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作為動態視覺藝術的幻境—— 
動畫形體外的敘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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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walk (1942), Edward Hopper

Screen shot from 遊⽣夢死 KATE YOKU　MVメイキングムービー




⾊彩，聲⾳，與機械複製



Cat Food (1969), Joyce Wieland



— Paul Valery (1871~1945)

「我們掌握的媒介有著驚⼈的成長，其適應性、準確性，與激發的意念、習慣，
都在向我們保證不久的將來在『美』的古老⼯業裡會有徹底的改變。」



符號與⽂本

• 符號（signs）作為敘事結構的載體


• 符指（signified）到符徵（signifier）


• 邏各斯中⼼主義（logocentrism）到延異（Différance）


• 敘事與符號的交互作⽤（narrative semiotics）


• 「使敘事非時序化和再邏輯化」（Ricoeur, 1993）



動畫中的空間，時間，與靈光



お気に召すまま

Waboku製作；專輯「⽂化」(2017) , E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OvY9uiYY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OvY9uiYYk


お気に召すまま (2017) , Eve



お気に召すまま (2017) , Eve



遊⽣夢死

Project Young製作；專輯「迴⼈」(2022) , E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h_p2l8DH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h_p2l8DHo


遊⽣夢死 (2022) , Eve



遊⽣夢死 (2022) , Eve



遊⽣夢死 (2022) , Eve



遊⽣夢死 (2022) , Eve



遊⽣夢死 (2022) , Eve



遊⽣夢死 (2022) , Eve



⽂本的辯證

• 懸念（鋪陳） 與  張⼒（結構）


• ⾊彩（感官性） 與  寓⾔的秩序結構（情節）


• 藝術的精神（主觀內在化） 與  ⼈像展演的踐履性（⾃我反思）


《後戲劇劇場》（H.T. Lehmann, 2021），pp63-65, 74-83



⽂化消費主義與藝術本真性



光滑空間（smooth space）與拓樸（topology）

 Cover of Liquid Modernity (2019) published by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際紐帶的斷裂


• 互動為存在的⼿段⽽非⽬的


• 液態空間（space of flows）為「逃避」的空間


《液態現代性》（Zygmunt Bauman, 2018）

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幽靈東京 (2019), Ayase

「今天也獨⾃在東京景⾊中保持透明的我，就像幽靈⼀樣啊」



結論

• 當代動畫的符徵（signifier）仰賴於「機械複製術」的演進


• 當代動畫的符指（signified）植基於藝術表現主義


• 當代動畫的敘事⽂本交互作⽤於群體的消極慾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