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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照相不等於會攝影。照相靠技術，攝
影還得靠美術。美學應用與藝術素養不

是天分，而是要日積月累去學習才能養成。」
談起攝影，年過七旬的李松茂就像小孩一般開
朗熱情，眼神中卻有著不容動搖的堅定，散發
出攝影大師對藝術的驕傲與信念。
作為一名傳奇攝影家，李松茂始終堅持黑白

攝影創作，鍾情於田野與大自然風貌，作品
如國畫般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展現出「畫
中有詩」的醉人美景，讓觀賞者彷彿走入黑白
的迷離幻境。多年累積下來的實地拍攝經驗，
讓他善於掌握自然界的光影變化，利用黑白軟
片的特點，透過獨特的暗房沖洗技藝，經過繁
瑣的步驟達成色調控制，才能完美表現出黑、
白、灰的層次與暗部中的細節效果。

●師承大師 郎靜山李學茂

故事的起點要回到一九七三年的八月，當時
任教於蘭州國中的李松茂，因緣際會參加台視
公司為期一年的攝影訓練班，為的是充實課後
餘暇的興趣。「有人說三十二歲才接觸攝影太
慢，但我知道興趣是沒有分年齡與智慧的。」
他笑著說。於是這一玩就是四十年，還走出了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在台視攝影班期間，授課的老師各有專長，

李松茂也學習了整套攝影相關技術。在黑白
攝影方面，師承國際級攝影大師郎靜山，獲其
賞識一路提拔，遵循「黑白攝影為學習攝影的
根本」，從觀察自然界到暗房作業的練習，深
入了解其中精華，才能真正自由地運用色調。
李松茂強調，就像國畫單以墨色就能體現出不
同色彩，而書法一筆一畫在動靜間卻能變幻無
窮，道理是相通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是感情的動物，

你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就會被他陶冶。」談到郎
靜山，李松茂的尊敬之情溢於言表，懷著一顆感
恩的心講述師生間的點點滴滴。他說，郎靜山一
生淡泊名利、隨遇而安，更從不吝惜提攜後進，
表面上是薪火相傳，實則有意栽培。師生舉辦過
多次聯展，在攝影界造成不小的轟動，當時年事
已高的郎靜山更贈予多樣墨寶，勉勵他「深入堂
奧」、「努力前程」，無論是攝影技巧還是為人
風骨、處事態度，都對李松茂影響深遠。
另外一位影響李松茂甚深的，是人稱「攝影泰

斗」的朱義朝老師。朱義朝的暗房造詣甚高，無
論是沖洗或放大照片，對藥液的溫度、時間、攪
拌等步驟都強調分秒必爭，讓他在陰暗無光的暗
房裡宛如撥雲見日，學習操控與還原當初見到的
美景，提升視覺感官的美感，體驗到傳統技術博
大精深的奧妙。
李松茂生長於苗栗的客家鄉村，沉浸於鄉土與

山水之中。即便小時候家境清寒，生活卻是踏實
又自在，對大自然的喜愛便是源自於此，更在郎
靜山的影響下，興起記錄故鄉的念頭。
而身為一名以客家身分自傲的客家人，刻苦耐

勞、勤儉持家的硬頸精神，也反映在初學攝影時
購買器材的決定。李松茂認為，攝影器材非常昂
貴，真正一勞永逸、又能終生享用的方法，就是
大手筆一次投資，然後長久使用。　　

●心順自然 拍照等五小時

「八月一號開始上課，很多人都有相機，我一直
到九月十六號才買。」李松茂笑著回憶，語氣中帶
點頑皮炫耀。「機身連三個鏡頭，包括暗房器材，
用了三、四十年沒有變過，連修理都沒有。攝影器
材只是作者表達思維的一種工具，它不是頂好，但
我操縱自如就夠了，許多名作都是出自於它。」關
於人與人的關係，他也認為是一樣的道理：珍惜，
一切隨緣。
攝影界有句話說：「好照片是走出來和等出來

的。」李松茂認為攝影就是要靠天吃飯，有時就算
攝影家算好了季節與時間，面對各種突發狀況，也
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畫面。然而，必須常懷感念之
心，順著自然走，老天爺準備什麼、就接納什麼，
想要拍的這次沒有、下次還可以來，一切都是可遇
不可求。以作品《蹁躚舞在詩畫中》為例，考量整
個構圖與美感，為了合適的漁船行進方向、水面波
紋與漁夫動作，李松茂曾經等了五個小時才按下快
門。

