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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 1月 7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發現一種新型病毒感染，其中包括

SARS等常見發熱和感冒冠狀病毒感染，並將其命名為 COVID-19（中文全稱

2019新型冠狀病毒，英文全稱 Novel Coronavirus）。從此一場蔓延全球的疫情

正影響著每一個人。陸生作為一個從中國大陸到台灣求學的群體，他們也因這

場疫情，生活正悄然發生著很大的變化。 

2021年的農曆年，因為疫情還在持續，為了避免跨境移動帶來的不便，他

們大多數選擇留台度過這個春節。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之下，在他們之間

有著華人文化與民族認同的自我意識，也有在跨文化生活之下的機遇與挑戰。

以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且以「紀實攝影」 的方式來展現陸生在這一個環境

之下展現出的不同的樣貌。聚焦這群在農曆年下留台陸生的生活，使用底片相

機作為工具進行紀實攝影創作以及結合文字來形成最終線上展覽。向閱聽者更

加全面的展示他們的群體。最終也將觀眾的回饋進行整理以及分析。 

關鍵字：陸生、跨文化、COVID-19、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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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anuary 7, 2021,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nounced the 

discovery of a new type of viral infection, including SARS and other common fever 

and cold coronavirus infections, and named it COVID-19 (the full Chinese name is 

2019新型冠狀病毒, the English full name is Novel Coronavirus) . Since then, a 

global epidemic is affecting everyone. As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to study, Chinese student is also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in their lives 

because of the epidemic. 

 In the lunar year of 2021, because the epidemic is still going 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cross-border movement, most of them choose to 

stay in Taiwan to spend this Spring Festival. In such an era, there is a self-awar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m, and there are also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ross-cultural life.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using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to show the different appearances of Chinese 

student in this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the life of this group who stayed in Taiwan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Used the film camera as a tool for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creation and combined text to form the online exhibition. Show the 

audienc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ir group. Finally, the feedback from the audience 

will be sorted and analyzed. 

 

Keywords: , Chinese student，Cross-cultural, COVID-19, 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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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壹、緒論 

一、 創作背景：COVID-19疫情的爆發與影響 

    2019年 12月中下旬，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售賣野生產品和海鮮的華東

海鮮批發市場，新型肺部感染悄然爆發，在這裏工作的人和來任職相關的

人員相繼出現感染的症狀。隨後，同年 12月 30日，武漢市醫院醫生李文

亮看到一份醫療報告，上面顯示了一份類似於 SARS冠狀病毒感染的數據

報告。從保護的角度考慮，又因為同學都是臨床醫生，他在微信群裏發布

了相關信息。於是，他成為最先對外公布肺炎疫情的八名醫護人員之一。

次日，即 12月 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武漢不明原因的病歷。 

2021年 1月 7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發現一種新型病毒感染，其中包括

SARS等常見發熱和感冒冠狀病毒感染，並將其命名為 COVID-19（中文全

稱 2019新型冠狀病毒，英文全稱 Novel Coronavirus）。    

2020年 1月 11日中國武漢市衛生健康局通報宣佈了第一位因 COVID-

19死亡的病例，來自一位 61歲經常光顧華南市場的男性。此後，疫情在中

國大陸如雨後春筍般增發。隨之其他國家日本、泰國、韓國、美國等都開

始相繼出現感染案例。各國也開始加強航空船隻等邊境管制，疫情防控戰

線立刻拉響。中國大陸也立即在 1月 23日宣佈武漢封城。千萬人口城市武

漢一夜之間立刻成為空城，也有近幾十萬人連夜離開武漢。 

    而此時中國人最重視的春節也即將到來。電影院宣佈關門，國家要求

暫停大型聚會，邊境管制立刻嚴格，口罩突然全面斷貨等等，一切快速且

讓人猝不及防，而讓民眾更加感到恐懼的是每日在家中看到不斷上升的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36

 

 

2 

診人數以及各地開始出現嚴格的防疫管控以及隔離。人類在災難面前的無

可奈何又無能無力。 

2020年 1月 31日，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國際公共衛

生緊急事件」之後，疫情的確診人數也隨之在其他國家開始暴增，疫情進

入全球化的防控狀態中。在經歷邊境封鎖、疫苗研發等等，至今到截止到

2021年 1月底，全球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一億，死亡人數已經達到兩百多

萬，治愈人數達到五千多萬，而目前臺灣確診人數為 909位（報導者，

2021年 3月 19日）。 

從 2020年初到 2021年，人們依舊生活在疫情之下，防疫隔離成為全

球的共同話題。且在新的 2021春節到來之際，人們又將面臨新的一輪疫情

的爆發，臺灣在 2021年 1月底也發生了桃園醫院群聚感染事件，中國大陸

也有湖北石家莊等地的新一輪疫情爆發。在這動蕩且疫情不斷起伏爆發以

及全球化的時代之下，人們因為防疫的需求衍生出新的邊境管制規則。而

在這些管制之下，原有的全球經濟文化交流，又將何去何從？ 

二、 創作動機 

（一）身處困境之中的我 

    七年前，我帶著18歲剛成年的懵懂與好奇來到臺灣這片土地求學。在這七

年之間，我在此學習，成長，交友，探索，同時也不斷構建著我對於這個世界

的認知。且不斷自由的穿梭於兩岸之間，不知不覺中，我開始模糊，我到底要

歸往何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36

 

 

3 

2020年春節，與往常一樣。在一月初的學期結束之後，我踏上了寒假歸家

與家人共度春節的行程。而就在這時，一場全球規模的疫情正在悄然來臨。在

疫情大肆的蔓延之下，很快我開始了和父母居家隔離的計劃，並且也不斷收到

來自臺灣的信息，隔離封境，再到無法歸臺，新學期接受網絡授課的等等通

知。在此間，我寫了一篇關於隔離生活的小詩，名曰《煩惱的樣子》: 

煩惱是什麼樣子？ 

我一遍遍問自己，沒有搜到標準答案，腦袋卻快炸了。 

每個月得交空在臺北的房租，沒有修完的學分，沒有頭緒的畢

業專題，無期限的休學，停滯的工作。 

出不了家門，也進不了任何地方。 

沒收入，要支出。沒收入能量，要平衡情緒。要加油，別喪。 

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想不到答案，也開始不在乎答案。 

日常的一切都變得很遙遠，臺灣很遠，學校很遠，一切都很

遠。 

休不休學，回不回去，變得不重要了。因為我快想不起那是什

麼感覺了。 

慾望都開始減少，關起門來的日子，讀了一本《烏合之眾》。 

原以為獨立思考能帶來點力量，但我越來越不愛世界了。 

煩惱是什麼樣子？就是要加油，別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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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回家過年到疫情爆發，政策變化，歸臺路遠。 

再到不遠千里，隔離回校，再回課堂。和大家一起回歸校園之後，我也在

重新整理審視我在這段疫情時間下的自我發展，以及開始規劃我的畢業創作方

向。與此同時，疫情並沒有結束。選擇歸臺回來上學的陸生又將面臨 2021年的

新年，而這一次因為疫情下的隔離政策，他們大多數在選擇留臺度過春節。在

這晃晃蕩蕩，充滿了未知與挑戰的一年，重新離開自己的家鄉，踏上他鄉之路

求學的他們。在熟悉的校園生活裡，但又沒有自己熟悉的家人朋友在身邊度過

這華人春節時，他們會將度過一個什麼樣的春節？ 

（二）跨文化下的經驗 

    筆者作為他們其中的一員，希望觀察在此疫情下作為跨文化留臺求學的陸

生群體。且跨文化溝通與一般的溝通有所不同，其關鍵就是溝通的對象擁有不

同的文化背景，這種不同文化的差異會導致溝通方式、過程、結果的差異（鵬

凱平、王伊蘭，2009）。春節作為節慶，本身也將帶來文化上的認同與想像。

隨著人口的全球化遷徙，我們已經進入了更加混雜的文化認同環境，而不只單

單在一個同質的國族以及群族的文化認同。我們也許需要重新思考文化、身份

／認同等不同的問題。在這特殊的時期之下，萌生通過紀實影像來記錄並展現

陸生群體在異鄉生活狀態的創作動機。 

三、 創作目的 

本創作通過紀實人文攝影的作品開展研究，首先，通過展現陸生群體

COVID-19疫情下在臺度過 2021年春節影像為基礎；其次，通過展現影像的同

時，來探尋陸生在此臺灣以及傳統華人春節，在不同文化的衝擊下的融合與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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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來觀察跨文化下他們的生活形態；再次，通過他們在影像中呈現的生活形

態，來展現人物的生活方式以及心裡狀態。最後，通過展覽的形式，來和觀眾

一起來觀察在跨文化紀實影像中，來觀看其生命樣貌且一同思考藏在底層的衝

突與融合。 

最後作為創作者，我將「吾心何歸」作為一個持續的提問題，從創作的出

發到作品展出，都將作為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從著手創作起初，我將此作為我

觀察出發的觀點，來記錄我觀察下的群體樣貌。到後續展出，我希望通過記錄

來與觀眾對話，將“「吾心何歸」作為展覽的主題，觀眾在觀看的同時，也向其

發出提問。通過此次記錄與提問對話，希望為疫情下陸生群體留下影像記錄，

以及透過影像和觀眾一起來覺察他們的內在意識，也為未來 COVID-19疫情以

及陸生群體研究留下可參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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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陸生防疫中的回臺求學之路 

2020年 1月 26日，鼠年農曆年的第二天，中國武漢省宣佈封城的第四

天，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生部長陳時中立即宣佈限制中國國

籍人士入境，其中包括「暫緩陸生來臺 14天」 。 

     隨後，臺灣教育部（2020年1月30日）發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

校對陸生管理計劃工作指引》，規定陸生學生返臺後必須通過14天集中監控管

理方式。這意味著，不僅新學期的交流計劃將徹底作廢，在臺宣布學位的陸生

也將無法按時返校。 8353名陸生擁有正式學位生身份，只有約700人留在臺灣

過年，其余7000多人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被禁止入境。而2月之後，越來越

多的國家和地區因肺炎疫情而實施嚴格的邊境管製，並采取了目前對來自高危

地區的入境民眾強製集中隔離的政策。此時，規定臺灣將開放7000名陸生入境

變得更加困難。 

     伴隨著疫情入境政策的風雲變化，開放了9年的大陸學生赴臺留學政策也

隨之擺動。在此同時，自2月開始，中國臺辦就陸生無法赴臺一事發佈對臺灣當

局「損害陸生正當權益」的批評。並且在4月9日，中國教育部在其官方網站上

宣布，將暫停陸生赴台學習交流計劃，除了目前已在臺灣就讀的陸生外，暫停

2020年其他大陸學生赴臺申請學位。這意味著長達9年的陸生赴台就學交流就此

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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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各方政府疫情防控政策的積極推動之下，有些國家疫情傳播以及確診

