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台灣紀錄的人與事

一九八0年代中期我開始從事台灣紀錄片歷史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當時台

灣正處在解除戒嚴的前夕，社會力正要解放，歷史正邁向轉挾，玲，可是紀錄台

灣歷史的台灣紀錄片，本身卻因為資料不足而無法深入研究，令人頗感沮喪。

這期間我雖然寫出幾篇關於台灣、紀錄片歷史的論文，但由於缺乏第一手資料的

佐證'許多論述說起來是覺得有點心虛，甚至可能是錯誤的。這使得我益加覺

得必須建立研究台灣紀錄片的基本文獻資料才行。一九九0年代我也開始進行

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的資料蒐集與研究工作。我也同樣遇到缺乏片自及第一手

資料的困境。這逼使我不得不自力開始在台灣與日本進行日治時期台灣:電影片

目與文獻史料的蒐集整理工作。因此當國家電影資料館黃建業館長於一九九七

年徵詢我是否願意參與一項整理台灣紀錄片片目與文獻史料、以及資深紀錄片

影人口述歷史的大型研究計畫時，我不但立即欣然答應，其實內心頗有深得我

心的知音感覺。透過這項計畫，我想終於能達成我的心願，建立台灣紀錄片的

基本資料，供有志之士進一步對台灣紀錄片進行研究工作使用。

此項大型計畫是由四位共同主持人分工合作進行的:張昌彥先生與我負責

日治時期資料的蒐集整理、翻譯工作，王慰慈女士與我負責光復後紀錄片、新

聞片片目整理及資深影人口述歷史的執行工作，盧非易先生負責資料電腦建檔

處理與建立網站的工作，此外我也負責把日治時期在台灣製作(或日本製作有

關台灣)的紀實性影片(含新聞片、教育片、宣導片等)與光復後本國自製

的紀實性影片(以紀錄片、新聞片及家庭電影為主)有闊的期刊文章、書籍

等，予以蒐集、整理、彙編成冊，並選出若干較有價值的日文文章翻譯後，聯

同重要的中文文章印行出版。口述歷史的工作進行約兩年多的時間，其工作成

果即是諸位手上的這本[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與新聞片影人口述 1 (上、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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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口述歷史的計畫，先決定時間、範圍、人物，然後再排定訪談的時

