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影
像
力
：
自
立
報
系1985–1994

攝
影

專
題
﹂
計
畫
以
文
獻
展
呈
現
，
包
含
四
部

分
：
實
體
報
紙
版
面
與3

支
綠
色
小
組
拍
攝

影
片
、
攝
影
專
題
數
位
版
面
查
詢
、
主
題
攝

影
書
籍
展
示
，
以
及
在
展
期
間
舉
辦
專
題
座

談
活
動
。

　

文
獻
展
延
伸
自
︽
現
代
美
術
︾
季
刊

︵207

期
︶，
專
訪
當
時
自
立
晚
報
﹁
視
覺

出
擊
﹂
版
主
編
周
本
驥
與
攝
影
組
主
任
劉

振
祥
，
於1988

至1994

年
間
在
自
立
報
系

︵
以
下
簡
稱
︽
自
立
︾
︶
策
劃
許
多
的
攝
影

專
題
，
以
及
攝
影
家
許
伯
鑫
所
收
藏
少
部

分
︽
自
立
︾
攝
影
專
題
實
體
報
紙
。
進
一
步

調
查
︽
自
立
︾
攝
影
專
題
相
關
的
版
面
後
，

以1985

年1

月
推
出
的
︿
攝
影
月
報
﹀
為
起

點
，
到1994

年
中
報
業
經
營
權
轉
移
，
幾
乎

再
查
找
不
到
相
關
攝
影
版
面
為
研
究
範
圍
，

從600

餘
張
的
攝
影
版
面
採
樣
擇
選
出
部
分

展
呈
。
這
些
全
版
報
紙
以
多
達7

至8

張
的

圖
片
，
呈
現
各
種
不
同
面
向
的
主
題
，
再
輔

以
文
學
性
︵
散
文
、
詩
︶
或
報
導
性
的
說
明

文
字
，
經
由
設
計
將
主
標
放
大
、
並
使
用
美

術
性
的
字
體
或
佐
以
插
畫
手
稿
，
靈
活
的

編
排
下
，
成
為
視
覺
性
強
又
吸
睛
的
版
面
。

　

藉
由
這
批
素
材
可
觀
察
台
灣
攝
影
歷
史
的

部
分
變
貌
。
自
七○

年
代
以
降
，
順
應
紙
本

刊
物
與
報
導
文
學
逐
漸
興
起
，
過
去
以
業
餘

日五十月十至日六月五年三二〇二元西

團
體
為
主
的
攝
影
創
作
，
加
入
了
許
多
在
媒

體
工
作
的
攝
影
記
者
，
因
專
題
報
導
而
搭
配

的
影
像
圖
片
，
它
們
在
現
實
意
義
之
外
，
也

可
能
深
具
美
學
性
與
創
作
主
體
性
。
隨
著
報

導
攝
影
的
逐
漸
紮
根
，
到
了
八○

年
代
，
街

頭
成
為
追
求
民
主
化
與
各
種
社
會
運
動
的
戰

場
，
不
僅
吸
引
攝
影
工
作
者
投
入
，
許
多
關

懷
社
會
與
黨
外
運
動
的
媒
體
也
善
用
影
像
的

力
量
，
開
闢
更
多
的
影
像
版
面
。
八○

年
代

中
期
，
自
立
晚
報
不
僅
逐
漸
重
視
攝
影
，
也

關
注
新
聞
攝
影
的
議
題
，
及
至1988

年
報

禁
解
除
，
媒
體
進
入
新
一
輪
的
群
雄
競
爭
時

代
，
原
先
只
有
︽
自
立
晚
報
︾
的
自
立
報
系

於
同
年
一
月
創
立
︽
自
立
早
報
︾︵1988–

1999

︶
。
延
續
對
攝
影
的
關
懷
，
在
創
立
當

日
宣
布
舉
辦
報
禁
開
放
後
的
第
一
個
﹁
台
灣

年
度
最
佳
新
聞
攝
影
奬
﹂，
吸
引
許
多
業
餘

與
專
業
攝
影
者
參
加
比
賽
，
激
勵
報
導
攝
影

者
的
水
準
提
昇
。

　

回
望
這
個
以
十
年
為
範
疇
、
以
﹁
自
立
報

系
﹂
為
平
台
的
場
域
裡
，
有
許
多
重
要
的
攝

影
評
論
者
、
記
者
與
自
由
工
作
者
參
與
其

中
，
並
且
以
自
立
報
系
版
面
作
為
首
次
發
表

的
場
域
。
包
括
：
莊
靈
、
王
信
、
張
照
堂
、

阮
義
忠
、
謝
春
德
、
梁
正
居
、
林
柏
樑
、
關

曉
榮
、
郭
力
昕
、
吳
嘉
寶
、
劉
還
月
、
張
蒼

松
、
李
文
吉
、
劉
振
祥
、
潘
小
俠
、
許
伯
鑫
、

　

為
了
要
重
新
回
顧
一
些
新
聞
類
型
的
大
事
件
，
攝
影
組
會
整
理
、

梳
理
、
匯
集
新
聞
中
所
提
到
的
相
關
圖
片
，
給
美
術
編
輯
去
設
計
版

面
。
並
將
它
們
重
新
包
裝
成
以
圖
片
故
事
報
導
的
形
式
，
再
加
以
一

些
評
論
性
的
文
字
來
重
新
敘
述
這
個
事
件
的
發
展
。

　

此
外
，
如
果
某
個
專
題
可
以
繼
續
發
展
，
記
者
就
會
利
用
休
假
時

間
進
行
追
蹤
、
拍
攝
，
去
深
入
探
索
它
。

　

台
灣
早
期
抗
爭
時
，
大
部
分
寫
個
字
舉
在
路
上
走
，
但1988

年
周

逸
昌
和
王
墨
林
在
蘭
嶼
的
﹁
行
動
劇
場1988

﹂︽
驅
逐
蘭
嶼
的
惡
靈
︾

演
出
，
卻
利
用
大
偶
作
為
社
會
運
動
的
主
視
覺
，
而
大
偶
的
形
象
源

自
於
台
灣
傳
統
廟
會
文
化
裡
的
神
將
形
象
，
議
題
透
過
形
象
與
視
覺

化
，
有
效
地
呈
現
了
抗
爭
的
視
覺
力
度
，
使
得
媒
體
報
導
和
抗
爭
更

聚
焦
且
有
影
響
力
。

　