人數開始下降。隨著當前各政府部門疫情防控政策的積極推動，部分國家肺炎

傳播和確診病例開始下降。 6月中下旬至7月中下旬，臺灣教育部先後開放19個

風險較低的國家或地區返臺。在公開名單中，中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比部分

上榜國家要少，但陸生還是不在這份名單上。陳時中在采訪中也表示，他認為

中國政府部門的信息並不完全透明，必須再次觀察。此外，6月中下旬，北京

“新發城市場”也有不少人讓指揮管理中心認為國內出現了防疫裂縫，陸生入境

的問題還是有待考慮。 

     直到7月22日，臺灣教育部才允許陸生應屆畢業生返臺，本批次可返臺的

陸生約有3,164位。而還有六七千名陸生依舊還在對岸等待著能夠歸臺完成學

業。在這等待回臺過程中，政策一再變更與不確定，讓此回歸臺灣校園學習之

路變得更加的艱難。 

     其中還發生著名的「髮夾彎」事件。臺灣教育部在 8月 5日稍早發給各大

專的公函，當天開放的「在學學位生」，名單中並未排除中國大陸學生。且教

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傍晚接近 6時在記者發佈會上，一開始也說名單包含陸

生。但受訪到一半的時，突被教育部幕僚請出，一分鐘後再回來時，劉孟奇改

口為「因為跟兩岸相關的一些考量」，陸生還是先開放到應屆畢業生，在學學

位生不包括在內。教育部在會上前後幾分鐘更改了陸生入臺政策，讓人一陣嘩

然。直到八月對所有陸生全部解禁。 

     自8月底宣佈陸生全面可以返臺以後，學生按照年級先後被各學校安排返

臺，且在防疫賓館單獨隔離14天後才能返回學校。 7000多名陸生學生全部入

關，至少需要兩個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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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歸臺灣求學之路在政策擺動剛剛消停。回臺隔離學生們又需要面對金

錢壓力以及內心煎熬的多重困難。據臉書海外學生權益組織（2020年8月19日）

統計，7月底至8月初，陸生隔離14天的費用普遍為新臺幣3萬元至4.5萬元（約

合新臺幣6900元至10350元），快要趕上了一學期的學雜費。一些防疫酒店甚至

聽說很多留學生返臺，順勢漲價；同時，旅遊局宣布，自10月1日起，對其他國

籍隔離人員無居留證入住的防疫賓館不再給予補貼。並且幾乎所有較晚後續較

晚入境的學生支付的檢疫費用都比8月份最先入關的陸生學生多。只有極少數學

校配合為陸生學生提供補貼或防疫宿舍。 

資料來源：<各校防疫旅館費用(2020年 8月)>，臉書境外生權益小組，2020年

8月 19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ismovement/posts/274237140271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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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人文化的農曆年與民族認同 

春節作為一種華人傳統節日，也是一種「族群象徵」（ethno-

symbolism），史密斯(Smith Anthony D.)提出，此就是指透過運用前現代的族群

（ethnics）的文化元素，如神話、記憶、傳統、歷史等，來重新詮釋運用。而

族群性（ethnicity）本身指的是特定人群共享的規範，價值觀、信仰、文化符號

/象征與文化實踐活動（Smith, 1986）。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中華民族之

一，自古定居東亞。縱觀歷史，中華民族的誕生於三四千年前。兩千多年前的

秋、春、戰國時期，華夏人就開始把他們定居的行政中心地區稱為中國，因此

這樣的先民堅信自己的歸屬地是世界的中心。（王邦維，2017）。 

「族群」（ethnic groups）的形成，也有賴於在特殊歷史社會與政治脈絡下

發展出的一套共享文化符徵歸屬感（Chris barker, 2004）。春節在華人社會背景

中，伴隨著幾千年春節文化的不斷推進，儼然已是歸家的符號與此特定人群的

文化符徵歸屬。史密斯則反對本質論式或現代論式地理解民族，希望透過尋找

民族里前現代族群的元素，重新提供了一種既承載過去又建構未來的框架。而

在本次的創作研究之中，筆者也希望透過在一個傳統以及前現代族群的文化符

徵當中，去觀察在此之下，當代華人年輕族群又會呈現出何樣的生活方式以及

狀態。 

Hofstede and Bond(1988)針對分布於三個地區，五十個國家的研究指出，臺

灣、香港、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之傾向較

低，而有較明顯的長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並且在研究中指出，華人是

偏好集體主義。也就是表明在一個相對緊密的社會結構中，人們會期待自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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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內部群體照顧也較易排斥外團體。華人具有較強的集體主義意識。此創作有

趣的部分，中國大陸學生與臺灣社會都是處於一個相對是集體主義意識環境之

下的。但是兩者的集體主義又因社會、文化、政治上的不同，又具有非同一

性。 

在此之下，本創作又延伸出陸生群體民族身份認同想像部分的探討。民族

的內部認同是民族發展進程中一種客觀現象，民族認同(又稱族群認同)主要指

一個民族的人們對其自然及文化傾向性的認可與共識。而文化也不只是靜止的

實體，也隨著不斷變遷的實踐活動在社會的各個層面上運作形成的。春節也作

為一開始的上古起源，關於鬼神以及年獸「夕」的傳說，一開始是古代勞動人

民為守護自己的家開始的過年過除夕的節慶。但現代隨著現代文化的推進，已

然是一個全球性代表華人文化的節慶。而華人群體也通過歡度這個節慶的過程

中，進一步的認同自己的民族身份。 

民族認同的定義最早出現在 18世紀的啟蒙時期。 1970年代至 1980年

代，民族認同理論具有更多的「Identification」，因而同時具有「認同感」與

「認同行為」的含義，1990年代進入大陸學術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素

之一。「Identity」問題原本是一個傳統的哲學和邏輯問題，從弗洛伊德轉移到

心理學領域（賀金瑞、燕繼榮，2008）。近些年來，也不斷有學者在通過文化

現象來探討以及觀察群族認同的心理層面。筆者也期待著，踏尋前人的腳步，

再更多的通過創作去察覺以及關懷到更多在我生命經驗中遇到的不同群體。 

民族認同在本質上是需要連接各種各樣的傳播活動，並且也因這些傳播活

動而構成。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則提出了「想像的共同體」

理論。他認為「民族」的起源，來自對人對「共同體」的想像，這些想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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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符號以及儀式所構建出來的。春節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節日，也有著其特

有的文化儀式，比如過除夕、貼春聯、打鞭炮等等儀式行為。在進行這些行為

的同時，群體本身是否又通過主觀意識進行了想像？ 

但安德森同時隨後指出「民族」由於建構性而需要對「認同」進行敘述，

這種敘述卻矛盾地源自於遺忘（吳叡人譯，2007）。在現代社會加速全球化的

脈絡下，我們的文化認同不再已經是單一性。本次創作也將透過觀察記錄在一

個特殊環境以及傳統華人節慶之下，來觀察陸生群體的生活樣貌，重新思考文

化與其產生的認同。 

三、在跨文化下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法國人類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所主張的文化定義，文

化是在某一特定時間普存於人類群體的一組模式，或行為模式。文化人类學者

柯羅柏及柯朗宏對文化下了這樣的結論：對文化藝術的結論是：文化包括各種

形象的表象和內在的潛在方式，以及從學習中衍生出來的行為方式。這些方式

可以通過不同的符號進行傳播，形成人類群體的獨特創造或者具體創作；文化

的關鍵不僅包括傳統的潛意識以及附加的價值，這些經過時間的凈化以及歷史

傳承；文化的整個過程可以被視為行動的產物，或進一步的決定因素（黃葳

威，1999；Kroeber & Kluckhohn, 1952）。在本研究中，春節首先作為一些文化

符號，且通過人類族群進行不斷的傳遞，而形成一種特有的行為模式。 

德國跨文化溝通學者 G. Maletzke指出，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群體成員

之間進行交流和互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不僅按照母體文化藝術的

規範和習俗表達自己的態度和行為，還體驗了對方的文化內容，包含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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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藝術的規範、習俗、態度和行為等等（孟昭昶、賴毓潔，2010）。並

非每個參與者都會從事他感興趣的活動，但與社會中的其他活動沒有任何互

動。完全獨立和社會之外的活動對演員來說毫無意義。文化藝術的必要性，再

加上文化藝術本身如何被詮釋和實踐，都在引導著群體和個人產生特殊的風格

行為。因此，在同樣的情況下，經過一系列的實際和經濟考慮，參與者所采取

的行動都是有一定規律的，這都是因為他們對廣闊的文化藝術“層次”有一定的

體驗。采取的行動。即使是滿足最基本的生理要求的行為也不會脫離文化藝術

的範疇。（John Tomlinson，1999／鄭棨元,陳慧慈譯，2003）。本次創作研究

將從陸生的個人生活方式進行探討以及探索，從旁觀陸生的日常生活來看待他

們的生活形態北京的文化意義和闡釋。學者們的觀點，也更加的論證且告訴我

們後來的研究創作者們，明白日常生活活動對於探尋文化層面背後的重要性。 

Redfield最早是在 20世紀初提出了「文化適應」的概念，他認為文化適應

是有個體組成的兩個或是以上不同文化群體間直接、持續地發生的文化接觸，

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發生改變（黃玉蘭，2017）。再後來，學者

Kim（1988）則提出「隨著時間變化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個體完成了

一種文化中的社會化過程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陌生文化環境之中，並不斷

地、持續的、直接的接觸這個文化」。「文化適應」說明了人類在生活活動之

中，進入不同的文化之下，會產生新的文化狀態，由此其需要不斷的感受以及

調整來適應在不同的文化之中，他的社會行為以及溝通方式。 

Chris Barker在研究年輕的英國亞裔和白人及非洲/加勒比海黑人後裔的英

國人一起就學，共享遊樂場所、看一樣的電視節目，並且經常是不同語言的交

談溝通經驗中，他提出雖然英國亞裔經常被視為是在「在兩種文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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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1977）或是被卷日一種「文化衝突」的過程，他認為，文化適應是

由個體組成的三個或三個以上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直接和持續的文化藝術接

觸，從而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調整以及改變。這樣看來，這些年

輕的英國亞裔應該算是一群相當有能力進行文化符號轉換（code switching）的

實際操作的人，他明確提出了一些理由。以下是其中三則：（1）「兩種文化」

的概念是不正確的，因為所謂「英國」和「亞洲」文化本體都是異質且具有有

階級性的（2）沒有理由認為文化之間關系的痛苦必然會發生沖突或談論它；

（3） 文化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而是多向的過程。（Chris Barker，2000／羅世

