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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布列松在中國》展覽 
 

周盈如 

 

前言 

參觀布列松展覽帶給我不同的靈魂震撼

與感觸，是感動的、是驚喜的、是悲傷的、是

喜悅的，但更多的是對布列松大師的深層理

解與連結。 

我大學的時候就讀台師大的東亞系，當時

沈浸在亞洲文化圈裡，受日本東洋、傳統儒

家、日韓潮流以及東南亞國協的政經文化的

學術洗禮，大四的時候受系上留學美國的教

授鼓勵去美加看看，我毅然決然申請加拿大

的交換，不同於系上同班同學都去中日韓等

國交換，我嘗試跳出亞洲，滿足對其他世界的

好奇與憧憬。 

不過造訪過美加後，對世界的好奇心是不

減反增，像個嗜甜的小孩一樣，一旦嚐到了甜

頭，癮頭就更甚以往了。大學學習了亞洲文

化、到加拿大 UBC 學習，畢業後工作了幾年，

則決心回到歐文所，再進一步探究西方文明

的起源—歐洲文化。 

因為自己對世界的好奇，我一次次允許自

己的任性，踏出熟悉的文化圈與生活圈，用實

際的方式去拼湊出自己的世界觀，然而這種

跳躍式的生命歷程與選擇不見得是台灣社會

的主流，因此有時候也會陷入省思，懷著這一

股對世界的好奇心，這種執著是否對個人的

成長有意義？更甚者，如果說一個人的成功

在於對這個社會做出貢獻，那我這份對世界

的好奇心又要如何取得與社會貢獻之間的連

結？這些答案在我觀看北美館《布列松在中

國》之後，獲得了釋然。大師真實的生命經歷

與攝影作品集，使我深受啟發，因此相較該展

覽的現場動線與設計，我更關注於反思創作

者(文化中介)、藝術行為(攝影凝視)、歷史與

記憶等議題，以及串接在一起的關係與其價

值。 

《布列松在中國》 

北美館此次展出的《布列松在中國：1948-

1949/1958》是世界巡迴展的首站本展，由米

榭勒．費佐 (Michel Frizot) 與蘇盈龍共同策

畫，展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在其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

raphy)生涯中重要作品之集結，尤其著重他踏

訪中國時所留下的相關作品，展出約 170 件

原版照片，以及相關之書信原件與雜誌。 

展覽以攝影專題的方式展出，共有兩個部

分，依照時間軸區分，為 1948 年至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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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及 1958 年後，兩者之間相差十年光陰，

窺看中國十年間的社會變動。 

於 1948 年 11 月布列松接到馬格蘭通訊

社轉來美國《Life》雜誌的緊急電報，他們預

期國民黨即將潰敗，希望委託布列松前往中

國拍攝〈北平最後的日子〉的專題報導，紀錄

政權易主的關鍵時刻。當時的中國處於國共

內戰狀態，社會動盪，在這些影像中不見戰爭

的煙硝，布列松捕捉當時社會的景象，市井小

民的生活，以及不同階層、不同工作人群的當

時樣貌。 

影像不同於文字，視覺的震撼更加直觀，

布列松這個時期的照片補捉到的是中國整個

社會經歷現代化轉換之際的動盪與不協調。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自詡為泱泱大國，此時的