1988

年
的520
農
民
運
動
是
近
年
來
最
完
整
的
跨
界
參
與
活
動
，

社
會
運
動
人
士
、
中
研
院
學
者
、
視
覺
藝
術
家
、
電
影
導
演
、
劇
場

創
作
者
、
裝
置
藝
術
家
、
攝
影
家
等
不
同
界
別
的
藝
文
工
作
者
，

都
以520

農
民
運
動
為
論
壇
或
創
作
題
材
，
共
同
展
開
跨
界
合
作
。

1989

年
耕
莘
文
教
院
的
﹁
武
．
貳
．
凌
﹂
劇
作
，
就
是
小
劇
場
工
作

者
對520

運
動
的
回
應
表
達
，
當
晚
演
出
有
事
先
的
宣
傳
，
許
多
關

注520

農
民
議
題
的
非
劇
場
觀
眾
也
前
來
觀
賞
。
劇
中
演
出
者
裝
扮

警
察
衝
進
來
拘
押
演
員
，
觀
眾
以
為
真
的
有
警
察
衝
進
來
，
就
與
劇

場
警
察
對
抗
，
形
成
一
股
強
烈
的
張
力
。

　

新
聞
記
者
們
在1980

年
代
將
相
機
對
準
街
頭
，
捕
捉
大
眾
參
與

的
像
是
老
立
委
的
退
職
、
反
核
、
學
運
以
及
工
運
等
政
治
與
社
會
運

動
。
他
們
用
鏡
頭
記
錄
下
台
灣
民
眾
抗
爭
的
勇
氣
和
信
念
，
讓
這

段
時
間
的
歷
史
得
以
永
久
保
存
。
自
立
報
系
攝
影
版
面
在1985
至

1994

年
間
，
也
提
供
紀
實
攝
影
家
一
個
發
表
作
品
的
平
台
，
這
幾
年

間
的
作
品
展
示
出
台
灣
正
在
經
歷
民
主
化
轉
變
的
種
種
變
貌
，
邀
請

觀
影
者
回
憶
自
己
曾
經
經
歷
過
或
來
不
及
參
與
的
時
代
。

關
於
　
　
　
　

 1985–1994

　 

自
立
報
系

　
攝
影
版
面

◎
 

劉
振
祥

　

歷
經
長
達
三
十
八
年
的
戒
嚴
時
期
，
台
灣
的
報
紙
媒
體
以
及
電
視

台
的
播
放
內
容
無
不
受
到
嚴
格
限
制
。
主
要
報
紙
僅
有
三
大
張
、

十
二
個
版
面
；
電
視
台
的
﹁
台
語
﹂
播
放
時
段
受
限
，
也
僅
能
播
放

半
個
小
時
或
一
小
時
，
極
為
珍
稀
。1987

年
政
府
解
除
戒
嚴
後
，
報

禁
鬆
綁
，
報
紙
張
數
和
版
面
不
再
受
限
，
台
灣
報
業
也
經
歷
一
段
輝

煌
的
時
期
。

　

1985

年
退
伍
後
，
透
過
朋
友
的
介
紹
，
我
開
始
為
楊
德
昌
、
侯
孝

賢
等
導
演
拍
攝
劇
照
，
並
且
與
雲
門
合
作
，
認
識
了
許
多
藝
術
和
表

演
領
域
的
朋
友
。1986

年
，
進
入
︽
時
報
新
聞
週
刊
︾
攝
影
組
，
在

解
嚴
前
後
，
每
天
都
有
不
同
的
抗
議
遊
行
，
各
家
攝
影
記
者
爭
相
在

街
頭
做
報
導
。1988

年
，
我
加
入
了
自
立
報
系
，
擔
任
︽
台
北
人
︾

月
刊
攝
影
主
編
，
後
來
又
擔
任
︽
自
立
早
報
︾
的
攝
影
主
任
。

　

1980

年
代
，
許
多
攝
影
記
者
都
是
藉
由
對
攝
影
的
熱
愛
而
進
入
新

聞
媒
體
，
因
此
他
們
對
新
聞
的
理
解
方
式
並
不
同
於
新
聞
科
班
出
身

的
記
者
，
經
常
會
有
自
己
所
想
拍
攝
的
題
材
，
把
新
聞
內
容
的
多
元

化
和
豐
富
性
都
拉
開
來
，
呈
現
百
家
爭
鳴
的
榮
景
。

　

只
是
，
上
報
紙
的
影
像
邏
輯
以
配
合
文
字
為
主
，
圖
片
數
量
難
免

有
所
限
制
。
在
這
狀
況
下
，
特
別
是
廣
告
版
面
較
少
的
週
日
，
︽
自

立
晚
報
︾
與
︽
自
立
早
報
︾
俱
推
出
以
圖
片
為
主
的
版
面
。

版文中

▲
 1990

年
，
反
軍
人
干
政
遊
行
，
劉
振
祥
攝
影

▼
 1989

年
，
聲
援520

耕
莘
劇
展
，
劉
振
祥
攝
影

觀
景
窗
背
後
的

　
多
元
觀
點
與
人
文
關
懷

◎
 

余
思
穎

何
經
泰
、
謝
三
泰
、
曾
文
邦
、
吳
耀
坤
、
陳

輝
龍
、
林
添
福
、
賴
春
標
、
周
慶
輝
、
蔡
文

祥
、
蔡
明
德
、
葉
清
芳
、
侯
聰
慧
、
郭
娟
秋

等
；
與
拍
攝
紀
錄
片
的
綠
色
小
組
。

　