宏譯，2004）。 

    結合不同學者對於文化以及跨文化的研究，可以發現文化通過語言、知

識、節慶等行為進行傳播。同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參與不同文化之間交流以

及傳播的族群，畢然將面臨處於跨文化傳播的現象中，但這所帶來的文化衝突

或是文化適應而非是單一選項。這更是提醒了作為研究的筆者，在文化創作

中，不單單只以單項的角度，更是應該以更加多向以及多維度的方向去觀察。 

四、紀實影像敘事 

    最先使用「紀實」這個字的是二十世紀初的法國攝影家尤金·阿傑(Eugene 

Atget)，他所城市街景、歷史建築、商店櫥窗和普通人的照片，可以堅持畫家對

真實細節的回憶，是畫家的攝影記事本。阿傑未經修整、貼近現實的照片很受

畫家馬蒂斯(Henri Matisse)欣賞，1980年他寫道:「攝影足以提供現存事物最珍貴

的紀錄」。紀實攝影要傳達一定的訴求，才能與風景、人像、城市街景區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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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紀實照片可以訴說一些關於世界的事情，這樣的訴說可以促進重新思考人

和環境的方式（Rothstein,1986／李文吉譯，2004）。 

紀實攝影的主題不受限製，但並非每張照片都是完全紀實的；它應該傳達

某種吸引力，這樣它才能與風景、人像照片或城市街景照片不同；它記錄的內

容它應該比現成的即時照片（Snapshot）具有很多意義，它應該表現出主體的

情緒而不是接近；紀實照片可以講述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並促進對人和環境的

這種重新思考。照片是十九世紀現實世界的替代品，足以在當時造成感人的沖

擊；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當今閱聽者水平的提高，它必須更具藝術性（Taft，

1964）。紀實攝影也是我們所處社會的反映。首先，紀錄片她的目標是展示世

界各地正在發生的問題，並為人們提供照片以采取行動糾正錯誤。其次，攝影

可以更客觀地觀察世界。沒有判斷，只有真實的觀察。在處理這些聳人聽聞、

令人不快的題材時，用清晰而冷漠的眼神，攝影師對人類社會與社會的關懷也

就隨之可見了（Rothstein,1986／李文吉譯，2004）。 

    而不斷通過攝影機看世界的過程中，也有學者開始提出如何觀看攝影本

身。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里說道攝影一方面教導我們一種新的

視覺符碼（visual code），一面改變並擴大我們對於「什麼是值得我們仔細看

的」或是「什麼是我們有權利去觀察的」這類觀念。它們是一種「看」的文

法，甚至更重要的是，是一種「看」的理論。她更是提出攝影是「唯一一種天

生的超現實藝術」（Susan Sontag，1977／黃翰荻譯，1997）。她認為超現實主

義，從來就是攝影這個宣稱複製現在的行當的核心內涵。另一方面，在光怪陸

離的今日世界，尤其那些將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壓縮並存於同一個時空膠囊

的社會，超現實主義的攝影創作，描述或再現的，常常是現實的面貌（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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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2013）。而紀實攝影的力量與衝擊來源於大眾接受它是目擊現場的攝影者

的圖像證據。紀實攝影呈現事實、信息和證據，經過這個媒體天生的特質——

銳利、細節、完整的色調層次與凝固的等等加以強調。紀實也是證明或是證

據。照片的現場目擊特質使得它成為佐證或支持某種處境或條件的絕佳證據。

在紀實攝影作為目擊現場的觀察者角度，再到片段式的再現。虛實之間的轉

化，是真實的力量，還是觀看的力量，需要我們再重新審視我們觀看的方式。

因此，攝影的性格——教育、訓練（schooling）我們如何透徹、精深地去

「看」（intersively seeing）——似乎更接近現代詩而非現代畫（Rothstein,1986

／李文吉譯，2004）。 

    英國藝評家／小說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提出其感興趣的是有趣的是

觀看-檢索-揭示的過程和層次。他相信，在每一個觀看的動作中，總有一種對

意義的期待。這種期望應該與解釋的願望分開。看的人可能會事後解釋，但在

這解釋之前，人們一直期待，事情的出現，可能會透露出什麽意思。只有通過

各種搜索中的各種選擇，我們才能區分我們所看到的以及圖像經過我們腦袋後

的處理。也嘗試將表象的碎片和意義的轉化聯系起來，John Berger&Jean Mohr

按照不同的排序，讓讀者自由解讀，達到影像不只是「報導體」，更像是一篇

「散文體」，讓影像曖昧的本質牽引出更多的空間（張照堂，2007）。 

    綜上研究者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紀實攝影」本身並非全部真實，其本

身保留且帶有與閱聽者之間的關係。在創作中，我們需要更加的小心，在觀看

中給閱聽者帶來強烈的主觀意識，而我在本次創作中，也更傾向加入散文式的

文字描述，期待與閱聽者在觀看同時，帶入更多影像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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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客觀的傳統紀實攝影雖然願意讓自己的記錄盡可能接近真實，但也促

使觀眾相信照片中的內容是真實的，這樣一種美好的願望，但實際的客觀距離

攝影師和拍攝對象其實已經註定了，他的記錄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某人的印記。

所有的攝影記錄活動實際上都是攝影者的主觀行為，不可能完全消除主客觀現

實。在傳統紀實攝影師手中，大多數紀實攝影都具有社會公器的性質，包括“教

化”的作用。攝影師的標準是將“公”置於廣義的社會價值之上，這種廣義的價值

是否有意或無意地通過它所展示的圖像抹殺了一些人，這是顯而易見的。這

樣，紀實攝影就應該有意識地從“公”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給人一種內在體驗所

表達的氣質。從而推動紀實攝影表演從“公”向“私”的轉變。通過這種“私”的影

像來驅動現實思維，展現影像思維的多元化價值，同時拓展紀實攝影的定義

（顧錚，2002）。 

   最後也將謹記紀實攝影與現實不一樣，它只是引導這樣一個接近現實的位

置，但沒有辦法告訴這樣的現實。現實只有通過個人實踐結合才能深入體驗。

一張空洞的照片，並不能解決「什麼是現實」的這個大哉問（沈柏逸，

2015）。作為創作者我們需要提供更多全方位的體驗，讓觀眾更加靠近以及接

近我們所傳遞的內容。提供視眼，而不干預他們的思考，才能更加真誠的與之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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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創作計畫 

一、 創作理念 

     楊照先生曾在《面對未來最重要的 50個觀念中》曾書寫過一段話——

「年輕時，我努力寫作，因為知道青春是有限的，理想與感動或許也是有限

的。我的心底藏著一股祛除不掉的恐懼，不知哪一瞬間會有怪獸倏然躍出，大

口大口吞噬我的清楚與理想與感動，只留呆木與疲倦給我。對抗這想像怪獸的

方法，我惟一的方法，就是寫作，留下白底黑字的記錄，留下怪獸吃不掉消滅

不了的鐵證，證明自己青春過、理想過、感動過」（楊照，2006）。筆者來臺

求學七年，也身為此次 COVID-19疫情下留臺陸生的一員，在臺攻讀人文領域

相關的科系。熱愛創作，也在此間曾經迷茫。正值青春時光，讀到楊照先生寫

的這段話，心裡大為觸動。創作者也皆凡人，光陰有限，正在歷史長河之中，

作為渺小客體，也就是想在此用自己的力氣，拍下，寫下，記錄下，這個當

下。 

    本次拍攝計劃希望以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且以「紀實攝影」 的方式來

展現陸生在這一個環境之下展現出的不同的樣貌。雷畢格（Michael Rabiger）

曾在紀錄片傳播中分享了創作者的三個立場，其中一個為平等分享（Mature 

communicator）：對觀眾與自己平等以對，願意在相互矛盾出細究，並提出引

人思考的判斷，既不支配也不使觀眾分心，只想分享生命裡的矛盾與難以究竟

的人生（Michael Rabiger, 1987／王亞維、喻溟譯，2016）。雖然筆者為陸生中

一員，但在拍攝的過程中，筆者已不改變當下事件的形式為前提，對事件的原

貌進行客觀拍攝。並將拍攝聚焦在 2021過春節年期間（農曆庚子年大年三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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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大年初七），留臺陸生在臺灣經歷以及生活的春節。另外，此次創作也

对被攝者进行保護，所有的拍攝都在得到被攝者許可後進行。法國攝影家布列

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曾表示，攝影時永遠要對拍攝者有與最高敬意。無

政府主義是一種道德（Henri Cartier-Bresson，1996／張禮豪、蘇威任譯，

2014）。 

二、 記錄方式 

    從 2020年 8月隨著第一批陸生入境之後，我一直深陷尋找畢業創作方向的

過程當中，也因疫情半年未回臺學習，心理也有些不適應。最終在確認本次創

作題目之於，也一個多月田野調查期間，收集了很多陸生的心境，覺得除了影

像，這部分也是非常值得被看見的部分。本次展覽也是以陸生的視角出發，所

以在展覽期間，整理好的攝影素材也將加上文字創作描述，向閱聽者更加全面

的展示。盡可能保持客觀的呈現方式，來呈現此跨文化群體在農曆年下的狀

態。分享筆者觀察到的生命中的矛盾與難以究竟的人生。 

三、 創作時程 

（一）拍攝準備階段 

1. 器材準備 

首先，在創作的器材上筆者使用 135mm底片進行創作，選用 Kodak 

C200底片，搭配 Canon EOS 1V底片機與鏡頭 Canon 24-70mm 2.8二代。選用

底片機進行創作首先是想緩解「後攝影」時代作為創作者的創作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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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攝影」該術語被西方國家的許多學者用來描述傳統的攝影應用，基於

膠片的圖像（film-based image），意為電子和數字成像方法，包括：計算機、

CD-ROM、數碼照片、交互設備等. 靜態圖像。數碼攝影擁有以下的特點：即

時拍攝，快速簡便的存儲方式，內存可重復使用，圖像復製非常容易，不依賴

固定暗室空間，不使用化學藥劑，環保有效，與電腦配合相互性強，後期製作

概率好，電信傳輸可能性大，圖像內容帶有個人隱私等。 因此數字圖像藉此獨

特的強大功能性，無論是掃描傳統圖像還是立即使用數字設備顯示圖像，在如

今當代日常生活中，迅速的代替了傳統攝影原本在大家生活中的地位。（游本

寬，2004）。後現代數位攝影的迅速發展，一度讓作為創作者的我，迷失在影

像快速中。也因其的立刻成像，在創作過程中一度會因為需要不斷檢視，而錯

失在創作中的對於現場的感受。 

使用傳統底片拍攝，意味著對於影像的未知，也意味著更高的成本。但這

樣的限制之下，也讓我更謹慎的去思考每一次按下快門時，我對於影像的思

考。是否這個畫面真的需要？這次曝光的數值是否正確？等等一系列在按下快

門前的片刻，會讓我找回數位攝影帶來便利性的同時我失去的思考。 

而數位相機同時具有快速對焦，以及抓住瞬間的快速能力。這是傳統數位

相機所不能帶來的。於是我選用了 Canon EOS 1V與 Canon EF變焦鏡頭。

Canon 1V 作為佳能公司在 2000年發佈的最後一台專業級 35mm底片單眼相

機，有著單眼相機所一樣的快速對焦預計 34點對焦系統。在這上面滿足了，我

在拍攝過程中需要對於瞬間影像的抓取。 

保留著對傳統底片的想像以及對於數位影像的快速抓取能力的需求，我在

最終的設備上，為自己這次創作選擇這樣的拍攝器材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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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拍攝地點尋找與確認拍攝對象 

