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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啟原彭啟原 傾心血傾心血 用影像記錄客家文史用影像記錄客家文史

2014-04-04   王俐文 

　　一縷白煙裊裊而升，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將一壺熱呼呼的東方美人茶倒入杯中。彭啟原解

釋說他不喝酒，所以茶點就是他平常會友的飲料。這間小小的工作室整理成兩半，一邊擺放設著

茶具的矮桌和藤椅，以溫軟的木頭色調輕輕圍繞；另一頭的牆壁則是井然有序的資料，和堆著疊

疊文件的電腦桌宣告著主人的細心。

苦苦讀讀之外之外　找找到一個新奇世界到一個新奇世界

　　彭啟原是桃園楊梅的客家人，父母親、祖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會講流利的客語。指著牆壁上老

家的照片，彭啟原說，當時能住這樣的房子還算優渥，所以小時候對於客家人並沒有所謂「刻苦

耐勞」的感覺，對於客家人的刻板印象，多是長大後才聽說的。但是這種「很不客家」的記憶在

彭啟原十六歲時因為父親過世而斷裂，雖然家裡還有一些積蓄，但獨力撫養兒女的母親頗感壓力

，自然會對兒女有更高的期待。然而，生前喜愛攝影的父親留下了一台相機，讓從小對影像有興

趣的彭啟原在苦讀以外，找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

　　新竹中學在六〇年代的校長是倡導全方位學風的辛志平，他不畏升學的潮流，鼓勵學生各項

能力的培養，一時之間竹中的格局宛若大學。順著這股風氣，彭啟原住宿學校時瞞著母親，把那

台舊相機帶到學校並加入攝影社。說到這裡，彭啟原不好意思地搔搔頭，因為當時不喜歡念書，

甚至還瘋攝影玩到被留級一年； 幸好最後考上文化大學影劇系，媽媽還高興到送給他一台全新的

的相機。彭啟原認真地說，這個經驗讓他懂得給兒女一些選擇的空間，不斤斤計較孩子的成績，

所以他也不要求師大附中畢業的兒子念所謂的名校，讓他依興趣就讀實踐大學平面媒體設計研究

所。

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精力充沛，講到自己最愛的影像就手舞蹈。(攝影/王俐文)

大學四年大學四年　全靠自修累積攝影功力全靠自修累積攝影功力

　　自從高中迷上攝影以後，彭啟原就堅信做影像是他這一生的志顱，但是當年相關資源匱乏，

學習管道和出路都不是很好，連高中時攝影社的指導老師也是喜愛攝影的化學老師兼職。其實彭

啟原填文化大學影劇系也是有點糊裡糊塗，一方面因為成績的束縛進不了最想念的新聞系， 一方

面看到 「影」這個充滿吸引力的字，就誤以為影劇系會接觸很多影像。就讀後他才發現，文化影

劇的資源、設備不好，而且對於影像的涉獵不比舞台劇， 一天到晚 「To be or not to be」地

排練莎士比亞作品，所以大學四年的攝影技術，除了比較專業的film(底片)概念，幾乎都是彭啟

原靠經驗和練習累積出來的。講到興奮處，彭啟原從藤椅跳起來，從架上翻出一本又一本的舊相

簿，裡面全是年輕時用功的結晶。

　　看著從前爸爸和自己拍的相片，彭啟原講起當年接觸錄影的點點滴滴。古早的器材笨重，所

以那個年頭的攝影師都很健壯。除了硬體的不便，當時的剪接術也很麻煩，剪錯又要從頭弄一次

，常讓彭啟原有 「To be or not to be」的掙扎，但結果往往只能懊悔撞牆，然後咬牙再做一

次。「現在數位化後，喜歡攝影的人真的很幸運。」退伍後的彭啟原面臨器物和技術的革新，從

前他學性質的底片改成了物理性質的磁帶。身為台灣少數從自ENG(Electric News Gathering

，早期的DV) 年代做到現在數位化設備的行家，彭啟原對於廉價輕便的器材卻沒有安全感，就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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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用傳統的磁帶拍攝。不過美學的概念、內容的意義是不會消失的。聊到

