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1、進入圖像化時代，請問兩位認為影像對現代人帶來哪些影響？

影像有一種鏡像功能，讓大家看見自己。所有悲歡離合的故

事，你看了深受感動，是因為很多情節投射，讓你感同身受，

不知不覺投入作品情境，或認同影中角色，因而產生很多悲喜共鳴的

情懷，所以影像也扮演著情緒的引導功能。

現代人看影音的量變多，關鍵就是觀影平台和設備變多了。不管

是用手機、平板，在家就能享受各國影片，這種方便的觀賞閱讀，讓

過去要到電影院才能享受聲光娛樂的儀式感和參與感慢慢被稀釋，觀

影變成非常私密的個人行為。但影像的大量氾濫和快速消費，也讓我

們對影像的震撼感覺少了許多。

攝影是時代的產物，藝術家走在時代前沿，以別具慧眼的觀

察力，把不同時代的影像記錄下來，留給我們很多可以解讀

的作品。藝術家是說故事的人，怎麼用影像說故事，是藝術家各擅勝

場的本事。

臺灣其實很早就進入影像時代，從以前的攝影、廣告，到現在人

手一機、拍照 App 普及，人人都是攝影師。就像藝術家用攝影記錄時

代，每個人拍照也都有自己的目的，不管是蒐集家庭記憶、紀錄生活

片刻，或留下某個記憶節點，當有這麼多影像，時代的記錄也就越來

越多。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可以用各種擬造方式改造影像本身，有時

也會讓我們不太能確定這張影像是真實或虛假。

藉由影音延伸文字感知

在影像當道的年代，1 張照片或者 1 段影音，往往可以勝過千言萬語。本

期邀請兩位國家級影視中心專家─藍祖蔚與蔡昭儀，將從影像平面與動

態 2 種不同特性出發，剖析影像在現代生活中的動人魅力。

撰文╱陳怡如　攝影╱劉德媛、林宜賢

圖片╱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5 題問答  讓你理解
影像在生活中的角色

 藍祖蔚─國家電影及視聽

文化中心董事長

擔任過台北電影節、金鐘獎、

金馬獎等評審，是國內知名的

資深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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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相對於文字，若以影像作為學習媒介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影像有模仿和擬真的功能，用在教學上最方便，有精準示

範的效果。比如看了很多教學書，不如直接拍一部影片告

訴你，該如何操作這些新知識、新學問和新技術，避免文字上的

誤解。

影像的另一個功能是濃縮。讀一本書需要較長時間，但一部

電影可以讓人把《紅樓夢》在 2 個小時內看完，在具象式的引導

下，省去閱讀上的繁瑣，這也是文字和影像的差異。閱讀文字必

須根據文字的美學、線索，再加上自己的經驗，去感受和想像內容；

但影像直接告訴你答案，《紅樓夢》的世界就長這個樣子，提供

一個具體的版本，雖然是濃縮版本，卻讓你很容易進入和認同。

文字閱讀是一種時間連續的過程，需要腦部理解，經由思

考變成敘事性的邏輯。但影像不同，以人的五感來說，視

覺具有先決性，能快速產生第一印象，每個人都依靠眼睛接收訊

息，再觸發其他感覺，影像本身就有這樣的力量。

所以當你看到照片，可能 1秒鐘就能感受到裡面的時代氛圍，

或決定性瞬間所帶來的奇妙感受。我認為影像比文字更具有衝擊

性、影響力，和觸發想像力的功能。比起動態影像，平面影像更

具有想像的開放性，因為所有故事都凝結在一個特殊時刻和節點

裡，每個人都能有不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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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相對於文字，若以影像作為學習媒介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影像有模仿和擬真的功能，用在教學上最方便，有精準示

範的效果。比如看了很多教學書，不如直接拍一部影片告

訴你，該如何操作這些新知識、新學問和新技術，避免文字上的

誤解。

影像的另一個功能是濃縮。讀一本書需要較長時間，但一部

電影可以讓人把《紅樓夢》在 2 個小時內看完，在具象式的引導

下，省去閱讀上的繁瑣，這也是文字和影像的差異。閱讀文字必

須根據文字的美學、線索，再加上自己的經驗，去感受和想像內容；

但影像直接告訴你答案，《紅樓夢》的世界就長這個樣子，提供

一個具體的版本，雖然是濃縮版本，卻讓你很容易進入和認同。

文字閱讀是一種時間連續的過程，需要腦部理解，經由思

考變成敘事性的邏輯。但影像不同，以人的五感來說，視

覺具有先決性，能快速產生第一印象，每個人都依靠眼睛接收訊

息，再觸發其他感覺，影像本身就有這樣的力量。

所以當你看到照片，可能 1秒鐘就能感受到裡面的時代氛圍，

或決定性瞬間所帶來的奇妙感受。我認為影像比文字更具有衝擊

性、影響力，和觸發想像力的功能。比起動態影像，平面影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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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每個人都能有不同詮釋。

5
2
43

1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典藏了 1 萬 8 千多部臺灣

電影。

影視聽名人堂活動，邀請

各界名人共襄盛舉。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2

樓常設展展示影像修復成

果。

《阿拉伯花飾＋三面鏡》

電影音樂會。

辦理露天電影與音樂會，

讓民眾以輕鬆的方式認識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1.