藉
由
這
批
材
料
，
得
以
讓
我
們
一
窺
台
灣

1980

年
代
對
於
﹁
攝
影
﹂，
尤
其
是
報
導
攝

影
的
看
法
，
透
過
攝
影
工
作
者
發
表
的
﹁
攝

影
專
題
﹂，
不
僅
能
夠
瞭
解
他
們
的
攝
影
實

踐
，
也
可
看
見
當
時
他
們
共
同
關
注
許
多
社

會
議
題
下
、
所
呈
現
出
不
同
面
向
的
影
像
紀

錄
。
以
這
一
批
材
料
為
起
點
，
或
可
作
為
對

影
像
史
、
媒
體
副
刊
史
的
補
充
性
觀
察
，
並

提
出
一
些
關
鍵
重
點
，
包
括
：
對
台
灣
攝
影

發
展
的
自
覺
與
整
理
、
報
紙
媒
體
的
變
化
、

報
導
攝
影
主
題
與
所
映
現
的
時
代
、
風
格
美

學
等
。
透
過
當
時
報
導
攝
影
者
共
同
呈
現
的

時
代
影
像
，
並
不
僅
止
於
呈
現
材
料
的
意
義

與
重
點
，
也
期
待
喚
起
更
多
的
關
注
與
研

究
。

●

台
灣
攝
影
發
展
的
關
注

　

1985

年
前
後
，
可
以
說
是
台
灣
攝
影
史

意
識
浮
現
和
報
導
攝
影
新
里
程
的
年
代
，

例
如
：
行
政
院
文
建
會
︵
現
已
改
制
為
文
化

部
︶
曾
經
展
開
﹁
百
年
台
灣
攝
影
史
料
整
理

工
作
﹂
計
畫
；
︽
雄
獅
美
術
︾
刊
登
黃
明
川

的
攝
影
史
簡
論
，
並
於
隔
年
製
作
﹁
台
灣
本

土
攝
影
專
輯
﹂
；
同
年
，
陳
映
真
的
︽
人

間
︾
雜
誌
︵1985.11–1989.9

︶
創
刊
，
給

予
世
人
報
導
攝
影
的
新
視
野
。

　

自1985

年1

月
起
於
︽
自
立
晚
報
︾
所
開

闢
的
︿
攝
影
月
報
﹀
專
刊
︵
一
開
始
在
﹁
大

眾
生
活
﹂
版
，
後
來
轉
至
﹁
副
刊
﹂
︶，
在

當
時
副
刊
競
相
重
視
版
面
設
計
和
影
像
運
用

的
風
氣
之
下
，
不
僅
靈
活
地
運
用
攝
影
，
其

進
一
步
推
出
的
攝
影
專
刊
，
可
說
更
結
合
了

﹁
攝
影
史
的
意
識
﹂
與
﹁
對
新
聞
報
導
的
關

注
﹂
兩
大
面
向
。
❶
在
這
個
園
地
中
，
除
了

介
紹
國
際
攝
影
名
家
外
，
也
探
討
台
灣
攝
影

現
況
、
攝
影
家
及
作
品
、
攝
影
評
論
、
生
態

攝
影
、
攝
影
奬
項
、
攝
影
教
育
與
攝
影
倫
理

與
人
文
素
養
等
主
題
，
一
定
程
度
地
推
展
了

攝
影
風
氣
與
開
拓
攝
影
視
野
。
此
專
刊
在
劉

還
月
主
編
了13

期
之
後
，1987

年7

月
由

陳
輝
龍
接
手
主
編5

期
，
更
名
為
︿
映
象
月

報
﹀
。
除
了
攝
影
月
報
之
外
，︽
自
立
晚
報
︾

副
刊
還
曾
給
予
攝
影
相
當
大
幅
的
版
面
，
例

如
連
續
四
天
刊
登
張
照
堂
對
台
灣
攝
影
四
十

年
的
脈
絡
爬
梳
，
❷
也
刊
登
如
吳
嘉
寶
介
紹

彭
瑞
麟
❸
、
雷
驤
介
紹
張
才
❹
等
專
文
，
發

掘
、
報
導
台
灣
攝
影
的
先
驅
。        

●

報
刊
的
影
像
空
間
與 

　
報
紙
的
雜
誌
化

　

創
刊
於1947

年
的
︽
自
立
晚
報
︾，
在

1994

年
之
前
即
曾
經
過
數
度
的
停
刊
與
改

組
，
在
第
二
次
改
組
時
豎
立
了
﹁
無
黨
無

派
、
獨
立
經
營
﹂
的
原
則
，
但
是
最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是
在
吳
三
連
經
營
時
期
所
秉
持
的