最拿手的影像，彭啟原有些得意，「我應該去大傳系開個講座，叫做『傳播歷史』，哈哈。」

做做紀錄紀錄片片　感受影像生命力感受影像生命力

　　彭啟原最初以拍攝結婚錄影為業，「很累但是好賺」 。當時一部影片就可獲利八千元， 彭

啟原擔任攝影，和扛器材、打燈光的兩個搭檔做了幾年，成果還算豐碩。民國七十年初業界流行

受託拍攝工商簡介給經銷商看，一部10分鐘的影只大概就有一百萬的收入，可是彭啟原卻覺得少

了些甚麼。「因為對於影像有興趣，我就會care拍攝出來的影像有沒有生命力。可是工商簡介是

非常沒有生命的，老闆要甚麼我就拍甚麼，拍到後來會很煩。結婚錄影還比較好玩、比較有生命

力。」

　　在甚麼樣的巧合，彭啟原踏入了客家紀錄片的領域呢？彭啟原表示，那個年頭根本沒有紀錄

片這個名詞，只是因為對於影像的熱忱，他捉住了廣電基金 (現在的公視頻道) 給予的機會。當

時在製作文化景點導覽的影片，有一個叫做「鄉聲曲韻」的主題，要結集中國各族像是閩、客、

陝西等文化的傳統歌謠，彭啟原就這樣通過徵選，負責「客家風情畫」這個節目。「山歌放出來

的時候有風景，還有旁白介紹。這個就有趣多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鏡頭，蠻好玩的。」彭啟

原又翻箱倒櫃，秀出一本泛黃的逐字稿，密密麻麻的筆記滿溢到表格外。開始在自己的影像中即

受到生命力，彭啟原就和同事腦力激盪，選了十幾個客家文化的題材擬成一份企畫書，興致勃勃

地送到廣電基金，自此他就投身客家紀錄片的製作。 每開啟一個話題，彭啟原就從工作室的各個

角落挖出自己的經驗，慷慨地秀出來。電腦桌已被成堆的資料淹沒，彭啟原卻未顯疲憊。一聽到

問題，一嗅到不解的氣氛，馬上又一躍而起，把整櫃的回憶傾倒出來。或許就是這股幹勁和客家

人的勤快，彭啟原才能在影像世界投注畢生心血吧。

堆滿層層資料夾的牆壁，鉅細靡遺地保留彭啟原和影像的回憶。(攝影/王俐文)

《新瓦屋再造》《新瓦屋再造》   故事還沒講完故事還沒講完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初，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來到國立交通大學，為客家文化學院的學生演

講，分享他身為一個客家人和一個媒體人，如何在不同的期待中以冷靜、獨立思考的能力忠實呈

現故事。

　　彭啟原說：「攝影機就像一把槍」，當初因為好奇進入芎林紙寮窩時，沒有想過這幽靜的小

地方會在曝光後出現這麼多的問題。三年斷斷續續的拍攝期間，紙寮窩的老人家為了幫這個萍水

相逢的導演，甚至在彭啟原不知道的情況下組織起來，重建「傳老亭」這個傳統造紙手藝空間；

研究紙料的學者相繼進入，紙寮窩的歷史該不該由博物館保存成了爭議；村里的年輕人以文化導

覽，開發紙寮窩的觀光資源......諸多衝擊接踵而至，原本只是單純的紀錄，卻加速了社區營造，

大大改變它的原始風貌。

　　《新瓦屋再造》算是最讓彭啟原傷腦筋的一部作品，當時因應高鐵計畫，六家新瓦屋在眾人

的努力下雖然逃過被拆除的命運，成為客家文化保留區，可是這個過程是非常倉促且粗糙的。《

新瓦屋再造》就是在觀察公部門如何將新瓦屋建造成 一個「活的」保留區。四年的拍攝，讓彭啟

原夾在政府與當地民眾之間，漸漸從觀察者變成介入者，也開始思考自己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該如何自我定位。彭啟原本來想要以這支影片讓新瓦屋聚落的居民回憶這個消失的家園， 並讓

新居者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因應官方的要求，《新瓦屋再造》中許多民眾表達不同

意見的畫面被彭啟原親手剪去。抓著不同版本的《新瓦屋再造》影片，彭啟原說，他真正想講的

故事會保存下來，靜靜等待可以發表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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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啟原在楊梅老厝的照片，這間屋子有百年歷史，現已拆除。（提供／彭啟原）

帶領莘莘學子帶領莘莘學子   擔任工作坊講師擔任工作坊講師

　　彭啟原最近在帶領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的學生用影像紀錄文史。問及教學經驗

，彭啟原謙稱自己不過是個學士，嚴格來說沒有教師的資格。 多年前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曾請他去

修一個碩士學位，順便兼任教師。但彭啟原調 皮地說：「那邊上一堂課給八百塊，一個禮拜也只

給我四節課，我一場演講就三千多塊了，划不來哈哈!」但他後來還是應邀擔任紀錄片工作坊的講

師。

　　「帶那十堂課還蠻輝煌的，我們還參加客家電視台《1394打戲路》的紀錄片比賽。」彭啟原

表示，他不太可能進入學術的運作，除非學校願意打破傳統的觀念，例如用沒有學分的方式辦講

座或是工作坊。他說，他很樂意帶領史地相關科系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歷史甚至寫論文，因為人

文素養能夠更深切地詮釋影像。彭啟原說，這樣的經歷讓他覺得有責任寫一本關於影像史學的書

，讓學子和 後世對於台灣影像的發展史有所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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