬性與舞蹈喜愛度

均有顯著的相關存在，且此九個屬性對於舞蹈喜愛度具有相當程度的聯合解釋預測力，其中較顯著的屬

性依序是 A1、C2與 C3。 

表 5. 喜好度回歸分析表 

依變項 預測變項 簡單相關 回歸係數 
標準化 

回顧係數 
t 值 顯著性 

對本場舞蹈

的喜好度 

（N = 152） 

   A1 .794*** .264 .208 2.249* .026 

   B1 .760*** -.086 -.071 -.718 .474 

   C1 .726*** -.073 -.059 -.608 .544 

   A2 .777*** .089 .076 .953 .342 

   B2 .792*** .144 .133 1.288 .200 

   C2 .809*** .245 .250  3.155** .002 

   A3 .740*** -.072 -.059 -.677 .499 

   B3 .736*** .109 .118 1.695 .092 

   C3 .841*** .418 .366   3.862*** .000 

 常數       -.087 

 R= .886      Rsq= .786      F= 57.781       SigmfF= .000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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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優質創意強度分析 

如表 6，由各預測變項與舞蹈展現優質創意強度之相關性可知，九個預測變項與其相關係數分別是

-.194、-.062、.211、.132、-.103、.169、-.136、.299、.723，且均達.001顯著水準。由下表的多元迴歸分

析可知，整體預測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係數 R 為.867，九個預測變項對「舞蹈展現優質創意強度」的解

釋變異量為 75.2%，而 F值為 47.945，達 0.000之顯著水準。而其中最重要的顯著預測變項為 B3其β值

為.300，C3 其β值為.588，均達.000 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知覺變項九個屬性與舞蹈展現優質創意強

度均有顯著的相關存在，且此九個屬性對於舞蹈展現優質創意強度具有相當程度的聯合解釋預測力，其

中較顯著的屬性依序是 B3與 C3。 

表 6. 優質創意強度回歸分析表 

依變項 預測變項 簡單相關 回歸係數 
標準化 

回顧係數 
t值 顯著性 

舞蹈展現優質

創意的強

度 

（N = 152） 

A1 .704*** -.194 -.143 -1.434 .154 

B1 .721*** -.062 -.047 -.446 .656 

C1 .707*** .211 .159 1.528 .129 

A2 .739*** .132 .104 1.220 .225 

B2 .733*** -.103 -.089 -.799 .426 

C2 .742*** .169 .160 1.881 .062 

A3 .717*** -.136 -.105 -1.112 .268 

B3 .756*** .299 .300    4.031*** .000 

C3 .836*** .723 .588    5.780*** .000 

    常數      -.251 

 R = .867      Rsq = .752      F = 47.945     SigmfF = .000 

***p< .001 

4-3受試者背景與認知因素之關係 

4-3.1學習背景對認知因素之影響 

本研究為探知背景經驗是否會影響舞蹈評估屬性認知，取樣分別為藝術相關背景 19位，舞蹈相關背

景 96 位，其他領域背景 37 位。以獨立樣本單因數變異數分析得知，如表 7 所示，僅有 B3 屬性評定達

顯著性差異，藝術相關得分為 3.737、舞蹈相關得分為 4.021、其他得分為 4.392，經差異考驗結果，F值

為 3.585*，小於.05 顯著水準，且其他背景人士在 B3 屬性評定上，皆較藝術相關背景給予更高的評價，

顯示藝術相關背景受試者對於 B3屬性有更嚴格的評定標準。 

表 7. 受試者（有無舞蹈或藝術背景）之屬性認知差異表 

機能

層面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組別 M SD 

Scheffé

比較 

B3 

組間 6.170 2 
3.085 

.860 
3.585* 

1、藝術相關（N=19） 3.737 .888 

1<3 組內 128.210 149 2、舞蹈相關（N=96） 4.021 .940 

合計 134.380 151 3、其他（N=37） 4.392 .914 

*p< .05   

 

4-3.2性別對於認知因素之影響 

本研究共取樣受試者女 129 人，男 23 人，依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但僅有 B2 在性別背景上有

顯著差異，如表 8所示，達.015顯著水準，女生得分為 4.229，男生得分為 4.609，即 B2協調一致、情感

體驗之屬性。若以該屬性得分平均數之比較，則女性在九項屬性之平均分上皆低於男性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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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受試者（性別男／女）之屬性認知差異表 

權能層面 性別 人數 M SD t值 顯著性 差異比較 

B2 
女 

男 

129 

23 

4.229 

4.609 

.827 

.621 
-2.559* .015 女<男 

*p< .05    

 

