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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1 月 13 日的《自立早報》

上登載了一則全版報導：〈老朱的

故事〉，這則報導以「照片故事」

（photo story） 的 形 式 呈 現， 共

九張照片，描述一個逃逸移工的故

事。讀者首先可能被報頭下最上方

的照片所吸引，不只因為它是全版

尺幅最大的照片，也因為畫面中點

菸 的 三 人， 其 中 一 位 正 好 看 向 鏡

頭，與景框外的我們產生了視線交

流。它構成了一個視覺焦點，從而

開展一段影像故事。

接著我們的眼光將梭巡其中，往下

移 動 將 會 注 意 到 公 園 躺 椅 上 的 人

影，往左一點會看到一個回望的眼

神，彷彿邀請讀者進入故事、給予

關注，最後，我還會看見中間下方

一 個 逆 光 的 背 影， 以 及 斗 大 的 標

題。這使我們好奇，進而再看見下

方的文章，讀取到這是一位逃跑移

工的故事，護照遭到扣留的馬來西

亞籍的老朱，在台灣遭遇了打工困

境，最後只能流落街頭。目光若再

回到圖版週邊，會發現影中人都是

老朱，他在公園睡覺、夜遊、上法

庭、跟朋友廝混。同時也會發現，

這些影像存在時間序列、但已重新

編輯安排，文字以總體印象的方式

介 紹 老 朱 在 台 灣 所 遭 遇 的 文 化 差

異、工作挫折與流浪困境，構成一

則圖片故事。

這則故事的原版報紙被挑選、置於

「影像力：自立報系 1985 – 1994

攝影專題」文獻展的顯眼位置。而

在 此 專 題 展 的 第 一 場 講 座 中， 筆

者詢問了記者許伯鑫這一則圖片故

事的脈絡。許回憶當年自己總是早

於上班時間出門、四處拍照，某日

在新公園裡遇見在長椅上睡覺的老

朱，為他拍了照片，當老朱得知自

己是記者後，主動求助，表明想回

國但護照被扣住，只能日日遊蕩、

又餓又累。許伯鑫遂帶著老朱回報

社，政經研究室的同事願意陪伴老

朱打官司、聽取他的故事，直到老

朱 成 功 討 回 護 照、 返 回 自 己 的 國

家，故事才告一段落。

文／陳佳琦
Chia-Chi Chen
攝影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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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有意思的是，透過一個展覽的相

關座談，勾連出一則平面報導背後

的一段往事，許伯鑫的回憶隱然點

出了那樣時代和報社的特殊情境。

報刊材料的意義
「影 像 力： 自 立 報 系 1985 – 1994

攝影專題」從六百多張自立報系於

1985 年以降、以表現攝影為主的

報紙版面之中，整理出一百多則實

體紙本與數位檔案，搭配相關書物

的展示，用意在於重啟閱讀，打開

一個再探報紙媒體、影像表現與攝

影史問題的空間。

有鑒於這樣一個展覽並非透過一種

「積極策展」的方法而成形——假

使 此 處 的 策 展 意 指 的 是 對 展 示 品

或檔案進行更積極的重組、歸納、

分類，或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研究整

理、提出論述架構的話；那麼，這

樣一個安排在圖書文獻中心裡的小

型文獻資料展呈，比較接近史料檔

案的初步蒐集與閱讀的階段。但是

這樣的階段性整理頗具積極意義，

透過一次視覺性的展呈，可能深化

公眾對文件保存的意識和重視、並

指出未來文獻活用的可行性。同時

伴隨此展的四場規劃講座，也像是

等待持續投入的口訪田調及學術探

討之開端。

這個展覽所展出的報紙檔案，有其

材料本身的特殊性。它所彰顯的是

台灣報業史上一段少見的、版面靈

活調度影像、關注攝影歷史本身、

也 爲 攝 影 記 者 開 闢 表 現 空 間 的 時

期。 1 時間座落於 1980 年代中期

至 1990 年代中期，這些報刊自從

停 刊 之 後， 在 影 像 與 攝 影 研 究 的

領域甚少被關注，但對於瞭解台灣

1980 年代以降的新聞攝影與報導

攝影之變遷，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至 於 報 刊 本 體 的「 自 立 報 系 」 過