西方船堅砲利硬是打開了堅守固有傳統的大

門，一時間中國被世界局勢所迫，慌忙地想走

上現代化的路程，但如同一艘大船要瞬間轉

向，談何容易？改變的心越是急切，腳步越顯

得踉蹌，布列松的鏡頭下便記錄著當時學生

們追求自由的社會運動畫面、人民簇擁在佈

告欄牆邊觀看報紙的畫面、滿清遺存的太監

被塞鈔票作為拍攝的報酬等畫面，充斥著舊

與新的衝擊。 

國共內戰十年後，1958 年布列松再次踏

訪中國，此次在中國官方人員的全程陪同下，

記錄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大躍進、人民公

社等的重大改革下的社會樣貌。此時的中國

與十年前的氛圍有所不同，布列松側拍了如

建國慶祝遊行、學生參與挖建游泳池等畫面，

這系列照片向國際展現了中國歷經政權更迭

的不同面貌，不過該次旅程有中共當局的介

入，影像所呈現的真實性是否如同十年前的

作品一樣？我存有一絲懷疑，此時期的照片

多透出當時中國社會裡大破大立、人民期待

嶄新未來的氛圍。 

兩個時期的劃分，策展人以相當敘述性的

方式陳設一系列布列松的精選影像，並佐以

文字敘述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搭配各大國

際媒體的紙本報導，宛如透過布列松的鏡頭，

穿越時空，感受未曾到達過的中國年代與城

市。 

快門之下的永恆 

布列松曾說：「攝影是一種由無止盡的視

覺吸引力所觸動的自發性衝動，它既捕捉了

瞬間，也留下永恆。」攝影師帶著相機走入歷

史現場，捕捉當下的真實，而這個被拍攝的真

實瞬間也永久的被記錄下來，形成了永恆，他

們之間被視為前後因果的關係，因為攝影的

存在，攫取了歷史的某個瞬間，而因時間不可

逆的因素，那一個被拍下的瞬間即成了永恆，

布列松談及了攝影這一藝術行為所形塑的真

實性。 

另一方面，布列松也曾如此說明記憶與真

實的關係：「每張照片的記憶都與事件踩著同

樣的步伐奔馳。」，在快門按下的瞬間，歷史

與記憶、真實與永恆似乎被貫穿了起來，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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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鮮明，如同真實事件的發生，他們就如同

布列松所形容「踩著同樣的步伐」一樣，同步

了起來。 

作為 21 世紀的現代人，在觀看布列松攝

影展時，我不斷被一張張黑白照片拖曳著進

入不同的時間序裡，受到真實的的場景、畫

面，以及當時人民舉止神情的影響，觀賞一張

圖片，我彷彿自身也交融進入了那個時間裡，

能觸摸到當下，也能同理布列松按下快門時，

他所謂決定性的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

但當我再次尋著觀賞動線行走時，我又將思

緒抽回至現實，這過程不斷反覆進行著，我可

以清楚感覺到自己的思想隨著攝影作品在自

由跳動著。 

觀點─文化中介者 

然而，所謂攝影機拍下的真實是客觀真實

嗎？於影像的最後一面白牆上，布列松給予

了直接了當的答案：「事實並不有趣，事實的

觀點才重要。」觀者在欣賞的作品，其實是攝

影者文化凝視後的成品，照片中脈絡的呈現

是人為意識控制後的展現，也因此，好的攝影

師不只是一位拍照的人，更是位藝術創作者。 

布列松貴為 20 世紀重要報導攝影大師，

他的照片為的是報導，訴求傳遞真實情況，此

次展覽中，從照片中可見他的鏡頭時常關注

大社會底下，中國人民的樣貌，而這些樣貌的

捕捉也能增加觀者對當時代的想像，其中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照片有兩張，分別是圖一與

圖二，布列松為左下那張照片題上：「坐在食

肆窗內的跑堂或店主，苦力在簷下用餐。」而

右下那張照片他則寫下：「中國福利基金會，

正在等待發放米的兒童」，當時中國經歷政治

動亂、社會飄搖，儘管如此，階級的存在似乎

不受撼動，苦力與資產階級之間距離依舊；而

實際受到影響的則是兒童的生計與生活品

質，孩子們為了自己的溫飽，在人龍中等待，

國共內戰之下，珍貴的童年哪裡存在呢？照

片中小孩看起來了無生趣，卻又接受現實的

表情相當諷刺。 

鏡頭聚焦之處正是布列松人文關懷的焦

點。以上述兩張照片為例，布列松最讓我驚豔

圖一：布列松為照片題上：「坐在食肆窗內的

跑堂或店主，苦力在簷下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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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於報導攝影領域中，將傳遞真實與個