4-3.3年齡對於認知因素之影響 

年齡取樣分別為 19 歲以下 62 位，20-39 歲 59 位，40 歲以上 31 位。同樣以獨立樣本單因數變異數

分析得知，如表 9所示，僅有 B3屬性評定達顯著性差異，19歲以下得分為 4.274、20-39歲得分為 3.737、

40 歲以上得分為 4.323，經差異考驗結果，F值為 6.701**，小於.01 顯著水準，且 20至 39歲人士在 B3

屬性評定上，皆較 19 歲以下人士與 40 歲以上人士給予更低的評價，顯示 20 至 39 歲人士之受試者對於

B3 屬性有更嚴格的評定標準。 

表 9. 受試者年齡背景之屬性認知差異表 

機能

層面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組別 M SD 

Scheffé

比較 

B3 

組間 11.089 2 
5.545 

.827 
6.701** 

1、19歲以下（N=62） 4.274 .734 
1>2, 

3>2 
組內 123.291 149 2、20-39歲（N=59） 3.737 1.02 

合計 134.380 151 3、40歲以上（N=31） 4.323 1.01 

**p< .01  

 

五、討論 

5-1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關鍵因素分析 

5-1.1喜好度之關鍵因素分析 

C2與 C3兩個屬性對舞蹈喜愛強度有顯著影響且同屬於效果層面，此層面為影響觀眾喜愛度最關鍵

之因素，如表 10所示。後續訪談受試觀眾對本場舞蹈評價，總結如下：舞蹈「圍城」，如圖 8所示，表

演過程中譜寫了安史之亂中無數忠勇將士正氣浩然與叛軍殊死搏鬥的場景，舞蹈表演運用力量、平衡與

變換等方式，塑造穩定、剛毅與凝重的將士形象，戰士的命運發展扣人心弦，調動了觀眾的情緒，觀眾

認為其被整體氛圍感染並關注著人物的命運走向，舞臺中緊張激烈的矛盾衝突將舞蹈表演推向了高潮。

在高超的表演下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與強烈的感染力，最終歌頌遠古再現了時代精神。此舞蹈最終用戰

士的忠勇精神感動了在場觀眾，所營造保家衛國、奮勇殺敵之實境在觀眾的心中形成了可歌可泣的民族

精神之虛境，舞蹈藝術被閱聽者心領神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見效果層面作為內在感受的顯現，

揭示了藝術作品如何有效影響閱聽者的行為與情感，以及閱聽者能否體會藝術家所傳達的情感進而深受

感動。因此，效果層面喚起了觀眾對美感的體驗，引發了超越感官的情感認知，達到了意念之美的境界。 

表 10. 舞蹈喜愛度之關鍵因素 

 

                           圖 8. 舞蹈「圍城」（原創：賈東霖、王志剛，改編：楊德偉，服裝設計：徐安琪） 

 
人的因素 

（表演者）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技術層面 A A1* A2 A3 形象之美 

語意層面 B B1 B2 B3 意象之美 
效果層面 C C1 C2** C3 *** 意念之美 

 審美體驗 意義體驗 情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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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事的因素 C2 中舞蹈呈現扣人心弦、引發思考與物的因素 C3中藝術價值、

時代精神對表現舞蹈喜愛強度具有顯著的影響，相較之下人的因素 C1 中的情感表達與專業表現未達到

顯著影響，但 A1中的表演技巧與呈現美感對喜愛強度達到顯著影響，如表 10所示。從中可以分析，表

演者在技術層面的表達塑造了形象之美並吸引了觀眾的注意，而人是傳遞美的載體，是承載藝術最基本

的元素，其技藝表現融入個性塑造與肢體語言，彰顯了專業技巧與舞者的情感塑造。正如黑格爾所說美

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人經過藝術的情感表達，在舞蹈藝術形式中賦予專業的感性創作；真正傳遞藝術創

意與美感則是透過載體而顯現的藝術本質，即所謂的「事」與「物」，是否能與觀眾情感相連引發心靈

觸動以及能否展現藝術的價值與時代或民族之精神。以下是受訪觀眾對舞蹈「楊柳枝」整體映射的總結：

在盛世華章的舞蹈藝術中，舞者的配合產生了一種秩序感，如舞蹈「楊柳枝」中舞者之間默契的演出，

加之專業的舞臺表現，形成了動作美、節奏美、技巧美與造型美等特點，描繪了「一樹春風千萬枝，嫩

於金色軟於絲，桃紅白李雖誇好，須得垂楊相映輝」的意境，展現了早春枝條隨風起舞，柔嫩多姿。舞

者用身體的柔美，表現出時而跳躍動感，時而輕柔媚態的情景；人物的輕盈婀娜化作了隨風飄蕩的嫩柳，

比譬詩中形象，寫盡了早春生機盎然、秀色照人美妙場景。而表演者所表現的專業精神，創造了令人動

容的表演過程，正如一個意境認知的場所，最終形成具備藝術價值的舞蹈作品。進一步指出人的因素是

事與物的因素之基準，並透過事與物的因素表現出來，正如表演者將藝術的精髓融入表演過程與表演藝

術，孟子所說「萬事皆備於我」正是理性主義所宣導的，柏拉圖（Plato, 1992）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