    本次拍攝首先聚焦在 2021過春節年期間（農曆庚子年大年三十到辛丑年大

年初七），由於筆者本身就是陸生，在尋找拍攝者對象的時候首先選擇了身邊

的同學開始進行詢問意願，並且與其商量拍攝地點。 

    根據詢問意願選擇拍攝地點為四個地方四組拍攝，分別為大稻埕年貨街、

陸生出租房家中、政治大學校內以及跟隨臺灣家庭戶外走春。此外，除了拍攝

陸生群體以外，為了補充在臺社會背景的人文影像，筆者也將進行環境拍攝，

與人物的狀態進行相互對應。 

（二）拍攝階段 

     由于拍攝時間比較集中，為了盡可能的取到更多的景，所以安排拍攝的時

程就比較重要。首先，我跟拍攝者進行了田野調查與訪談，初步大致了解他們

拍攝當天準備做的事情，做到盡量多拍多取景。 

    拍攝主要分為三部分，過年的年貨準備、大年三十的當天、以及春節假期

的走春活動。過年的年貨準備，我跟隨一位陸生，在大稻埕進行採購拍攝，拍

攝時長接近 7小時。大年三十當天的活動比較多，也是比較重要的拍攝核心。

在這當天，我安排採集三組不同陸生的春節跨年，分為在晚間 16：00-20：00

在一組陸生的出租房裡拍攝他們的過年，在 21：00-23：00在政治大學的交誼

廳拍攝在宿舍留臺的陸生，在 23：15-02：00在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辦公室

拍攝陸生與助教一同過年。大年初四，從 09：00-20：00全天跟隨參與一組臺

灣家庭的走春活動。在其餘拍攝時間，盡可能的取材拍攝臺灣當地的春節景象

進行背景環境資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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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底完成創作論述發表之後，挑選了 20多張左右的照片進行策展圖像整

理，並將進行文字的描述與補充，同時進行展覽場地的尋找與申請。在 5月完

成素材整理，以及展場的場地確認、展覽的文宣品製作等流程。6月底進行展

覽的為期一周的展出並且同步在展覽期間收集觀眾回饋。 

    攝影展原本預計在台北市萬華區的剝皮寮歷史街區內展出，但因 2021年 5

月中旬台灣本土疫情爆發，不得不取消線下展覽，最終以線上網站的形式在 6

月下旬展出。也在展覽期間，同步回收觀展回饋。這部分展覽作品這部分展覽

作品也將持續的放在個人網站上，向更多的閱聽者做展出。為陸生這個群體留

下更多的記錄，也希望通過互聯網讓更多的觀眾可以看到與持續探討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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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時間時程表 

2020/11/30-2021/01/09 創作發想與田野調查 

2021/01/10-2021/01/19 拍攝階段 

2021/01/20-2021/03/31 創作論述書寫 

2021/04/08 創作計畫第一次口試 

2021/04/09-2021/05/09 作品整理分類與計畫策展 

2021/05/10-2021/05/30 展覽文宣製作/展覽場地調整 

2021/06/01-2021/06/24 線上展覽網頁製作 

2021/06/25-2021/06/30 線上影展舉辦及收集回饋 

2021/07/01-2021/07/05 回饋整理與完成創作論述 

2021/07/15 發表且進行學位考試 

表 1：創作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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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創作暨展示成果 

一、 創作作品成果及作品呈現 

（一） 創作作品成果 

在前文的部分，我有分享到，我將拍攝聚焦在春節期間的時間。分別跟隨

四組不同的台灣過年體驗組成，並且也加入春節期間我的路上觀察片段。企圖

除了展示大多數的陸生生活以外，也能夠通過鏡頭語言，向大家詮釋，創作者

本身作為一個陸生，透過鏡頭在台灣社會的觀察，來看到一樣又不一樣的部

分。希望從不同的維度，讓觀眾看到更多關於陸生的生活。 

本次創作一直以春節元素為核心，並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文字的方面，將從筆者自我的生活體驗出發，從一個陸生的視角來描述這

些生活與影像結合的心境，希望下影像之後，紀實以文加圖的形式，來體驗跨

文化生活求學之下的不同體驗。 

（二） 展出說明 

本次作品將把 2021年 COVID-19期間拍攝的紀實影像，分成陸生的生活片

段以及春節期間筆者在台的路上觀察作為展覽展出的兩個大主題。陸生的生活

片段，通過深入陸生群體的生活，提取其在這段生活期間的關鍵符號特征，來

組成他們的生活影像。路上觀察片段則是通過筆者在春節創作期間，發現在台

灣地區不一樣的生活符號，作為一個出發點。透過在路上的行走和留心的觀

察，來感受春節期間與過往生命經驗相似又不同的體驗。 

在這兩部分的主題下，共展出 16組圖，23張圖片，組成這個主題。而每

一張圖片都通過一個符號來展現春節的樣子，也期待本次通過兩個主題，帶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36

 

 

24 

閱聽者更加全面的理解在跨文化的生活背景之下，陸生的生活狀態以及其筆者

本身作為陸生，透過鏡頭在春節當下，在路上觀察的同時，也連接著自身的曾

經生活背景。 

在這樣的一個矛盾的體驗之下，也通過散文的方式，對紀實攝影加以自身

的體悟，更加貼近和閱聽者之間的距離。 

在展演形式的方面，也因 COVID-19疫情發展，有了與原計劃的不同改

變。本次展覽最終是以線上的形式展出。但是在一開始展演安排的時候，我的

規劃是以線下的實體展出形式進行。原本計劃是選址在台灣台北市萬華區剝皮

寮的歷史街區進行展出，也進行了實際的場地規劃，並且與對方簽約了展覽的

場地時間為 2021年 6月 4日至 6日為期三天的線下展出。但因此時 5月台灣本

土疫情突然爆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 2021年 5月 15日發佈新聞稿，因

本土疫情持續嚴峻，雙北地區（台北市、新北市）有不明社區群聚感染事件，

疫情來的又兇又猛，即日起至 2021年 5月 28日雙北地區實施疫情的三級警

戒，其中包含取消大規模的集聚活動（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年 5月 15

日）而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與 2021年 5月 13日發佈的新聞稿中提到，台

北市萬華區出現 COVID-19不明感染源，有社區群聚的風險。（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2021年 5月 13日）。因此綜上背景的發生與防疫考量，在和導師

的商量下，一遍靜觀台灣本土疫情發展，也隨之取消了原定於在台北萬華區剝

皮寮的展覽。後續還是持續在尋找線下展出的可能性，又折中方案選擇了國立

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一樓的展廳與 2021年 6月 26日至 30日，進行為期 3天的

展出。於此同時政治大學宣佈即日起至本學期期末進行全面的遠距教學，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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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一律拒絕所有訪客（國立政治大學秘書處，2021年 5月 14日）。自此，

線下展覽的可能性，因為疫情在台灣本土的極速爆發，不得不因此暫停。 

最終展覽以個人網站（https://425838081.wixsite.com/wheremyheart）的形式

進行展出，在 2021年 6年 24日後進行展出，在各社交網站上進行宣傳，並且

同步回收觀眾的回饋。且在展出期間也是為台灣三級防疫警戒的時間當中，觀

眾大多以居家上網的形式來進行展覽的參與。 

（三） 作品與說明 

主題一：陸生在台的生活片段——那些零碎的組合 

“生活被切割成不同零碎的片段，拼接在一起才是我們生活某一些樣貌的

片段。” 

這部分的創作，每一個作品我都將其挑選出一個關於春節的符號，來和閱

聽人作為分享。我們會發現，拿起一塊石頭，向鏡子丟去，碎成一塊塊的小碎

片，會組成我們生活形態的萬花筒。而這些關於春節的元素，不過是春聯、燭

火、手機、春晚、仙女棒等等，加上眼淚和記憶，和那一隻隻在嘴上永遠難以

分開的口罩。它是我們在 2020年到 2021年我們社會特有的符號。而這些新符

號與原先關於春節的特有的符號進行組合碰撞之後，身份地點文化，都開始潛

移默化的發生了不同形態的改變。 

在這些重組而又熟悉的符號之下，讓我們再去觀察，符號之下的人，人之

思想，又會有哪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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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在這個，拼拼碎碎的是過程中，來觀看，來觀察，來思考。吾心何

歸？

 

圖 1：網頁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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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台北年貨大街上的春聯 

 

圖2-1：作品《台北年貨大街上的春聯》 

拍攝地點：台北大稻埕年貨大街 

作品描述： 

儿时的春联是一桶米浆一台梯子 

和爷爷爬着贴上墙的 姐姐提字的 那是我們家的春聯 

今年的春聯是站在路邊觀賞 

是櫥窗裡的 是排隊定制的 是掛在街上一張五百塊的 

我們靜站一條叫做台北年貨大街的街上 

看見一個女人提筆 黑色的墨汁 鑲嵌進一張又一張的紅色紙張裡 

起筆 鑲嵌 風乾 談笑 排隊 領走  

我們看見排在前面一組又一組人 提走了家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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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燭光/記憶裡媽媽為我點的頭香 

 

圖2-2：作品《燭光/記憶裡媽媽為我點的頭香》 

拍攝地點：台北大稻埕年貨大街 

作品描述： 

廟口的燈火總是一閃一閃的跳躍 站在廟口前  

看見來來往往的人 站在香炉前虔诚的点起火光 

那火里总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總在大年三十鐘聲敲響後 

拉著我去廟裡上今年的第一根頭香 

我總是聽見她念念有詞的對佛主喊著 

我的名字 

作品三: 廟口的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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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作品《廟口的年貨》 

