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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記錄生活真相 忠實傳達生命意念 
專訪

 

【記者李亞庭專訪】自1996年開始創作《家國四部曲》之一系列的紀錄片，獲得

金穗獎優等錄影帶獎、韓國首爾女性影展首獎、台北電影獎傑出個人表現獎等多項獎

項，並且由臺北市校友會提名，榮獲第二屆榮譽校友獎。她是日文系校友李靖惠，以

信仰為拍攝紀錄片的動力，用鏡頭訴說一個個關於家與國的故事。

 

念外文培養國際觀

 

　身為導演的她，並非傳媒科系出身，「就讀外文可以讓我更有國際觀，不僅慢慢累

積自己的國際視野，也讓我後來選擇的拍片題材更加豐富。」她形容，在日文系就像

小孩牙牙學語，藉由外文去認識這個國家的人與歷史美學，「特別喜歡文學課，印象

最深的就是林丕雄教授所開設的日本文學，課程中認識了詩人石川啄木，並且從建築

的美感中體認生命態度和人生哲學觀。」

 

從學日文走向傳播人

 

　課業之餘，李靖惠也積極參與學校社團，「淡江的社團蓬勃，影響我最深的就是報

社與淡江聖樂合唱團！」身在基督教家庭，李靖惠自然也接受受洗，但直到加入「淡

江聖樂合唱團」，李靖惠才真正認識基督教信仰，她笑說，因為不想當掛名基督徒

，才進入淡江聖樂合唱團，實際瞭解信仰的真諦與追尋，這也成為我大學階段中很重

要的重心。「神的愛就像江河，去擁抱時才具有愛人的能力，我從中學習什麼是愛、

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夢想的實踐，並且培養人生觀。」她從信仰中明白，上帝創造這

個世界，讓每個人都具有獨特性，「我抱持探索的心情，建立自己的自信，慢慢發覺

對傳播的興趣，因此走向傳播的領域，因為我認為自己具有執行策畫與推動的能力

，所以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而在新聞性社團的磨練過程裡，她從中培養獨立

思考與對周遭事物的觀察力，「我有種特別喜歡反向思考的性格，而在社團所培養的

各種能力是很重要的訓練過程，尤其當一個導演，企劃能力是很重要的。」

 

拍片就像上帝賦予自己的任務

 

　她認為電子媒體的能力是無遠弗屆的，它的影響可以擴大至普羅大眾，「我想為社

會做些什麼！」因此畢業後的她，進了傳播公司學習影片製作，她回想第一次離開臺

灣前往內蒙古與西藏拍片的過程，「某天晚上為了趕赴內蒙古的草原盛會，還被公安

攔下來！這考驗溝通協調和臨場應變能力。」



 

　談到踏入電影領域的契機，她覺得電影是個很有影響力的媒介，希望自己的作品可

以具有更大力量，在1996年以獨立創作的紀錄片〈歸回〉獲得金穗獎優等錄影帶獎

，她發覺，紀錄片具有很高的主導性，可用自己的觀點來訴說每個題材的故事，呈現

一種真實的人生，「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紀錄片具有戲劇化的張力，我覺得拍攝紀

錄片就像是上帝賦予我的任務！」而原本要出國進修的李靖惠，因為家人而選擇留下

臺灣，她描繪當時的情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腦中自然浮現出外公外婆的身

影，那時外婆臥床、外公年邁，回想童年，外公總用強力的臂膀抱著我從戲院回家

，可是長大之後，外公已經轉換成需要被照顧的人，自己何其幸運可以做想做的事

，卻沒有為身邊所愛的人做些什麼。」因為如此，她開始拍攝外公外婆的故事，開始

了《家國四部曲》一系列的作品。

 

《家國四部曲》紀錄真實人生

 

　第一部〈家在何方〉描述家庭把長者送到安養院的不捨與掙扎，她感動地說：「當

時陪外公至安養院探望外婆時，看見外公不在乎他人眼光，依然溫柔甚至親吻外婆的

神情，那是種至死不渝的愛與力量。」〈家在何方〉為老人題材的先鋒，李靖惠表示

：「紀錄片的影響力可以藉不落俗套的方式，讓刻板印象從不同角度去突破傳統束縛

，送安養院並非不孝，而是社會邁入高齡化後，人們在當中尋找平衡點的過程。」第

二部〈阿嬤的戀歌〉，則以安養院中的張奶奶為主角，由她所唱的歌謠串連整部紀錄

片，描述四代女性對於婚姻的憧憬與轉變，這部片在2003年獲得韓國女性影展首獎

，在韓國男尊女卑的文化下，此部紀錄片感動許多人達到跨國界的影響力。第三部〈

思念之城〉則是老人住進安養院後的過程，李靖惠形容：「老人就像進入生命中的冬

季，在安養院走完最後的旅程。」最後一部〈麵包情人〉則描述菲律賓的女性在臺照

顧老人的點點滴滴，她暱稱他們為「菲媽」，為了更好的生活而離開家園，在過程中

產生懷疑與選擇，在麵包與情人間，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麵包情人〉的拍攝長達

13年，李靖惠更多次往返臺灣與菲律賓，呈現出這些菲媽們歲月的刻痕與生命的魅力

，描述他們在愛與生活中所淬煉出的人生智慧。入圍第49屆金馬獎的〈麵包情人〉在

播出後收到極大的回響，李靖惠表示：「許多民眾因家裡都有外籍幫傭，因此對片中

的情景特別具有共鳴，放映後我們特別請紀錄片中的兩位菲媽親臨現場，觀眾看到他

們時，都報以極大的鼓勵與掌聲，因為那是如此真實，而這些回饋是超乎我們預料之

外的。因為這些回響，我們決定在2014年4月舉辦〈麵包情人〉行動電影院，希望藉

由巡迴放映，讓更多人參與這些菲媽們的故事。」

 

拍紀錄片就是一種使命感　

 



　從家到社會最後延伸至國家，李靖惠說，紀錄片就像一扇窗，從中看到生命的風景

，讓人思考與過去自身經驗地連結，並且產生共鳴與啟發，「我覺得有種使命感就是

要拍這樣的電影！這條路是非主流甚至人煙稀少的，但我具有很大的信心與勇氣，選

擇義無反顧地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期望可以從這一系列的紀

錄片，去喚醒人們重視老人等弱勢族群，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從李靖惠自信

的眼神裡，我看到執著與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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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校友，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助理教授李靖惠長期透過鏡頭關注弱勢族群。（攝影／鄧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