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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某智慧型汽車繼「智慧讓科技有了體

溫」之後，再推出機器與人的廣告，以「車，開

始了解愛」為主題。文案指出智慧車預先設想與

守候，展現遠見，擁抱愛的初衷。廣告中心是機

器人引導女孩乘車的景象。機器人如母親一般撫

摸女孩，女孩也報之以微笑，幸福盡在不言中。

筆者想起本欄先前的文章〈是心意相通還

是行禮如儀？機器與人的交集與互動〉（第461
期），刊出後收到的兩個有趣意見。一個來自機

器人專家，筆者談「心意相通」的部分他覺得意

猶未盡。他指出，機器人的內部固然沒什麼性別

差異，但外表確實扮演一定角色。只是機器人的

「皮相」如何引發人的感情，是難解的謎題。

確實。不僅筆者舉出的女性機器人例子，

007電影裡飛天遁地，永遠挺情報員龐德（James 
Bond）的那台賓士750iL也配上女聲，彷彿是他
的貼身祕書。

但話說回來，智慧車不見得都以女性形象

呈現。五年級生熟悉的〈霹靂遊俠〉（Knight 
Rider, 1982）影集，男主角李麥克的最佳拍檔霹
靂車叫「伙計」（KITT），配的是男聲，人與車
也是明快的伙伴關係—可記得遇到危險時，李麥

克一聲「掩護我，伙計」，霹靂車回上「好的，

老哥」的那種酷勁？英雄俠客少不了對話的搭檔

或後盾：青蜂俠有左右手加藤，蝙蝠俠有管家阿

福（Alfred Pennyworth）。於是車子的性別不要
緊，重要是它與車主的互動狀況。

第二個意見來自網路上的討論。一些同學認

為〈機器與人的交集與互動〉凸顯兩者共通的行

為面相，但也因少了性別關照而顯得避重就輕。

對他們來說，做為現代社會的指標性消費物，汽

車充滿性別意涵。早期的汽車廣告訴諸女體，以

擬仿的曲線逗引消費者。而即使進化版的廣告訴

求親密關係與責任，給予他人「信任的幸福」，

溫馨畫面後面依然是主流的性別預設。

的確，把汽車與女性放在一起看似呈現衝突

的美感，誘發的卻是購買者征服與擁有的欲望。

且不談穿插在賽事中間的動感啦啦隊或拳擊的開

場舉牌員，車展女郎與賽車女王早已跳脫工作本

身，成為宅男遐想的女體類型。

不能說這些女性純粹只為滿足欲望，她們

的工作全無意義。這是兩碼事。以啦啦隊來說，

即使我們沒有發展出具有陽剛氣質的「應援團」

文化，比賽時還是有自發的加油隊伍，場上也會

出現應景的音樂與歡呼。我們可以說酒促小姐或

show girl打著女體吸引消費者，但不能說酒商因
此不需要在餐廳配置促銷人員，或者展場用不著

任何炒熱氣氛的娛樂活動。

雖然如此，學生的質疑也不能說無的放矢。

平權運動者的努力固然穿透職業的性別障壁，但

也滋生各種性別與工作間的形象矛盾。且不論連

續劇〈新兵日記〉（2010）裡美麗的魔鬼士官長
（相較軍教片裡習見的福利社小妹），媒體還是

用異樣眼光打量這些跨界角色，比如消防員、警

察、修車工人、泌尿科醫師等。在討論中有人po
新聞，稱某交通警察因為「長相甜美」被路人騷

■ 郭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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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關係的身體學：
符號交換、物我互動與感官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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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後面追貼各國女交警照片。另一個人則自問