間。第一年我們有鑑於台灣電影文化公司(前身為「台灣電影製片場

(廠 )J) 即將改制為民營公司，人員面臨退職的命運，公司前途未卡，應以

其重要工作人員之口述歷史為最優先，因此選擇了陳玉串(攝影師)、陳千萬

(錄音師)、高景仁(編導暨技術課謀長)、楊文逢(編導暨製作課謀長)、申

劍一(編導暨製片課謀長)、雷起鳴(編導)、劉國彬(編導)、林作庸(編

導)、等八位涵蓋本省、外省，也涵蓋老、中、青三種輩份的導演、技術人

員，進行訪談紀錄。另外，第一年也進行「芬芳寶島」電視紀錄片影集導演、

工作人員的訪談紀錄，包括黃春明(原始構想人暨編導)、張文雄(製作部主

任兼編導)、彭光照、(企畫經理兼編導)、彭春夫(企畫編導)、張照堂(攝

影師)、余秉中(編導)、汪壘(編導)等七位。《芬芳寶島》是一九七0

年代台灣電視有系統拍攝本土紀錄片最早的一個節目。參與這次紀錄片拍攝的

還有很多當時從事廣告片、電視等影像工作的青年編導與攝影，可惜一些人

(如王菊金)現已無法聯絡，殊為可惜，希望以後有機會可再補上。此外，第一

年訪問的莊靈、余如季兩位，則是台灣早期(一九六O與七0年代)獨立拍攝

人文或生態紀錄片的前輩。

第二年的口述歷史部份，除繼續進行台影公司資深影人(李樹屏、周笑

峰)的訪談外，也開始訪問台灣官方另兩個製片機構一中國電影製片廠與行政

院新聞局視聽處的編導、工作人員。中製廠雖是軍方的製片單位，但它所紀錄

的仍是重要的台灣歷史。我們訪問了貢敏(編導)、蔣超(攝影師)、蘭觀生

(編導)、胡士俊(剪輯師)等四位老中製的員工。新聞局則是一九八0 、九0

年代政府宣傳影片的主要製作單位，也曾提供資金邀請外界製作公司製作過許

多重要的影片。我們訪問了老、中生代的編導，色括李超倫、歐辰戚、姚幼

舜、廖賢生、李東明等。一九七0 、八0年代重要電視紀錄片節目「映像之旅」

與「美不勝收』等節目的工作人員，我們訪問了雷釀(編導)與朱全斌(製作

人) 0 (張照、堂也是此節目的重要編導、攝影。)這一年開始，延伸至第三年，

我們也訪問了較晚近拍攝電視紀錄片、生怠紀錄影片、及獨立紀錄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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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括蘇秋(電視)、王小棟(電視)、鍾榮峰(生態)、劉燕明(生

態)、董振良與周美玲(獨立)、黃明川(獨立)、胡台麗(獨立)

李道明(獨立)、吳乙峰(獨立)等一九八0年代重要的台灣紀錄片工作

者。

多數訪談的對象都經過初訪與正式訪問。部分訪談對象也曾接受其他媒體

訪問過(參見【書目])。因此，研究者將可對同一位資深影人的訪談內容

進行比對。此外，對同一「機構」的不同訪談對象，也可藉由比對其訪談內

容而對該「機構」有更清楚的瞭解。為了盡量存具，這本口述歷史訪問稿盡

量不予以修飾、刪節，但因為所有訪問稿都曾寄給當事人過目，部分當事人曾

加以潤飾、修正、甚至重寫，因此文字稿與訪問錄音(影)帶將有差異。當

有此現象發生時，訪問稿會特別註明，以利讀者辨識、暸解。此地特別感謝所

有的受訪者，他們的耐心協助與訂正錯誤使得這本書得以以最令人滿意的面貌

出現在大家面前，再次謝謝。

這次口述歷史的訪問工作是由本人與王慰慈女士分工進行。第一年的助理

王美齡小姐與第二、三年的助理吳岳修先生則負責初訪、膳稿、修改、聯絡、

定稿等工作。他們是最辛苦的助理，尤其是吳岳修，每篇稿子均經過三修以

上，實在是太辛苦了!在此特別感謝他。

而今，這些訪談資料經過三年紀錄、整理的成果，就主現在大家面前，希

望能為台灣紀錄片(甚至台灣電影)研究貢獻一些基礎力量。雖然文稿已經

一再校對、訂正，但由於人力有限，疏忽、遺漏、甚至錯誤之處仍在所難免，

敬請專家學者不吝指正，當在可能的情況下予以補正。這次紀錄片資深影人口

述歷史之整理工作，如前所述，除本人外，必須感謝王慰慈女士、王美齡小

姐、吳岳修先生共同參與;此外，也要謝謝張秦芸小姐的行政支援與葉高美小

姐的美術編輯。在報酬微薄、工作辛苦的情況下，他(她)們任勞任怨地把

這本選集整理得十分豐宮、充實。非常謝謝他(她)們和我一起完成一件很

有意義的工作。最後，還要感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鼎力支持，以及國家

電影資料館黃建業館長的信住與支持。文建會這幾年來對台灣紀錄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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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紀錄片不論在製作、放映、教育推廣方面都異常蓬勃，儼然有一股新文化

運動的氣勢，非常值得讚佩。國家電影資料館在電影片蒐集、保存、復原、研

究、推廣，以及紀錄片資料蒐集、整理的工作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對台灣電

影文化與歷史而言，功德無量。僅藉此機會表達個人的敬意與謝意。

李道明

200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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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l 紀錄片的共同記憶