拍攝地點：台北大稻埕年貨大街 

作品描述： 

琳瑯滿目的年貨，在一條街上，邊吃邊逛，怎麼都看不完。 

是熟悉，但有些和往日有些不太相同的年貨。 

走走看看，東摸西摸，這一切都是新鮮貨。 

紅彤彤的南瓜，滿屋子的竹子，藏在竹子裡的平安。 

他們在這一條街，你每走一步，它都換一家店。 

含蓄的藏在角落，對你說，新年快樂啊。 

說完，捂著嘴笑，又不好意思的，藏進了另一個角落。 

而你邊走就總能邊偷偷再一次發現它。像是和你在這條街上，玩著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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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手機遊戲裡的年 

 

圖2-4：作品《手機遊戲裡的年》 

拍攝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自強十舍交誼廳 

作品描述： 

21世紀的世代，距離不過是一個手機而已嘛？ 

三維世界抵達二維世界，你還是那個你嗎？ 

我們在二維世界裡穿梭，遇見不同的人，見不同的事，同創一個新世界。 

年，在那個二維的世界，又是如何的呢？ 

是存在的嗎，離開三維世界的紛擾，只不過需要一個小小的掌上媒介。 

那裡有無數個三維世界來到二維世界的靈魂， 

會在大年三十鐘聲敲響的時刻相擁吧，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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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在身邊的你 

 

圖2-5：作品《在身邊的你》 

拍攝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自強十舍交誼廳 

作品描述： 

在二維世界裡的我，陪伴三維世界的你。 

陪伴，總是希望你就是在身邊。 

而生活常常是沒那麼努力的如誰願，被一條條規定。 

劃出的我們之間的距離，物理的距離。 

人總是沒那麼如意，在時間空間裡任意穿越。 

而在二維世界裡，我們可以。等待新春手裡的麻將，你也可以坐在旁邊。 

像以前一樣，磕著瓜子，陪著我，打牌。 

過年嘛，我們總是能想盡一切辦法緊緊的相擁在一起。 

因為，我永遠都希望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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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永恆的春晚 

 

圖2-6：作品《永恆的春晚》 

拍攝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自強十舍交誼廳 

作品描述： 

小品，歌舞，主持，難忘今宵。 

只要春晚響起，在哪都是年。 

人與生活的鏈接，還有很大一部分聲音。 

耳朵也擁有記憶，但我們時常忽略。 

而每當熟悉的聲音響起在耳畔，一切好像會又能回到熟悉之中。 

即便畫面不重要，節目內容不重要，而聲音蘊含著家的聲音，無比重要。 

我們在聲音中，緊緊相擁，一覺醒來，就會忘記昨夜的內容。 

而永遠在那首難忘今宵中，緊緊相擁。 

在不在家的遠方，過年有春晚，就還是大概能夠讓耳朵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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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無麻將不新春 

 

圖2-7：作品《無麻將不新春》 

拍攝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自強十舍交誼廳 

作品描述： 

碰！吃！自摸! 

東南西北中發白，一筒二筒摸自來。 

台灣啤酒配四方賭神，年味十足。 

麻將，中國之國粹。 

摸牌時，凹凸的字體在手指尖滑動。 

瞬間對於字體的判斷是一秒鐘之內觸覺。 

和好友一桌，一張一張的摸牌，一回一回的打鬥。 

談笑風生，這桌這牌都是只屬於這四個人才懂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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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年夜飯和台北出租房裡的貓 

 

 

圖2-8：作品《年夜飯和台北出租房裡的貓》 

拍攝地點：新北市永和區某一陸生出租房內 

作品描述： 

一張小方桌，二隻台灣的流浪貓，三四道精心準備的年夜飯。 

是百轉千回的思念，又是成千上萬的道不清。 

在這一小方天地裡，房子是租來的，而生活是努力打造的。 

離開自己大陸的家人，卻擁抱了台灣的暖毛毛的家人。 

家人是上天賜予的，也是自己選擇的。 

流浪的生命，靠在一起。在大年三十這一天，雖小而卻務必溫暖。 

談笑風生，這桌這牌都是只屬於這四個人才懂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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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聚光的仙女棒 

 

圖2-9：作品《聚光的仙女棒》 

拍攝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後門 

作品描述： 

點點星火，在敲響12點的鐘聲之後，相聚一團。 

我們試圖渴望在新的一年來臨之際，點一束光，照亮來年的願望。 

手持點點星輝，閉眼許願，每個人心中藏著不同的人，不同的念想。 

人間的陰晴圓缺大多相同，一群第一次因疫情留在校園裡的人。 

揮舞著星輝，向著生活祝福，又或者是告別。 

告別這個獨特的時光，心裡明白著一份，也許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了。 

我們與台灣的緣分，和這裡的故事，正在書寫，也正在流失。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灰。我們把星火聚在一起，心裡帶著各自的離別。 

對昨日，對台灣，輕輕的說一句，要再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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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台灣人的走春 

 

圖2-10：作品《台灣人的走春》 

拍攝地點：桃園區某廟內 

作品描述： 

大年初三受邀參加台灣人的走春，笑著答應。 

心裡卻默念，什麼是走春，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聽到這個中文單詞。 

不好意思，偷偷打開Google查看做了做功課。 

原來是在不同方位走走，向這個新來的一年討個好年頭。 

大年初三，混在一群人之中，跟著他們任由在這個空間之中。 

進廟，點香，祈福。 

沒有帶任何一點自己的腦子，保持完全的鈍感力，和他們一起。 

讓意識自由的游離，不受限我是個局外人，又或者是一個局內人。 

無妨，只想和人群一起，做一些溫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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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路上觀察——自娛自樂的一場人間觀察遊戲篇： 

路上觀察，來自我在春節期間，行走在不同的台灣街頭，在街頭產生的自

我對話。自我對話，是一種自娛自樂的過程，更是一種自我與於在地文化的交

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熟悉而又陌生的中華春節文化，在大陸以及台灣

兩地看似是大相徑庭，但是其中細看，又有細節上的區別。台灣的春節文化，

孕育了其特有的在地氣息。而我待著一種對於固有24年春節的體驗，重新審

視，台灣春節文化街頭的不同，一點一點衝擊著我的文化認同部分，而這些小

小細節的衝突而撥動，剛好又讓我重新回憶起自己的生命經驗。 

在跨文化的生活體驗之中，我們總會帶著既有的文化，而又時時在新的文化體

驗中，敏銳的察覺到文化在流動的過程。 

路上觀察，作為一種有趣的觀察體驗。讓筆者作為創作者，更加的能夠更加自

在的創作以及體驗貼近這個全新的語境之中。 

生活在細枝末節裡，挑人心弦，觸發撥動。 

企圖撥開一二，與君共享。 

 

圖3：網頁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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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台灣的年糖，不太一樣 

 

圖4-1：作品《台灣的年糖，不太一樣》 

拍攝地點：台北大稻埕年貨大街 

作品描述： 

糖紙，你知道什麼時候會看到印著鈔票的糖，在我們那？ 

死人的時候，送人走的時候，總會燒點這些錢給他們。 

不過我們的錢，是紅彤彤的大紅色的毛爺爺。 

我在一堆糖中看到這個，印著藍色的孫爺爺笑了。 

原來這裡的印著鈔票的糖，是祝福新年的。 

不過也都差不多吧，我們都是辭舊迎新。 

紅色毛爺爺，藍色孫爺爺。送舊人，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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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二：廟口的爺爺，他在想什麼？ 

 

圖4-2：作品《廟口的爺爺，他在想什麼？》 

拍攝地點：台北大稻埕年貨大街廟口 

作品描述： 

扭轉乾坤，人迎富貴。——台北市長柯文哲給我們的新年祝福 

大街小巷都在不同的提醒我們，今年是牛年。 

年貨小分隊坐在廟口的補給著今日份的食物能量。 

隔壁桌，一位獨身的爺爺就那麼倚靠在焚燒爐旁。 

煙一根一根的抽，氣一聲一聲的歎。 

我們不約而同看著他的背，靈魂出走，對話中止。 

我望著那鮮艷的祝福，他微微彎曲的背。 

一卷一卷的迷霧，散開，聚攏，散開。 

在這個即將又一次辭舊迎新之際，他又在想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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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三：路上的，關公說：新春好 

 

圖4-3：作品《路上的，關公說：新春好》 

拍攝地點：台北大稻埕年貨大街 

作品描述： 

路上的關公，正正的坐在路中間，看著來來往往的人。 

我害怕又好奇的遠遠觀望著他。 

我在想到底什麼樣的需要他，他為什麼出現在櫥窗的正中心。 

而這時，一個滿頭白髮的婦人，請店家打開了櫥窗。 

小心翼翼的摸著關公的鬍子，下巴，仔細而又認真的端詳。 

我的眼不經和關公正正好的，對視著。 

不知不覺，我發現它的眼睛裡，慢慢流出了一種慈愛的溫度。 

好像這個櫥窗，不停地對每個人說著：新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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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四：捷運裡，對面爺爺口袋的紅包 

 

圖4-4：作品《捷運裡，對面爺爺口袋的紅包》 

拍攝地點：台北捷运上 

作品描述： 

大年初一的捷運上，車廂無人空蕩。 

百無聊賴的我，抬頭就看見一個紅包，眼睛一亮。 

再偷偷細看，這紅包就那麼整整齊齊的插在一個爺爺的口袋之中。 

看著他的紅包，我失魂了一秒。突然想到，今年好像沒有收到爺爺的紅包了。 

我如果現在在他的身邊。 

他一定會折一個工工整整的紅包，小心翼翼用小小的毛筆，寫下我的名字。 

爺爺的眼神，嚴肅而又真誠。 

他口袋裡的紅包，工整而又偷偷冒出一小小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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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大年三十，和我一起等公車的，是一把遺落的傘 

 

圖4-5：作品《大年三十，和我一起等公車的，是一把遺落的傘》 

拍攝地點：國立政治大學校門口公車站 

作品描述： 

大年三十跨年鐘聲嚮過之後，我背著相機一個個點拍過去。 

笑談，言歡，舉杯，點光，星火，春晚，火鍋，麻將，相機，拍攝 

一切一切終於在一個全新的體驗記錄之下，我的大年三十也就這麼過去了。 

沒有來得及和家人在鐘聲敲響的時候視頻，手機裡的拜年祝福一條一條也還來

不及打開。還好，雨落，雨停，公車不停。 

我站在校門口的公車站，在狂歡之後，等末班的車，回家，回我出租房裡打造

的家。旁邊不知是誰遺忘還是為我留下的傘，上面的雨滴還未散去，它好像在

對說：沒事，如果還下雨，我陪你。 

我會記得2021年農曆初一的凌晨，這時的天氣，雨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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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我對佛說：一切平安，我想我媽了。 

 

