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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打開家庭相簿，泛黃的黑白照、鮮銳的彩

色相片，不同形式設計裡飄著歷史味。我以視覺、

觸感加嗅覺，與那過去的自己和親人，緩緩相遇。

家族歷史影像隨著同時逐漸老去的相紙與相

簿留下著不可挽回的歲月。這時間的痕跡如同提醒

物，強化我們意識到定影在相紙上「此曾在」的過

去，已是只能追憶的歷史。然而在數位化時代的來

臨，拍照的行為與承載家庭影像的物質均已大幅改

The New Face of Family Portraits: from Traditional Albums to Facebook
從傳統家庭相簿到臉書

面對家庭照的新貌：

變，而這也改變了攝影者、觀眾與媒介之間的傳統

關係。1 快速成相、傳輸方便與藉由日新月異的電

子螢幕顯現「不會老去」的影像，轉變了大家觀看

家庭照的儀式和感受。對於身處於攝影媒材急速變

遷中的我們，這樣的改變是一種純然象徵進步的歡

呼？還是某種對傳統家庭照質變的惋惜已悄悄產

生？

正式風格的家庭照，約

為 1900 年代早期於台

灣新港所拍攝的。（影

像版權：林碧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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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片」如何從傳統進入當代數位
攝影？

攝影進入台灣家庭至今一百多年間，從專業

相館之正式風格的家庭照到家庭成員操作傻瓜相

機下之真誠風格的家庭照，隨著相機操作簡易化、

沖印價格大眾化及數位化，家庭攝影已成為台灣人

記錄家庭生活最普遍且最受歡迎的媒材，而其生產

出來的家庭照亦是各種不同功能的相片中數量最

多的。2 

1940 年代之前，攝影從西方引進不久，再加

上器材昂貴與老式大型相機的專業技術要求，家庭

照大都只能由為數不多的專業相館拍攝。3 當時，

拍攝家庭照被視為昂貴又榮耀的象徵。專門研究台

灣家庭照的學者許綺玲指出，台灣家庭照具有擺給

外人看的意圖，是以預設外人眼光來反觀自身的

建構，更是自塑家族視覺形象的方便媒介。4 如圖

1 這樣子孫滿堂的中式家庭照，是早期最具榮耀的

一種家庭照；它不僅代表家族人丁與財力雄厚，更

象徵著家族將代代興旺。

二十世紀中期的台灣，隨著專業攝影師之外的

少數業餘攝影愛好者的出現，愛好攝影的富家男性

成了家庭照的主要拍攝者；而家庭照的風格開始從

完全符合階級象徵的正式家庭照，慢慢轉變成快拍

式的真誠風格。5 1980 年代攝影沖印店及傻瓜相機

普及後，大多數的台灣家庭更將家庭攝影視為家庭

中最常用來生產視覺圖像的媒材。除了暗房的沖洗

放大外，從拍攝家庭照的活動起，不論拍與被拍，

放大尺寸的決定、整理相簿、決定收藏或展示的方

式均由家人操作。因此，這也讓攝影在家庭中發展

出比其他任何一樣視覺藝術媒材更為密切的關係。

千禧年之後，結合了光學、精密機械、電子科

技於一身的數位相機，隨著價格逐漸親民、周邊設

備完備與影像品質提升，便開始迅速地普及於台灣

家庭。即時預視影像、簡單操作與傳輸的界面、愈

加輕巧的機身及更具自主性的後製影像處理與儲

存等功能，都讓現今的台灣幾乎成為人手至少一機

