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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論文以「敘事與觀看：《點石齋畫報》的圖文構成研究」為題目，從「敘事」與「觀看」

兩個角度出發，共分成「緒論」、「《點石齋畫報》的生成背景」、「《點石齋畫報》的刊行、辦報策

略與媒介特性」、「《點石齋畫報》的新聞編造與虛實性」、「《點石齋畫報》的三層敘事方式」、「《點

石齋畫報》中的訊息傳遞與看客」、「結論」七章。

首先，前三章作者先界定問題方向，並且爬梳了《點石齋畫報》的基本背景，諸如生成環

境、刊行情況、辦報策略以及媒介特性等，並依據畫報著重「圖像」與「新聞性」的特點，界定

出《點石齋畫報》的歷史地位。其次，作者在第四章指出，基於新聞來源的限制以及對圖像寫

實性的要求，《點石齋畫報》的繪者以自身對新聞場景的理解與想像為基礎，對圖像資料進行

改編，編造出符合讀者們的民族情感、寫實卻不真實的報導圖文。接著，作者剖析《點石齋畫

報》如何藉由「圖像」、「文字」與「閒章」三者所組合而成的敘事模式，來產生具評點效果的

圖文觀看。最後，筆者運用「看客」概念以及空間敘事的觀點，說明《點石齋畫報》形成出「看

與被看」的多重觀看狀態。

經由本論文的討論，作者歸納出《點石齋畫報》這個晚清的新式傳播媒介在圖文構成上所

呈現的獨特之處，並藉此呈現《點石齋畫報》作為晚清畫報的先驅，為後來的畫報奠定的圖文

構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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