﹁
客
觀
、
公
正
、
本
土
﹂
精
神
，
使
其
成
為
民

營
和
本
土
報
業
中
十
分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晚

報
，
並
在
戒
嚴
時
期
維
持
報
導
獨
立
風
格
。
❺
 

當
時
的
︽
自
立
晚
報
︾
副
刊
也
在
兩
大
報
的

夾
擊
之
下
，
發
展
自
身
兼
容
本
土
、
異
議
與

▲ 1987年，街頭攝影記者，劉振祥攝影

▲ 1991年4月19日，臺大校門口，許伯鑫攝影

▲ 1994年9月1日，立法院濟南路，許伯鑫攝影

▲ 1990年3月20日，士林夜市旁廣場，許伯鑫攝影

▲ 1989年，黑名單，劉振祥攝影

現
實
的
路
線
，
吸
引
了
許
多
文
化
界
人
士
，

在
此
發
表
各
種
較
為
自
由
主
義
思
想
的
言

論
。
❻
                                         ︵
下
頁
接
續
︶

❶
﹁
在
報
禁
解
除
之
前
，
只
有
︽
自
立
晚
報
︾
勉
強
維
持

一
個
﹃
攝
影
月
報
﹄
專
欄
，
算
是
報
紙
中
最
持
續
且
是
唯

一
的
視
覺
版
面
。
﹂
周
本
驥
︵
筆
名
﹁
周
平
﹂
︶，
︿
站

在
時
代
的
轉
捩
點
上
：
台
灣
年
度
最
佳
新
聞
攝
影
奬
的

意
義
﹀，
︽
自
立
早
報
︾，1990

年3

月1

日
︵
自
立
副

刊
︶
。

❷ 
張
照
堂
，
︿40

光
影
的
蹤
跡
與
告
白
：
台
灣
攝
影

四
十
年
﹀，︽
自
立
晚
報
︾，1985

年12

月3

日-6

日
︵
自

立
副
刊
︶
。

❸ 
吳
嘉
寶
，
︿
被
歷
史
遺
忘
的
台
灣
攝
影
先
驅
：
彭
瑞

麟
﹀，
︽
自
立
早
報
︾，1988

年2

月10

日
、11

日
︵
自

立
副
刊
︶
。

❹ 
雷
驤
，
︿
邈
遠
而
迫
近
的
都
會
紀
事
﹀，
︽
自
立
晚

報
︾，1988

年6

月4

日
︵
﹁
視
覺
出
擊
﹂
版
︶
。

❺ 
呂
東
熹
，
︽
政
媒
角
力
下
的
台
灣
報
業
︾︵
台
北
：
玉

山
社
︶，
頁29

。

❻ 
見
向
陽
所
撰
述
的
回
憶
。
吳
豐
山
等
人
合
著
，
︽
自

立
容
顏
︾︵
自
立
三
口
組
工
作
室
，2021

︶，
頁59-76

。

「
自
立
報
系1985–1994

攝
影
專
題
」
計
畫



兼
及
當
時
的
教
育
、
婦
運
與
媒
體
開
放
等
背

景
。四

、
副
刊
與
紙
媒
時
代
的 

　
　
攝
影—

載
體
的
意
義

　

第
四
場
講
題
為
﹁
副
刊
與
紙
媒
時
代
的
攝

影―

載
體
的
意
義
﹂，
從
攝
影
史
的
視
角
切

入
，
邀
請
︽
台
灣
攝
影
史
形
構
考
︾
作
者
、

攝
影
史
研
究
者
張
世
倫
主
講
，
並
請
攝
影
評

論
者
郭
力
昕
回
應
與
談
。

　

張
世
倫
延
續
其
﹁
紀
實
攝
影
的
變
貌
﹂
與

﹁
散
文
攝
影
﹂
等
台
灣
影
像
歷
程
之
深
度
見

解
，
再
次
探
討
自
立
報
系
對
攝
影
美
學
與
歷

史
的
影
響
。
而
郭
力
昕
則
曾
在
八
〇
年
代

多
次
擔
當
自
立
報
系
新
聞
攝
影
比
賽
評
審
、

也
曾
在
副
刊
與
﹁
映
象
月
報
﹂
發
表
評
論
文

字
，
可
從
歷
史
現
場
穿
梭
到
日
後
更
寬
闊
的

歷
史
視
野
，
予
以
重
新
評
價
。

　

因
此
本
場
將
以
︽
自
立
︾
為
起
點
，
觀
察

當
時
的
影
像
書
寫
在
副
刊
空
間
上
的
變
化
，

兼
論
影
像
版
面
的
意
義
，
探
討
當
時
副
刊
如

何
賦
予
影
像
發
表
空
間
，
及
其
對
台
灣
攝
影

史
產
生
的
意
義
。
同
時
也
將
延
伸
至
各
種
影

像
載
體
：
︽
人
間
︾
、
︽
台
北
人
︾
、
︽
大

自
然
︾
等
雜
誌
，
觀
察
八
〇
年
代
攝
影
書
籍

的
出
版
。

******

　

關
於
自
立
報
系
，
由
於
其
報
業
歷
程
之
特

殊
性
，
還
有
其
在
解
嚴
前
後
開
創
的
論
述
空

間
，
對
於
許
多
延
續
至
今
的
社
會
運
動
歷

程
、
批
判
思
想
與
本
土
意
識
，
都
仍
存
有
諸

多
探
討
的
可
能
性
。
報
刊
材
料
不
應
只
是
死

的
文
獻
，
此
一
講
座
聚
焦
在
攝
影
之
上
，
期

勉
成
為
一
個
重
新
認
識
攝
影
史
、
對
話
與
補

充
的
起
點
。

日五十月十至日六月五年三二〇二元西版文中

回
望
回
望

《
自
立
》

攝
影
史

◎
 

陳
佳
琦

　

八
〇
年
代
台
灣
的
攝
影
歷
史
，
有
一
個
大

家
肯
定
不
陌
生
的
面
向
，
就
是
紀
錄
各
種
政

治
抗
爭
與
社
會
運
動
歷
史
的
圖
像
。
而
擔
任

承
載
與
傳
播
此
類
圖
像
者
，
也
有
一
個
至
今

仍
讓
人
記
憶
猶
深
、
頗
具
份
量
的
媒
體⸺

自
立
報
系
。

　

戰
後
歷
史
悠
久
的
︽
自
立
晚
報
︾
與1988

年
創
刊
的
︽
自
立
早
報
︾，
在
八
〇
年
代
的

報
紙
副
刊
轉
型
時
期
，
肩
挑
了
與
兩
大
報
抗

衡
、
催
生
台
灣
文
學
思
潮
本
土
化
之
重
擔
。

過
去
在
文
學
與
傳
播
領
域
，
已
有
一
些
關
於

﹁
自
立
副
刊
﹂
文
化
重
要
性
之
探
討
，
但
在

攝
影
方
面
，
自
立
報
系
曾
經
做
過
與
攝
影
議

題
、
攝
影
史
、
攝
影
獎
的
相
關
推
動
，
卻
已

漸
被
遺
忘
、
甚
少
討
論
。

　

臺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這
次
在
圖
書
文
獻
中
心

推
出
的
﹁
影
像
力
：
自
立
報
系1985-1994

攝
影
專
題
﹂
文
獻
展
，
權
可
當
作
彌
補
這
一

塊
視
覺
材
料
的
探
索
起
點
。
本
展
以
﹁
自
立

報
系
的
攝
影
專
題
版
面
﹂
為
主
體
，
預
計
展

出
報
刊
文
獻
、
相
關
專
書
與
影
片
，
但
同
時

也
有
一
系
列
的
講
座
規
劃
，
計
畫
推
出
以
下

四
次
座
談
。

一
、
自
立
報
系
、
台
灣
攝
影

　
　
與
衝
撞
世
代
的
回
憶

　