自答：「如果護士帽象徵護理專業，那男護士怎

麼都不戴呢？」

這些討論讓我想起電影〈MIB星際戰警〉
（Men in Black, 1997）的甄選場景：候選人要求
在充滿異形的街上找出有問題的地方加以攻擊。

當其他菁英對外星人拿槍狂射時，最後入選的探

員Jay只瞄準一個狀似無辜的小女生，因為她「抱
著一本量子力學的書，獨自走在深夜的街上」，

因此最奇怪。先不管Jay何以慧眼獨具，看出別
人看不到的「不正常」，這個場景告訴我們一件

事：不管是人還是機器人，如果說其身體或外觀

有影響，這些影響也是從最直覺的符號交換開

始。

讓我們回到〈機器與人的交集與互動〉裡誤

認稻草人的狀況。事實上，在「克己復禮」的過

程裡，一般人還學習到如何從行動者外觀去做適

當的評估與反應。比方說，同樣是揮手，如果是

田野中看到有人遠遠招手，我們或許會揮回手，

完成招呼動作的交換。不過，動作的對象如果是

前方檳榔攤身著熱褲的身影，不管揮手的是誰，

你得到的訓示或許是「有古怪，別理會」。招呼

不見得都是按表操課的mimeomorphic動作，有時
它要根據情境判斷，需要訓練，隱含複雜的社會

意義。

事實上，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在《互動儀
式》裡精確指出動作、自我與常規的關係：「在

任何社會，當要言語互動時，好像啟動一整個社

會共識、實作與程序規則，引導與組織接下去訊

息的流動。」這些互動儀式不但建構我們習以為

常的社會，人們更藉這些操練確認自己在裡面舉

措合宜。

在這個意義下，類似內衣外穿的外觀錯置

就不只是「不適當」，而有更多的面相與層次。

它或許只單純想在千人一面的現代生活裡引起注

目，增添色彩，就像星際戰警裡那些千奇百怪的

外星生物。但它更可能是有意識的行動，挑戰既

有的社會常軌與共識—憑什麼有小女孩的外貌，

就不能拿著量子力學的書，出現在深夜？

但符號交換還不足以解釋機器與人互動的

豐富與深入，畢竟社會關係不光是揮手打招呼而

已。不只是汽車廣告的性別想像不是這樣浮面上

的接觸，人與人也會隨著交往，有更多的言語分

享與肢體互動，甚至發展成更親密的關係。從這

個角度看，機器人的外觀或許不重要，重要的是

做為一個由人所造，形貌相似，為人所役的物

體，機器和人能有怎樣的關係與互動？

在這裡不重複科幻大師艾西莫夫（ I s a a c 
Asimov）為人機定出從屬位階的「機器人三大法
則」（見第443期本欄），只討論人類社會裡原本
就有的「類人機關係」。

一個歷史最久也是討論最多的，自然是

造物者與人的關係。不過撇開神學的「人論」

（Christian anthropology）爭議，文學與大眾文化
裡不乏以控制與占有為中心的肉體論述。

川端康成的〈睡美人〉（眠れる美女）便

是藉描寫肉體，窮盡人生意義的異色小說。故事

男主角年老體衰，經介紹造訪提供年輕女子陪睡

的「祕密之家」。女孩在那裡因服用藥物陷入熟

睡，無法與客人互動；老人雖然醒著，但因雄風



科
學
．
技
術
與
社
會

科學發展　2012年5月，473期｜   8786   ｜科學發展　2012年5月，473期 科學發展　2012年5月，473期｜   8786   ｜科學發展　2012年5月，473期

