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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重返舊時農村記憶的視覺饗宴：

記《臺灣早期農村生活：何慧光攝影集》

宋美珍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輯

2007年5月31日，攝影家何慧光先生將

其早年在臺灣雲嘉南鄉間所拍攝的農村生

活照片典藏集之數位檔案共150張，捐贈並

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典藏與利用。為了讓更多

人共同分享何先生對臺灣這塊土地與周遭人物的關愛

之情，本館乃將這批圖片加以整理、分類、解說並於本（2009）年編輯出版《臺灣早期農村生

活：何慧光攝影集》，本書亦是本館繼2006年《影饗》乙書之後，所出版之第2本紀錄臺灣早期

生活的老照片圖集。

◆ 何慧光先生簡介

攝影家何慧光先生，本名何慧藏，1929年出生於臺中市，在八歲那年，得到父親贈與的第

一部箱型老相機，愛不釋手之餘，因而開啟他多采的攝影生涯。年輕的時候，他曾負笈日本學

習攝影與彩色沖洗技術，也曾開過五次的攝影展，除了人像攝影以外，早期臺灣許多商品的

廣告攝影（如裕隆國產汽車），以及觀光局的臺灣風景海報及文宣刊物（如觀光雜誌）的攝影

作品多出自於何先生。除了攝影以外，最為人樂道的是，他從18歲開始收藏相機，至今60多年

來，已經擁有超過500臺的古董相機，這些收藏已經可以開設一家相機博物館。

除了人像攝影及商業彩色攝影之外，何先生也經常背著相機，深入臺灣鄉間捕捉庶民生

活。大約在60年代前後，何先生利用工作空檔，背著Leica與Rolleiflex相機，或搭著客運車，或騎

著腳踏車，深入臺灣鄉間與漁村，用鏡頭紀錄下農村生活作息、居住房舍、婚喪喜慶、廟會活

動的點點滴滴，一張張的影像紀錄，濃濃的表達出他對土地的關愛之情。本書所呈現的，就是

這段旅程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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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重返舊時農村記憶的視覺饗宴：記《臺灣早期農村生活：何慧光攝影集》

◆ 尋找臺灣農村記憶的旅程

「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餐，顧三

餐，毋驚田水冷酸酸。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有時踏水車，有時就搓草，希望好日後，每

日巡田頭，巡田頭，不驚嘴邊汗那流。日頭那落山，功課才有煞，有時歸身汗，忍著寒甲熱，

希望好年冬，稻仔快快大，快快大，阮的生活就快活。」（農村曲，1935）

這首大家耳熟能詳的臺灣歌謠，係由陳達儒作詞、蘇桐作曲，簡短的歌詞，生動的描述

了「做田人」從早晨「透早就出門」、中午「炎天赤日頭」到黃昏「日頭那落山」的生活日記

（注），如果說《農村曲》是反映農村生活的文字記錄，那麼本書一張張的照片則代表一段農

村生活的視覺記憶旅程。

全書150張照片呈現60年代前後臺灣農漁村生活的實況，被攝影的人與事、情與景、人文

與自然，雖然是那樣的平凡、平淡，但經攝影師何慧光先生的取景與篩選，舉凡農民漁夫、老

人婦幼、居住房舍、生活作息、衣裝飾物、婚喪喜慶、休閒風景、廟會活動等等，透過一張張

的照片，反而成了永恆的影像，使人宛如身如其境，走進了時光隧道，遇見了當時的情景和驚

奇，觀影之後，更有著深深的感動。

◆ 編輯體例與特色

本書編排依攝影內容，分為〈農村生活篇〉、〈漁村生活篇〉、〈宗教廟會篇〉、〈鄉村

老人篇〉、〈傳統工業篇〉、〈休閒篇〉、〈婚喪禮俗篇〉、〈民宅家屋篇〉及〈其它〉等9

篇，總共收錄150張照片，其中又以「農村生活篇」之47張照片最多。其編輯特色有三：

首先在各篇照片之安排，其順序或依攝影時間先後，或依一日生活日誌為序，這樣的安

排也來自於何先生的建議，例如〈農村生活篇〉就是以大清早戴著斗笠批著簑衣出門的農婦，

至太陽西沉收蕃薯簽的農家，來呈現傳統農村「透早就出門」到「日頭那落山」的生活作息。

又如〈婚喪禮俗篇〉則以由「全福婦人」引領到正廳的待嫁新娘，至出嫁後第三天回娘家「轉

客」的新婦，紀錄了純樸農村的婚俗。

其次在每張照片所呈現的資訊，除了照片影像之外，每張照片同時記錄了當時所用以攝影

的相機名稱、鏡頭、光圈及底片的感光度等攝影資訊，可提供攝影同好參考，此點在一般圖像

攝影的書籍並不常見，亦要歸功於何先生長期以來對於本身攝影作品記錄的習慣與驚人的記憶

力，才能將本批照片所使用的媒材資訊完整保留下來。

此外，生動而又記實的圖說也是本書另一項特色。為了增加全書的閱讀樂趣並讓讀者深入

瞭解照片的拍攝背景與蘊含的意義，本館續委託《影饗》一書圖片撰稿者賴惠鳳小姐，針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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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片撰寫文字圖說，希望能忠實表達每張照片攝影時的情境與背景，賴小姐與編者曾多次至

何先生位於新店的住家進行訪談，何先生雖已高齡80，但對於這些照片的拍攝情境，卻是記憶

猶新，令人佩服，在一面指著照片回憶著，一面神采奕奕的述說下，一切就恍若昨日景像。

在本書末，尚刊有賴惠鳳小姐所撰述之〈何慧光先生及其農村生活攝影側記〉，希望讀者

在觀影之餘，對何慧光先生的生平與攝影歷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 結語

除了以文字書寫的圖書史料，透過以映像紀錄的攝影照片，更是留存了人物、事件、建

築、山川美景與風土人情等原始樣貌的第一手資料，現今如日治時期的各種明信片圖像寫真，

就已經成為我們研究臺灣19世紀的發展史之珍貴的資料來源。

國家圖書館也深刻感受到這個世紀將是以影像閱讀為主的世紀，然而長期以來在館藏資料

的收集，卻仍以圖書等印刷性質的資料為主，在圖片與攝影作品的收藏方面，則因缺乏明確的

呈繳規定以及缺少一套有效的攝影作品管理或登記系統，致圖書館在此類資料的收藏方面確實

有所不足，對照法國國家圖書館超過600萬件攝影作品的收藏，實在尚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希望透過何慧光先生的捐贈義舉以及本書的編印出版，對於收藏臺灣其它攝影家的攝影作

品，能夠有拋磚引玉之效。除了積極促進臺灣攝影圖像的文化典藏，以保存時代的共同記憶之

外，而其完整的授權使用，將更能使全國讀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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