去 已 有 不 少 討 論 與 回 顧， 創 刊 於

1947 年 10 月 10 日《自立晚報》，

是台灣報業史上壽命最長、也最重

要的中文晚報， 2 同時也是「自立

報系」的主體。自立報系也包含曾

出版許多重要文史與政論書籍的出

版 部 門、 以 及 嘗 試 仿 效《LIFE》

雜誌的全彩大開本畫報《台北人》

月刊，還有創刊於 1988 年報禁解

除之後《自立早報》。自立在戰後

報業傳播史上，相對於其他侍從於

黨國的媒體，普遍因其於較為勇於
1989 年 11 月 13 日第七版〈老朱的故事〉 圖／許伯鑫     文／蘇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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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權時代堅持「無黨無派，獨立

經營」形象，而受到不同的評價與

探 討， 加 上 1970 – 80 年 代 於 黨

外運動時期，貼近台灣民主化與本

土的立場，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反

威權」象徵性，也因為如此，自立

在報刊上開創更多與官方和黨國論

述 相 制 衡 的 論 述 空 間。 但 是 到 了

1990 年代在報業的激烈競爭之下，

自立報系經歷了一段複雜紛擾的經

營權轉讓、導致報社解散，這段歷

史也折射了解嚴後政商角力與介入

媒體的歷史。

自立報系本身的歷史，呂東熹《政

媒 角 力 下 的 台 灣 報 業 》 一 書 有 詳

盡耙梳，而關於其媒體特殊性所造

就的其新聞與副刊空間的自由性，

過 去 也 可 見 諸 林 淇 瀁《 書 寫 與 拼

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所

做 的 研 究， 再 加 上 彭 琳 淞、 許 伯

鑫、 劉 振 祥 三 人 所 編 著 的 訪 談 集

《自立容顏》都有不少的回顧。過

去在副刊版面的討論，較侷限在文

學方面，近年張世倫《現實的探求

──台灣攝影史形構考》中提出了

「散文攝影」的概念與想像，舉例

《自立晚報》的「攝影月報」與「映

象月報」版面，關照當時報刊與攝

影的關係變化。去年臺北市立美術

館館刊《現代美術》， 3 透過對劉

振祥的訪談而順藤摸瓜揭開了更多

關於自立報系的攝影版面故事，進

而 採 訪 周 本 驥 與 劉 振 祥， 蒐 集 材

料、追溯自立報系政經研究室與當

時影像版面的形成，而形成了「影

像力」一展的起源。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這些故事與歷

程 仍 有 待 繼 續 挖 掘， 透 過「 影 像

力」一展，我們重新「觀看」過去

的報刊、重組視覺感受，對於未曾

經歷當時的人們而言，可能驚豔於

當時的自立副刊的大膽與鮮活。但

可能仍未及再往下一步探問：當時

的異議報刊如何借用攝影的力量推

動 與 官 方 相 抗 衡 的 論 述 空 間？ 反

之，自立的特殊性又為影像展演與

攝影論述保留了怎樣的空間呢？某

種程度上，也是「影像力」所欲拋

出的初步提問。4

這樣的提問同時也對台灣攝影研究

現 況 產 生 一 定 的 關 照 和 補 充。 一

直以來，本地攝影研究也較少針對

攝影各種傳播渠道，例如展覽、書

籍、雜誌報紙或教學等傳播型態予

以 探 討， 或 是 透 過 傳 播 歷 史 的 歸

納，給予重整攝影史的視野，換言

之，現階段對攝影報刊之研究和理

解仍然相對稀缺。但是反觀文史學

界，對於報紙素材的運用以及中文

學界自清末研究而發展出來的「報

刊研究」已成為傳統，因此「影像

力」或許也算提出了攝影史的報刊

研究之可行性。

視覺閱讀的
取徑與可能
不過閱讀一張報紙和一張照片或一

件攝影作品，經驗不能完全等同。

報 刊 背 後 往 往 涉 及 複 雜 的 脈 絡 關

係，例如經營者的理念、報刊的政

商背景與歷史變遷，以及編輯群體