科
學
．
技
術
與
社
會

不再，成為「可以放心的客人」。於是，老人一

面帶領讀者細觀、品玩與逗弄這些被動的青春

身體，一面穿插肉體衰弱、年華老去與過往的回

憶。

老人每次投宿跟不同少女共枕，但這並不

意味對老人來說誰都可以陪。女孩有不同的身體

特徵、氣味與動作，引發他不同的聯想。某次老

人驚覺身旁的少女竟沒了氣息，但是在女中安慰

「還有另一個女孩」並送上安眠藥下，老人最後

選擇留下，繼續沉溺在沒有出口的身體關係裡。

比起〈睡美人〉的頹廢與無奈，改編自漫畫

的日劇〈寵物情人〉（君はペット，2003）中女
強人與療癒系男孩雖然關係迂迴，但多了正面與

積極。

女主角小堇才貌雙全，擇偶標準也高，苦無

匹配的對象。一天小堇拾獲大男孩合田武志，他

賴著不走，她因此決定把他當寵物收養，為他起

了名字「小桃」。此後，雖然職場上小堇有符合

社會期待的情人，但在私密領域裡，她隱隱覺得

那個不哭不鬧，靜聽傾訴，沒有怨言的小桃，才

能讓她卸下心防。當然，隨著劇情發展，這個起

頭有點非現實的人寵物關係開始「正常化」。小

堇體會到小桃畢竟是人而非動物，寵物飼主關係

也微妙地轉化成為一般的三角戀。

這是怎樣的「類人機關係」？相較於〈睡

美人〉中無個性又被動的少女，小桃在〈寵物情

人〉裡逐步透露身世與遭遇。起先小堇只把小桃

當寵物，約法三章不發展男女關係。但劇情展開

後，小堇感受到小桃的個性，小桃也不再被動。

他們是否要跨過主人寵物的分際，成為女主角的

難題。

這樣說，所謂「類人機關係」的重點不在

與人互動的是不是機器，而是那個對象在互動中

展露怎樣的「非人特質」—服從、被動與可取代

性。動畫〈玩具總動員3〉（Toy Story 3, 2010）
中「熊抱哥」（Lots-O'-Huggin' Bear）之所以因
主人移情到另一隻草莓熊而性情大變，黃春明小

說〈兒子的大玩偶〉中長年扮笑的小丑父親為小

孩認不出自己悲從中來，其因正在此。

我們就從非人特性出發，換個角度來看做

為「物」的機器與人的身體遭遇。文化研究學

者Jean Baudrillard在《物體系》（The System of 
Object , 1968）指出，物除了功用之外還是文化象
徵，透過消費與人發生關聯，制約大家對世界的

想像。以前面討論的汽車廣告來說，女性身體或

機器人本身是「所欲之物」（desired object）與
「先進」的符碼；消費者買了這款車，就好像擁

有這樣的品味、身分與價值。

但不管怎樣說，車子是駕駛用的。雖然物有

質感，可以與其他的物配搭出有意義的擺設與氣

氛，但物之所以為「物」，在於它與使用者的互

動。在這裡，我們注意的是跟身體有遭遇的人工

物，比方說跳箱、迴旋鏢（boomerang），或攀
岩的岩場。它們或許模擬自大自然，卻從與人的

互動中逐漸精緻化與規格化，撐出屬於自己的局

面—如運動比賽的規定器材與規格等。

當然，這種環繞在功能的物我互動與人機關

係不同，它不見得是一種階級或從屬的情感，也

不見得與物的主體性有關，卻是更直接，甚至是

更親密的肢體交會。不只運動選手有專屬的劍具

或球拍，音樂家堅持可以發揮的樂器，一般人中

也不乏「認床」，非睡在熟悉的床或抱著習慣的

枕頭不放的人。

這種互動關係在機器引進後並沒有改變太

多。以前的伐木工需要順手的斧頭，現在的伐木

工還是會想用使慣的電鋸，而情趣用品更是推陳

出新。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僅物品呼應消費者的

需求，我們的感官更因為這些技術物而受開發。

怎麼說？迥異於電影〈香水〉裡直指人間

千萬氣味的天才香水師，科技與社會研究者拉圖

（Bruno Latour）在〈如何談身體？〉一文中大
膽提出，只有能被物所影響的才算是身體。

對此，拉圖這樣解釋：同樣是鼻子，它所以

是鼻子是因為它可以分辨香味。然而到底這部分

的身體算不算得上鼻子，需要類似聞香的訓練與

開發。固然鼻子理論上能分辨「氣味組」（o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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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s），但沒被這個氣味組訓練，沒法分辨氣味的鼻
子也稱不上「鼻子」。的確，機器固然是人所製作

