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行動足跡到可轉移的知識

這是一篇書摘式報導，但是在奉上摘錄段落之

前，有些故事得先說給讀者諸君聽。

2019年11月29日，有一個成大的教師，帶著兩

名成大學生助理去到臺灣大學，他們扛著拖著

一堆備品，當天清早還不忘跑一趟超市採購鮮

果。他們背後，還有另外兩名成大學生及畢業

生助理揮汗成果的支持。這個小小的團隊到了

臺大社科院的場地，好一陣張羅，供一群背景

各異的人在彼處相見。

──那是對話的開始。

你問那是誰跟誰的對話、說了些甚麼？對話場

景的緣起，是另一個故事。

據說臺灣有一大群數量難以估計的各色背景人

士，從學界、業界、非營利機構到獨立撰稿

人，他們長年熱忱奉獻於某些事業，彼此似有

共通之處，又彷彿不太一樣。

有人自認做的是「科學普及」，有人自認是

「科學傳播者」，又有人撐起「校外科學教

育」的旗幟；還有很多很多人，只知道自己

奮力促進「科學界」與「非科學界公眾」的溝

通，也關心科技相關的公共決策，卻不確定這

種事業到底叫甚麼。

他們當中有些人彼此認識，有些已是盟友，有

些已歷經一番酸甜磨合，有些……唔，恕我這

說書人直言，仍在彼此試探猜測。同時，還有

非常多人單打獨鬥，時不時感到寂寞。精神上

與資源上，都需要知音。

那個小小的成大團隊，是帶著「台灣科技與社

會研究（STS）學會」與「臺灣科學傳播產學合

作計畫」聯合主辦的魄力，以及眾多協辦單位

的慷慨支援，專程去為上述行動者打造一個對

話與結盟的場域。

你又問：聯合主辦為何需要魄力？就像前面說

的，長期以來，各界的對話很零散，門派不

同，宗旨各異，偏偏又隱約呼應；所以，為

了把各界實務經驗匯成力量，兩大門派率先攜

手，魄力非同小可。

對話的人們來自各界：科學、科技、工程、傳

播學理與產業、科學普及、科學傳播、風險溝

通、科學哲學、教育學與科學教育，以及科技

與社會研究（STS）。在漫長的各自努力、成功

與挫敗之後，他們帶著實踐經驗、學理論述，

帶著一肚子苦水與熱血，齊聚在「2019科普與

科學傳播跨學科實務交流會」。（活動報導：

http://sts.org.tw/archives/1418）

歷史學系\區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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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主辦者彙整分析了會議中湧現的議

題，加以回應與闡論，集成一本報告書，開放

獲取，力求廣泛流傳，作者與出版方稱之為

「善書」。

──這本善書不傳教，而是幫大家交朋友，讓

行動者過往的血汗歷程，成為可轉移的知識。

所以，現在你知道為何這篇報導的標題是這樣

了，當行動者把他們踏過的路經由對話分享出

來，他們當初是怎樣開的路、怎樣與路上荊棘

糾纏搏鬥，都成為後繼者可用的技能。

也所以，沒錯，2 0 1 9年會議確實是對話的開

始，是「科學公眾溝通」之領域知識建立的開

始，讓潛在的盟友們彼此看見，讓實作與理論

知識的流傳與利用再不受學科所限。

據說2021年他們又要辦對話論壇了，這回在山

壯海闊的花蓮，主題是原民知識與主流科學的

溝通，對話的範圍已擴大。這個新故事，我們

下次再說吧。

故事說完了，說書人（兼該書作者）（又兼成

大苦力團隊召集人）在此鞠躬，我們可以看書

摘了。

《邁向科學與公眾溝通之知識建構》

作者：區曣中

出版社：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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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電子版作者序
歡迎來到科學公眾溝通的對話園地！