圖4-6：作品《我對佛說：一切平安，我想我媽了。》 

拍攝地點：桃園區某廟內 

作品描述：走春的時光，就是一個一個廟，一次一次的祈求焚香點火祈福。身

邊的台灣朋友，總會對我說，跟佛主說點什麼吧，會實現的。 

我一雙迷茫的眼睛總是認真的觀察著掐年這座金光閃閃的佛主，我總是一遍一

遍向他自我介紹，又偷偷告訴他，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很認識你。 

但是聽說，好像有什麼願望總是能告訴你。我其實一點也不貪心，我很滿足，

我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的東西，想跟你許願。 

佛主突然問我：沒事，那你隨便想說什麼都可以，隨便說說。 

我的腦子突然停止了一切回轉思考：我站在他面前，輕聲的嘟囔著，沒事真的

沒事，一切平安很好。只是，我想我媽了？ 

佛，靜默，未再回復我。我合起雙手在胸前，聞著手中的淡淡木香，不經想起

媽媽那雙溫厚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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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展覽規劃與說明 

（一） 線上展覽設計 

本次展覽以個人線上展覽為設計主題，整個設計排版以紅黑色系為主，首

先能夠呼應春節的相關主題，希望能營造出這樣的風味能夠讓大家更多的感受

來自傳統文化的元素。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設計產生了不一樣的文化

與藝術的跨界與結合。設計作為文化藝術傳播的組成部分之一，可以展現文化

藝術的現代性；回顧現代設計發展史，不少設計人員回歸傳統，從文化藝術中

尋找靈感，追隨傳統文化藝術的民族元素。語言已經發展成為視覺傳達設計領

域的現代設計風格。通過海報特定的“形”和“色”等視覺成分，可以給予觀者刺

激的感官系統，喚起生理、心理狀態和關聯感受對交互作用的影響（林欣熹，

2009）。通過符號色彩符號設計，希望能夠更加的與觀眾一起營造以及回溯到

春節期間的場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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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網頁設計圖版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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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網站首頁 

 

在網頁設計的部分，筆者將主題分為主頁、紀實（陸生的生活片段、路上

觀察）、起心動念、咨詢（作者簡介、表單回饋）四個大板塊。通過呈現主題-

作品分享-創作起源-作者背景-觀眾回饋的瀏覽設計動線進行觀看流程設計。希

望從創作的起源到背景，都一一展現給觀眾們。並且在設計的風格上，一貫執

行紅黑色系的風格，從衝突醒目的顏色色調，來持續喚醒觀眾對於春節的記

憶。以此來達到更加沉浸式體驗，在線上的瀏覽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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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手機網站首頁 

 

隨著高科技的發展，互聯網變得相當流行，帶動了移動設備的應用。資訊

科技研究院調查顯示，截至 2017年 5月，臺灣網民增加 1100萬人，網絡覆蓋

率達 48%，使用智能手機上網人數增加互聯網高達 80%。由此可以看出，高科

技和互聯網的變革，調整了我們的日常習慣，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製，可以自

由使用互聯網的資源（黃姿搖，2018）。為了能夠更加普及到智慧型手機使用

者的點閱率，也進行了手機版的網頁調整與設計。希望能夠讓使用者更加快捷

以及便利的讀取到第一手資訊，以及快速簡便的閱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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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起心動念 

 

圖5-5：作者介紹 

 同時也為了能夠讓觀眾更加的了解創作背景以及筆者的咨詢，我單獨設計

兩個子網頁，簡明向大家敘述以及介紹背景資料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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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作品排版（1） 

 

圖6-2 作品排版（2） 

 在創作的設計排版的部分，利用現有的平面設計元素，將一些數位媒材在

觀看的過程中，進行疊加再次累加。達到一種重複且刺激觀眾視覺的方式，企

圖達到一種視覺衝擊的記憶力。比如上述兩個作品，都是為了突出在我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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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無時不刻不被框架限制在數位媒體之中。將平面設計帶入作品再次進行二次

創作的結合，不斷的強調以達到向觀眾表達出強烈的符號意涵。 

（二） 展覽海報與邀請卡 

圖7：邀請卡 

本次邀請卡的設計也採用簡單的紅色線條設計進行串聯設計，想打造一種

輕鬆簡約的視覺效果，讓觀眾能夠一目了然創作內容並真誠邀請。因本次創作

以線上的形式展出，所以本次創作觀眾的稱呼，我統一稱作為互聯網的朋友

們，再通過社群媒體等社區不斷向各位朋友傳播。整個文字設計的方式，希望

以一種輕鬆詼諧幽默的方式向大家展開，將所有的朋友稱之為互聯網的朋友，

也同時呼應本次的線上展覽的方式。以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方式，在線上沒有真

實面對面的向觀眾展現我的作品。也企圖通過此來吸引且邀請他們，來加入觀

察本次的紀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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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宣傳海報 

本次的海報設計除了延續紅黑統一的設計風格之外，同時模仿採用了1980

年代流行與中國大陸海報設計的一種風格——大字報。大字報曾是一種粘貼於

墻壁，並以大字為書寫的壁報風格，在當時除了具有書寫風格之外，也帶有其

重大的政治意涵。其鮮艷明顯獨特的設計風格，具有強烈的風格色彩。 

本次設計海報設計也借鑒與此類風格，在宣傳海報上達到一種醒目與張貼

的風格色彩，也與本次選擇的街頭春聯張貼的主題背景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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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出反饋 

為了能記錄以及更加的了解觀展者的感受心得，期望能夠展覽能夠與觀眾

進行更多的對話，以及最後能夠在展出後進行更詳細的觀點整理。於是在網頁

的最後我們進行了觀眾的回饋表單收集（詳見附錄一），通過自由匿名的方式

讓觀眾可以自由的回饋以及書寫。本次紀實展覽在線上發佈一周後，在自願自

由不強迫的瀏覽回饋後，最終回收了49份有效問卷。 

本次設計的問卷主要分為四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為封閉性問題，了解參

與者對於中國大陸學生的基本認知，以及對於在COVID-19疫情中自我生活和跨

文化經驗的評估。第二部分是參與者對於本次展覽的網頁設計作品等全方位的

滿意度調查。此部分採用的事李克特五級量表，通過此量表，能夠更加全部的

觀測參與者的體驗感。第三部分為開放式回饋，這部分希望能夠在自由的感受

讓參與者對於展覽給予創作回饋，也試著了解他們的個別具體的生命體驗，而

作為創作者的本人，也可以藉此來探究觀眾的感受，能夠讓我在展覽之後整理

反思，這個展覽對於不同的個體受眾所帶來的體驗。第四部分則為參與者的基

礎信息整理。 

（一） 封閉性問題回饋 

截止一周的線上展覽，在回收的49份問卷當中，女性共有30位占總填寫人

數的61.2%，男性共有19位占總填寫人數的38.8%；填寫者中台灣籍有31位佔總

數的63.3%，中國大陸籍有18位佔總數的36.7%；教育程度研究所有25位佔總數

的51%，大學程度的有23位佔總人數的46.9%，高中含以下有1位佔總人數的

2%；年齡19-25歲的有29位佔總數的59.2%，26-39歲的有19位佔總人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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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44-50歲有1位佔總人數的2%；綜上基礎資料的整理可見，本次展覽的

主要受眾來自於中國大陸以及台灣18-39歲的青年族群，並且女性觀眾略高於男

性觀眾的比例。 

曾經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活過的台灣籍人數為14位佔台灣籍表單填寫者的

總人數38.9%；曾經有了解過在台灣求學的陸生群體有35位佔總人數的71.4%；

曾經有過跨文化生活學習或工作經驗的有32位佔總人數的65.3%；曾經沒有和家

人一起度過春節經驗的有32位佔總人數的65.3%；因全球COVID-19疫情蔓延有

影響原本的生活規劃者有45位佔總人數的91.8%；綜上述回饋整理可見，越來越

多人群有過跨文化生活經驗以及對於在台陸生群體的了解。並且因COVID-19疫

情因素，在這場全世界共同的衛生議題挑戰之下，超過九成的民眾原本的生活

規劃有或多或少的因此受到影響。 

在對於本次線上展覽滿意度的調查顯示中，表達通過此次紀實展，有對留

台陸生這個群體有更多的了解者表示同意以及非常同意者分別有32.7%和

61.2%；會想嘗試跨文化生活體驗者表示同意以及非常同意的有24.5%和

63.3%；會想要更多的關注跨文化群體的生活體驗者表示同意以及非常同意的有

18.4%和77.6%；也都有超過90%的參與者認為此次展覽的主題很符合「吾心何

歸」、展出的圖像很吸引人、展覽資訊豐富、滿意線上展覽網頁設計風格以及

對於展覽作品大小和文字說明表示滿意和非常滿意。 

綜上的展覽實際反饋可見，絕大多數的參與者都對本次展覽的展出表示認

可，並且也收穫了對於跨文化生活經驗的觀察。也大部分參與者激發了他們想

要嘗試跨文化生活體驗以及希望能夠更多關注跨文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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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表單回饋圖表-觀眾基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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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表單回饋圖表-觀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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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3：表單回饋圖表-觀眾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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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放性問題回饋 

在回饋的49份問卷中，開放性問題回饋的部分共有25位在此次展覽觀看之

後再次填寫了開放性回饋，來分享他們在觀看完此次展覽之後，自我經驗以及

關於展覽主題所帶給他們感受的分享，在這部分我們能夠更加詳細的看到參與

者在這個主題上各自的闡述。我將觀眾回饋的部分，分別整理為三個角度（1）

文化符號（具象）、（2）文化想像（抽象）、（3）跨文化與人的互動經驗 

（1）文化符號（具象） 

首先在圖像的部分，我在創作的分類排版過程當中，在每一組片子裡設置

了一個文化符號，希望通過這樣具體的文化符號，能夠喚起觀眾對於這個文化

下的想像。在回饋當中，就有觀眾具體的提出了符號帶給他們的衝擊。以下三

個作品「捷運裡，對面爺爺口袋的紅包」、「燭光/記憶中媽媽為我點的頭

香」、「我對佛說：一切平安，我想我媽了」因獨特的視角，以及對於信仰和

親情的詮釋，被觀眾特別指出印象深刻。符號與文字的編排，讓觀眾對於符號

更加賦予其自身的帶入意義。並且在這個COVID-19特殊疫情時期下，也對吾心

何歸這個創作主題和進行線上展覽的形式也得到觀眾極大的肯定。吾心何歸這

個創作主題提出了對於我們日常生活常態的描寫與記錄方式，也激起了一些觀

眾重新去觀察和發現身邊生活的心情。觀眾的部分回饋如下： 

「圖片部分印象最深刻的事捷運站上口袋荷包裡放著紅包的，帶著口罩的

爺爺。 感覺到娜娜想家了，快了，歡迎回家。」（編號40） 

「很喜歡這個主題，透過年節的觀察，從同質文化中的異質性，在影像上

產生一種趣味；有時，又跳出去以一種萬物皆靈的角度，俏皮地賦予物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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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又在另一方面，顯現一片紅色的喜氣下，屬於非常個人的年節意義。特

