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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器協作-給創作者的機器學習入⾨」⼯作坊   
workshop “Co-work with Machine”
 
紀柏豪 Chi Po-hao

你是否曾經想建立⼀個新型態的樂器，可以依照你的⼿勢⽣成對應聲⾳？或是讓現場視覺變
化來伴隨舞者動作？
基礎的機器學習技術，是傳統mapping⽅式的替代⽅案，可被⽤來合理化⼿勢、⾳樂、聲⾳
與各種即時資訊串流，創造能即時⽣成回饋的系統。本場活動將以開源的Wekinator軟體⼯
具為例，概略介紹「機器學習」的概念與⽅法、不同input/output實作⽰範，以及講者近期
⾃⾝經驗分享。

近年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成為跨產業的熱⾨議題，⽽基礎機器學習技術，可被⽤
來合理化⼿勢、⾳樂、聲⾳或各種即時資訊，進⽽套⽤於藝術創作之上。但沒有程式背景的
創作者，要如何了解與切入此題⽬呢？本場活動將介紹Wekinator這套專⾨為⾳樂⼈與藝術
家開發的機器學習運算軟體，使⽤者將⾃⾏指定input/out數 與範圍、選擇適合的演算法，
然後交由軟體⾃動幫你運算出模型。

這種⼈機互動模式，並非預先設計好所有轉譯規則，⽽是去「教」機器該怎麼執⾏。創作者
透過展⽰某種期望的範例結果，讓機器去分析與模仿，這就是機器學習。創作者⼀⽅⾯建立
框架、與機器溝通如何選擇，⼀⽅⾯則釋出控制權，留下⼀些未完成的美學抉擇予機器；⼈
與機器的「互動」，變成使⽤者與系統「協作」的過程。

與探究通則的⼤數據不同，我們將以少 樣本來建構規則並⽣成結果；某種程度上，是在與
隨機性與不可預期性互動，進⽽探索介於規律與混亂間的世界，及潛在於數位運算邏輯背後
的創作可能。

參加者請先下載Wekinator軟體 http://www.wekinator.org

講師簡介：紀柏豪

來⾃台灣台北，現為「融聲創意」負責⼈。倫敦⼤學⾦匠學院⾳樂碩⼠、台灣⼤學經濟系學
⼠。主要以聲⾳為創作媒介，關注領域包含⽣成式⾳樂(generative music)、資訊聲⾳化
(sonification)、⾃體運作系統(self-organization system)與⾳樂介⾯(musical interface)等。
作品散⾒於國內外機構、藝術節與研討會。曾入選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雲⾨舞集「流

http://www.wekinator.org/


浪者計畫」，並獲國美館贊助於荷蘭V2動態媒體中⼼(2014)、⻄班牙Laboral藝術與創意產
業中⼼(2016)、英國FACT(2018)駐村。近兩年曾參與澳⾨⽂化中⼼「歲·⽉·舞聲」與兒童劇
版本「歲·⽉·童聲」、澳⾨藝術節「甲戌風災」、衛武營「⼯業城市」、深圳舞蹈節《Well 
Come》等演出製作。

補充資料：

今年三⽉底講者⾄倫敦Convergence藝術節參與其論壇項⽬時，開發Wekinator軟體的
Goldsmiths資⼯學院教授Rebecca Fiebrink在其分享主題「AI Creativity (Machine Learning 
as Creative, Collaborative Design Tool) 」中，提及了許多機器學習的觀念與優點，包括：

i. 可將個⼈化經驗融入機器學習過程中(Machine learning supports highly personalised 
experiences.) 
ii. 幫助⼈們成為創作者(Machine learning can empower more people to become creators.) 
iii. 使創作的過程更具有⾝體性，不再只是動⼿指按按鈕⽽已！（Machine learning can 
enable creators to be people with bodies again.)  
iv. 可運⾏⼈性化的設計流程(Machine learning can support human design processes.) 
v. 更有效率地創作(Faster creation means more prototyping, wide exploration, and better 
outcomes.)

