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呢？我們用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臺灣兩個年

代的發展，就能顯而易見的了解臺灣人百年來心態

的發展。

兩個年代的臺灣思維

第一個年代(1900~2000年)

臺灣光復以後，社會有一種維新的使命，每個

人都想透過經濟穩定來獲得安全感。此時臺灣扮演

起世界工廠的角色，工廠式生產線變成臺灣常見的

場景，同化了我們的生活概念；集體化機制形成協

同工作倫理觀，每個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能獲

得更好的生活。

第二個年代(2000年至今)

自從經濟發展起飛，社會普遍性的富裕後開始

追求自我實現。臺灣變成全世界的設計中心，必須要

適度破壞傳統思想，進而創作，走向獨特；社會從集

體主義走向個體主義。

這樣的轉變背後有相當多的主客觀因素，其中

以資本主義的影響最大。私有財產制讓每個人理所

當然的追求利益，社會無止境的追求經濟成長，消費

者透過不斷購物及自我想像，拚湊出獨一無二的自

己，透過每一天、每一個人的自我破壞，創造一個新

的自我來表現差異。

文創需要多一點浪漫

Daniel H. Pink在《未來在等待的人才》這本書

提到「T型人」，意思是每個人對於社會發展都有常

識性的了解，但要變成一個幹練的人才，必須有特別

的專長，就像T的這隻腳。但現在社會需要的是，你

必須不斷的在自己生命能力及知識史裡面長出複雜

的枝枒，不只有T的這隻腳。而我們必須浪漫化自己

來引導我們、啟發繼續伸展生命的枝枒。

臺灣的文化創意展業也是，對於集體化還是有

潛在依賴，如同在全臺灣的自助餐廳可以看見一樣的

臺灣
的文化創意產業面臨三個問題：沒有具體

性的產值、指標政策「產業群聚」沒有預

期效益、僵硬的推動模式及欠缺規劃資源分配，所以

到目前為止，臺灣的文創產業還有相當大的伸展空間。

為什麼會這樣呢？主要是臺灣看待文化是去文化的思

考文化、窄文化的界定文化，加上十年來不斷更換文

建會主委，政府對於結果的不批判性、不自我懷疑的

態度，讓底下的文官系統變成只能跟隨老闆的前途變

更，而不是隨著臺灣文創產業真正的需要來推動文創

產業。

文化在每個人生活中

我們常認為只有特定領域的大師、經典的作品才

是文化，如雲門舞集，但實際上有相當多的公司把文化

用了別的表現方法呈現出來。文化有三種意義：人類知

性、精神、美學的發展過程的描述；人類的某一種特定

的生活方式；一群人的工作成果，不只是特別是知識分

子和藝術家。如此看來，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和身旁的

人都會形成一個文化體系，文化並不是只有特定某些人

才能創造，文化在每個人生活當中不斷的透過象徵符

號來創造出來。

英國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算是全世界相當有歷史和

發展的佼佼者，我們將臺灣和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

定義比較之後，了解到一個重點：臺灣沒有「個人」，文

化應該是每個人創造力和想法的總合，而不是只是特

定人士、政府的政策推動，為什麼臺灣會少了這樣一個

菜、差不多的擺設，對於文化的認知和看待文化的思

考，還需要浪漫化、浪漫主義來推動「個人」的存在。

浪漫主義是感覺大於認知、感性大於理性、動態大於

靜態、脫序大於秩序、內在大於外在，浪漫主義要我

們每一個人都要勇敢做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個特別

的存在。

用獨一無二的自己看世界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透過

一種集體化的方式發展我們的創意產業，我們完全

忽略文化創意產業是要回到每一個人追求生命自我

實踐，西方世界強調每個人自我的發明跟破壞，感覺

亦是知識的一種，科技的知識能得到的報酬是最少

的，文化的知識才能夠創造獨一無二的報酬。

最後，世界是由許多面向所構成的，或許某些說

法會讓你覺得最能夠解釋生命，但是同時也要學習

懷疑，時常「反思」，吸收不同角度的想法，用獨一無

二的自己去看世界，才是更有文化的人生！

發展文創產業必須政府與民間齊力合作，具備軟性思維

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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