闢於成聾的背景

口述的目的是為了記錄一個族群的共同記憶。所謂共同記憶，是指我們生

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地方、同一個社會、同一個政治圓的影響之下，大家所

形成的共同經驗。台灣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針對重大歷史事件、各種不同

行業、或個人生命史作口述記錄的行動;就達國家電影資料館都已著手整理劇

情片老影人的口述十年之久，唯獨我們對早期新聞片和紀錄片的工作環境和柏

闊的發展歷史所知甚少，有關紀錄片方面的歷史整理工作更是乏人問津。

有鑑於此，文建會與電影資料館乃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結眾了主持人一

李道明、盧非易、張昌彥、以及我接下了這份為時三年的浩大工程。這份研究

計畫內容含蓋日據時代以來至今紀錄片和新聞影片的片目整理、老影人口述訪

談、文獻收集與編彙、以及網路資料庫的建立，以供保存、研究或影像的再利

用。

關於訪間內容的設定與目的

為了暸解紀錄片與新聞片影人全面的記憶，我以影人成長背景、工作經驗

與理念、當時的社會資源與變遷、行政與經濟面的狀況、工作環境、以及器材

與技術的配合程度等等;由外在社會的大環境到內部工作的運作(前宜、拍

攝、後製)和影人的思想形成與影響，為我主要蒐集的內容，這都是我們建立

歷史面貌之下所依循的 「 問題意識」 。希望透過訪談內容的設定與技巧能有

系統的勾勒出過去曾存在過上一代人活生生的歷史經驗。它的重要性，在於顛

覆官方及學院式的傳統歷史經驗，鮮i舌地記錄了由本土以及基層人士所形成的

影像工作記憶。它珍貴的地方是透過回憶與反思，為台灣電影口述史留下許多

在文獻上完全尋找不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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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於對象的挑選

關於口述對象的選定，第一我們以早期參與十六釐米新聞片拍攝的決策

者、行政企劃、編導、攝影師、錄音師為訪問對象。這一批曾經在中國電影製

片廠和台灣電影製片廠立下汗馬功勞的影人，我們共訪問了十五位者老，對台

灣新聞片在早期戒嚴體制下如何運作拍攝和放映工作、機器設備之自我研發、

紀錄片萌芽過程等史料有初步的暸解。七0年代以《芬芳寶島》為首，它是

台灣早期開始脫離新聞片影子的專題系列紀錄片，透過這段歷史的建立，使我

們對當時紀錄片如何製作、電視台和投資者以及拍攝者之間的操作狀況如何運

作有了詳細的記載。當初參與的工作人員有十多人，但我們的口述訪問只找到

六、 4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影人。新聞局主要訪談對象是以拍攝紀錄片為導向的視

聽處之成員為主，他們素來以宣傳台灣各項政績成就為主題，是少數我國駐外

單位拍攝十六釐米紀錄片的機構，在歷史上曾扮演著重要的地位。

隨著政局和社會的變逞， <<印象之旅》、《百工圖》電視紀錄片系列

和個人紀錄片工作者是顛覆傳統紀錄片發展史中重要的轉折點。口述訪談中著

重於美學觀念的形成與影響、主題與拍攝對萃的選擇，製作者與電視台機構的

互動關條。戒嚴前後，紀錄片和新聞片的拍攝對象與內容，由紀錄在位的帝王

君臣漸漸轉移到傾聽一般人民的聲音。這期間作者如何尋求突破傳統、如何詮

釋真實的再現、如何建立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主動關條、如何以影像關懷

邊緯弱勢的聲音。藉由不同的題材，有關心原住民式社區族群的民族誌紀錄

片、有以紀錄片進行闊懷本土的全民影像紀錄運動、有以記錄台灣動物為議題

的生態紀錄片等等，都在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史上扮演不可缺席的角色;也記錄

了台灣文化、社會、歷史、政治、族群變i蠱、生態演變的軌跡，這些都具實的

反映了紀錄台灣歷史的過程中，不可磨滅的經驗。

闢於口述進行的方法

訪談的程序基本上是先由助理進行尋找者老、以錄音機做簡單的初訪後、

再連同可蒐集之文字資料與初訪訪稿，整理出受訪者基本資料，再交由主持人

擬定正式的訪問題目。主持人針對主題進行約兩小時的訪談，除了預先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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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外，我們有詐多隨機式的問題都是在談話中才被引發出來，因此有些口述

