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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浴爱河的人瑞 1981年 彰化县永靖乡的魏马良老人，当时109岁，双目全盲但听力极佳，
记忆力更是好到令人吃惊，说起和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还会害臊。她在古色古香的厢房端坐，感觉
像回到了时空冻结的过去。

沐浴的老人 1980年 台东市马兰郊区，在
灼人的日头下，一位农人在池塘中洗澡，他的牛
就拴在路旁的桥头。面对镜头，他镇定无比，只
是优雅地用手轻掩重要部位。

兰屿的白日梦 1982年 一位身着传统丁
字裤的村民在凉台上午睡，家中放养的猪四处
游荡。兰屿以旅游开发闻名，当地的达悟族过
着宁静平和的生活。

二龙村的井田 1979年 宜兰礁溪乡二龙村的林氏
家族，人丁兴旺，超过150人。家族的田地就像西周时期
的井田那样分为九块，八房人各自一块，共同维护一块公
田。这是族人在公田耕作的场景。

鹿港的午餐 1981年 还记得罗大佑那首《鹿港小镇》
吗？没错，就是这里。鹿港的老街古意盎然，乡土味十足，
是摄友们常去的地方。

阮义忠：宝岛的乡土挽歌

很久以前，“美浓”是台
湾的一个偏远地区的地名，
阮义忠写道：美浓，美到浓得
化不开，多美的名字呀，我就
是冲着它的地名跑去的。

这是个美好的冲动，这
个冲动本身，想想就很美，
这也是阮义忠这本书籍中
的开篇讲述，那个画面中，
孩子骑着自行车的背影，往
前，带着我们的好奇，一
起，去往想象的，美到浓得
化不开的地方。

其实，读完这本书，我
才恍悟这个开篇的意义：这
本书，从“成长”为题开始、接
着以“劳动”、“信仰”为题递
进，最后以“归宿”结尾。我
随着阮先生的这个勤勉的
背影，发现着，摄影在人性
的照耀下，所呈现的美好。

阮义忠在第二单元《劳
动》中写道：摄影有时就像
双面镜，既映出对象的影
子，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
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
捉了什么，其实，被摄的却是
自己的心。书中，每一张珍
贵的照片，所配的文字，对照
片拍摄过程的叙述，不仅是
一种回忆，还有积淀在内心
的人生感悟，更是对摄影一
种至高境界的破译。

作为摄影师，在用镜头
介入现实时，我常反躬自问，
深入内心，寻找自我，寻找答
案：是什么支撑了我的图片，
是什么引起了我的注意，用
什么让阅读者感同身受？

有时，在摄影的方向
上，在不同的阶段，会不时

陷入不同的迷茫中。阮义
忠对摄影的感悟，解决了我
很多困惑。他说：“摄影对
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我相
信透过照片的力量，世间的
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
流传”。

阮义忠展现给我们的，同
时也是我们鲜见的台湾史。

这些曾经的历史，随着
时间的推移，天象、地貌、
人事物都在变，他的相机快
门捕捉的刹那成为永恒。
城市的高度发展，让旧时的
田园生活逐渐远离我们，以
个人为中心的高度城市化
的生存方式，稀释着家庭和
亲情的美好。

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
的是一个失落的天堂吗？

一位诗人写过一句令
人心惊肉跳的诗句：“我知
道，我永远去不了伊斯坦布
尔”，后来，他去了，是为了
打败诗歌。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心中
的“美浓”，那么，首先要打败
我们对现实功利的追逐。

我们的自救方式，就
是，从心灵出发。

你的心灵有多干净，你
拍摄的影像就有多纯美。
这本图文融为一体的书里，
阮义忠，一直追逐着生活中
纯美的东西，那些柔软的情
感，于文于图中交织着撞击
你的心灵。读完这本书是
一次心灵的美好远行。

人的一辈子莫不就在离
家与返乡的路途上摆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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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纪 七
八十年代，时值
台湾工业化高
潮，农业文明走
向衰落。那时
候的台湾文艺
青年们，作家陈
映真在搞乡土
文学，歌手罗大
佑写出了《鹿港
小镇》，对工业
化浪潮进行反
思，为正在消逝
的农业生态文
明 唱 起 了 挽
歌。摄影青年
阮义忠，则走遍
台湾的乡村，用
镜头去捕捉那
些即将消逝的
乡土人情，这就
是著名的摄影
集——《人与土
地》。而阮义忠
后来也成为将
西方摄影潮流
引进华人世界
的传道者。三
十年后，阮义忠
又 为《人 与 土
地》配上文字，
重返当时的拍
摄现场。一切
都在变，只有那
个拍摄的瞬间，
将成为不变的
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