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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風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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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後期，臺灣開放國人自由出國觀

光之後，各類形式的旅行成為這個國度

人們的風尚，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公元

兩千年臺灣地區人民到國外旅行的人數統計

已將近八百萬人次，這種現象其實是一個地

區進入富裕社會的表徵之一。在這樣的一種

情況之下，近幾年來臺灣有關「 x x 旅行遊

記」、「xx 之行手札」之類的出版品有如風起

雲湧不斷呈現，再加上不斷湧入國外有關

「旅行/旅遊」的譯作，儼然成為當代臺灣出版

界最熱門與盛行的潮流。我們來看幾個例

子：兩個臺灣女子其中之一因著小時候看過

一張北亞草原民族描述一頭蹲踞昂首雄鹿的

金工作品，深深受其美麗與神秘所震撼，經

過三年詳細的計畫與準備，一趟橫斷亞歐大

陸兩萬七千公里的絲路之旅回來，讓我們看

到了《地圖上的藍眼睛》（2 0 0 0，大塊文

化）；一個長期在歐陸出沒的中國攝影師，

用極具前衛的影像詮釋他對歐洲文化的理

解，於是有了一系列的城市故事《打開咖啡

館的門》（1 9 9 5，時報文化）、《黑白巴黎》

（1 9 9 6，時報文化）、《彩色羅馬》（1 9 9 8，時

報文化）⋯、《八百年在路上》（2 0 0 0，時報

文化）；旅行過歐美亞近二十個國家的媒體

工作者，經由深刻的旅行體驗，覺得不相信

按圖索驥也是一種旅行美學，於是沉澱、扒

梳、濃縮各種旅行經驗切片成《跌倒在旅行

地圖上》（2 0 0 0，天下文化）；詩人藉著靈敏

的心思，書寫其到南極與北非旅行的經驗 -

《南方以南．沙中之沙》（2 0 0 0，天下文化）。

以上所舉這幾本書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除了

文字的描述之外，也都用了不少的「照片」。

吳文欽所作的《世界風情畫》，則是作者跑

遍世界各地以大量攝影作品輔以若干作者旅

遊心情的文字編輯而成。綜觀全書具有以下

特色：

1.印刷精美：全書採高級銅版紙將所有照片

局部上光（包括封面），以菊八開橫式印刷

精裝而成，讓讀者感受特殊讀圖樂趣。

2.圖片豐富：無可否認攝影者對照片的構圖

與視覺元素有精確熟練的掌握，細數全書

1 7 0 頁當中，使用圖片超過七百幅以上，若

再加上為編輯所需之地圖、人物造型等

等，以平均每頁擁有四至五幅圖片，則全

書有讓人感受世界繽紛之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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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字說明：每一頁除了圖片之外，幾乎都

會另加上對該地之觀察、心情感受、拍攝

體驗等文字描述。

4.附錄技術：在可以當成全書附錄項之「攝

影技術篇」中，作者將書中照片攝影條件

解說、基本攝影運用圖解、光與測光學、

攝影裝備等有關旅遊攝影之知識整理出來

與讀者分享。

每一個人對「旅行」這件事都會有不同的

定義、看法與做法。 如果我們稍微探討一下

當今的「旅行」與「旅行文學」，就會發現二

十世紀以前那種冒險犯難式的探險家時代大

致上已結束，而屬於深思內省的旅行文學家

時代則方興未艾，生機盎然。 探險家時代的

旅行者對旅行地而言比較像是一個侵入者、

佔領者、或者至少是個標本採集者，像第一

個抵達北極極心的勞勃．培利（ Robert E.