的國家。6 數位化攝影因傳輸方便，家庭照不再只

是掛於牆上或存放於傳統家庭相本中的形式，而是

增加了儲存於光碟、硬碟和分享於網路上。從網路

相簿到部落格，再到目前的臉書，隨拍隨傳的強大

功能，讓電子相本活躍於許多家庭中，甚至取代了

傳統相簿。以上種種的劇變，似乎已打破過去我們

對家庭照的觀感，並改變了我們記錄家庭生活的方

式。在家庭照不斷改變的面貌下，除了便利與迅速

外，其轉變的背後到底還有什麼更深層的議題值得

我們去思索呢？

美
育
第
185
期

JO
U

R
N

A
L O

F A
ESTH

ETIC
 ED

U
C

ATIO
N

, N
O

.185

5



數位化「家庭照片」與傳
統「家庭相簿」質變之探討

個人化與全球化

因數位攝影風行而產生的個人化卻又全球化

之現象，讓原屬於私領域的傳統家庭照與相簿之舊

有概念與形式瓦解。過去沖印於相紙上的家庭照，

大都以記錄家庭成員值得慶祝或紀念的重要時刻

為主，並存放在家中。無論收納於盒中、編排於相

簿或放大裝框掛於牆上，以至於之後的分享都集中

在家中。更由於底片、沖印和相簿購買與製作需耗

費相當多的金錢與時間，以致當時每個家庭完整的

實體家庭相本大多以生產一套為多數，而這樣的相

簿又以家庭成員共同擁有的概念下存在。這可以

說，數位化之前的家庭照，從拍照、挑選照片到家

庭相本的編輯與完成後的觀賞，常常需歷經家庭成

員不斷的面對面之共同合作與分享。而在這些實實

在在的交流中，不但增添家庭成員感情流通的機

會，更在家庭影像的彼此共同確認中，提升成員間

的凝聚力與共識。

然而，現今數位化時代，由於影像取得與存取

方便，擁有數個電子相機與電腦設備的家庭已不在

少數，而全家共同擁有一套完整的家庭相本已逐漸

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數個

或數種方式來製造屬於個人而非家

庭共有的相簿。每個成員在影像複製的強大

功能下，輕易地在其個人的檔案夾、部落格或臉書

中搬移、儲存或刪除自己或家人所拍下來的家庭影

像並分享之。也就是說，除拍照外，家庭的每個成

員都可以不需與其他成員溝通，完全依照自己的想

法去存放或組構屬於自己所認定的「個人化」家庭

相簿，甚至更演化出種種不含家人的寵物、風景、

戀人等個人化的數位相本。這樣輕易分享與取得家

庭成員所拍攝的家庭照，雖然方便並達到交流熱絡

的表相，但它儼然讓個人化的現象悄悄地在每一個

構成家庭照的步驟中隔離了每個成員。面對螢幕，

而非真實地與家人在同時同地分享與討論。傳統家

庭照凝聚家人的功能，似乎在便利的個人化下慢慢

瓦解。

再者，電子家庭相簿成為主流之際，所有電

子相本必須被制約於全球統一化的檔案系統或網

站設計的規範中存取。傳統那種代表不同家庭和具

有不同年代之設計感的家庭相簿，在全球化的相本

形式與傳輸下，消失了各具特色的分別性。另外，

各類的電子相簿，常因軟硬體更新、主導網站者的

具隱私意識的家庭照。

汪曉青拍攝並收錄於個

人家庭照相簿之電子資

料庫、網路相本或臉書

中。（圖片版權：汪曉

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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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或不願持續經營，而讓家庭照被迫改版、刪除