●國際榮銜 心繫教學傳承

從國中教職退休後，李松茂全心全力投入攝影，
先後走訪中國名山勝地取景，其中又偏愛有「天

頭髮已經半花白的彭啟原，一談起影像便滔
滔不絕，眼中閃爍興奮的光芒，手舞足蹈

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已屆花甲之年。他說：「會開
始接觸影像是因為愛新鮮，喜歡嘗試新的事物，
一輩子保持赤子之心，對任何事物不要視為理所
當然，那麼永遠都可以拍出耐人尋味的作品。」
彭啟原出生桃園楊梅，父親是攝影愛好者，從

小他就在父親的鏡頭前跑來跑去。要考高中那年
父親去世，留下來的相機對他來說是迷人的寶
物，加上大伯常進出暗房、沖洗出一張張照片，
這神秘的世界馬上吸引了年少的他。
就讀新竹高中時期，當時的校長辛志平帶動自

由開明的校風，鼓勵學生尋找自己的興趣，不愛
念書的彭啟原參加了攝影社，從此墜入攝影的國
度。回想起往事，他得意地說：「那個時候的相
機，光圈、焦距都是要自己手調的，所以只要拍
出一張清楚的照片，同學就會很崇拜你。」高中
三年，彭啟原捨棄書本，跟相機一起度過，也因
此找到了畢生的志業。
高中畢業後，彭啟原念了文化大學影劇系，原

以為可專心鑽研攝影技術，沒想到文化影劇系重
「劇」不重「影」。因此大學四年裡，他憑著興
趣自己在攝影的領域裡摸索，也跟著一些攝影同
好互相學習。　　

●鍥而不捨 催生客家節目　

當時的電影界，大多是由字正腔圓的外省人把
持，彭啟原覺得自己只是個從鄉下來的客家小
孩，連說話都操著一口客家腔，不適合當時的環
境，毅然決然地不走電影路。退伍後，他跟著學
長還有幾個同學開始拍攝工商廣告，當時拍攝一

支工商廣告的價錢可以在鄉下買一棟房子，但是
對彭啟原來說還是不能滿足，因為廣告重視的是
美感、光線、構圖，可是彭啟原真正喜歡的，是
紀錄性的影像，是裡面豐富的人文精神，於是他
轉念，開始撰寫電視節目企劃。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新聞局開始鼓勵民間製作

文化節目，彭啟原提了一份《歲月情懷話客家》
的客家節目企劃書到廣播電視基金會，但被拒
絕，原因是製作客家節目會挑起「族群」的紛
爭。隔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興起，社會大眾
開始重視不同族群的聲音，於是彭啟原趁著這個
機會，將《歲月情懷話客家》改成《客家風情
畫》，重新提了一次，沒想到竟然被錄取了。彭
啟原隨即製作了十集的客家紀錄片，分別談信
仰、婚喪喜慶、食衣住行等等。

●走出框架 拍出真實客家　

剛開始拍攝《客家風情畫》時，彭啟原認為的
「客家」很簡單，要拍客家文化，飲食不出「鹹
香肥」，歌曲不脫山歌跟小調，信仰也離不開義
民爺。但在接觸越來越多不同的客家庄之後，彭
啟原了解到客家其實是一個大集合，例如南北客
家就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不能放在同一個框架
下來檢視。因為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的不同，文
化習俗已隨著外在因素產生差異，在地化之後的
客家聚落已有不同的文化體認，不同聚落之間也
有許多的認知落差，因此在拍攝客家文化時，已
經無法一言以蔽之。
彭啟原說：「從拍攝《客家風情畫》開始，已

經顛覆了我從前對客家的想像，我必須將客家去
標籤化，避免用社會的大框架侷限了素材，才能

忠實地呈現在地客家文化的原貌。」

●拼湊客家 拍遍客庄社區

有了這樣的體認之後，彭啟原便致力於社區
影像的建立，從《客家風情畫》第二季開始，
一直到《客家風土志》、《客家庄》、《小客
庄的故事》、《客家行腳》等，全數著重在客
家社區的影像建立。
耗費近十年才完成的《客家行腳》就是最好