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事的因素與物的因素在這裏可以認為是審美

體驗的物化感知，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1989）提出認識的對象在於普遍性的觀念，但觀念並非孤離或

高懸於感覺世界之外，而是存在於感覺事物之內而成形式，由此可以認為美的體驗透過「人」的技藝，

存在於「事」與「物」之間。 

5-1.2優質創意強度之關鍵因素分析 

B3 與 C3 在優質的創意強度上具有顯著影響，且同屬於物的因素，如下頁表 11 所示，B3 之巧妙融

匯與創意構思，C3之藝術價值與時代精神均是體現舞蹈創意程度的關鍵因素，由此可以看出物的因素顯

現了創意本身，舞蹈的創意加值最終要在作品中顯現出來。本場舞蹈融合了眾多創意元素，新穎的編排，

聲、光、影的巧妙融匯，展現了多元文化的嶄新視野，蘊含了文化傳承的深厚底蘊；觀眾透過創意的構

思置身其中，彷彿身臨大唐盛世的風華景致，感受創意帶來的無限遐想。以下是受訪觀眾對舞蹈「疾鼓

逐風捲飛雪」整體映射的總結：舞蹈「疾鼓逐風捲飛雪」，如下頁圖 9 所示，從舞蹈最初的構思到概念

的表達，都運用創意的方式表現了深邃的文化底蘊，挖掘了國人唯有的精神美學與想像力的具象表達。

其採用胡旋舞的形式展露了舞者在剛、柔、動、靜的協調演繹中心意相合，舞者旋轉疾如風，動作輕如

雪，搭配急促的鼓樂聲，千旋萬轉，跨越千年的舞蹈在舞者的交相輝映中傳習不息，白居易詩中「弦鼓

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胡旋女的風採盡顯無疑；其「火輪炫」與「掣流電」加上精緻的服飾映

襯了元稹一詩中的「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驪珠迸珥逐飛星， 虹暈輕巾掣流電」。藝術家

的無限的想像力透過表演藝術最終呈現、傳遞給觀眾，表演藝術潛藏了藝術家對想像力與生活的連接，

並透過藝術的形式喚起觀眾對藝術的感悟。《左傳˙隱公五年》記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

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採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認為「物」的主要功能是彰顯人事的

秩序，維護社會的運轉（葉朗，孫燾，任鵬，2017）。至此，「物」作為表演藝術最終的呈現反映了「人」

與「事」的內在意義或內容，證明瞭藝術存在之意義，並最終解讀了創意構思的來源及過程。尼采（Nietzsche, 

1996）曾說原創性並非是發現新的東西，而是把古老、熟悉、被忽視的東西看作是新的，因此，物的因

素也集合了最本質或不為人知的東西，承載了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悠久古樸的傳

統文化在創意提煉中深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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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舞蹈表現優質創意強度之關鍵因素 

 