的傾向、邀稿對象與訴求讀者，還

有市場的流通等等，都會影響到作

品的展現與內容呈現。此外，重讀

報刊不僅有助於看見影像作品的時

代、類型與集體變化，以及因為媒

體空間、印刷技術所帶來的推動。

更重要的是，它甚且可能指出一件

攝影在不同情境下的複製與展現，

當年的時代對於看見時事與社會的

欲求。

今日我們可能將會持續透過許多的

藝術展覽或攝影集，認識許多像「自

立報系」記者這樣，與媒體發展並

進而崛起的攝影工作者及其作品，

但是我們可能未必理解許多作品的

最初現身與登載，是像這類的報刊

空間，目的不是藝術而是新聞傳播。

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許多攝影的創作

意圖本就有與時事和世界貼近的關

係性。此外，我們可能習於透過老

照片看見過去的新聞，就像透過舊

報紙去理解歷史。雖說報刊向來是

歷史研究的好材料，但是當報刊本

體成為觀察對象，切入此一材料的

角度為影像研究的時候，更可能透

過出版物與印刷照片的角度，重新

解釋攝影的歷史或理解攝影。

法 國 攝 影 史 學 者 米 榭 爾 ‧ 費 佐

（Michel Frizot） 與 塞 垂 利 克 -

德 - 維 吉（Cédric de Veigy） 兩

人過去曾對法國攝影刊物《VU》

進行過一項策展與研究， 5 或可為

借 鏡。 他 們 針 對 這 份 長 期 被 遺 忘

的 1920 年代畫報，進行了視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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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區分（如版面設計、圖片故

事、攝影蒙太奇、影像創新等）之

外，也對刊物歷史、印刷術與攝影

術的沿革，以及圖片代理歷史進行

考察，指出這份刊物之於攝影與媒

體轉折時代所扮演的重要意義。

因此，產生於台灣歷史情境下的自

立 報 系 影 像 版 面， 於 三、 四 十 年

後再次被揭示其作為檔案的意義之

際，將來也許更可能可嘗試從整理

和歸納值得細讀與進一步探索的視

覺與議題性。

視覺作用與
議題性
由於自立報系為一綜合報紙，影像

版面所涵蓋的議題在廣義新聞時事

之下顯得多元紛陳，限於篇幅，以

下僅例舉幾項特點。

1. 非傳統分工與圖文版面的形成

自從 1988 年後，不同於過去半版

與不定時出現在副刊版上的攝影專

題，逐漸出現全版圖文故事，一如

上述〈老朱的故事〉，版面以圖片

吸引讀者，使觀者透過畫面的視覺

性、具變化性的排列與內容，對故

事留下印象。這樣的圖片故事，照

片為視覺主角、報導文字為輔，照

片通常落在 6 至 9 張之間，安排方

式都不一樣，針對主題有著序列變

化與設計巧思。這代表當時自立報

系的一項重要嘗試，提供攝影影像

一個全版空間，並透過專門的版面

設計組織圖片。我們可以在很多版

面上看見「以影像為主」的編輯邏

輯，這是在當時的副刊上很少見的、

不以文字為主角的版面結構，在當

時，除了雜誌以外，報紙幾乎不採

取此類以影像為主的排版方式。

去年《現代美術》的訪談使我們知

道 這 跟 報 系「 政 經 研 究 室 」 編 制

很有關。一般報社攝影記者不負責

挑選照片或構思專題，但是政經研

究室大幅賦予攝影記者自主性與角

色，同時也由攝影記者負責專題企

劃，讓圖文調度與版面構成更為整

體。這些全版圖文故事版面的欄目

1988 年 12 月 18 日《自立晚報》「視覺出擊」版
刊登周本驥撰述之〈影像編織——圖片故事典範介
紹〉，強化當時於報刊空間開闢視覺專欄作為與讀
者溝通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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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影像報導」、「人間實錄」、