的例子。彭啟原為了拍攝中國大陸客庄以及台
灣客庄的文化差異，與作家陳板走訪中國梅縣

黑白攝影 創造藝術幻境

記者侯伯彥／報導

等客家的發源地，也帶回了許多珍貴的影像。
彭啟原以兩岸的客家庄為基點，從建築、信
仰、飲食、文化習慣等不同面向，分析兩岸客
家的異同，將影像的格局從記錄當地的故事拉
大到追尋文化的根源。
十七年來，彭啟原跟不同的學者合作，拍攝

的主題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廣，從文化談到族
群等非常細緻的概念，走遍無數個客庄，記錄
下無數個故事，每一次都讓他對「客家」又有
新的體悟。這些影像，就像是拼圖一樣，一塊
塊地累積，企圖用不同客庄的故事，慢慢的拼
湊出各地客家的樣貌。

●培訓人才 記錄在地影像　

彭啟原也進一步地認知到，只有他在做客家
社區影像的紀錄是不夠的，因此當行政院客委
會舉辦了第一屆客家人才影像培訓計畫時，他
義不容辭地參與了整個培訓的工作。彭啟原希
望能夠培訓地方客家的影像人才，讓他們有能
力製作在地的小紀錄片，因為當地人對自己居
住成長的環境一定最有感情，由他們來做這件
事才最富意義，拍攝的題材不一定要跟客家有
關，正確觀念的建立，以及影片中社會關懷的
價值，才是他最想交付給學員的東西。
彭啟原的客家拼圖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目前

致力於培訓影像人才，讓他們也有能力拼出自
己心中的那塊拼圖。喜愛影像的他，還沒有要
退休的打算，問到他下一步的計畫是什麼，彭
啟原只是笑著說：「我還要繼續玩影像，玩到
我不能動的那天為止。」

二○○一年，彭啟原的作品《台灣客家》獲得休士頓國
際影展銀牌獎，於新聞局受獎。 （彭啟原／提供）

文學界大老鍾肇政致贈匾額，感謝彭啟原對客家社區影
像記錄的用心。 （邵璦婷／攝）

彭啟原（右）與好友陳板一九九九年到廣東梅縣溫家
圍龍屋尋找客家的根源，一人用影像記錄，一人用文
字記錄。 （彭啟原／提供）

李松茂認為，書法墨色的明暗與黑白攝影的色調變
化，道理是相通的。 （李松茂／提供）

彭啟原
影像記錄 完成客家拼圖

記者邵璦婷／報導

下第一奇山」之稱的黃
山，迷上它多變雲霧、
大氣山景與奇松怪石，
十七年內登訪了三十三
次，帶領登臨的台灣學
生及友人超過六百位，
後來更成為台灣唯一受
邀參加「黃山百年攝影
史特展」的攝影家，介
紹黃山之美給世界，更
進一步促進了兩岸藝術

界的交流。

二○○五年，李松
茂在國際攝影名人彭
大 利 的 鼓 勵 下 ， 參
加 美 國 世 界 攝 影 協
會（Ph o t o g r a p h e r 
A s s o c i a t i o n 
Worldwide，以下簡稱
PAW）的甄試，以「臺
灣鄉野與大陸風光」為
主題的黑白畫意作品，
獲得「世界優秀攝影家
PP-PAW」的國際名銜，
成為臺灣攝影界榮獲此
頭銜的第一人。

鍾情於天地山水，李松茂總是不畏自然環境的險惡，
親臨現場攝影。 （李松茂／提供）

←走過黑白攝影四十載，李
松茂以感恩的心笑談自身經
歷。 （李松茂／提供）
→李松茂講解攝影作品的光
影變化與黑白層次。 
 （侯伯彥／攝）

透過鏡頭 展現社會關懷
踏入彭啟原導演位於台北公館的工作室，映

入眼簾的是十分具有客家韻味的花布門簾，書
架上陳列著多部導演的作品，斗室裡瀰漫著淡
淡的茶香。
提到從前拍過的節目，彭啟原的眼睛閃爍著

光芒，導演用自己最大的興趣去成就一生的志
業和夢想，這是何等幸運的事。因為好奇，所
以踏入了攝影的圈子；因為巧合，給了他一個
能夠被看見的舞台。這些美麗的陰錯陽差，絢
麗了導演的一生，讓他一輩子都能做自己、做
愛的事。
訪談中，時時可以感受的到導演對這份工作

的驕傲與熱愛，還有他亟欲讓世人看見的，不
一樣的客家風情。導演堅持，影像中要有對社
會文化的關懷，不能只有華麗的鏡頭，所以他
無怨無悔，安於製作客家節目。
臨走之前，導演不停地勉勵我們利用所學關