第
一
場
以
﹁
自
立
報
系
、
台
灣
攝
影
與
衝

撞
世
代
的
回
憶
﹂
為
題
，
邀
請
三
位
前
︽
自

立
晚
報
︾
攝
影
記
者
：
謝
三
泰
、
許
伯
鑫
和

劉
振
祥
，
以
及
一
位
前
︽
自
立
晚
報
︾
文
字

記
者
彭
琳
淞
與
會
。
四
位
記
者
在
自
立
報
系

服
務
年
資
從
五
年
到
十
來
年
不
等
，
他
們
曾

經
是
活
躍
在
街
頭
的
攝
影
記
者
或
健
筆
如
喙

的
文
字
記
者
。

　

謝
三
泰
近
年
為
自
由
創
作
者
，
陸
續
出
版

︽
走
拍
台
灣
︾
、
︽
鹹
水
煙
︾
等
攝
影
集
，

還
有
紀
錄
六
四
天
安
門
學
運
與
綠
島
人
權
故

事
的
影
像
書
。
許
伯
鑫
現
為
影
像
工
作
者
，

拍
過
多
部
紀
錄
片
，
近
年
也
將
自
立
時
代
的

影
像
結
集
為
︽
衝
撞
世
代
︾
一
書
。
彭
琳
淞

近
年
致
力
於
研
究
台
灣
史
、
政
論
雜
誌
與
黨

外
民
主
運
動
的
歷
史
，
並
取
得
台
灣
史
博
士

學
位
。
劉
振
祥
為
知
名
攝
影
家
，
以
拍
攝
雲

門
舞
集
和
劇
場
表
演
而
為
人
熟
知
，
今
年
更

因
在
電
影
劇
照
的
成
就
獲
得
台
北
電
影
節
卓

越
貢
獻
獎
。

　

本
場
對
談
由
四
位
前
自
立
人
回
顧
過
去
在

自
立
工
作
的
經
歷
，
並
從
自
身
攝
影
與
創
作

工
作
回
望
當
年
報
系
所
給
予
攝
影
記
者
的
空

間
，
以
及
各
種
突
破
性
的
作
法
。

二
、
報
導
與
創
作
之
間—

　
　
攝
影
的
作
者
身
分
與 

　
　
多
重
面
貌

　

第
二
場
以
﹁
報
導
與
創
作
之
間⸺

攝
影

的
作
者
身
分
與
多
重
面
貌
﹂
為
題
，
此
講

座
與
﹁
勒
內
．
布
里
：
視
覺
爆
炸
﹂
展
覽
合

作
，
以
瑞
士
攝
影
家
勒
內
．
布
里
從
馬
格
蘭

新
聞
記
者
，
同
時
多
工
進
行
個
人
創
作
的
影

像
進
路
，
對
應
攝
影
師
的
多
重
身
分
與
台
灣

的
經
驗
。
本
場
邀
請
黃
子
明
、
周
慶
輝
與
劉

振
祥
三
位
兼
具
或
曾
任
攝
影
記
者
，
同
時
也

是
創
作
者
的
攝
影
家
與
談
。

　

黃
子
明
曾
為
自
立
報
系
記
者
，1988

年

起
任
職
︽
中
國
時
報
︾，
他
將
新
聞
的
敏
銳

與
關
懷
運
用
在
概
念
性
與
議
題
性
的
攝
影
計

畫
，
知
名
系
列
有
﹁
台
灣
慰
安
婦
﹂
與
﹁
韓

戰
反
共
義
士
﹂
等
。
周
慶
輝
曾
任
職
多
家
新

聞
媒
體
，
也
曾
在
自
立
報
系
主
辦
新
聞
攝
影

比
賽
數
度
獲
獎
，
後
來
從
事
攝
影
藝
術
，
近

年
更
結
合
不
同
影
像
媒
材
創
作
﹁
黃
羊
川
計

畫
﹂
、
﹁
人
的
莊
園
﹂
系
列
，
多
次
在
國
內

外
美
術
館
舉
辦
個
展
。
劉
振
祥
則
自
二
十
歲

起
舉
辦
個
展
，
面
對
各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攝
影

題
材
都
能
秉
持
創
作
精
神
，
注
入
影
像
美

學
。

　

本
場
對
談
將
介
紹
勒
內
．
布
里
的
創
作
歷

程
，
並
邀
請
三
位
從
不
止
步
於
新
聞
、
也
跨

足
個
人
表
達
與
創
作
的
攝
影
家
，
探
討
攝
影

媒
介
之
中
的
作
者
們
如
何
自
我
定
位
，
紀
錄

者
與
創
作
者
之
間
如
何
開
展
新
的
可
能
。

三
、
八
〇
年
代
女
性
攝
影
師

　
　
的
「
視
覺
出
擊
」

　

第
三
場
﹁
八
〇
年
代
女
性
攝
影
師
的
﹃
視

覺
出
擊
﹄
﹂，
以
自
立
報
系
影
像
版
面
中
女

性
攝
影
師
／
攝
影
記
者
的
身
影
為
起
點
，
探

討
在
八
〇
年
代
的
環
境
下
，
女
性
如
何
參

與
、
投
入
報
章
刊
物
等
媒
體
的
攝
影
工
作
，

由
近
年
訪
調
多
位
女
性
攝
影
記
者
的
資
深
藝

文
記
者
吳
垠
慧
主
持
，
並
邀
請
張
詠
捷
、
郭

娟
秋
和
連
慧
玲
三
位
與
談
。

　