「視覺出擊」、「影像焦點」，其

中「視覺出擊」是第一個專做全版

圖片故事的欄目。這些版面除了列

出攝影與文字的名字之外，也特別

列上策劃與版面設計者的名字，而

策劃通常為政經研究室。

1920 年代之後，隨印刷術的進步，

照片逐漸出現在媒體上。1930 年

代 因《LIFE》 雜 誌 的 強 勢 登 場，

為世界帶起圖片故事的模式，一改

過去照片只是插圖的地位。自立對

圖片故事的重視至今仍是台灣報刊

史上的唯一，甚至編輯台也具備高

度圖片故事的意識，曾經製作一個

全版介紹圖片故事典範。正是這種

以攝影為主體的版面，以及對排版

設計的重視，使得「自立報系」的

副刊、影像版面在 1980 年代下半

葉後，展現了與他報不同的對比和

風貌，同時也構成了此一報刊在攝

影歷史上不可忽視的存在。

2. 人物、面貌與創造性圖文

肖像可以說是攝影中最複雜也難解

的一種型態，在新聞類型之中，新

聞人物的定義亦無邊界。但可知的

是，位高權重的首領、受人愛戴的

名人，與無名小卒、底層人物，都

可能被相機公平而殘忍地凝視。

自立檔案之中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

的 面 容 與 新 聞 人 物， 比 如 當 時 俗

稱「老國代」的中央民意代表之眾

相。許多垂垂老矣的資深立委、國

大 代 表， 在 議 事 殿 堂 打 瞌 睡、 被

攝入鏡頭，加上看似毫不留情的圖

與文，實有時代下的特殊脈絡與當

時亟需改變的困境。此外，當時新

興的台北後現代都會情境下的夜生

活，以及西門町崛起的青少年與次

1989 年 1 月 15 日《自立晚報》「視覺出擊」版刊登潘小俠的「暗冥的獵物」系列，
配圖與影像組構的方式大膽而強烈

1988 年 11 月 6 日《自立晚報》「視覺出擊」版刊登的新聞影像集錦，當時也有
另一「新聞現場」版面，對當週或當月新聞做一影像回顧。雖然並不多，但此版
運用拼貼方法增加的動態感，同時畫面的不同角度與組織方式也為新聞事件帶來
鮮活的感受。不同事件以影像直覺被組織在一起，也可能帶來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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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都是當時攝影專題會去關注

到的議題。劉振祥也曾提及，《人

間》雜誌結束之後，許多構思的專

題就到了《自立早報》的「人間實

錄」之中，關曉榮在此處延續長期

關心的都市原住民議題，刻劃原住

民的肖像，抑或是張詠捷關注海山

礦災的後續議題、劉振祥惡性倒閉

的關廠議題，皆透過許多人物肖像

的處理，訴諸人物處境與人道關懷。

另外，自立也賦予攝影記者自我表

現的空間，例如劉美玲紀錄小站的

故事，或是郭娟秋的返鄉記事。這

些看似軟性散文的背後，給予照片

很大的自由度，曖昧的、主題與寓

意不明的、奇特視角的、甚至失焦

模糊的作品，都可能被接受，這樣

的組版與呈現照片的方式，也說明

著當時試圖賦予照片一個地位的提

升，將之視為「作品」而非單純的

配圖。

3. 攝影的自省與反身性

作 為 一 個 重 視 新 聞 攝 影 表 現 的 媒

體，但是不斷在其中思考攝影是什

麼？新聞攝影工作又是什麼，這種

不斷反身自探的態度也算自立報系

攝影版面的特色之一。1990 年代

之後的自立，在某些時候把鏡頭轉

回到攝影記者自身。那些總是隱身

在鏡頭之後、追獵影像的人們，究

竟如何工作？自 1988 年報系主辦

新聞攝影比賽起，也不斷探討新聞

攝影為何，後來自立也曾於不同版

面刊登過這些用相機紀錄的人們，

甚至到了 1994 年的經營權抗爭風

波之時，報社本身更成為被紀錄的

對象，他們斗大的標題寫下「歷史

會記住這一天」，這樣的情境不知

用近年香港蘋果日報的停刊可否相

比擬。一份自由派媒體的消失，對

社會的啟示又是如何？

1988 年 12 月 18 日《自立晚報》「視覺出擊」版刊登的「人物篇」，以〈時間，
在向他們說：再見！〉為題，寄予當時社會希望國會全面改選的意志。影像中多
位黨國老代表的身影令人唏噓，時代的荒謬形成進退不得的困境，影像刻意地凝
視他們且彰顯議題的訴求

1989 年 12 月 25 日《自立早報》「影像報導」版刊登謝三泰掌鏡、許佑生執
筆的夜生活觀察。透過誇張的人物形象與面具意象，反思與挑戰當時社會對夜
店文化所抱持的保守與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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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85 年 1 月首先開闢的「攝影月報」，訴
求「為攝影資訊奠基石，為當代影像塑新貌！」此
標語自第四期開始列於月報標題之下

左圖：1989 年 10 月 6 日《自立晚報》「影像焦點」
版刊登郭娟秋的圖像散文，在她的筆觸與鏡頭之下，故
鄉八斗子充滿海風與記憶的味道，此版的影像組構充滿
了詩意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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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省新聞攝影，從自立過往在