的，但事實上人的身體與感官體驗也在與機器的互

動中逐漸開發。

以上說法看似天方夜譚，但21世紀的今天卻無
所不在。隨手舉幾個例子。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賽
改用Teamgeist新球，用慣舊球的好手不得不因此調
整使力姿勢與方式，也跑出幾個適應良好的新星。

某醫院舉辦急救訓練，學員透過與「安妮」的模擬

互動，體驗尚未遇上的心肺復甦術與緊張感。在家

庭聚會中老少共玩Wii遊戲，螢光幕裡人人青春活
潑，其樂融融。線上遊戲大賽裡玩家使用稱手的鍵

盤與搖桿，在虛擬世界裡比武過招，縱橫天下。

而這還不算一些私密的感官奇想，如概念式

的「網路接吻機」，宣稱可以模擬肌膚口感，讓遠

距戀人仍然保有親密感覺，或者是3D實境的情欲
片等。從實際的肢體接觸、情境式的身體經驗，到

與社會關係的交錯，遊走在虛擬現實之間的感官啟

發，機器不但「來自人性」，更與人聯手打造現代

的多元身體。

當然，現階段不管是物我互動的機器「人」論

述，或者是機器「物」的感官開發，都不足以涵蓋

不斷湧現，亟待了解的人機新狀況，而它們讓現代

人無可避免地轉進自我成全的新階段。

〈機器與人的交集與互動〉一文裡提到機器人

對於下一代的社會影響，但本篇強調的是人機共存

的環境下，這些新而片段的感官經驗對新身體的鍛

造。雖然目前的機器人技術還不能產生像電影〈AI
人工智慧〉（2001）裡懂得愛的機器人大衛，甚至
是不懂愛，但足以引發人類生理反應的機器情人與

保母，但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從人、從機器、從機器

人出發的有趣嘗試。

例如最近風行英美的「重生寶寶」（reborn 
baby）源自1990年代的實體娃娃，但增添更多擬真
技術，像調整重量與皮膚材質、動作的機器裝置與

人聲，讓它們更能引起父母的共鳴。這些花大錢購

買重生寶寶的消費者，不能簡單用「戀物癖」或

「戀童癖」一語帶過。不管用人際關係，或者是物

的擁有與從屬，都無法充分描述他們與寶寶微妙的

身體互動與複雜轉化。在未知的人機世界裡，它們

重新定義自我，感知他人，與重新確認與體會愛情

的真諦。

而在社會關係與身體感官之上，人性的本源何

嘗不是愛與情？《列子》裡有段奇妙的故事。工匠

偃師造了個機器人「倡者」獻給周穆王，它能唱能

跳，彷彿真人。不過在表演到最後時，這個倡者竟

做出「人」的動作，對陪周穆王看表演的姬妾眉目

傳情。於是穆王大怒，要立刻殺死偃師。偃師只好

當場把倡者大卸八塊，說明它不過也就是個不懂愛

不知情的臭皮囊。穆王親自檢視它的功能，才龍心

轉悅，驚嘆「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

但是，真的「同功」嗎？穆王的驚訝與憤

怒，類似機器人學者森政弘所謂的「詭異之谷」

（Uncanny Valley）效應，因為倡者的舉止逼近
「人」的界線。不過，在人機互動的新世界中，我

們顯然需要超越「發乎情，止乎禮」的新人性邏

輯，從行禮如儀與感官開發中開出人機兩忘的身體

學。科技的發展不但凸顯了機器人的可能性，更直

指人性裡最深沉，相濡以沫，無法以行為說出，展

演的「愛」與「情」。

這是未知的身體研究領域，也是科技與社會共

同的挑戰。

郭文華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

聲明啟事

《科學發展》月刊第472期〈公共設施的資訊設
計障礙〉一文之內容有所調整，修正版已置於本刊

網頁（http://ejournal.stpi.narl.org.tw/NSC_INDEX/
Journal/EJ0001/10104/10104-02.pdf），請讀者上網
瀏覽全文。

蘇國瑋、王釗鴻    謹啟
101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