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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其煚謝其煚 用鏡頭為客家寫歷史用鏡頭為客家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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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大片的水田中，有一座像小島般嵌著的，用泥土做基、再覆上石頭和水泥的休憩處，上頭

一棵大樹穩固了地基，大樹旁則很自然地佇立了一小間伯公廟。水泥地上堆著竹編菜籃、竹簍，

裡面則裝著熱騰騰的點心。六位農夫或站或坐，手裡拿著碗筷，有人低頭，也有人凝視著前方，

似乎都在想著等會兒的工作。這是謝其煚最喜歡的個人作品之一，雖然是以黑白來詮釋，卻可以

感受到隱約、內斂的燦爛。

    謝其煚，民國廿三年出生於苗栗縣銅鑼鄉芎蕉灣鄉下。苗栗農校(現為國立苗栗農工)畢業後服

務於苗栗縣政府的林務單位。民國四十七、八年開始，謝其煚和四個同班同學，用微薄的薪水集

資合買了一台相機，不過那時候只是玩玩，沒有很正式並深入去拍，直到後來擁有了自己的相機

，並用交換的方式換來了更專業更高級的相機，才真正和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謝其煚娓娓道來他玩攝影的心得。(彭維光/攝)  

記錄女兒成長記錄女兒成長  相簿當嫁妝相簿當嫁妝

    在剛開始攝影生涯後，謝其煚的第一個攝影題材是自己的孩子。那時他認識一位留日的林學博

士，告訴他日本人在生了女兒之後會在庭院種一棵梧桐，等到女孩子要出嫁的時候就把它砍下來

，做成一些家具給女兒當作嫁妝。他靈機一動，既然家裡沒有辦法種樹，就把女兒的成長經歷用

相機記錄下來，等她們出嫁的時候，就送給她們一本相簿當作嫁妝。這些相簿對女兒來說是很好

的回憶，現在回想起來，他覺得當初真的是做對了。

    早期苗栗攝影風氣並不盛行，遑論有地域性的攝影協會或組織，才剛進入攝影圈的謝其煚為了

讓自己的攝影技術日益精進，就加入了台北市攝影學會以及中國攝影學會，並積極地參與會內的

活動。當時有一個名為「打沙龍」的攝影比賽，參賽者每個月交四張照片，經過評審變成點數，

累積一年下來如果有通過門檻就可以獲得榮銜。謝其煚順利拿到了榮銜，也更確定自己想走的路

。

   然而畢竟是攝影新手，總會遇到挫折。一開始參加比賽，謝其煚總是認為自己拍的東西很好，

沒有入選就會很不解。之後他就去台北看公開評審，儘管路途遙遠，但看了幾次以後，他漸漸心

服口服，因為別人的作品真的有理由入選。在這之後，謝其煚信任評審，並督促自己要非常努力

去拍。

農家忠實夥伴農家忠實夥伴  最愛拍耕牛最愛拍耕牛

    在眾多的攝影題材中，謝其煚最喜愛拍牛，他的第一本個人攝影集就名為《台灣牛》。回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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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拍牛的經驗，謝其煚說他是騎著摩托車到鄉下四處尋找牛的蹤跡，經過附近農家的指點，終

於在一片由相思樹林後方發現一、兩百頭的水牛。回憶到此，他逗趣地說，第一次在路上看到牛

糞，「比看到錢還要開心。」

    這是謝其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拍攝經驗，展現了他對牛的一份特殊情感。出身農家的謝其煚很

清楚牛的貢獻，因為比較粗重的農事都得依靠牛的幫忙才能完成，而他在小學的時候，一回到家

就要割草給牛吃，長期下來也累積了一段很深的感情。此外，他人的鼓勵也是他堅持拍牛的主要

動力，而這位貴人就是曾擔任台北市攝影學會理事長張敬德。

    有一年台北市攝影學會辦了一個以牛為專題的攝影比賽，謝其煚榮獲了金牌獎，張敬德看到他

的作品後，就鼓勵他以牛作為拍照的主題。受到前輩的激勵，謝其煚就更用心去拍牛，不過他拍

牛是有原則的，就是只拍台灣的水牛及赤牛，而不拍國外進口的乳牛。就是因為這份擇善固執的

倔強，讓台灣獨有的農家意象，即刻苦耐勞、憨直樸實的耕牛精神，透過影像被保存了下來。

抱著相機的謝其煚說，這是他的老戰友。(楊哲維/攝)

創辦攝影學會創辦攝影學會  推黑白攝影推黑白攝影

    除了拍牛外，謝其煚作品的另一個特色是黑白攝影。說起黑白攝影，苗栗在台灣仍佔有一席之

地，有很大的部分還是要歸功於謝其煚。苗栗原是攝影的沙漠，有一次謝其煚和幾個同好到明德

水庫拍人體模特兒，一群人在竹筏上討論這個問題，並推舉謝其煚去籌辦一個屬於苗栗的攝影組

織，於是苗栗縣攝影學會就在一九七五年誕生了，謝其煚也擔任了六年的總幹事，帶動苗栗的攝

影風氣。

    謝其煚認為黑白攝影看起來比較有內涵，因此執著於拍攝黑白照片。不過他也補充，該用彩色

表現的還是要用彩色，他舉例說，像他最近出的最新個人攝影集《福菜飄香》，以公館的福菜為

主題，也就是大芥菜，因為它是綠色的東西，如果用黑白的表現質感就會看不出來。

    謝其煚一生沈浸於攝影的世界，唯有人生中的一項劇變，讓他暫時放下了相機。一九九〇年，

謝其煚的妻子因為癌症辭世，從那之後，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碰相機，更有封鏡的念頭。對於

太太，他有一股虧欠，因為太太總是放縱他去攝影。不過後來他想通了，決定以拍出好作品當作

報答，因此更加投入攝影的工作。

    一九九一年，謝其煚把苗栗攝影學會交給年輕一代去經營，自己則和老一輩的同好成立了攝影

團隊，名為「硬頸攝影群」，希望能發掘鄉土、民俗、地方特色等題材。取名「硬頸」是承襲客

家人傳統「執著堅持」的精神與理念，努力保存鄉土、人文、民情、風俗，為歷史留下珍貴的鏡

頭。例如台鐵舊山線快停駛前，他們就一起去拍了一系列的照片，現在那套照片變得很有歷史價

值，也實踐了他們最初想要的理念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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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蒔田吃點心》是謝其煚最喜歡的作品之一。(謝其煚/提供)

客家文化寫真客家文化寫真  肩負使命感肩負使命感

　　最近幾年，謝其煚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在整理他歷年來拍攝的成果，為的就是要出版攝影集

。謝其煚至今出版過五本攝影集，下一本也在籌畫中，除了客委會的補助外，其他的資金就是自

己吃緊用的退休金。「其實要想靠賣攝影集來撈回本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印出來就是一個紀錄

，主要是一個歷史，其實我一直認為我拍照是有一種使命感。」他用相當肯定的口吻說出這句話

。

　　在謝其煚的攝影作品中，常常可以發現客家文化的身影。他認為自己擁有的攝影技術剛好是

傳承客家文化的最佳工具，兩者相輔相成、合作無間。他說到：「日本人稱攝影為寫真，把真相

忠實地紀錄下來，不加花俏裝扮的才有歷史的意義，所以我認為以攝影記錄客家就等於是寫客家

最忠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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