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是一場匯集不同學科人士、

跨越學界與業界的交流會。那場交流會叫做「對

話就是力量：2019科普與科學傳播跨學科實務交流

會」，席上人們無論與會身份為何，無論學術位階

或業界頭銜，談的既可說是同一件事，也可說是很

多件事。

那「同一件事」叫做「科學的公眾溝通」；而所謂

的很多件事，則是與會者在多元的領域和脈絡中，

針對科學公眾溝通的理論與實作彼此激盪，因而湧

現的大批議題。有些議題啟發了學術研究方向，有

些檢討了既有實踐與技術的改進空間，有些則照亮

了困難解決方案之所在。這樣一大群議題，儘管主

題分散、範圍廣闊，卻是極有價值的經驗結晶。

──我們稱之為經驗知識。這類結晶之所以為知

識，因為當它被統整、回應、分析與流傳，便能激

發我們對一件事新的認識方式、新的操作技巧。

於是，有了這本小書，以實體版與電子版發行，讓

經驗結晶的統整、回應、分析與流傳有了確切的載

體。為求論述時有確實的理據，這本書的撰述方式

是學術研究；為讓抱持不同興趣的讀者可快速各取

所需，本書採段落式編排。

如果您對於「科學遇上公眾」、「公眾遇上科學」

的任何面向有興趣，您便是本書的目標受眾。

假設您似乎稍有興趣，卻對於「科學傳播」、「科

學溝通」等詞聞所未聞，對「科學普及」、「科學

之社會教育」亦未曾留心，想一探究竟，這本書或

能讓您略覽科學溝通之行動者的面貌與作為。

假設您是在學學生，對科技與社會之關係、跨領域

行動等概念有興趣，這本書也許能提示您未來投身

科學公眾溝通的可能性。

假設您已是科學與公眾的中介者，無論您身在怎樣

的場域，向雙方介紹的是怎樣的資訊，您可在書中

選讀與您切身相關的議題。同時，這本書盼讓您知

道，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潛在盟友散佈各地。筆者寫

這本書、跟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共同將這本書

定義為開放獲取資源，我們的本意之一，正是想盡

可能地藉由本書的散播，為您和潛在盟友搭起交流

的橋樑。

2019交流會只是對話的發端。主辦人們期望對話如

活水泉源，持續發生；筆者亦期望本書出版之後，

類似的成果匯集越來越多，以各種形式（尤其是實

用的形式，例如技術手冊）問世。

這是讓實踐經驗發揮它應有的價值。行動歷程總有

酸甜苦辣，它們應該變成知識，它們就是知識。

作者　區曣中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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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摘錄自第四章第三節〈綜合討論：效
益評估與綜合答問〉
最後討論科學溝通行動資源之取得。此節於會

中並未有確切定論，恰正留下經驗彙整與知識

產出的空間。本書認為此節尤為困難的主因有

二：其一，雖則公部門歷年補助科普與科傳經

費可謂不菲，看似寬裕，實際執行上卻行動分

散，不乏感到孤立的行動者，亦有行動者囿於

經費名目，無從招募人力，如前文提到與會的

科學家因並非擔任大學教職而無法聘用助理、

迫得親力親為。此等經費額度與實際運用成效

的落差，致令行動效益不彰，效益又回頭導致

經費補助後續堪憂，造成惡性循環。其二，行

動效益不彰包括科學在專業社群外的能見度無

法提升，決策單位雖普遍肯定科學的重要性，

通常亦對科學新發現、科技新應用甚感關切，

但他們對科學的認識與態度，與科學界實況有

無差距？更重要的是，決策單位對於科學科技

進入社會後的深廣影響，以及涉及的「非科

學」層面（諸如法規、倫理，乃至民眾日常個

人生活模式），有無認識和興趣？當握有資源

的單位對科學及科學之社會角色的認識不足，

可能致使補助單位對科傳、科普的預期成效以

及所訂定的績效指標不符實際所需，這又加深

上述的惡性循環。

本書亦需指出，「補助單位」或「公部門」僅

為籠統的概稱，本書至此常用這兩個概稱，是

延續交流會討論的用詞，實則它們內部有著

繁雜與必要之行政結構與流程；其結構當中的

各單位、流程當中的各環節，各有其專司和追

求的事項。因此，當科學溝通的對象設定為補

助單位或公部門時，同樣需本著「理解分眾」

的原則，重視這個「大對象」內部具有細部分

工的事實。具有細部分工，即表示各單位之間

也需溝通，方能協調推動一個最終目的，例如

「支援民間科學溝通行動」。

這即是說，來自學術環境之關於「科學」內容

與形象的資訊，需在這對象的內部構造之間傳

遞。科學溝通行動者若希望它傳遞順暢，讓科

學的重要與實質為決策者所認識，便不能對決

策體系的運作太過陌生。打個比方，當科學溝

通的對象是「社區民眾」時，行動者若能了解

民眾之間如何藉由地緣與人際網絡彼此傳遞資

訊，有助於設計方便藉該種方式傳遞的科學

內容，讓受眾團體之內彼此影響，提升溝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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