或成了無法被觀看的檔案。我懷疑，一個家庭成員

共同擁有、共同製成一本又一本多樣化且具獨特性

之家庭相簿的消失，除了少了家人面對面的情感交

流，是否在全球化的風潮下又增添了現代人的孤獨

感？

珍貴性：從稀有的質化到普遍的量化 

影像製成的過程愈加便利、器材與耗材的成本

也愈加親民。家庭照從過去全部成員鄭重其事地

穿戴整齊至相館拍攝出幾張稀有的家庭照，轉變

到今可隨時隨地拿起相機留下龐大的家庭影像檔。

這樣的變化，讓人們對家庭照的情感需求，起了相

當的變化。以珍貴感論之，過去對家庭照的珍貴感

主要來自「物以稀為貴」的心理作用。因為稀少、

昂貴與後製的繁瑣，讓人們花費在拍攝每一張家

庭照的精神、時間與期待，以致照片定影後的存

放處理到凝視照片，都以十分珍惜的心情去對待。

稀少而珍貴的家庭照如同提示物，讓被記錄下來的

真實切片，引領我們走入回憶中的家族時光隧道與

屬於過去的自己相遇。那親密且刻畫人心的記憶，

在一次又一次細細的凝視影像下，穿越表相而逐漸

滲透至懷舊的審思中。那種具質感的緩慢，是面對

自我真實情感與人生體驗的肯定。這猶如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所寫的《追憶逝水

年華》中的主角，藉由貝殼狀的瑪德蓮小蛋糕與茶

的香氣，讓幾乎快消逝的回憶突然浮現，並鉅細靡

遺、如泉湧般地溢出。這不就是因稀少而促使內心

產生一種質化作用。簡言之，傳統家庭照之所以珍

貴，就在於家人用心並有質感地去面對每一張具真

誠情感且得來不易的影像。

而傻瓜相機風行與沖印便利的年代開始，家庭

照量化的情形就明顯發生。尤其到了數位化影像時

代，我們不需再花費底片與沖印的錢，就可得到快

速瀏覽與大量傳遞影像於網路上之優勢。而這促使

我們開始對「立即感」與「眼見為憑」的瘋狂追

求。輕易地、不斷地製造並留下生活中的點點滴

滴，常讓我們在興奮地瀏覽一次或上傳於網路後，

就將這些龐大的影像冰封於所處的數位資料庫中。

這樣快速的習慣，漸漸讓人失去一種在製造或瀏覽

影像時，慢慢觀照自身細微情感與細細回味過往的

內在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害怕遺漏人生的任何細

節，而產生出不斷拍照的行為。「我拍、故我在」

之安全感，在量化的需求下似乎提高了對家庭照的

重要性；但反觀之，快速與大量，不但削弱了對每

張照片的用心，也減化了心理層面對質感的追求與

沉澱。在這樣追求量化與安全感的同時，我逐漸懷

念起過去那種具質感的珍貴。

公開與隱私議題

網路的發達，讓原屬於私領域的隱私，藉由電子

相本、部落格等被無遠弗屆地傳輸開來。雖然近年

臉書增加了分享範圍的隱私設定，但屬於家庭的影

像一經上傳，就等同於將隱私公開化，並須冒著

他人可輕易從中探查家庭細節或亂用影像之風險。

這樣的隱私議題是過去使用傳輸不易的底片時代

所無法想像的。關於隱私不小心就被公開的情形，

讓許多人在拍攝家庭照或挑選上傳照片時，就會謹

慎且刻意地使用一些無法明確辨識家人身分的方

式來拍攝或挑選家庭照，如圖 2 只拍背影、避開臉

部、模糊化或把人拍得很小等都是常被使用的方

法。

汪曉青  我的兒子和我

一樣高，No.1  彩色相

片 2002（ 圖 片 版 權：

汪曉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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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還有另一派人，不拒隱私外洩並抓

緊公開分享的機會，刻意尋找或製造家庭中頗具趣

味、奇異或別具意義的照片公布於網路上。以此期

望在分享特殊或感動之影像中，得到大眾的回饋與

認同。還有一些藝術家更公然地經由創作或改造其

私領域的家庭照，意圖揭開或探討某種隱藏於家庭

影像背後的那些屬於非常個人卻又十分普遍的觸

動與疑惑，並藉由公開展覽正式地與普羅大眾對

話。

我與台灣創作型的「家庭照」

從 2000 年起，筆者就開始藉由具有審視自我

功能的家庭照來重新發現母職，並試圖在家人合作

與互動的創作行動中發展出具母性特質之視覺語

彙。在過去少有女性藝術家之時，母職在台灣藝

術上的詮釋權幾乎獨斷地掌控在男性藝術家手中。

他們以為父、為夫或為子的角色認識母親、了解母

職，並傾向以傳統父權教化女性的習慣，將母親詮

釋成含蓄且具無私美德的單一形象。7 西蒙 ‧ 波

娃（Simone de Beauvoir）於1949年曾以女性是「形

成」的觀點來說明父權以強勢的男性觀點形塑所謂

的女性，而將其視為他者（Other），並否定其本

身的主觀性。8 在這種單向詮釋中，真實母職經驗

的特殊性與多樣性，常在「第二性」不平等的對待

下無情地被忽略與漠視。因此從懷孕起，我就試著

在這些看似平凡的家庭照中，有計畫地取回母性的

詮釋權。以不同於過去，強調以自身母職經驗的觀

點來再現自我、維持自我並探尋自我，期許自身從

私領域中嘗試去改寫那個隱匿於家中、沉默無我的

台灣母親形象。

以《我的兒子和我一樣高》（圖 4）為例，這

系列作品的第一張照片（圖 3）是筆者無意間整理

家庭照時所發現的。那是一張紀念兒子第一次走在

前院矮牆上的快拍式家庭照。它如此深深吸引我的

目光。是因為在那愉快的表相中，竟暗藏一個在無

意識中被拍攝下來、屬於我個人、具有刺痛心懷而

久久無法被忽略的刺點：「一樣高」。兒子和我「一

樣高」，從視覺上引發出筆者幼時對於長高的愉快

經驗和女性在家族中權力低落的衝突感受。也就是

說，當我越欣喜自己成長時，卻越痛心地發現身為

女性的弱勢。在了解自己依然在意台灣女性仍常遭

受性別不平之對待，便促使我發展出這系列作品。

藉著我（被拍者）、孩子（被拍者）與丈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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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同長期尋找並記錄一樣高的成長過程，讓彼