圖 9. 舞蹈「疾鼓逐風捲飛雪」（編舞家：曾照薰，服裝設計：徐安琪） 

C3是唯一對創意強度與喜愛度都有顯著影響的屬性，且同屬於物的因素與效果層面，如表 12所示。

以下是受訪觀眾對舞蹈「唐番道上」整體映射的總結：舞蹈「唐番道上」，圖 10所示，在表現藝術價值

與時代精神上相得益彰，舞蹈中聖潔的「哈達」、火樣的「紮仁」，演繹熱情的迎接迤邐西行的文成公

主的盛大場面。此舞蹈以真實歷史為背景，飄揚的「龍達」抽象寫意的傳頌唐蕃古道的佳話，揭開了漢

藏曆史的篇章，產生了詩意的舞蹈魅力。舞臺伴隨著燈光的切換，渲染了整體的氣氛，調動了觀眾的情

緒。舞蹈是一門兼具美學與文化內涵的表演藝術，它的藝術價值在於展現創作者的精神風貌，品味作品

的審美意識，藝術正是心意轉換的連接，也預示著時代的鬥轉星移唯有精神長存於心，藝術將承載精神

跨越空間與時間的概念。藝術家為創作藝術鋪成的技術、語意、效果層面的經度與人、事、物因素的緯

度分別對應了觀眾欣賞藝術的形象、意象、意念之美與審美體驗、意義體驗、情感體驗，最終彙集到 C3

這個因素，化為藝術價值的顯現與藝術精神的感受，為舞蹈美學體驗之關鍵因素。 

表 12. 舞蹈美學體驗之關鍵因素 

 
                                          圖 10. 舞蹈「唐番道上」（編舞家：林秀貞，帽飾製作：曹蓮英） 

5-2受試者背景與認知因素之關係分析 

透過受試者背景的分類，可以看出從有無藝術、舞蹈背景，性別背景與年齡背景三種分類中對舞蹈

藝術認識的評估均有少數之顯著差異，但整體均呈現一致的評估效果，顯示受試者對本場舞蹈達到了幾

乎一致的美學體驗，如下頁表 13所示。其中，在 B3屬性評定上，其他背景人士較藝術相關背景給予更

高的評價，存在顯著差異，藝術專業對巧妙融匯與創意構思這一屬性存在對專業認知更高的標準，對藝

術的創作過程具有不同的概念。同時，B3 在年齡背景上也存在顯著差異，20 至 39歲觀眾評分均小於其

他年齡層，究其原因此年齡層觀眾大多為舞蹈專業學生，對舞蹈 B3屬性有更深入的理解，且較其他觀眾

更為嚴格。在 B2屬性評定上，於性別背景存在顯著差異，男性評價明顯高於女性，究其原因基於舞蹈表

演者多為女性，男性觀眾對本場舞蹈易有更深的情感體驗，更能引起舞蹈藝術與心意的連接。該項問題

之研究值得進一步探討。 

B2、B3屬性均在語意層面，且存在差異性，說明語意層面的表現方式可以分為多種，不同人群呈現

一定相異的認知。不同舞蹈有不同的語意塑造方式，舞蹈在意象之美上有其特殊的呈現手法，因此在語

意層面存在一定認知差異。如舞蹈「五羊仙」與「雲水禪心」，如下頁圖 11所示，在表達手法上大相徑

 
人的因素 

（表演者）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技術層面 A A1* A2 A3 形象之美 

語意層面 B B1 B2 B3 意象之美 

效果層面 C C1 C2** C3 *** 意念之美 

 審美體驗 意義體驗 情感體驗  

 
人的因素 

（表演者）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技術層面 A A1* A2 A3 形象之美 

語意層面 B B1 B2 B3 意象之美 

效果層面 C C1 C2** C3 *** 意念之美 

 審美體驗 意義體驗 情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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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一支沉穩凝重，含蓄蘊藉，在和諧的律動中表現祈求豐收與太平盛世的情境；一支優雅婉約，抒情

悠揚，流動的線條呈現中國古典舞獨有的韻律美感。不同的情境塑造會帶來不同的情感體驗，創意構思

的方式也根據舞蹈的時代背景與意涵有所不同，或塑造個性鮮明的舞蹈形象，或表達發人深省的藝術內

涵。整場表演展現了舞蹈的差異個性與相融並進的特徵，對藝術的認知普遍存在於一定的模式與規則之

中，由結果顯示，除效果層面 B2與 B3屬性有所差異外，其餘屬性均無顯著差異，各背景群體對本場舞

蹈達到了幾乎一致的美學體驗。 

表13. 受試者背景與認知因素之關係 

 
圖 11. 舞蹈「五羊仙」（編舞家：沈淑慶）與「雲水禪心」（編舞家：楊德偉，服裝設計：徐安琪） 

 