張
詠
捷
曾
於
︽
人
間
︾
與
︽
張
老
師
月

刊
︾
工
作
，
她
的
報
導
作
品
三
度
拿
下
雜
誌

攝
影
金
鼎
獎
，1996

年
返
回
家
鄉
澎
湖
生

活
，
持
續
攝
影
之
外
，
亦
進
行
文
史
調
查
，

2013

年
為
吳
三
連
藝
術
獎
攝
影
類
得
主
。

郭
娟
秋
是
知
名
畫
家
，
也
許
很
多
人
已
忘
記

她
的
攝
影
師
身
分
，
她
曾
任
職
雜
誌
和
出

版
社
﹁
台
灣
館
﹂
叢
書
的
攝
影
工
作
，
也
舉

辦
過
攝
影
展
。
一
向
低
調
的
連
慧
玲
長
期
在

媒
體
擔
任
攝
影
記
者
，
曾
任
職
︽
張
老
師
月

刊
︾
、
︽
時
報
新
聞
週
刊
︾
、
︽
時
報
周
刊
︾

等
，
九
〇
年
代
曾
參
與
﹁
看
見
與
告
別
：
台

灣
攝
影
家
九
人
意
象
﹂
展
。

　

三
位
與
談
人
都
是
從
八
〇
年
代
起
從
事

攝
影
工
作
，
影
像
作
品
曾
發
表
在
自
立
報

系
上
，
邀
請
她
們
分
享
自
身
的
工
作
經
驗
，

︵
承
上
頁
︶

　

在
攝
影
上
，︽
自
立
︾
也
延
續
同
樣
的
精

神
，
不
僅
給
予
的
攝
影
記
者
較
多
自
由
，

在
版
面
上
也
往
往
不
吝
於
提
供
空
間
。
❼
而

隨
著1987

年
的7

月15

日
解
嚴
，
在
時
代

的
新
脈
動
底
下
，9

月
，
自
立
報
系
還
效
法

︽LIFE

︾，
創
刊
了
一
本
大
開
本
、
以
全
彩

影
像
圖
輯
為
主
的
畫
報⸺

︽
台
北
人
︾
雜

誌
。︽
台
北
人
︾
就
像
是
一
次
嘗
試
，
不
過

很
快
在
訂
閱
不
如
預
期
的
情
況
下
、
發
行
十

期
即
告
休
刊
︵1987.9–1988.6

︶，
但
是
這

也
象
徵
了
報
系
在
當
時
對
影
像
雜
誌
的
雄

心
願
景
。
隔
年
，
報
禁
解
除
正
式
解
除
，
自

立
報
系
創
刊
︽
自
立
早
報
︾
並
舉
辦
第
一
屆

﹁
台
灣
年
度
最
佳
新
聞
攝
影
奬
﹂，
也
同
樣
彰

顯
了
︽
自
立
︾
對
攝
影
並
不
熄
滅
的
期
待
。

 

︽
自
立
︾
最
為
人
所
樂
道
的
還
有
政
經
研

究
室
的
編
制
。
像
是
︽
台
北
人
︾
的
主
編
周

本
驥
原
本
隸
屬
於
此
單
位
，
她
在
︽
台
北

人
︾
創
刊
一
段
時
間
後
被
找
去
接
手
，
停
刊

之
後
，
又
於1988

年
下
半
年
回
到
晚
報
接

手
﹁
視
覺
出
擊
﹂
版
面
主
編
，
與
報
系
攝
影

部
主
任
劉
振
祥
一
同
規
劃
各
項
影
像
專
題
版

面
，
包
括
：
全
版
﹁
視
覺
出
擊
﹂︵
政
經
研

究
室
策
劃
︶
、
﹁
影
像
報
導
﹂
、
﹁
人
間
實

錄
﹂
、
﹁
人
間
影
像
﹂
、
﹁
影
像
焦
點
﹂
、

﹁
本
土
副
刊
﹂
；
與
半
版
的
﹁
新
聞
現
場
﹂

︵
圖
文
︶
、
﹁
圖
片
故
事
﹂︵
圖
文
︶，
﹁
社

會
沖
印
﹂
等
專
題
版
面
，
直
到1994

年
自

立
報
系
經
營
權
轉
手
為
止
。

　

在1988

到1994

年
自
立
報
系
開
拓
十
多

個
全
半
與
半
版
攝
影
專
題
版
面
中
，
以
圖

︵
攝
影
︶、
文
︵
文
字
說
明
︶、
策
畫
與
版

面
︵
平
面
設
計
︶
所
共
同
構
成
的
全
版
攝
影

專
題
版
面
最
具
代
表
性
。
❽
除
了
增
加
圖
片

的
張
數
並
放
大
尺
寸
，
也
融
入
圖
像
化
的
新

聞
標
題
與
視
覺
化
元
素
設
計
，
營
造
版
面
的

活
潑
效
果
，
更
吸
引
讀
者
的
注
意
力
，
以
創

造
競
爭
優
勢
。
主
編
周
本
驥
表
示
，1987

年

進
入
自
立
的
﹁
政
經
研
究
室
﹂
各
路
人
才
都

有
，
包
括
來
自
︽
人
間
︾
雜
誌
的
鍾
喬
、
關

曉
榮
、
官
鴻
志
、
藍
博
洲
、
李
疾
等
人
。﹁
研

究
室
﹂
的
目
的
在
製
作
專
題
，
在
主
管
重
視

圖
片
與
接
受
圖
片
的
敘
事
表
現
下
，
結
合

︽
自
立
︾
所
擁
有
許
多
優
秀
的
攝
影
人
才
，

與
美
編
組
共
同
合
作
，
讓
﹁
視
覺
出
擊
﹂
有

如
版
面
雜
誌
化
。
融
合
︽
人
間
︾
雜
誌
讓
報

導
文
學
／
文
字
與
紀
實
攝
影
結
合
的
特
色
，

以
大
照
片
主
導
版
面
並
成
為
視
覺
焦
點
，
讓

讀
者
更
貼
近
生
活
、
對
社
會
現
況
更
有
感
，

同
時
攝
影
記
者
也
擁
有
很
大
的
發
揮
空
間
。

●

報
導
攝
影
專
題
的 

　
影
像
美
學

　