此都能藉此藝術活動，意識到持續尊重他者的重要

性。這系列拍攝活動雖是筆者促成，但在一家人共

同合作與尊重彼此主體性的過程中，讓每一位參與

者都成了拍攝影像的建構者。再者，此作品更在拍

攝者與被拍者皆處在同一視線高度下，鬆動了傳統

拍攝者（獵取者）與被拍者（被獵取）的高低固定

的權力位階。在表相上，如 Marianne Hirsh 指出

這類親子合作式的家庭照創作，批判了主流文化認

為父母是全知全能（Omnipotence）的主宰者，而

小孩則是易受傷的弱者之迷思。9 在文化上，它破

除父權體制中父親最大，而長子又大於母的權力規

範。這樣的家庭照代表者拋棄傳統以操控、獵取或

占據他者來聲張自己主權的固定模式，而以母職經

驗中多元的包容來對待他者與自我。

陳順築的《家族黑盒子》（圖 5）系列利用一

個又一個骨董箱子將其大量的家族老照片重新安

排、詮釋、轉化並裝置於其中。他並非故意去揭發

家庭的祕辛，而是藉其個人經驗來探討人類如何

在追尋、重組過去的痕跡中，達成明日的未知。10 

田名璋的《童年》（圖 6）是藉由自身跨越兩個時

空的身體之完形視覺手法，將童年與成年的家庭照

6

連接起來。分裂與連結的曖昧性，說明了返回童年

的內在欲想與現實的衝突。長年離家的他，在一次

實際回到已隨歲月改變的家鄉，卻讓他的心中產生

更大的斷裂感。經省思之後，他認為似乎只有某些

老照片中所映照出的心像才是最真切的過去。因此

這樣巨型影像裝置的執行，讓他濃烈的鄉愁得到昇

華與救贖。11 而筆者的《母親如同創造者》（圖 7）

是從懷孕的那年起，每約相隔一年多後都會在上一

次與兒子的大合照前新拍一張正式風格的家庭照。

因此，在時間的推動下，不同年代、不同樣貌、經

歷不同事物的我與我的兒子，齊一湧現在同一平面

上。持續進行如此強調累積與創造的家庭照，主要

是想藉由自身的母職經驗與再現，肯定天下的母親

用身體創造新生命的努力，更意圖彰顯母親在苦甜

交加的母職經驗與不斷地創造自己和孩子成長中，

重新找回母職具自我肯定與創造性的價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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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順築 「家族黑盒子」系列中

的「爸爸的情人與媽媽的親人」

與「臍帶的搖籃」的兩件作品  

1992  綜合媒材  60x38x22cm

（圖片版權：陳順築提供）

田名璋 童年　2001-

2004  彩色相片、木  

350X290X30cm（圖

片版權：田名璋提

供）

5



從家族共有到個人化、從形式的個別性到全球

化、從稀少的質化到量化的安全需求、從單一觀點

到多元化的詮釋、從對隱私的安全感到開放的不

安，經由家庭照片與相簿日新月異以至電子化的今

日，難道我們都已安然適應並接受這樣便利、快

速、即時分享的優點了嗎？前陣子，我那位一直非

常好學、持續求進步的母親突然大手筆地沖印出一

大箱累積十多年存於電子資料庫的家庭照，並買了

好幾疊的傳統相簿，就這樣慢慢地按照她的詮釋花

了好多時間與體力去整理。之後，更連同過去的傳

統相本，一一調整並在封面註明標題與年代。而其

中一本取名為「最珍貴」，竟是關於我們小時候的

那些已略為斑剝的黑白照和褪色並被蟲咬的家庭

照。我好奇的問，是何種動力促使她大費周章地將

家庭電子相簿重建成傳統形式。她說：「怎樣還是

無法接受在冰冰冷冷的電腦螢幕前觀看家庭照；用

手翻閱相簿的感覺比較實在、比較有家的感覺。」

筆者認為「有家的感覺」是一種對家的溫暖與情感

的內在需求；是一種對追求理性、獨立、快速與精

確的反動。我好奇著，那些沒有經歷過底片與傳統

相簿時代的年輕人，是否也會對傳統的家庭照產生

出如此特有的影像鄉愁？近年來 LOMO 風格的照

片與傳統底片攝影突然在年輕一輩中掀起風潮，這

代表著他們開始嚮往傳統攝影的優點？還是只是

暫時性地對過去某種緩慢、不確定與手感的懷舊風

格之時尚追求？

焦

點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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