六、結論與建議 

透過上述模式建構效度分析，研究結果反映此舞蹈藝術的美學體驗認知模式與評估矩陣具有合理性，

同時研究結果反映了一般觀眾對於舞蹈藝術美學體驗的過程，其為舞蹈藝術的審美判斷提供了理論基礎，

可供舞蹈藝術的美學評估予與直觀的屬性分析。其提供了兩個構面，均有不同的研究目的與意義，技術、

語意與效果層面透過傳播理論達到表意、表現與表達三種功能。表意指明藝術家的創作理念可以透過舞

蹈形式表達，觀眾體驗形象之美；表現闡述透過藝術作品再現藝術家的思想與情感，觀眾體驗意象之美；

表達是表意與表現的結果，可以將情感傳遞給觀眾達到情感共鳴，體驗意念之美。人（表演者）、事（表

演過程）、物（藝術作品）因素的構面將藝術家的藝術表達透過事的轉換凝結為物，舞蹈藝術美的本質

透過物也就是藝術作品來呈現，觀眾從而達到審美體驗、意義體驗與情感體驗。在兩個構面中共有九個

因素，以衡量舞蹈在藝術傳播中的審美效果與觀眾美學體驗的認知關鍵。此模式有助於探討觀眾欣賞舞

蹈藝術的心智模式，更有效的為藝術家創作藝術作品提供依據，透過藝術作品傳遞情感元素與內在意涵。 

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本場舞蹈達到了幾乎一致的美感體驗。藝術家舞蹈創作的效果層面在一定程

度上顯著影響觀眾對舞蹈的喜愛程度，其作為審美內在感受的顯現，喚起了觀眾對美感的體驗，引發了

情感的共鳴，意念之美油然而生。意念之美作為絕對理性的感性顯現，實現了內在的情感需求，揭開了

觀眾對藝術美感心靈觸動的面紗。而技術層面中人的因素即表演技巧、呈現美感同樣視為喜愛度之關鍵

因素，由此可見美感的體驗透過舞者的技藝，存於表演過程與表演藝術之間。觀眾對藝術創意的感受作

為美感體驗的一部分，於創意強度上，物的因素呈顯著影響，由此舞蹈的創意加值最終透過作品有所顯

現。舞蹈所呈現的藝術價值與時代精神之屬性同屬於效果層面與物的因素，而觀眾藝術欣賞的形象、意

象、意念之美與審美體驗、意義體驗、情感體驗最終歸結於此因素，這正是藝術與觀眾心靈轉換的連接，

成為舞蹈藝術美學體驗之關鍵所在。 

 
人的因素 

（表演者） 

事的因素 

（表演過程） 

物的因素 

（表演藝術） 
 

技術層面 A A1* A2 A3 形象之美 

語意層面 B B1 B2* (女<男) 

B3*(藝術相關<其他) 

B3*(20-39歲<19歲以

下、40歲以上） 

意象之美 

效果層面 C C1 C2** C3 *** 意念之美 

 審美體驗  意義體驗   情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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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閱聽者美學體驗之認知過程 

總結閱聽者美學體驗之認知過程，如圖 12 所示。藝術是文化符號的組合，符號所承載的言外之意

（connotation）與其本義（denotation）是一種共生（symbiosis）的關係（Bryson, 1983）。而作為舞蹈藝

術同樣是將身體語言、表演技巧、節奏韻律等形式符號化，來反映藝術的真正價值，並有賴於共同感覺

力（common sense）賦予觀眾感知藝術的本質，解讀藝術的內核，正如透過靈魂感受內在之美。藝術凝

結了藝術家的情感或是觀念，因此必然具有傳達美的存在之意義，成為打開美學體驗之門的鑰匙。藝術

家創作藝術作品，其實是將藝術中的感性思維物化為原創性的形式，藝術品的存在更多是為了表現藝術

家的情感與自我意識。藝術品承載美學體驗，舞蹈、音樂或是繪畫，其藝術品存在的意義被視為承載美

的因素，成為美學體驗的必要媒介。藝術家創作藝術作品，呈現出技術、語意、效果三個層面，經過技

藝表現達到美學體驗。觀眾解碼於美學體驗，作為藝術家思想的追隨者，如何能真正理解藝術家的創作

初衷，經過經驗的連接及形象、意象、意念之美對情感的觸動，其感悟的過程正是解碼的過程，審美感

受因應藝術的渴望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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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rtist’s description of things become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through the artistic means 

of painting, music, dancing and drama. Dancing uses body languages with which the 

choreographist combines movements, gestures, techniques and rhythms into the artistic code. It is 

primarily appreciated visually and can also be enjoyed auditorily and imaginatively to satisfy the 

audience’s aesthetic experience.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dancing art, communication model of artistic creation and cognitive 

patter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understand how the artists encode during the artistic creation and 

how the audience decode dur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paper is the 

nine dances in the In Praise of Golden Age. Questionnaires, multiple regression, t-test and other 

quantitative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study how the general audience obtain pleasant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main purpose is to discuss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evaluation matrix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dancing art, and study how the general audience understand the works and appreciat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ppreciative key to the general audience’s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dancing art is the artistic works created by the artists through technical 

level, semantic level and effective level. The general audience’s proces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the experience created by the sense of beauty resulted from the cognition of the image, the 

impression and the idea. 

Keywords: Aesthetics, Audience Perception, Dance Art, Evaluation Matr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