關
於
台
灣
報
導
攝
影
的
影
像
美
學
，
從

自
立
早
報
舉
辦
四
屆
台
灣
年
度
新
聞
攝
影

奬
的
得
奬
作
品
評
論
，
透
露
出
值
得
關
注
的

訊
息
。
第
三
屆
的
評
審
在
評
論
中
，
特
別

提
出
以
散
文
形
式
報
導
、
表
現
的
﹁
散
文
形

式
﹂
風
格
。
例
如
：
王
信
有
感
很
多
攝
影
者

對
﹁
組
合
照
片
﹂
並
沒
有
正
確
、
清
楚
的
概

念
，
因
而
詳
加
說
明
組
合
照
片
分
為
：
依
據

主
題
編
排
照
片
旳
的
﹁
故
事
形
式
﹂
；
與
投

射
作
者
的
觀
點
和
思
想
，
用
一
種
散
文
形
式

來
表
現
和
報
導
的
﹁
散
文
形
式
﹂
。
她
認
為

﹁
未
來
一
定
會
發
展
出
更
多
不
同
類
型
複
數

照
片
﹂
。
❾
而
郭
力
昕
指
出
作
品
︿
東
區
夢

魘
﹀
是
屬
於
表
現
性
強
過
敘
述
與
故
事
性
的

﹁
攝
影
散
文
﹂︵photo essay

︶
風
格
，
認
為

圖
片
故
事
類
可
以
包
含
一
些
非
敘
述
性
的
題

材
與
表
現
方
式
，
﹁
只
要
它
能
呈
現
一
套
凝

聚
的
視
覺
邏
輯
︵V

isual coherence

︶，
進

而
透
露
出
某
些
情
感
甚
至
觀
點
，
都
是
值
得

鼓
勵
的
創
作
方
向
。
﹂
❿

　

周
本
驥
︵
筆
名
﹁
周
平
﹂︶
在
評
論
第
三

屆
年
度
新
聞
攝
影
奬
時
提
到
，
在
解
嚴
前

夕
，
新
聞
採
訪
的
空
間
或
尺
度
都
較
之
前
擴

大
開
放
，
現
場
影
像
報
導
開
始
重
要
，
於
是

報
社
向
雜
誌
大
量
吸
收
人
才
，
以
應
付
激
烈

的
新
聞
競
爭
。
此
時
，
報
社
的
攝
影
記
者
有

很
多
來
自
於
雜
誌
界
，
部
分
則
來
自
自
由
攝

影
。
然
而
，
在
台
灣
沒
有
真
正
的
新
聞
攝
影

教
育
，
受
過
正
規
新
聞
攝
影
的
專
業
訓
練
者

微
乎
其
微
，
因
此
台
灣
的
新
聞
影
像
，
不
同

於
西
方
新
聞
攝
影
強
調
﹁
新
聞
性
﹂、﹁
告

知
性
﹂
與
﹁
說
明
性
﹂，
反
而
形
成
了
﹁
審

美
﹂、﹁
藝
術
﹂
與
﹁
創
作
﹂
的
風
格
表
現
。
⓫

　

從
以
上
的
評
論
，
或
許
可
說
明
這
段
期
間

的
攝
影
者
在
從
事
報
導
攝
影
時
，
不
時
以
更

具
有
表
現
性
與
創
意
手
法
，
反
映
對
於
事
件

﹁
真
實
﹂
的
看
法
，
完
成
具
有
人
文
性
格
的

報
導
攝
影
的
影
像
美
學
特
徵
。
於
是
有
劉
振

祥
在
觀
察
中
提
煉
深
刻
、
動
人
，
並
帶
有
戲

劇
性
與
想
像
力
的
影
像
。
侯
聰
慧
把
拍
攝
、

沖
洗
甚
至
底
片
保
存
的
整
個
過
程
中
所
發
生

的
每
一
樁
意
外
當
成
創
作
的
一
部
分
。
葉
清

芳
在
面
對
國
會
衝
撞
現
場
，
藉
由
鏡
頭
廣
角

或
放
慢
快
門
速
度
，
再
利
用
一
記
閃
光
或
憑

藉
別
人
不
定
點
閃
光
，
讓
現
場
眾
人
激
動
喧

囂
的
身
影
幻
化
為
層
層
殘
影
，
表
達
無
可
駕

馭
的
政
治
狂
熱
與
紛
爭
。
何
經
泰
透
過
拍
攝

在
晨
間
公
園
內
擺
手
拉
筋
的
健
身
老
人
、
倒

立
的
運
動
者
、
與
包
裹
在
塑
膠
套
裹
臉
帶
微

笑
的
假
女
人
等
怪
異
身
姿
，
呈
現
與
反
思
都

會
生
活
的
異
質
性
。
潘
小
俠
如
同
鍾
魁
夜
巡

般
的
潛
入
深
夜
中
的
情
色
場
，
運
用
微
弱
的

光
源
拍
攝
，
粗
獷
的
影
像
質
地
與
散
札
式
的

照
片
，
凝
結
深
夜
處
恍
惚
人
體
，
照
見
資
本

主
義
下
雄
性
生
物
的
原
態
與
沈
淪
欲
望
的
人

性
等
。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出
現
許
伯
鑫
、
連

慧
玲
、
郭
娟
秋
等
人
的
影
像
結
合
詩
與
散

文
，
傳
達
生
活
況
味
與
幽
默
、
心
靈
感
懷
的

版
面
。

●

報
導
攝
影
者
的
轉
型
與 

　
多
元
價
值
觀
的
產
生

　

無
黨
無
派
、
報
導
忠
實
與
中
立
為
立
場
的

︽
自
立
︾
各
項
攝
影
專
題
，
呈
現
台
灣
在1987

年7

月15

日
戒
嚴
後
，
民
間
社
會
要
求
改
革

的
心
聲
，
為
時
代
留
下
重
大
政
治
事
件
影
像

紀
錄
。
在
官
方
當
時
多
半
採
取
打
壓
政
策
的

影
像
下
，
保
守
媒
體
未
必
能
夠
秉
持
公
正
的

報
導
立
場
，
甚
或
扭
曲
抗
爭
現
場
的
警
民
衝

突
，
誤
導
民
眾
判
斷
，︽
自
立
︾
訴
諸
人
道

關
懷
與
具
批
判
力
的
影
像
報
導
，
是
當
時
期

許
改
變
不
公
不
義
現
況
的
發
聲
管
道
之
一
。

　

