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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與創意—創作的泉源 

「詫異只給詩人看，詫異是哲學的開始」，

詫異是心靈的感動，是創意的泉源，我能體悟這

句話的意思，我稱它為「詩意」。有人用文字、

用音符、用畫筆、用身體來傳達這種感動，我則

嘗試用影像來述說我對這個世界的詫異。 

「詩意」是一個頗抽象的概念，很難用字詞

完全表達其涵意，不過我試著以下面的例子來詮

釋我的看法。 

在日本旅遊參觀明治神宮時，偶遇一位傴

僂的老婦人緩行於參拜道上，雖然行動不若一般

人敏快，但是她的精神抖擻、步伐堅毅；穿著雖

簡樸，但卻非襤褸。此景與那時的環境氛圍非常

契合，深深吸引我，於是趕忙按下快門，拍得這

張稍縱即逝的影像。隨後幾天，這幅景像一直浮

現在我的腦海，待返國後，趕快將圖檔打開，反

覆觀賞又深加思索。感覺心中隱約有一個意念、

一股衝動，想把它以文字或詞語方式表達出來，

於是我寫下這首「謙卑」的小詩，試圖將影像的

「詩意」轉化成文字。同樣的，雖是小小的一朵

花，也會有無限豐富的詩意，令人感動萬分！ 

一幅影像、一首詩、一曲歌等表現形式，其

實都源自於相同的內容，我認為，那就是所謂的

「詩意」─ 最原初、最澄清的抽象創意；詩意

是一切創作的根本。感動來自作者面對浮生萬象

的反應，有時是喜、有時是悲、有時是敬、有時

2010．除夕．四草 



    

