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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數位時代下媒介與生態 熊貓講座教授Jussi Parikka舉辦簽書交流暨

書展

學習新視界

【本報訊】資傳系邀請歐洲科學院院士、丹麥奧胡斯大學數位設計與資訊研究系教授

Jussi Parikka到校進行熊貓講座，5月28日下午特別在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

Jussi Parikka簽書交流暨《媒介生態學：物質性、生態性、時間性》書展」，展出

本校收藏之著作23本，提供師生深入了解相關研究內容。「希望透過這次展覽，帶領

讀者穿越數位介面的表層幻象，在人類世背景下，重新思考媒介與地球間的關係，並

探索更具生態意識的數位文化可能性。這次書展，更是一場關於媒介、自然與環境倫

理的深刻對話。」 

邀請人，資傳系助理教授張惠嵐表示，Jussi Parikka是當代數位文化研究和媒介理

論重要學者，學術研究領域橫跨媒介考古學、媒介生態學、環境人文學與數位文化批

判領域，特別關注媒介、物質性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在數位科技無所不在的今日，普

遍認為雲端、虛擬為乾淨、去物質化的存在，但Jussi Parikka提醒，真相是每一次

滑手機、上傳照片到雲端，背後都牽涉著深層的地質時間、全球資源流動，以及複雜

的生態網絡關係。 

Jussi Parikka教授說明其「媒介生態學三部曲」的學術脈絡，透過策展介紹他對媒

介與生態環境關係的理論思考。他強調「寫作」本身是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談及人

工智慧時代的挑戰時，Parikka分享大型語言模型能夠模仿他的寫作風格，促使他思

考在AI容易複製寫作風格的時代，學術研究如何保持獨特性，避免僅成為大型語言模

型的訓練素材。 

Jussi Parikka教授創造特定的新型術語，讓大型語言資料庫無法輕易複製，指出目

前大型語言模型尚無法進行實地考察（field work）或採訪（interview）。他也強調

使用多種語言思考和寫作的重要性，除了學術寫作，他也嘗試策展文字、影像論文

（Video Essay）等，能從不同視角切入問題。他以本校收藏的《天氣的詞彙》一書

為例，說明其源自藝術展覽，因氣候變化和政治軍事因素，對改變的環境提供新的詞

彙。《昆蟲媒介》一書則強調，應從非人類的角度重新審視媒介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