別喜歡的是燭光、和佛兩件作品，映照了信仰、以及虔誠背後親情的穩定力

量。」（編號35） 

「人生就是不斷的探索及體會。在移動中尋找心中的居所，在流浪中思念

重要的人事物，在環境的變動中度過對生命的迷茫與焦慮、快樂與痛苦，而這

些對自我及外在的覺察，對當下與過去的反芻，是身而為人很重要的一部分。 

創作者從「吾心何歸」出發，帶出屬於她自己的覺察與故事，透過相機上的小

窗，試圖攫取那些探索及體會期間的日常片段，相信這些作品即便只是這段時

間中的一小部分，仍飽含著她對這個疫情時代、對跨文化經驗的諸多感觸與記

憶。誠摯的祝福即將邁向人生下一階段的妳，繼續用妳的眼妳的心，探索、體

會人生種種。」（編號46） 

「思念的情緒滿溢，很喜歡照片順序的鋪排，一步步帶著參展者在街頭走

春的過程中，走入展覽者的內心，更貼近這群遠離家鄉來台求學的陸生群體們

的心情。文字說明表露出的感受相當動人，滿溢的新春氣息更襯托出異鄉人的

流浪之情。感謝夢娜展出了這麼棒的展覽，點完全部照片之時仍有些意猶未

盡，希望妳能順利畢業，早日返鄉!」（編號7） 

「線上佈展是一個很棒的嘗試，一直都很喜歡夢娜的感性浪漫與鏡頭下的

畫面(攝影好棒)。」（編號34） 

「陸生們辛苦了～在這個展覽裡看到了許多陸生們才知道的文化細節差

異，大家生活的樣貌能透過這個展覽被記錄下來真是太好了。在疫情嚴峻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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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展覽也許可以針對過年過節包含的文化符號，提供一些反思的機

會。」（編號38） 

（2）文化想像（抽象） 

而在此次回饋中，我發現個人的經驗能喚起群體的經驗想像。從單獨單一

的文化符號再到帶領觀眾進入更加抽象的文化想像。這部分的想像，已經能夠

讓觀眾從紀實創作聯想到關於其自身的生活經驗，這樣的體驗能夠讓他們聯想

到自己再跨文化經驗下的具體的生活回顧，從而帶動他們的自我情感延伸以及

自我的思考。在這部分，更多的觀眾都帶入他們的自己的生命經驗，由此可以

發現我們在展出之後，其實觀眾由於個人特質以及經驗的不同，又結合展覽的

文化符號內容，進行自身的再一次的文化想像延伸，我認為這是創作者與觀展

者進行的共同創作實驗。 

本次創作的紀實攝影以及文字的訴述。我全由創作者的口吻以及視角進行

闡釋，但是在回饋中可以發現對於集體共同記憶，個人經驗能夠喚起更多在集

體經驗中的個人體驗，我們的創作訴述會喚起觀眾的獨家記憶。在紀實攝影當

中，也似乎也再一次證實了前文對於超現實主義攝影的探討，當我們看見別人

時，我們在別人的描述裡，鏡頭下，看到了我們自己。首先在觀眾的回饋中，

我收集到曾經來過台灣交換生對於台灣的記憶，也有看到自己被記錄下身影的

被攝者將記憶回溯，也同時激蕩起那些因疫情影響跨足與兩岸之間，那些搖搖

欲墜的心，在他鄉的海面上漂泊遊蕩。他們在紀實展覽中看見別人，也折射自

己。觀眾的部分回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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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農曆新年辛苦娜娜了。拋開新年裡最常見到的東西，口罩真的成

為主角。雖然連續兩年沒能好好好過年，但是大家對於祝福和美好還是有追求

和盼望。這樣想來，我明明兩次交換都是春夏季，都在農曆新年後不久便抵達

台灣，可我真的沒有好好想要去感受一下台灣的新年氣氛，記憶裡，在「年」

還不算結束的時候去過大稻埕，年貨街真的絕了；也記得元宵節瘋狂想要吃湯

圓，但被困在宿舍裡埋頭做功課，做完之後喪失了吃湯圓的興致，但我下樓去

夜市裡買了一把仙女棒（直到暑假來臨時都沒有玩過，一直放在桌上）。台灣

和大陸有些習俗風土應該是相近的，但也有不少我不知道的，沒機會感受的，

譬如尾牙或走春，希望能儘快再去台灣？”」（編號40） 

「我看到自己的身影了，還有我室友的哈哈。 這個展覽好奇妙，一下子把

我拉回了過年那段日子。第一次在台灣過年，因為和陸生朋友們聚在一起，沒

有感到特別孤單。反而是，從年前就不停歇地和不同人去了好多次迪化街，像

是要狠狠、狠狠地給自己留下什麼記憶似的。因為知道這樣的經歷多特別，因

為知道疫情之下所有事情都變得不易而珍貴，所以很用力地感受了每一份年

味。謝謝妳呈現這樣珍貴的記錄，未來離開台灣，但在這裡留下的故事和情感

是時間流逝再久都不會忘的。」（編號9） 

「這次疫情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對身體對精神都是一次折磨，很多事情都

頃刻間被擊碎，人與人之間更加疏離，只能靠心靈彼此相依。能用影像記錄這

一切真的很好，這絕對是值得回顧的回憶，也算是對陸生的一個里程碑。我們

被拒絕入境，過年又無法隨意回家，像孤兒般的流浪與海峽兩岸，我時常想，

是阿，我的心到底屬於何處呢，政治讓一切變得複雜，變得可惜，但也引發更

深的思考。謝謝這次展覽，讓我學習到這些。」（編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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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文化與人的互動經驗 

「班雅明曾說破碎是現代性的典型經驗，本展覽中作者用其獨到的眼光，

敏銳的把握了當下生活中紋理，所以它既是零碎也是豐富，既是無關痛癢也是

生命中的不可乘受之輕。透過作者的視線，觀者也因此起心動念，成為了沒有

歸處的游牧者，對過去的追憶和對未來的臆想匯聚而成了當下此刻，在告別之

後，曲終人未散。」（編號8） 

這是其中一位觀眾與我們分享的回饋，他提出在破碎是現代性的典型經

驗，其實在我們整個展覽的創作以及回收到的觀眾回饋當中，我們常常發現我

們作為個體都在一種全球化跨文化生活下的一種游離狀態，這種狀態是當代跨

文化生活者的共通經驗，但是這種經驗帶來的人類情感、情緒、思維上的轉變

卻是我們常常忽略或者是難以抓得到。這種狀態讓我們游離在文化和認同之

間，這是一個不只是陸生單一群體的跨文化的體驗。 

在本次的回饋中，筆者發現生命來源於現有的時代背景，又能帶我們去更

多更寬廣的文化與認同之間，在越來越多全球化交流的今天，跨文化生活經驗

更是一個共同的體驗。在本次回饋的表單中，有不是陸生群體身份的人，在看

完這個展覽之後，也有一些觀眾向我分享到，其跨文化生活經驗，與家庭，與

文化，與世界。在這個個體渺小的世界了，紀實創作雖只是一個片段式的生活

記錄以及展現，但是對於不同的閱聽者來說，折射了不只是我拍攝的這一小個

群體的生命體驗，吾心何歸這個議題或許是一個更寬闊的跨文化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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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如今這個跨文化頻繁的生活當中，我們又如何面對這樣時常沒有歸屬

感的情感狀態，在紀實創作之下，帶我們去的是更大的對於生命回顧的想像。

部分觀眾的回饋如下： 

「由於輪班工作的關係，出社會後的我第一次體會無法回家過年的心情是

多麽的複雜和悲傷。疫情的關係影響了全世界，尤其是離開故鄉，前往不同城

市、甚至是國家打拼的人們。看到這些展覽的作品，鼻子不禁為之一酸，讓我

想起與家人團聚的點點滴滴，也讓我更懷念以前的我們是多麽的自由，想回家

就能回家，也更能體會在異鄉努力的辛苦。」（編號14） 

當然在這個回饋中，還同在目前全民防疫的狀態下，我們更加能夠感受到

我們每個個體在此時此刻的守望相助，作為每一個游離的個體狀態下的群體，

又無比的希望能過在集體當中獲得溫暖。也許多觀眾在看完展覽之後，留下一

句句真誠的加油，對於新生活的嚮往期待，對於創作者的鼓勵，對於線下展覽

的有一天回歸的期待，一一匿名，但句句真誠。我都將此作為我在創作中回收

的寶貴經驗，創作源自生活，也溫暖著生活，留著這些溫暖，蓄力為下次的創

作留下心靈力量。部分觀眾的回饋如下： 

「對於生在台灣的我，覺得有些慚愧，因為這些身邊的事物，都當成習以

為常，反而沒有好好紀錄、好好體會，而在疫情發生之後，這些看似唾手可得

的，都顯得遙遠，願疫情趕快過去，讓我們都能好好體驗生活」（編號13） 

「辛苦創作者了，留在台灣而無法返鄉過年，既是新鮮的體驗，也是難解

的鄉愁。期待之後能看到更多各種形式的創作。」（編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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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作者以這樣的方式紀錄大時代中的小群體，讓這一段獨特的生活有

跡可循。」（編號12） 

「台灣這裡很多不同的人，大家想法也不盡相同，但永遠歡迎妳回來」

（編號15） 

「哪兒有人想念你，哪兒就能成為家」（編號39）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這樣就可以實體展覽會」（編號32） 

「继续加油！你很棒喔！」（編號36） 

「很棒，加油!」（編號31） 

「讚讚啦！」（編號25） 

「陸生加油」（編號6） 

「加油」（編號45） 

四、 創作總結 

首先本次創作聚焦在陸生在台2021期間的春節，對於本個本是同根同源的

文化節慶，卻因著兩岸生活文化的日漸不同，開始產生了些許的差異。在本次

創作可發現即使是原本相同的節慶符號，糖果、春聯、年貨大街等符號，也因

著在不同的場域，顯示出其不同於大陸的文化符號。而像是中央電視台春節聯

歡晚會、大陸家鄉菜等等也被大陸學生在台灣重現，這些原本不屬於台灣文化

符號的經驗，因著在台陸生的跨文化經驗也隨之帶來。而聚餐、煙火、祈福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136

 

 