心社會，為社會付出，多嘗試新的事物，不要
怕失敗，方能找到屬於自己心中的那塊拼圖。

採訪側記

彭啟原導演，一九五三年出生於桃園
楊梅。拍攝客家紀錄片、客家節目近
二十年，堅持去客家標籤化，致力於記
錄客家社區影像。作品有《客家風情
畫》、《客家風土志》、《客家庄》、
《小客庄的故事》、《客家行腳》等。

小檔案

攝影大師 「嘻哈」愛說笑
踏入約定的採訪地點，裡頭坐著一位笑盈盈

的老者，乍看之下還真不知道他就是享譽國際
攝影界的李松茂老師。在平易近人、既幽默又
風趣的李松茂面前，感受不到任何壓力，有的
只是對攝影的熱愛與樂觀隨緣的人生觀。
身為客家人，李松茂秉持著好客、熱情的生

活態度，也認同族群間的團結合作。「時代不
同，我們也需要隨著改變。物質可以動，但人
心是不變的，一樣照舊，祖先的傳統下來就是
這樣。」懷舊的李松茂談到以前的日子，認為
現代的孩子沒有親身體驗過早年的苦與悶，是
很難理解的；而透過那樣的生活，引發的光輝
人性，才讓他更珍惜眼前得來不易的緣情。
儘管是攝影大師，李松茂仍不改愛開玩笑的

個性。「有些人說老師您攝影地位非同小可，
不要像以前那樣嘻嘻哈哈。我說這是本性，我
本性如此，不傷大雅、博君一笑，這就是一種
生活樂趣。」李松茂如是說。

採訪側記

李松茂，一九四二年生，成長於苗栗頭
份。四十餘年的攝影生涯，鑽研獨特的暗
房沖洗技術與黑白藝術攝影，從未間斷。
作品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理念，善於捕捉自
然山水間的光影變化，於二○○八年榮膺
美國「世界傑出攝影家EP-PAW」的國際最
高名銜。

小檔案

二○○八年，李松茂更上層樓，再精選二十
幅傑作和一篇〈攝影理論創作〉論述，榮膺
「世界傑出攝影家EP-PAW」這個國際最高的攝
影名銜，也因此獲得總統馬英九親函的總統賀
電嘉勉。
對這些國際級的認可，李松茂謙遜地認為，

這只是一種成就感，代表努力沒有被人家忽
略，如此而已，心裡反而會想到：「當老師的
教學使命感又更重了！」事實上，為了提倡黑
白攝影，多年來李松茂扛下承先啟後的責任，
不斷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在攝影界擔任著領航
員的角色，在他門下已有六名學生獲得「世
界優秀攝影家PP-PAW」的頭銜，並有四人榮獲
「世界傑出攝影家EP-PAW」殊榮。

●數位時代 硬頸堅持傳統

科技進步飛快，即便數位相機日新月異，不
斷進化，李松茂仍然堅持使用傳統底片創作。
「數位相機縱然方便，但大部分的人往往只看
到表面，深入的東西沒有踏實，應該要鼓勵將
傳統的攝影概念，應用到數位化去創新。」李
松茂如此勉勵著。他認為攝影是有感情的，絕
對不僅僅是按下快門這麼簡單，拍攝者必須要
捕捉主體的神韻，並用思想把它融入在按快門

之下。一張好的作品經過數十年再拿出來，
還能讓人看得津津有味，才是真正的藝術作
品。
當問到黑白攝影的傳承是否會遇上困難？

李松茂堅信，藝術創作是斷不了的，畢竟世
界各地都還是有人在拍，只是要看上頭推動
者是誰、呼應人數多不多。他強調：「藝術
這條路不是你說了就算，還得靠天時地利人
和，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文化為什麼不好好
發揮呢？一個人力量太微弱了，需要靠大家
一起來。」
走過四十個年頭，李松茂仍然致力於攝影

教學，也會繼續登黃山，拍出更多黑白藝術
作品。

彭啟原拍攝客家節目及紀錄片
二十餘年，希望透過不同的客家
故事，拼湊出客家族群的全貌。
 （邵璦婷／攝）

彭啟原的父親喜愛攝影，常常拿著相機對著他與
兄弟姊妹拍。 （彭啟原／提供）

李松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