人觀點的比例融合的恰如其分，每張照片彷

彿都在向讀者提出詰問，引導人們進行批判

性思考，但照片中他個人觀點的展現，亦不會

銳利到讓人無法直視或產生反感，他的報導

攝影帶有溫潤的質感，他不只是攝影師、藝術

家，更像是行走在歷史時空裡的影像詩人。 

90 歲的布列松在受訪時被問及：「人性中

你最喜歡什麼？」他回答：「誠信和直覺」，這

兩個詞彙概觀了他的職業與攝影藝術的堅

持。他為了貫徹誠信的原則，布列松要求技師

如實地沖印底片，不得裁切格放和更改構圖。

他抗拒戲劇化和煽動性的畫面，致力維持紀

實攝影的歷史價值和視覺質感；而直覺則體

現在他攫取畫面的能力，正因為布列松帶著

具有個人觀點/直覺的眼光，捕捉出的每一張

照片都出自於他直覺性的快門揀選，儘管拍

攝的是真實發生的事物，但畫面的攫取是他

個人凝視的角度。 

北美館館長林平所歸結：「布列松的報導

攝影作品，凝視並捕捉上個世紀中國的轉變

與遞嬗，亞洲近代歷史的發展線索於攝影畫

面中隱然可見。」參加這場攝影展，我不僅認

識中國 1945-46 以及 1958 年的曾經發生的歷

史，也學習與感受布列松對報導攝影美學與

技術的掌握與方法，再進一步思考，身為一個

21 世紀台灣人的我，透過策展人的整理與策

劃，觀賞一位法國人的攝影展，從他的觀點了

解 63 年前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動亂與變革，

因傳播媒介、文化中介者的介入，跨越文化、

歷史的資訊因而動態串連了起來，而身為觀

者的我，則享受這些資訊與觀點在我眼前展

演。 

站在什麼角度思考，就會產生不同的觀

點，布列松在文化創意產業裡頭，他扮演著文

化中介者的角色。 

後記 

這一場展覽總共帶給我三個層面的迴響

與啟發。 

第一個是認識報導攝影的藝術，布列松富

有藝術人文的攝影技術，走進中國變革的歷

圖二：布列松為照片題上：「中國福利基金

會，正在等待發放米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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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現場，將這些畫面保留下來，使後人能循著

這些畫面，誘發想象，填補生不在其中，無法

親臨過去的遺憾，也讓我了解報導攝影領域

中對真實的捕捉、快門鏡頭下藝術的呈現，以

及兩者兼容的可行性。 

第二個是觀看這個展覽像是總結我在歐

文所唸書、做研究的兩年時光，平常在課堂裡

老師們教授的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展演、藝文

展覽、文化中介者、文化媒介、歷史與記憶、

真實性、真實性建構等等的學術概念，都在這

個展覽中體現出來，增加我在欣賞展覽或參

加文化活動時，分析跟觀察的角度，過程中也

再次肯定我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趣。 

最後一個，跟我個人成長比較有相關的

事，布列松在攝影上的成就，讓我認知到作為

一名媒體創作者的影響力是如此無遠弗屆，

他選擇的媒介是相機，將過去的瞬間攝成永

恆，廣為流傳，提供跨文化的觀點，也提供回

顧過去的重要影像資料。文科生在就業市場

一直不如商科、理工科來的吃香，我們的價值

與能力在於探討議題、認識文化、批判性思

考、以及提出觀點，這些東西很難在市場被量

化，因此在資本主義或國家發展為主的社會

氛圍之下，研究文化的人總有被忽視，以及找

不到自己定位的迷茫。 

但當我觀賞展覽，深受布列松作品感動

時，我被他的行為所鼓舞了，也瞬間解開一直

以來我對文科生未來的困惑。在知識經濟下，

最有價值的就是掌握知識與資訊的人，而人

文科的優勢在於我們能快速分析脈絡、同理

問題以及詮釋事情，只要選定適合自己的創

作媒介，如同布列松選擇攝影機、李安選擇執

導電影，便能將自身觀點透過媒體渠道或藝

術形式向大眾分享，從中逐步產生出的影響

力正是我們的價值所在，身為文化研究的應

屆碩士生，我從布列松展找到成為一名文化

中介者的理由。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

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