然
而
，
︽
自
立
︾
最
終
無
法
抵
抗
資
本
競

爭
的
商
業
模
式
、
和
政
商
勢
力
的
介
入
，

隨
後
，
新
的
媒
體
時
代
來
臨
，
攝
影
記
者

工
作
型
態
轉
變
，
八○

年
代
︽
自
立
︾
為

新
聞
自
由
和
攝
影
表
現
所
開
闢
的
媒
體
空

間
，
已
難
再
現
。
雖
然
如
此
，
當
時
受

到
︽
自
立
︾
所
影
響
的
攝
影
作
者
仍
可
能

帶
著
這
些
養
分
持
續
地
紀
錄
著
。1990

年

代
前
後
，
進
入
所
謂
美
術
館
階
段
，
在
當

代
藝
術
創
作
主
題
擴
大
、
媒
材
多
元
化
的

潮
流
下
，
攝
影
也
成
為
當
代
藝
術
創
作
的

表
現
手
法
。
過
去
的
報
導
攝
影
，
成
為

視
覺
藝
術
所
關
注
的
對
象
，
也
有
許
多

媒
體
記
者
轉
型
為
專
業
影
像
創
作
者
。

　

從
這
批
材
料
中
，
我
們
還
可
能
看
見
，
過

去
曾
在
︽
自
立
︾
首
次
發
表
攝
影
專
題
的
作

者
們
，
日
後
可
能
以
更
自
由
的
手
法
關
注
議

題
、
或
表
現
個
人
觀
點
，
或
出
版
攝
影
集
，

或
在
美
術
館
舉
辧
展
覽
。
透
過
這
些
檔
案
，

得
以
管
窺
當
時
諸
多
人
文
影
像
紀
錄
，
它
們

透
露
了
攝
影
觀
念
的
變
化
節
點
，
也
有
助
於

我
們
回
到
攝
影
發
表
的
現
場
，
重
回
影
像
、

紀
實
與
媒
體
變
革
的
時
代
之
中
，
映
照
今
日

多
元
的
影
像
觀
點
。

❼ 
同
註6

，
見
謝
三
泰
所
撰
述
的
回
憶
，
頁179-188

。

❽
︽
自
立
晚
報
︾︵1988

年12

月18

日
︶﹁
視
覺
出
擊
﹂

版
提
到
﹁
本
報
視
覺
出
擊
版
，
乃
國
內
第
一
次
出
現
之
全

版
圖
片
故
事
﹂
。

❾ 
王
信
，
︿
複
數
照
片
﹀，
︽
自
立
早
報
︾， 1990

年3

月2

號
︵
自
立
副
刊
︶
。

❿ 
郭
力
昕
，
︿
迎
接
新
聞
攝
影
豐
收
的
一
季
﹀，
︽
自
立

早
報
︾，1990

年3

月2

號
︵
自
立
副
刊
︶
。

⓫ 
同
註1

。

「
影
像
力
：
自
立
報
系1985–1994

攝
影
專
題
」
系
列
座
談—
觀
景
窗
背
後
的

　
多
元
觀
點
與
人
文
關
懷

「
自
立
報
系1985–1994

攝
影
專
題
」
計
畫

▲ 1990年，反軍人干政遊行，劉振祥攝影

▲ 1989年9月27日，立法院大門口，許伯鑫攝影▲ 1989年5月19日，凱達格蘭大道，許伯鑫攝影

▲ 1990年，立法院大門口，許伯鑫攝影

㊀ 

自
立
報
系
、
台
灣
攝
影
與

　 

衝
撞
世
代
的
回
憶

 

時
間
：
5
月
6
日
︵
星
期
六
︶14:00-16:00

 

地
點
：
圖
書
文
獻
中
心

 

主
持
：
余
思
穎 

臺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研
究
發
展
組
組
長

 

與
談
：
謝
三
泰 

攝
影
家
／
前
自
立
晚
報
攝
影
記
者

 

　
　
　

許
伯
鑫 

影
像
工
作
者
／
前
自
立
晚
報
攝
影
記
者

 

　
　
　

彭
琳
淞 

前
自
立
晚
報
記
者

 

　
　
　

劉
振
祥 

攝
影
家
／
前
自
立
報
系
攝
影
組
主
任 

㊁ 
報
導
與
創
作
之
間——

　 

攝
影
的
作
者
身
分
與
多
重
面
貌

 

時
間
：
5
月
28
日
︵
星
期
日
︶14:00-16:00

 

地
點
：
地
下
樓
視
聽
室

 

主
持
：
陳
佳
琦 

攝
影
史
研
究
者

 

與
談
：
黃
子
明 

攝
影
家

 

　
　
　

周
慶
輝 

攝
影
家

 

　
　
　

劉
振
祥 

攝
影
家

㊂ 

八
〇
年
代
女
性
攝
影
師
的
「
視
覺
出
擊
」

 

時
間
：
8
月
27
日
︵
星
期
日
︶14:00-16:00

 

地
點
：
圖
書
文
獻
中
心

 

主
持
：
吳
垠
慧 

獨
立
文
字
記
者

 

與
談
：
張
詠
捷 

殿
淨
法
師
／
攝
影
家

 

　
　
　

郭
娟
秋 

藝
術
家

 

　
　
　

連
慧
玲 

攝
影
家

㊃ 

副
刊
與
紙
媒
時
代
的
攝
影—

載
體
的
意
義

 

時
間
：
9
月
17
日
︵
星
期
日
︶14:00-16:00

 

地
點
：
圖
書
文
獻
中
心

 

主
持
：
陳
佳
琦 

攝
影
史
研
究
者

 

與
談
：
張
世
倫 

影
像
史
研
究
者
／
藝
評
人

 

　
　
　

郭
力
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廣
播
電
視
學
系
兼
任
教
授

▲
 1989

年
，
聲
援520

北
投
車
站
美
術
展
，
劉
振
祥
攝
影

▼
 1989

年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開
會
，
劉
振
祥
祥
攝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