P e a r y, 1 8 5 6-1 9 2 0）到達極心時就說：「極地如

今是我的了。」（The Pole is mine.）。如今的探

險者與旅行家的態度已轉為對另一種地理、

文化、種族的謙遜、讚嘆與欣賞。如英國探

險旅行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 9 1 0-）橫越了阿拉伯南部沙漠「不毛之域」

（Rab al Khali, the Empty Quarter），在他的著作

裡，一再流露出對當地文化的了解與珍惜，

而成為一個紀錄者、與文化欣賞者。

對很多人而言，帶著相機，拍照，已經成

為旅遊中最主要的工作，其中又包括人手一

架拿著「傻瓜相機」的一般遊客，在每個不

同風景點擺同樣的姿勢與微笑，帶回大量照

片為自己證明某趟旅遊確實去過，不虛此

行。另外一種是專業攝影者，憑藉本身獨具

的專業技巧與構圖角度，不斷找尋異國觀光

客罕至或稀有的景點，帶回來的是「新意」

與「新奇」的「精采」攝影創作。不論如

何，這種被美國文化學者庫勒（J. Culler）所

形容成「民間記號學家團隊」的觀光行為，

實在是「旅遊攝影」的一大諷刺，也為此議

題留下極大的思考空間。

透過上述的兩個角度，我們對《世界風情

畫》毋寧有不少的期待：

1.文字：作者在自序的開頭就說：「我圓了

一個帶你去全世界的夢。」，細數本書中所

呈現的照片涵蓋 1 8 個國家與地區，而當今

地球上至少有超過 1 5 0 個國家與地區，作

者以 18 個國家說是「全世界」實嫌牽強。

（在一本名為《世界風光攝影集》（1 9 9 4，

讀者文摘）的書中，涵蓋國家則超過 4 0

個。）而本書對各景點照片之文字描述，

採相對主觀之語調，以至於容易出現若干

似是而非之情況，如第 1 5 8 頁， 介紹恆河

與瓦拉納西時，稱該地為「一個名符其實

的等死城」，其實這對印度文化某種程度的

誤解。瓦拉納西（Va r a n a s i，本書中並未對

此英譯）在印度教徒與佛教徒認為是消除

業障的聖地（K a s h i，光之城），每年都有超

過百萬的印度教徒聚集在此沐浴淨身，對

於印度教徒而言，一生之中至少要有一次

到恆河沐浴淨身， 而死後如果能夠在恆河

舉行火葬，並將骨灰灑入河中，靈魂就可

解脫，得以輪迴轉世，而不應形容該地為

「等死城」。其他像是「恆河之水從印度教

最崇高的濕婆神腳下流出來的」（第 1 5 8

頁）、形容印度為「更和人類的文明發展相

距千里」（第 157頁）（其實是印度是世界四

大古文明之一）等等，都是充滿爭議的。

如果我們在一本充滿圖片的旅遊攝影集

中，文字書寫是用一種戒慎的態度回憶、

檢查與修正著作者旅行中的記憶，而避免

擴大文化的差距（羅智成在《南方以南．

沙中之沙》書中序語），是不是更能放寬心

胸呢？

2.圖片：作者以專業攝影者極佳的體能與耐

力，深入挑戰越獨特越壯麗的攝影地點，

作為攝影創作的態度，固然值得讚賞，但

在本書自序中所說：「在這本前所未有的

創作中，不僅有你想看的攝影作品⋯我致

力於發現拍攝當地最美的季節、最美的時

刻、最美的角度、最值得分享的人、事、

物，並且將我的發現，透過這本書，讓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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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親自遠赴當地的你，跟著我的鏡頭，一

起掌握世界永恆的風情。」其實每個人對

美的感受、美的標準各有不同，更何況地

球上每天每個時段每個景點都在不斷的變

化，本書呈現的也僅是眾多影像結構的方

式之一；我們貫穿全書整組影像，發現相

片中真正耐人尋味的，如攝影者留給觀賞

者的寬闊空間，或是以一種嶄新的角度閱

讀我們習以為常的景像世界（文化透視的

深度），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一粒沙看世界」等精神韻味與表現意涵，

在本書照片中倒是較為少見，停留在「見

山是山」的意境中，讓人更覺可惜。

3.編排：綜觀全書，發現使用大量影像，幾

乎已達堆砌之程度，事實上若把本書定位

為「攝影作品集」，則應在照片的取捨與選

用上作更嚴格的劃分，固然在經年累月的

攝影創作中不乏「精采之作」，但若大量放

在平均每頁達四至五張照片的設計上，容

易讓人有眼花撩亂不知重點何在之缺憾。

把大大小小的照片放在一起，即便是採平

穩式編排也是無法提高視覺享受與品質

的。既然定書名為《世界風情畫》，各個景

點名詞的中英對照已成必然，本書中所提

景點甚多缺漏英譯（如：西藏 Ti b e t、祕魯

Peru... 等等），編輯態度應更求嚴謹。滑稽

莞 爾的人物造形設計穿插於全書中比例甚

多，在定位為「攝影作品集」的本書中，

亦無提昇視覺美感之效。

4.攝影技術篇：作者仍不能免俗的為本書選

擇一系列圖片提供相關技術資訊，諸如：

相機、鏡頭尺寸、光圈和快門數值、底片

感度等，用意應在於提供旅遊者之參考依

據，其實稍具攝影經驗者即知大自然每天

都在變化，天候、晨昏、光線、拍攝角度

等等因素都會改變同一景點的影像結構，

其影響也超過前述提供之數值。

相較於英語世界國家，臺灣的旅行文化仍

屬於開拓的階段，我們以期待旅行文學的態

度來期待旅遊攝影的品質，從宏觀與微觀的

角度出發，一種深刻的文化內省與對不同的

文化保持公正客觀的心，為每一次旅行帶來

新的啟發與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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