副刊上面雄心壯志所登載的攝影歷

史與討論之外，還有「攝影月報」

（1985）與「映象月報」（1987）

的開闢，也都彰顯當時編輯檯對於

攝影史本身的關注。在數篇攝影月

報上的回顧中，也曾提及當時正在

開展的攝影史研究調查計畫，然而

這些版面閱讀起來倒是充滿了既視

感。當時的有志者所呼籲的、針對

攝影文化的省思，似乎放在現在仍

然在類似的問題中打轉。自立報系

這兩個為時不長的攝影論述空間，

也許值得更嚴肅地正視與反省。

關於自立報系的攝影版面，仍有許

多可供探討之處，以上僅為鳳毛麟

角 的 觀 察 與 初 探。 最 後 援 引 費 佐

與維吉在引介《VU》時所提示的

觀點，觀看報刊上的照片，讓我們

可以理解拍攝照片不再是孤立的事

件，圖像會與其他圖像產生作用，

而閱讀這些頁面也是每個讀者所積

極參與的個人過程。 6 這些視覺材

料的開啟，等待未來更具積極與啟

示性的閱讀和理解。

左圖：1985 年 12 月 3 日至 7 日，連續登載由張照堂所撰之〈台灣攝影四十年〉的攝影史宏文，意圖喚起各界重視攝影影像的價值與文史意義
上圖：1988 年 7 月 4 日許佑生撰寫〈新聞影像的迷思〉一文，搭配劉振祥所拍攝的一群記者擠在一起搶拍照的畫面，文中反思也批判了影像會說謊及其容易被不同
觀點所詮釋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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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並不代表，當時報紙不重視攝影。台灣的
報紙，尤其是副刊，在 1970 年代逐漸重視攝影，
1977 年在高信疆主持下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即推出小方塊文章式的紙上攝影展，其後的報導
文學獎版面也刊登相關的報導攝影。自 70 年代
以降，許多非攝影雜誌類型的紙本媒體、文化生
活性質的刊物也十分重視攝影的表現，例如知名
的英文漢聲雜誌《ECHO of Things Chinese》
與中文版《漢聲》、官方的畫報刊物如《光華》，
還有旅遊生活類型的《戶外生活》、《大地地理
雜誌》、《大自然》等等，都可看見 1970-80 年
代紙本媒體對攝影圖片廣泛運用與重視。但是報
紙通常版面有限，不容易給予攝影太大的表現空
間，編輯檯上攝影記者也是比較沒有自主性的角
色，因此「自立」在當時能夠給予攝影記者表現
空間，便顯得較為特殊。

《自立晚報》正式停刊日期為 2001 年 10 月 2 日，
歷時將近 54 年。

周本驥、劉振祥口述，余思穎採訪整理，〈關於
1988-1994 年自立報系全版攝影專題〉，《現代
美術》207 期（2022.12），頁 115-125。

在「影像力」展覽論述與座談規劃之中，皆提點
了從這批材料之中，可以看見當時對攝影史發展
的關注、報刊的影像化、報導的影像美學等議
題。

《VU》翻譯為中文為「看」，是 1928 年法國創刊的
影像畫報，1940 年停刊，共發行 638 期。發行
人呂西安•沃格爾（Lucien Vogel）是一位經驗
豐富的出版商，對攝影有濃厚興趣，他嘗試將新
聞和時事結合，挑選日報上的各種新聞與圖片，
讓讀者以直觀的方式瞭解時事。《VU》間接地
影響到後來的重要畫報如《LIFE》，但此一刊物
後來已被遺忘，直到 2006 年上述兩位研究者策
劃展覽展出，並於 2009 年出版《Vu: The Story 
of a Magazine》一書，才使這份刊物在攝影上
的重要性重新被評價。

Michel Frizot, Cédric de Veigy, Vu: The Story of 
a Magazine (Thames & Hudson, 2009),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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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8 第三段第五行：
何世元，正確為柯世元

P. 31 左欄第一段第三行：
林宗義，正確為林宗毅

P. 34 左下圖說：
稻卷敏雄，正確為酒卷敏雄

P. 36 第一段第二行：
時代社會命與題，正確為時代與社會命題

P. 37 圖說：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正確為家屬提供

P. 37 左欄第二段第六行：
2003 年，正確為 202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