2.

3.

4.

5.

 蔡昭儀─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籌備小組召集人

1999 年開始進入國立臺灣美術館

任職，現為研究發展組組長。

9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P008-011-22TD2269.indd   9 2022/10/28   20:16



Q3、「策展」是很重要的推廣方式之一，相比欣

賞單一的影像作品，舉辦電影展或攝影展能為觀

眾帶來何種收穫？

影展扮演著介紹、導航，帶領觀眾認識新

導演、新作品、新風格、新趨勢的角色。

綜合性的影展就像自助餐，給你很多豐富菜

色，有很多不同大師組合，觀眾各取所需；主題

型的影展只聚焦在某一議題，如和平影展、女性

影展、同志影展等，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人可以

一次得到更多資訊。當觀眾在這個影展上看到他

所需要的，或是所不知道的細節時，也許將來對

其他的影像作品，就會有更多好奇。

最近我們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官網的線

上藝廊中，策劃了「翻開嘉南大圳寫真

帖」的攝影展，展出嘉南大圳如何從無到有的過

程。當時的拍攝者可能覺得只是工程記錄，但在

展覽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建築工法、水利技

術的演進、過去山川地景的樣態，很多面向都非

常具有研究價值。我們還特別請來對水利了解的

策展人和研究學者進行考據，撰寫文字說明。所

以觀眾在瀏覽展覽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更加完

整、有經過整理、有敘事內容的影像，以更直觀

閱讀的方式，了解不同時代的狀況和全貌。

Q4、身為國家級的影像中心，館方擁有哪些資源

可供民眾使用？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就是一座記憶基

地，館藏有 1萬 8 千部臺灣電影，每年策

劃 4到 6 次展覽，讓大家認識昔日的臺灣，才能

更加體會與珍惜今日的我們。

比如舉辦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影展，介紹

1920 到 1940 年代對臺灣文明產生震盪的國內外

影片；也辦過武俠影展，講述臺灣這個獨特類型

的影視作品；還有李行導演紀念影展、臺灣新電

影四十年回顧展等。

我們另一個任務是修復經典電影，2022 年

最大的成績是修復《少年吔，安啦！》，讓經典

作品得到活化和新生的可能。透過在館場裡舉辦

電影放映，讓新世代的影迷也能傳承薪火，目前

已修復 80 部電影，還有 400 部已數位化。臺灣

的經典，臺灣人應該有所認知，「君自臺灣來，

應知臺灣事；身為臺灣人，應看臺灣片。」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以記錄臺灣歷史和攝

影史的角度，典藏許多老照片，目前館

藏有 1萬 2 千 7 百多個組件，共 4萬多張數位化

影像。最早，從 19 世紀西方探險家來臺拍攝的

影像，到日治時期的影像，再到當代的攝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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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們的館藏範圍。

我們的館藏品，和其他博物館館藏照片所扮

演的角色有些不一樣，這些照片既是文獻檔案，

也是藝術作品。除了官網的線上藝廊會策劃不同

主題的攝影展，其他照片則能在官網的典藏專區，

輸入關鍵字搜尋。

Q5、臺灣還有哪些館所也提供影像資源？民眾可

以到哪些場域累積影像相關的養分？

臺灣各地都有影像教育或影展活動，像是

高雄市電影館、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

還有各地的電影節等，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源。

對影像有興趣的人，現在是最幸福也是最不

幸的年代。幸福的是，在 Netflix 上可以看到很

多電影，透過 YouTube 也能在比較沒有經濟負擔

的創作體制下練劍，這些平台提供了影像創作者

實現夢想的機會。不幸的是，現在也是資訊爆炸

的年代，你隨時都可以發表作品，得到成名機會，

但在浩瀚片海中，也有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被人看

見。不過唯有試過才知道，自己和現實市場的落

差有多大，還需要多少努力，這都是好事。

臺灣每座博物館都有很多老照片館藏，

對特定主題有興趣的人可以多加利用。

我常覺得即便是素人創作者，也有令人驚豔的創

意，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存在，就是讓大家提升影

像美學素養的場所，當我們看了這麼多的影像

後，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切入方式，找到自己

的美感，建構更深層的視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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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