— 
● Wekinator應⽤參考影片

利⽤Leap Motion與Wekinator來控制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kJaO9lIA

分析物件敲擊聲響⾃動觸發不同預錄samp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kz7ZaZY8w&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kJaO9l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kz7ZaZY8w&t=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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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許你不⽤記得我 ─ (不知名的野草偵查遊戲)」⼯作坊  
“You Need Not Remember Me” workshop

採集⼈共作室 the Collectors Cospace: 陳科廷 Curting Chen、賴怡辰 Yi-
Chern Lai

⼯作坊簡介

⽣活在都市，⾃然與⼈與⼈彼此間有點距離，就像那些路邊長出的被稱為” ”的或”雜”的
草，跟⾃⼰沒有半點關係，無⼀席之地，何必認識他是誰，如同我⼜被多少⼈記得呢!

活動將帶⼤家到空總的⾃然中，採集不同的草，拋開認識他們的名字，觀察這些⼜ ⼜雜
的，和⾝邊的⼈。透過偵查遊戲，讓⼤家 新看、聞、聽、摸、嘗來認識⾝邊的他們。就算
後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跟你⼀起玩的是誰。

You needn’t remember me. 
Let’s just play around! 
玩玩⽽已，不⽤太認真!

* ⾃備以下材料： 
– 採集袋⼀個(任何可以裝枝葉花果的容器都⾏，脫下你的帽⼦、上衣、撩起裙襬 ⾏) 
– 剪⼑或修枝剪⼀個(和⼈共⽤ 可以)

講師簡介 
 
陳科廷 Curting Chen  
非典型藝術家，⾃許為採集⼈。原從事⽣物多樣性研究並關注⽣活、環境議題，因為 ⺠族
植物研究進入部落、村莊，關切⼈與⾃然如何永續共⽣⽣，並將傳統智慧付諸實⾏於當代社
會。現於返回家鄉新北坪林林成立採集⼈共作室，整理理舊宅及⽥園，除持續參與藝 術計
畫、⼯作坊，並透過引介資源進入當地，與社區、學校合作，期望開創結合農耕、 ⽣活及
技藝共享的永續⼯作室。 
 

賴怡辰 Yi-Chern Lai
藝術創作者。出⽣於臺灣。 受空間設計訓練的怡辰習慣檢視 展覽場合，並以作品探索、分
析或反映這些不同情境及脈絡中 ─從植物園、市場、美術館⾄新媒體藝術中⼼，管理者或
執⾏者的意識形態如何反應在空間的設計及運作上、 以及參與在這些情境脈絡中的各種⾓
⾊。以藝術介入及參與式或互動形式的⼯作坊為主， 除創造⼀個討論特定議題的情境，也
從執⾏中觀察思考創作者，及參與者間權⼒⼒分配及平衡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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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體關係：從後⼈類到超⼈」講座  
Lecture “Post-science turned reality. How a science fiction vision of 
conflict is long becoming reality”

蘇紳源、吳迺菲、張顥馨、陳珈汝 
Semi Su, Naifei Wu, Austin Chang, Chia-Ru Chen

科技⾶速進展下，數據由物與⼈的衍⽣物，逐漸轉變為具有主體與能動性的存在，⾃然界與
⼈類社會之相互關係⾄此加入了新的變數，未來將⾯臨更多渾沌未知。社群織衍計畫⼩組以
當代三體共構之⽂化脈絡為主軸，透過藻類(⾃然)、使⽤者(⼈類)與⼈⼯智慧(科技)等符碼，
探討其交互作⽤：科技如何涉入並改變原先的雙體關係？新的三體關係的之於當代社會的意
義為何？數據作為具有主體與能動性的存在，與⼈類主體性之交互關係⼜該如何定義？

本場講座邀請社群織衍計畫⼩組，以計畫成果<3sth.net>與相關資料為基礎，探討數位化與
網路系統所建立之三體關係作為藝術創作的發想與過程，以及此間引發對當代三體關係的思
考與討論，以及未來三體關係更為普遍後，對於⼈類，與⼈類所處的各種環境，可能發⽣的
改變⼜會是什麼。