則是畏，這些悸動或感悟，構成攝影最珍貴的人

文價值。所以我最重視的還是攝影詩意的追求，

然後企圖以影像的形式，將它視覺化、具象化。

當然，我也不會輕視技術、形式的重要性，可是

我更不會忘記，最好的攝影作品是毫不造作的，

它使你只留意作者想向你傾訴的心情。 

我並不是說文字可以完全傳達影像的意念，

或是影像足以表達文詞的詩意；畢竟一種藝術只

有用它自己的語言才能解釋，想要用文字來說明

攝影，就像用文字來談音樂一樣困難。我只是想

說，創作者應該把握、珍惜出自你心中的那份感

動，它才是所有創作的泉源；其他的就留給媒介

與技法去發揮了，不論你選擇影像、文字或音

符。 

如今，當我拍照時，雖然乍看好像都是隨心

所欲按快門，但是我相當確信，我的心中自有取

捨的本能，我知道為何要拍它，我也瞭解它的詩

意何在。我對攝影的看法是，除非這個景像吸

引、感動你，否則不要輕意按快門。「從心中走

出來的，才能走進別人的心中」，貝多芬曾如是

說，我也這樣認為。 

知己知彼—我要拍什麼？ 

攝影應該有意圖，攝影者一定要先問自己

「我要拍什麼？」，就像畫家在作畫之前問道

「我要畫什麼？」一樣。先認識自己的需求，才

能清礎面對所要拍攝的對象，才不致於無的放

矢，浪費金錢、時間與精力。 

找到拍攝題材，接著就要仔細研究對象。以

蝴蝶生態攝影為例，這類主題的切入點很多，譬

如蝴蝶的生活史、蝴蝶的種類、蝴蝶與蜜源植物

等。作者應就所選擇的主題，事先充份蒐集這些

背景資料，詳細瞭解對象，才能準備最適當的器

材，選擇最佳的地點與時間，作最好的拍攝。 

天地包羅萬象，任何題材都是攝影的好對

象，但是每個人的興趣有專、能力與時間有限，

不可能樣樣涉獵。所以在學得所有攝影的基本知

能後，審視自己的條件，瞭解自己的意圖與傾向

後，再選擇專注的題材，努力以赴。  

物盡其用—善用你的工具 

《 楚 辭 》 裡 有 一 句 「 尺 有 所 短 ， 寸 有 所

長」，比喻人各有其長處和短處，各有所適，各

有所取，其實這句話套用在攝影器材也很貼切。

每一種攝影設備都有它的主要功能以及操作上的

限制，任何逾越此範圍的嘗試，成效大多很渺

茫；例如環形閃燈是專供近距離拍攝細小物件時

使用，如果錯用於人像攝影，那麼就注定失敗。 

攝影設備依其功能各自形成專門領域，如建

築攝影、景觀攝影、近攝或顯微攝影、運動攝

影、人像攝影、野生動物攝影、水中攝影等。每

種領域有其主要的配備，當然偶有含括的器材，

不過大多數是各司其職。所以，在知道「我要拍

什麼？」之後，接著要自問「我有什麼工具？」

或是「以我的能力，我可以擁有哪種器材？」。

如果你只有適合拍攝景觀的配備，那就不要奢望

用它來拍攝昆蟲的主題。 

大部份的人不可能購齊所有攝影領域的器

材，所以只能就目前所擁有的，選擇最適當的主

題，充份發揮工具的極致機能，才是最正確的創

作心態。 

海納百川—生命越深厚，作品越精湛 

任何一種創作過程，都猶如植物由種子萌

芽、生根茁壯、枝展葉茂，最後開花結果，果實

之豐歉決定於生長條件的優劣。攝影創作也是如

此，作品的成敗，其實決定於作者本身所擁有的

無形之人文素養，與有形之工具操控技術；前者

是「養分」，後者是「農務」，兩者相輔相成不

可偏廢，「根深柢固，土厚泉遠」正是此道理。

所以，優秀的攝影作者，應該具備豐富的「學

養」與「技術」，才可能獲得豐碩的成果。 

所謂學養，並非狹隘地僅指與攝影學理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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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識，它應該盡可能包含更廣泛的人文、自然

與社會等知識，以及個人的生活經驗、生命價值

觀等。當然，攝影者不可能、也不必要完全通曉

每一領域的學問，或經歷生活中每一種酸甜苦

辣。我們很難畫界哪一類知識與經驗是有助於攝

影，哪一種則否，所以不必畫地自限。總之，平

時多吸取各種養分，不論是文學、音樂、戲劇或

科學，都應涉獵，甚至多觀摩別人的作品，待有

朝一日當你創作時，它就會如泉源般湧現，豐潤

你的作品。  

根深柢固—越是基本，越是重要 

任何一種學習，基礎是最重要的，不能掌握

重點的徒勞，絕對只有事倍功半之效，學習攝影

正是如此。 

我的攝影建立在四個主軸上 — 器材設備、

拍攝技法、影像處理與美感原理。各有其廣邈、

深邃的理論與實務，除了專門研究人員外，一般

攝影創作者實在很難鉅細靡遺一窺堂奧。尤其現

今數位科技日新月異，工具越來越多樣，技術越

來越容易，讓許多人產生幻覺，迷失在技巧賣弄

中而不自知，猶如盲人摸象無法勾勒全貌。攝影

一如數學，如果不從最基礎的定義、定理、運算

學起，而想一步登天，這是不可能而且很危險。 

我認為，攝影確實有其深奧之處，不過初學

者也不必視其為畏途，只要能提綱挈領，確實掌

握最基礎、最重要的原理與原則，然後觸類旁

通，如此要攝得佳作就很容易了。以影像後製作

為例，若能事先擁有色彩學的基本知識，那麼影

像處理軟體中的「影像調整」的許多功能就一目

了然了。不必好高騖遠、自亂腳步，切記，大樓

平地起！ 

日本古代著名武士宮本武藏曾對他的弟子說

過一句話：「永遠留一隻眼睛給自己」，我也一

直把這句話應用在攝影創作上。永遠要保留一點

空間，回過頭來沉殿、思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