4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典藏許多珍貴的影像資產，也能

作為文獻檔案之用。

影視聽中心 TIDF 系列活動《奧利佛》放映暨連線座

談會，邀請導演尼克．迪奧坎波與會分享。 

透過策展，讓民眾看到更加完整、有經過整理編排

的影像作品。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婉風流轉時：影像靈光與文學

跨域閱讀」特展。

策展人親自向民眾導覽解說展間作品。

攝影台灣紀錄片特映會活動現場。

「鏡像．映像：80 後的臺灣藝術」展覽座談現場，

民眾與創作者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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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策展」是很重要的推廣方式之一，相比欣

賞單一的影像作品，舉辦電影展或攝影展能為觀

眾帶來何種收穫？

影展扮演著介紹、導航，帶領觀眾認識新

導演、新作品、新風格、新趨勢的角色。

綜合性的影展就像自助餐，給你很多豐富菜

色，有很多不同大師組合，觀眾各取所需；主題

型的影展只聚焦在某一議題，如和平影展、女性

影展、同志影展等，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人可以

一次得到更多資訊。當觀眾在這個影展上看到他

所需要的，或是所不知道的細節時，也許將來對

其他的影像作品，就會有更多好奇。

最近我們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官網的線

上藝廊中，策劃了「翻開嘉南大圳寫真

帖」的攝影展，展出嘉南大圳如何從無到有的過

程。當時的拍攝者可能覺得只是工程記錄，但在

展覽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建築工法、水利技

術的演進、過去山川地景的樣態，很多面向都非

常具有研究價值。我們還特別請來對水利了解的

策展人和研究學者進行考據，撰寫文字說明。所

以觀眾在瀏覽展覽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更加完

整、有經過整理、有敘事內容的影像，以更直觀

閱讀的方式，了解不同時代的狀況和全貌。

Q4、身為國家級的影像中心，館方擁有哪些資源

可供民眾使用？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就是一座記憶基

地，館藏有 1萬 8 千部臺灣電影，每年策

劃 4到 6 次展覽，讓大家認識昔日的臺灣，才能

更加體會與珍惜今日的我們。

比如舉辦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紀念影展，介紹

1920 到 1940 年代對臺灣文明產生震盪的國內外

影片；也辦過武俠影展，講述臺灣這個獨特類型

的影視作品；還有李行導演紀念影展、臺灣新電

影四十年回顧展等。

我們另一個任務是修復經典電影，2022 年

最大的成績是修復《少年吔，安啦！》，讓經典

作品得到活化和新生的可能。透過在館場裡舉辦

電影放映，讓新世代的影迷也能傳承薪火，目前

已修復 80 部電影，還有 400 部已數位化。臺灣

的經典，臺灣人應該有所認知，「君自臺灣來，

應知臺灣事；身為臺灣人，應看臺灣片。」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以記錄臺灣歷史和攝

影史的角度，典藏許多老照片，目前館

藏有 1萬 2 千 7 百多個組件，共 4萬多張數位化

影像。最早，從 19 世紀西方探險家來臺拍攝的

影像，到日治時期的影像，再到當代的攝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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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們的館藏範圍。

我們的館藏品，和其他博物館館藏照片所扮

演的角色有些不一樣，這些照片既是文獻檔案，

也是藝術作品。除了官網的線上藝廊會策劃不同

主題的攝影展，其他照片則能在官網的典藏專區，

輸入關鍵字搜尋。

Q5、臺灣還有哪些館所也提供影像資源？民眾可

以到哪些場域累積影像相關的養分？

臺灣各地都有影像教育或影展活動，像是

高雄市電影館、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

還有各地的電影節等，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源。

對影像有興趣的人，現在是最幸福也是最不

幸的年代。幸福的是，在 Netflix 上可以看到很

多電影，透過 YouTube 也能在比較沒有經濟負擔

的創作體制下練劍，這些平台提供了影像創作者

實現夢想的機會。不幸的是，現在也是資訊爆炸

的年代，你隨時都可以發表作品，得到成名機會，

但在浩瀚片海中，也有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被人看

見。不過唯有試過才知道，自己和現實市場的落

差有多大，還需要多少努力，這都是好事。

臺灣每座博物館都有很多老照片館藏，

對特定主題有興趣的人可以多加利用。

我常覺得即便是素人創作者，也有令人驚豔的創

意，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存在，就是讓大家提升影

像美學素養的場所，當我們看了這麼多的影像

後，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切入方式，找到自己

的美感，建構更深層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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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典藏許多珍貴的影像資產，也能

作為文獻檔案之用。

影視聽中心 TIDF 系列活動《奧利佛》放映暨連線座

談會，邀請導演尼克．迪奧坎波與會分享。 

透過策展，讓民眾看到更加完整、有經過整理編排

的影像作品。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婉風流轉時：影像靈光與文學

跨域閱讀」特展。

策展人親自向民眾導覽解說展間作品。

攝影台灣紀錄片特映會活動現場。

「鏡像．映像：80 後的臺灣藝術」展覽座談現場，

民眾與創作者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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