 
講者介紹

蘇紳源 
https://vimeo.com/semisu  
蘇紳源為跨領域藝術⼯作者，創作脈絡主要在探討科技、⾃然環境與⼈類⾏為在當代社會下
所產⽣的交互作⽤。藉由不同媒材（新媒體、雕塑、影像、聲⾳與⽣物媒介）與現代科技
（網路科技、資料視覺化、數位製造、動態裝置、電腦視覺）的整合，探討虛擬與現實間錯
綜複雜的交互作⽤，如何影響與衝擊當代社會⽂明。畢業於芝加哥藝術學院影像、動畫與新
媒體研究所（2015），曾擔任 Eye and Ear Clinic （2014）主要核⼼成員與活動主辦⼈、
芝加哥哲學星期五（2015）核⼼⼯作⼈員、台北藝術節－正電效應（2017）專案經理與執
⾏製作以及科技融藝－社群織衍計畫（2018）主持⼈。

吳迺菲 
https://www.naifeiwu.com/ 
畢業於倫敦藝術⼤學切爾⻄藝術學院，現以個⼈名義於台灣、倫敦、柏林等地發表創作。

作品多以錄像、裝置、⾏為藝術及其他參與互動式的計劃為主，透過探討語⾔結構及其他溝
通模式，關注翻譯與詮釋、溝通與中介、認識論、感官經驗與認知基模等議題，並試圖討論
我們如何系統化對於世界的認知及他我之間的關係。近⼀年來的創作多藉由參與式計劃，邀
請群眾參與，進⽽紀錄集體卻也同時具有個體性的意義產製過程。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3sth.net%2F&h=AT1iQNmEgmbtyAXbH-Jo7Gpbb2oY0FpAiq78TszTVDJS_06fBWS1bL4ceay2iZHkvsw4deFU-CSQf1e6jMzE3H1ikmFCDGcYLltcPmuXZuThUlqI8jr7jMUGcUpOiuik0xF66Yy2d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vimeo.com%2Fsemisu&h=AT0DqZ2_EOw8qd1mSnHdrbl5OUWPRLXdHs0PfHxYSTSvZ4bdEtUda1YCVQ3cCxBkslsZafFCSJRqhD0sNVNgRFJ3WhKq334SoUoS_5qKgnzGrK1TEiCmJQ0hlGy4RYfpTq49wBietw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naifeiwu.com%2F&h=AT3RjzwI-Q7qSZL0ddmmbgav0xg4fouh04rRc5FUgk9dYIfIPBvjufXiaHC0twSXohkCzIiCl-oVhGmXzTUipsX3kmRZb4BdYG5fuC4K5DIuS74bnDVibXSZqtlFwBofycLB5E2i2g


張顥馨 
https://aushinia.net/

畢業於臺灣⼤學⽣命科學系、台北藝術⼤學藝術跨域所，探討主題為藝術與科學技術之間知
識典範的關聯與比較，並針對此議題進⾏研究與創作。除藝術領域，亦透過參與Pansci泛科
學、台⼤科教中⼼、Info2Act、台灣⽣物藝術社群（Bioart.tw）等資訊設計、科普與科學溝
通（science communication）計畫，實驗藝術結合科學技術的模式與⽅法。作品與研究計
畫曾於台灣、⽇本、中國⼤陸、芬蘭等地呈現，曾任教於上海視覺藝術學院Roy Ascott 
Studio Technoetic Arts實驗班。

陳珈汝 
https://www.chiaruchen.com/

陳珈汝探索⽇常物件在環境如何形塑當今的意義，與思考它過去的歷史脈絡。計畫始於⽣活
所在的台灣，參與了地⽅藝術節、城市與鄉村的地景藝術設計，並駐村⽣活於東南亞。⾃然
世界持續啟發著她，視纖維⼯藝為⼈類⽣活的軌跡，現她專注研究不同纖維與跨領域合作的
可能，試著將創作過程帶入社區，並藉由參與式的⼯作坊作⽥ 紀錄，邀請居⺠實驗當地媒
材、⼈、空間的關係發展，持續讓創作過程保持開放和多元的對話。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aushinia.net%2F&h=AT3L9GlVPn0sw81m_lX5JjUtUp1OtyAZX4CA3zzcqRYriR9fS1I-9n5colo07iuEZXabQ591LnPOOL6l3Oie9YvpzdBI3HvJ4ZpyrZc_PdER-fQn-MM5SA_W5uF79OrMjckTGsYOxg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www.chiaruchen.com%2F&h=AT2p3wMo_bv9S-tF9BQfAYoLzG5imkDSboLEa_Bcc8xIqSTrwVJ2clAMVOogClFa48WvP2jS033PerkSWwTYskjpnt5BTJ5-IsbAGZKITOev9bFHY1HhSEFb3lMotmR6mBxm9-dN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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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科幻成真-當科幻⼩說中的衝突想像成為現實」講座 
Post science fiction turned reality: How a science fiction vision of 
conflict is long becoming reality