訪問在凝吾吾更好的主動關條下，顯得特別生動活潑。助理負責以卡帶錄音，同

時聘請專業攝影師一人同時進行錄影 (Betacam) 。為了使受訪者的外在干預

達到最小程度，基本上以不超過三人為一個工作小組;訪問地點也以受訪者熟

悉的地點為主，大半選擇在他們的住家或工作室，少部分以電影資料館為採訪

地點。

闢於口述資料的整理

文字整理是最為艱鉅的工作。第一個步驟是請工讀生先作逐字的聽稿與打

字工作;第二步輯是由助理再核聽一次，進行)11頁稿以確定完整性;第三步驟經

由訪問者略微修改精簡並確認無誤，最後以達到閱讀便利為目的;第四步驟再

請受訪者過目做最後修訂和定稿的工作，並同時接訂文字發行之授權書。

在這部分我們出現兩個狀況。一是受訪者常常為求好心切，而大大修飾受

訪的內容;這其中並不牽涉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只是經過文字整理出來的受訪

內容與錄影帶中所保存之內容有許多出入。在這點上我們尊重受訪者的意見，

但在口述文稿中特別備註此種狀況，以避免未來有一天受訪錄影帶的被引用

時，發生誤差，造成困擾。不過在此也要說明，有關口述影像的未來使用，電

影資料館一定也會微求受訪者同意。

二是我理解一篇的口述史料除了需要有受訪者的主觀論述外，最好加上訪

問者的說明資料(按語) ，讓讀者能瞭解更多當時的社會背景或受訪者個人

的背景，為讀者閉關一扇窗，以突破口述歷史在訪談中的侷限性。萃竟口述歷

史是個人選擇性的記憶，它欠缺整體性與可能過分主觀的問題，期待透過這一

點一點的累積主現出歷史的面貌;但是由於時間和分工的壓力，我們做得並不

完美。出版在即，這是我個人深深引以為憾的地方。

由衷的謝軍

在此除了感謝文建會和電影資料館的支持與協助，更要感謝所有受訪者參

與，由初訪、拍攝訪問、核稿、定稿，一路上陪同我們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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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實質上的回饋，在此我們謹以此套書獻上最高的敬意與謝

意。其次感謝淡江大傳系的校友擔住口述助理的吳岳修、行政助理的張秦芸、

美編葉高美，以及三年來大量系上學弟學妹參與膳稿、校稿、影片和片目的蒐

集與整理;若沒有你們熱誠的奉獻，願意不計酬勞辛苦工作，這份龐大的計畫

是不可能完成的。

羅納﹒葛瑞勒在《口述歷史的藝術》說過，龐大的口述記述中，所有的

採訪都是經過無可避免的選擇。所有歷史的記錄也的確經過挑選，而挑選的基

礎是為了主現我們當代的記憶，使其再創過去曾被忽視的人的歷史。這套口述

文集之後，另一個深感遺憾的是礙於經費和時間的有限，我們無法記錄九0年

代之後，紀錄片在台灣本土蓬勃的現家;同時除了紀錄片前線的工作者外，我

們無法令蓋許多影響和推廣紀錄片的人與機構;也無法記錄大量女性工作者投

入這一行業的脈動，這些都是十分具有意義的對象，在進行口述歷史整建中我

們無法一一打畫，只得在有限的資源裡做不得已的選擇。如有任何的疏漏，在

此由衷期待將來有機會、也有有心人繼續完成這未了的任務，為《紀錄台灣》

而盡力。

王慰慈

2000 年 6 月

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