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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黃瑋錞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系學生

公眾參與科普的想像力

跨越邊界

科普論壇專題報導

「比起有形的東西，無形的東西往往透露

出更多內容」這大概是我在這兩天一夜的

科普論壇中，學到最重要的一門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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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社透過社群媒體正在試圖改變這

種狀態，期望透過快速的社群媒體

以及強大的公眾影響力，做到「改

善路殺」的任務，對此我十分佩

服他們的發想以及行動力；然而，

在場有位女士在Q&A時，也提及

了關於動物捕捉以及販賣等相關議

題，不禁令我思考當路殺社將焦點

聚集在死亡的同時，社會上又有哪

些團體是把焦點擺在動物捕捉及販

賣呢？現今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卻

往往忽略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我

想唯有正視它、改善它、實踐它，

未來的社會或許和現在會是很不一

樣的吧！  

第二天早上，我不再坐在位

子上聽講者演講，而是決定和同學

到海生館內逛逛，發現大多數的

人，包括我，都被館內各式各樣的

生物所吸引，不時發出驚嘆聲，於

此同時，我卻也想到前一天Naomi

博士所講的關於全球海洋公園的商

業化經營模式，不禁令人唏噓，為

了吸引大眾的眼光，捕獲野生動物

放入館內供人欣賞，卻犧牲了牠們

的自由，這是多麼令人難過卻真實

存在的事實，而我們卻有意識或無

意識地漠視它，慶幸的是，現代社

會動保意識的提升，我們也正在改

變我們的看法，相信社會在未來也

會有不同的轉變。逛完海生館後，

「動物保育」是近期一直不

斷被關注的議題，論壇當天邀請

到動物福利機構的專家Dr. Naomi 

Rose博士談論關於圈養動物的相關

議題，她讓我想起了中學時期曾看

過一部叫《血色海灣》的紀錄片，

至今仍讓我難忘當時的衝擊與深刻

的印象。因此，懷抱著這樣的心

情，下午我來到了「科普愛動保」

的平行場次聽講，四場約莫一百分

鐘的主題演講，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關於「路殺社」的議題探討。很

久之前就聽過所謂的「路殺社」，

卻從未深入了解過。主講人林德恩

為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

究員，以「珍惜每一個生命」為題

介紹「路殺社」，它強調的其實就

是「群眾參與友善環境的營造」，

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手機照相、社群

網路與研究團體合作，將在路上所

見死亡動物的照片，透過影像上

傳，讓研究團體了解死亡地點與原

因，進而考察造成死亡的環境問

題，如大量鳥群死亡與當地農業噴

灑、狂犬病群集感染死亡地區等，

為人群防疫或營造友善環境做出貢

獻，藉由參與來共創合作性的公民

科學素養。過去，對於非明星類的

動物族群的死亡案例，我們總是避

而不談，只是因為牠們不可愛，甚

至因為是我們所忌諱的生物，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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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活動展場，下午聽了場很有意

思的演講---「漫話人生」，宋克義

講師是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教

授，他與兒子聯手創作出「機器人

系列」的單格漫畫，每一幅漫畫都

以圖片的形式展現，沒有過多陳述

或解釋性的文字，就連講師都沒說

太多話來傳達他本身的想法，而是

不斷提問、讓我們去想、去感受我

們接收到了什麼訊息。老實說，一

開始我想不明白他這樣做的意義為

何，或許是制式教育的因素使然，

我們習慣了被授予的那個角色，所

以一旦講師表面上傳達出的有形的

東西少了，我們就會慌張無措，不

懂他所蘊含的意義為何，直到最

後，當現場觀眾問答時間時，我聽

到科普傳播系鄧宗聖教授對此演講

表達激賞之情，他說：「雖然您沒

有講很多資訊，但卻讓我想很多。

你們想透過漫畫來讓大家思考人與

機器人的不同，也讓我反思我是否

已經漸漸成為機器人，像是戴上科

科科普論壇專題報導普論壇專題報導

18

技發明的眼鏡調整視力、手機科技

讓我們天涯若比鄰，每個人都成為

順風耳或千里眼，可以看到咫尺以

外的世界。⋯⋯」這時，我恍然大

悟，突然想起昨天和老師聊天的內

容，這才意會過來，原來老師所講

到的「文字的限制正是造成這世界

有限的因素」在這場演講中被毫無

保留地展現了。現今，因著科技的

發達，現代人生活步調快速，透過

網路，資訊皆可輕而易舉地獲得，

不費吹灰之力，也正因為如此，我

們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只是單方面

地吸收從不同媒介而

來的資訊，而忘了去

思考它背後所隱含的

意義，所蘊藏的脈絡

何在。

很感謝有這次的

機會參與到國立海洋

生物博物館所舉辦科

普界最大的盛會，也

讓我因此有了不同以

往的專題演講經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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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之前大多數只是專心聽著講師

所想表達的內容是什麼，這次我更

著重在講師背後所想傳達的意義，

開始懂得去思考、判斷，不被表面

的形式所迷惑，不被既有的框架所

侷限。這次的經驗真的讓我成長

了很多。也因為連續兩日的關係，

我與系上的師友能夠在墾丁海生館

的星空下，彼此促膝長談、腦力激

盪，特別是跟傳播專長的鄧宗聖老

師與科普傳播系的姊妹們一起回顧

所有議程，這段科普論壇底蘊深

厚，延伸的不只是科普教育的潛在

發展性，也更深刻讓我明白「批判

與創意思考」的重要性。儘管在制

式教育的培育下，我們思考的能力

漸漸退步，然而，現在還為時不

晚，當我們正視到這個問題時，一

步一步去改善它，我們的進步空間

是很大的，而且，人的潛力是無可

限量的，不是嗎？

最後一點，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在圓桌會議時，個人覺得有個

很特別的看法，孩子為何學不好微

積分呢？不是因為他的知識不足或

是其他因素，而是因為他沒有被正

確的方式所教導，如果教導者能用

適合的方式去教學，或許連一個剛

上幼稚園的孩童都能聽得懂微積分

並運用它，而我想這也正是身為一

個科普人所應具備的特質，在傳達

科普知識的同時，能以輕鬆簡單的

方式去被大眾所接受，而又不會喪

失科學本身的專業性，只能說對於

這次整個活動，我個人收穫滿滿，

滿心期待下次論壇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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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合照。
圖2. 漫話人生（宋克義教授的演講）。
圖3. 動物福利機構Dr. Naomi Rose博士。
圖4. 圓桌會議-1。
圖5. 圓桌會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