Tobias Burgers(Speaker),李⼠傑Ily Lee (Discussant)  
 
科技已變，⽽且還會進⼀步改變衝突的性質。如此新衝突概念下，⼈類的⾓⾊會因為數位和機器⼈
系統以及其他新技術⽇益減少並被接管。這樣發展下去，未來的戰事很可能只須⼈類決定「開
戰」，各種無⼈駕駛、機器⼈、網路系統就會真的拿起武器，為⼈類挺⾝⽽戰。 
這引發了衝突和戰爭未來的政治本質這類基本問題。縱觀歷來的衝突和戰爭，即使⼈為因素和成本
不是決定性因素，卻始終決定了戰爭的開始、持續、結束，以及其必要性、⽤途和利益。未來的無
⼈駕駛、非⼈類戰爭可能沒有或僅有限程度地牽涉成本。這就衍⽣⼀個問題，如果戰爭變得如此
「低成本」，戰爭會是什麼樣貌？如果因為所費成本不⾼⽽動輒起衝突，世界是否將步步邁向戰爭
不斷的狀態？我們的未來是否因數位、機器⼈機器等各種新技術⽽陷入永戰的世界？

Technology has changed and will further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In this new notion of 
conflict, the human role will be increasingly reduced and taken over by digital and robotic systems 
and other novel technologies. Such developments are making it increasingly likely that the future 
vision of conflict will be one in which humans solely will take the decision “to take up arms” and go 
to conflict, with unmanned, robotic or cyber systems literally taking up the arms and fighting the 
wars for humans. 
This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political nature of conflict and war.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onflict and war the human factor and cost have been an important, if not decisive 
factors in questions on the necessity, utility and benefit of starting, continuing and ending wars. 
However, future unmanned, non-human wars would not, or only to a limited degree face questions 
about their cost.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will happen with war, if it becomes such a “low 
cost” affair. If the conflict becomes so easy to conduct – due to its limited costs – will the world 
move gradually into a continuous state of war? Should we imagine a future, in which the world is 
embroiled in a perpetual state of war, made possible by digital and robotic machines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Tobias Burgers 
Tobias Burgers是柏林⾃由⼤學Otto Suhr研究所博⼠候選⼈，曾服務於國立政治⼤學安全研
究中⼼，現為⽇本慶應義塾⼤學全球研究所訪問學者。 
Tobias Burgers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Otto Suhr Institute, Free University Berlin, formerly 
at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NCCU, Taiwan and currently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Keio 
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 Keio University, Japan.

李⼠傑 Ily Lee （與談⼈） 
網際網路⽂化⼯作者與獨立研究者，關注資訊社會資訊戰爭、獨立媒體議題。國立清華⼤學
社會學研究所博⼠班肄業（2007-2009, 2011-2014）。現擔任國立中興⼤學校長特別助理。
曾擔任數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國際合作分項Culturemondo亞太祕書處計畫顧問
（2011-2013）、Culturemondo.org 「世界⽂化網絡」國際指導委員（2005-）。研究主題
為 eCulture：數位⽂化與⽂化之資訊傳播；網路運動；數位藝術；資訊政治與資訊社會發
展；災難研究。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Culturemondo.org%2F&h=AT3NhVnEFSgW-b6ioBlpZLmcTVIKxmDI69Hw0vdzPre2Ozkh_fGdEU8fA1zNRq7poAwDb9rsmIS2utRte0aktujTWN3yLeQUsUrS_kkP8XJ1CTjiE3jYqULkrGSVmWjdkXFMbteK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