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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內心所愛—與數位藝術的淵源

黃新在高中時期就對美術很有熱情，開始不斷充實自己美

術方面的知識技能。

爾後因大考成績優異，與對程式設計的興趣，選擇就讀了

政大資管。也很幸運地在程式設計方面上得心應手，並於在學

期間就累積了許多互動設計的作品。

黃新認為大學時期對自我的探索還有許多不足，對未來依

舊充滿迷茫，大學就讀的科系雖然會影響很多但並不是全部。

畢業後繼續就讀資管所的黃新，參與一個如今仍印象深刻的

展——數位藝術節，在展覽中獲益良多，也發現自己對這個領

域的熱情，於是在碩一時毅然決然地去考了數位內容所，所幸

也得到家人的支持，得以自由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對於藝術

的熱情加上程式設計的知識技能，讓他開始在數位藝術的道路

上大展身手。

從網頁設計到藝術創作—要了解一個產業，唯一的
方法便是進入那個產業

史丹佛大學寫的書《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裡提到，要了

解一個產業，唯一的方法便是進入那個產業。沒有踏入那個圈

子的話其實很難去真正理解。

黃新從大學時期接了一些網頁程式設計的專案，研究所時

期跟著指導教授一起工作。在一個又一個的專案工作中，漸漸

發覺自己的個性不適合做重複性高的工作，於是決定跳脫既定

的框架嘗試接觸不同的專案內容，而在過程中發覺自己在數位

內容的領域越做越有心得。爾後在 2021 年聽到了 NFT 新媒

體藝術家——王新仁的演講，發現 NFT 有越來越多互動式的

藝術作品出現，而剛好黃新過去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且有興

趣鑽研，於是決定加入 NFT 領域。

當認識到 NFT 市場後黃新表示，現今社群媒體在其中扮

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有時一件作品賣得好不好跟作品本身沒

有關係，更多時候是受到藝術家個人的名聲、投資或是收藏價

值有關，所以藝術家在社群的經營上給人的信任感十分重要。

社群平台提供作品展現的機會，讓生產者與消費者互相交流創

作，同時也可從中與圈子裡的人建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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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FT 產業中，藏家對創作者的信任主要來自於其創作及收藏的作品，從

一個人的收藏中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及性格，藉此去認識並了解創作者的屬性，培

養信任感。

而如果想要在數位藝術產業中成為偉大的藝術家，一定要先成為偉大的鑑賞者，

透過鑑賞大量的作品才會知道作品的好壞在哪，而在 NFT 交易場所中，交易、鑑賞、

創作是三面一體的，要懂交易才會懂得鑑賞，懂鑑賞才會懂得創作。

NFT 大解密——曇花一現還是未來趨勢？

雖然現今的虛擬貨幣不斷貶值，但黃新認為 NFT 不會泡沫化，反倒會不斷

地擴張，甚至有機會取代全世界成為主流，且雖然主流媒體持續報導 NFT 的嚴

重泡沫化，但其實關於 NFT 的討論不增反減，這個產業也不停的轉變，也一直

有人在投入並探討更深的議題，所以它仍是趨勢，並會逐漸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

這一兩年剛好是全球歷史上具代表性的動蕩年代，全球從一個合作緊密的關

係走向各自獨立。NFT 實質上顛覆了一個產業，就像是以前利用攝影機拍攝才

得以說得上是專業的攝影師，如今人人手拿一台 iPhone 就可以說自己是攝影師

或導演。NFT 的藝術銷售更像是一種分眾，傳統的東西依舊有人買單，只是媒

介與市場，甚至價格變得更多元化了，讓大眾都有機會涉足。這個時代無論是什

麼產業，都強調個人力量的崛起，大平台逐漸衰弱，也是一種分眾的展現，每個

領域都在想辦法培養自己的分眾。NFT 就像是藝術家的股票市場，也像傳統的

畫廊有投資、避險以及炒作的成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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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新 提 到 哲 學 家 塔 雷 伯 對 於

這個時代觀光化的批判，人們嚮導

追尋從眾，只走大眾認為有前途或

更保險的路，但往往有人能整理出

一條脈絡，甚至有人手把手帶你走

入 的 產 業 都 是 競 爭 相 對 激 烈。

NFT 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

是很新的東西，因此 NFT 未來的

發展，以及它作為良好的數位藝術

銷售媒介，仍具發展性。

「世界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回饋系統，而你會被
這些回饋推著走」  

黃新給大學生建議：「掌握機會與資源。」

以數位藝術這個領域來說，好奇心很重要。要感到好

奇才會想去了解最新的東西，多點好奇去了解就會碰上更

多機會，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抱持想把東西做到好，還要

更好的精神。

學校只是個引子，最後如何發展還是看個人。在學期

間，老師可以告訴我們產業的概況，引導我們學習，或者

教導工具的應用，但更多時候是要靠自己去摸索，累積經

驗。而現今是工具普及化的時代，各界的軟體、工具不再

遙不可及，自學門檻降低，學會獨立尋求資源便是件很重

要的事。花大量的時間去跟一項技能相處，自然而然就能

做出心得來。

另 外 也 可 以 去 上 不 同 的 課 程， 但 沒 有 哪 個 課 程 一 定

好，而是要知道自己需求，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課程。

在求職方面，產業圈子的個人知名度很重要。很多的

好工作都不會出現在求職網站上，一個公司要尋找人才一

定是先從相關領域的圈子中相互詢問介紹。如果想打入圈

子，甚至可以透過各種名義，比如採訪、聚餐，來請教產

業裡的佼佼者，或者透過上課來認識、親近教授。

除了現實生活中，網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比如

想要踏入台灣的 AR 圈子，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丟到社群或

社團上，展現自己的能力，讓第一線有需要的業者主動找

上門。

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我選擇數位藝術創作，為什麼這

樣走，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一個選擇。這整個世界像是個

巨 大 的 回 饋 系 統， 做 了 某 些 事 情 之 後， 世 界 會 給 一 些

feedback，而每個人就像是被這些回饋自然而然地推著

向前，最終走上世界指引你的那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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