64 

等相同的元素，好似又構成一幅新的融合。在傳統文化之下，隨著這些陸生的

跨文化生活，也讓鏡頭之後的我，看見了更多對於跨文化生活的可能性。 

其次本次創作源自COVID-19疫情的爆發，而引發的創作發現，再到創作過

程中回到台灣之後，又在一次在經歷了全民防疫的幾個月，創作過程包括展覽

的實施也不斷因為防疫的標準而不斷的做調整，從線下來到線上。到最終線上

的展出和互聯網的朋友們，一起進行對話，收穫他們在疫情期間，對於吾心何

歸的這個議題自我的看法。這一整個沉浸在COVID-19疫情下的創作，紀實本身

似乎不僅僅只聚焦在拍攝的那個春節期間陸生的片段，在後續回收的展覽回饋

表單中，筆者發現，這個議題早已超出以及持續在這兩年當中，無論我們做什

麼，或者提取一些文化符號，它能折射都是這個時代的傷痛。在此創作期間，

筆者不斷在想，是否這是一次時代與我們的人類之間的實驗過程。隨著全球化

的時代發現，我們也提到了很多關於跨文化生活經驗的快捷生活，而COVID-19

則讓我們離開了那些我們曾因科技進步快捷的時空，停下腳步，縮小我們的生

活圈，讓我們去回顧回望我們曾經以及腳下的生活。 

最後一點創作發現，源自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體驗。在起筆寫創作理念之

時，我曾提到起心動念一部分源自我在COVID-19疫情剛爆發期間的生活體驗和

難回台灣就學時的困境心態。而不斷的推進這個作品往下衍生以及展出得到觀

眾回饋之時，我發現我當初落筆時的困境已消散不少，而盡然在此收到還收到

很多觀眾的共情與鼓勵，讓我倍感療愈。創作的本身，或許就帶有療愈的效

果，它是無上的創作價值。而此我也收到因為本次創作而感到療愈的觀眾回

饋，我想這個創作本身的溫暖是雙向的，而此也不斷的鼓舞著越來越的創作者

加入，察覺更多的議題，創造更多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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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創作建議與反思 

一、紀實的實驗性 

    本次紀實創作一開始，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範圍和空間的限制下進

行。它是歷史中不可逆的時間發展，只限定與特定的某事某刻某日。因此在創

作過程中，時間的不可逆性佔據絕大的部分。再加上本次創作筆者選用的是傳

統的底片攝影，更具有實驗性的特質。而瞬間即永恆，紀實的實驗性有其特有

的局限性，而次局限性又造就了其獨一無二之特性。 

     例如在本次拍攝中，最重要也是時間最緊迫的部分就是在農曆大年三十這

一晚，我要拍攝三組不同場景的陸生。那麼在這部分，因為拍攝者就我一人，

造就了這部分的時間非常的趕，也無法真的和某一組陸生完整的度過真正的一

晚時光，其實這部分會造就我們之間的影像距離還不夠貼近，就結束了。這個

部分的影像會造成我們之間的距離感，也是另一種影像和人之間的隔著一層關

係的觀察。我本次的拍攝也完全是以一種距離感的旁觀者的方式進行。 

     紀實影像與文字結合的再度二次創作，也是我本次創作過程中另一部分的

另一部分的實驗性。因為本次文字的部分，都是以我觀察的角度來撰寫，也帶

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很多的描述都與創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這次文

字書寫的部分更多的像是個人日記的一種形式來展現給閱聽者們。那麼這部

分，是我在創作過程中另一部分的是實驗的部分，我從自我的經驗出發將創作

賦予全新的組合。是社會的紀實，又是一部我自我體的書寫過程。在這個書寫

的過程的當中，我又將自己和紀實影像進行了再次的融合，是一次文字與圖像

的實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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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次創作從選題-創作形式-創作實施-創作展出的一個過程都是

一個實驗的過程。而在這過程當中，我也發現我自我創作的局限性，因特定的

時間和空間，個人創作無法達到更加全面性的創造和表達。若本次選題，是一

個團隊作業的話，那麼我們展現出的成品，可能會更加的寬廣以及能夠提供更

多的視角給予我們的閱聽者。 

    而作為創作者本身能夠在這麼一個時代背景之下，創作實驗這樣的題目，

又實在深感榮幸，這是一次自我成長與時代的對話。且我在前文的文獻回顧

中，也有說到，隨著兩岸關係的緊張，陸生已經暫停赴台求學的計劃。面對滾

滾時代的發展，我們也不知道陸生這個群體之後是否還會繼續在台灣這個空間

出現。那麼作為此時此刻所謂的“末代陸生”，能夠在 COVID-19這個題目疫情

之下，與時代作一個共同實驗，我想也是本次創作對我本人的一個巨大成就。 

    即使我們已經無數次辯證反復討論在文獻中，“紀實是否為真實”這個議

題，但是我想在做完本次創作之後，我依舊認為紀實不等於全部的真實，但是

它是真實的一種情緒以及情感的表達。它與其他藝術創作所區別出的其特有

性，來自於它能夠完全寫實與真正的生活片段，但它的創作性卻遠遠脫離生

活。它從三維世界提煉而成的二維世界，對於創作者而言，帶有極大再創作和

組合的實驗能力。 

二、 展出的局限性 

截止 5月中旬，如上文所提到隨著台灣本土疫情的爆發，本次預設在線下

展覽的計劃不得不擱淺，和指導教授溝通後，最終決定進行線上展出。線上的

展出形式以個人網站的形式為主，最終沒有使用社交軟體作為發表的渠道，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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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夠希望保留其完整的敘述方式。但是同時不可避免的就是犧牲掉的是社交

媒體帶來的數據流量，以及線上展出之後無法與閱聽者進行面對面溝通以及交

流的機會，缺少實體展覽的互動性。 

在本次回饋的表單調查中可以發現，展覽觸及的受眾大多都是 18-39歲的

青年族群，而這也是互聯網時代大多數主要受眾。在這部分，我們犧牲掉了線

下遇到更多年齡族群的可能性。但本次展覽也就是源自這個時代，也受限於這

個時代。希望能夠在未來的展出中，讓更多的年齡族群可以體驗到展覽的快

樂。同時線下實體展覽，能夠產生更多真實的觸覺，空間、聲音、媒材等設計

方案，因三維來到二維世界的壓縮，不得不扁平化，也是創作者不得不面對一

個重大的議題，而如何解決觀眾更多維度的觀展體驗，作為創作者也是未來需

要更多思考的範圍。 

線上展覽也有其好處是，也是其能夠更加不受限與地點，讓更多的閱聽者

能夠看到。但本次因為是線上展覽的形式，本網站也將不進行關閉，其延續性

可能可以在更長更久，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傳播效益遠遠不止在我本文停筆

的時刻。而我也需要通過其他社交軟件的平台引流，能夠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夠

看到。 

三、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本次記錄的是陸生群像，在創作的實驗性討論當中，我有說明因為我

個人創作在此裡面的時間限制問題，沒有辦法在同一時間拍攝更多的群像向大

家展現。本身陸生春節群像是一個集體議題，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創作者能夠加

入其中，進行共同的群體畫像創作，那麼相關研究就會越來越豐富以及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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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研究中，也不妨做同一個主題研究之時，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可以一

同加入，通過不同的視角創作以及補充，可以讓更加多的人都可以看到這樣的

一個群像，也為這個群體留下更多的群像記憶。 

   再者 COVID-19是一個近兩年持續的全球熱點議題，直到筆者寫作的當下

（2021年 7月），全球的疫情還是在不斷的發生以及延展。自 2021年 1月初

至今已有 500多天，全球還是不斷的在此生命軌跡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此背

景之下，就向本研究回收的問卷當中，有 95%以上的人都表示因為 COVID-19

或多或少因此生活發生了改變和軌跡。在此之下，除了陸生這個群體，在世界

的各個角落都正在發生不同群體或個體的困惑。作為創作者，我們應當持續的

把愛與人文關懷，聚焦在那些沒有被發現的群體之下。用筆用相機或者等等其

他任何媒材，替他們發聲以及用此方式表達關心與支持。即使疫情在有些地區

已過，而經歷過傷痛的心，更多的需要我們媒體人持續的看見以及關懷。 

   本次創作，因時代而生，也因時代而變。也在創作的過程當中，不斷的因

為 COVID-19疫情的變化，導致創作形式的不斷改變與調整。而本次作為個人

創作者卻因此發現可以持續以及關注與社會相關的議題，即便只是在自己的領

域整理出一條讓人能夠理解的梳理，也能夠讓更多的人看見不同的可能性。並

且在跨文化的時代背景之下，交錯著流行傳染病，以及到團體以及個人的文化

認同部分，都值得更多的人來詮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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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FCE78CF 

臺灣交通部（2020年 9月 14日）。<交通部觀光局防疫旅館補助將延長至 109

年 12月 31日 攜手業者共同協助防疫>。【公告】取自

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3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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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展覽回饋問卷 

《吾心何歸——COVID-19疫情下的農曆年留台陸生的跨文化紀實》 

展覽反饋調查問卷 

 

1、   您是否曾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活過？「來自中國大陸的跳過此題」 

¡ 是  

¡ 否 

 

2、   您是否曾經有了解過在台灣求學的陸生群體？「單選題」「必答題」 

¡ 是  

¡ 否 

 

3、   您是否有過跨文化生活學習或工作的經驗？「單選題」「必答題」 

¡ 是  

¡ 否 

 

4、   您是否有過沒有和家人一起過春節的經驗？「單選題」「必答題」 

¡ 是  

¡ 否 

 

5、   因全球 COVID-19疫情蔓延，是否有影響您原本的生活規劃？「單選題」

「必答題」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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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覺得通過此次紀實展，我對留台的陸生這個群體有所瞭解「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7、    通過此次紀實展，我會嘗試跨文化生活體驗「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8、    我會想更多的关注跨文化群體的生活體驗「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9、    我覺得此次展覽很符合「吾心何歸」這個主題「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10、 我覺得此次展出的圖像很吸引人「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11、 我覺得此次展覽的咨詢內容很豐富「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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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對於此次的線上展覽的網頁設計風格很滿意「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13、 我對於展覽的作品大小和文字說明很滿意「必答題」 

 非常不同意滿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 ¡  ¡  ¡  ¡  ¡  

 

14、 對展覽的回饋想說的話「選答題」 

 

 

 

15、   您的性別「單選題」「必答題」 

¡ 男  

¡ 女  

¡ 其他 

 

16、   您的年齡「單選題」「必答題」 

¡ 18歲以下 

¡ 19-25歲  

¡ 26-39歲  

¡ 40-55歲  

¡ 55歲以上 

 

17、   您的教育程度「單選題」「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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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以下  

¡ 大學  

¡ 研究所以上 

 

18、   「單選題」「必答題」 

¡ 台灣  

¡ 中國大陸  

¡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