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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懿如．依依   

圖∣攝影班

精 采 學 坊

驚豔攝影展 來自感恩心

好一陣子沒欣賞攝影展了！這天的展覽是由福智「精采人生成

長學坊」的「攝影與人生」課程所舉辦。初次見面的新學員們，爭

先恐後的欣賞著教室一隅陳列的照片：女孩凝神點香的一片虔敬、

婦人灶邊蒸糕的炊煙裊裊、曙光中有蓮花剔透如洗、靜夜裡見車燈

匯聚如流⋯⋯完美的構圖，專業拍攝技巧展露無遺，尤其故事性更

是精采絕倫。大夥兒一邊討論、一邊讚歎！講師及護持義工群的心

血結晶，成功為「精采人生」攝影課程揭開序幕。

課程開始，蘇麗雲班長說了個美麗、感人的故事：一個媽媽從

小孩一歲起，不定時拍下孩子與先生的互動，直到孩子三十歲。孩

子的成長過程，父子之間的變化，以及媽媽對先生與孩子的關懷與

用心，一點一滴都呈現在相片

裡。透過這些照片，她希望

孩子學會感恩父母，其中深

意動人。麗雲老師希望學員

學習攝影時，能漸漸體會拍

攝者在按下快門前，對人事

物應有的關心；被攝者則要

從照片裡學會念恩，攝影才

會變得更有意義。

過去，玩昂貴的專業相機並不簡單，拍照可能是為工作或

興趣，其他多半是外出遊玩時所留下的紀念；現在，智慧

型手機普及，攝影功能齊全，不少人習慣發表自己拍的照

片，記錄生活點滴。在幾乎人手一機的情況下，拍照儼然

已是全民運動，既是新的溝通模式，也是抒發心情、展現

自我的新方式。難怪「學會攝影技巧」成了時下正熱門的

社交必殺技。

人生哲學課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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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麗雲 陳孝友 許琇珍



52    53

講師義工群 締造好成績

班裡有三位主要講師，他們各有所長。蘇麗雲班長是當然的大

家長，溫暖而貼心的關懷著每位同學，她負責講解基本課程，為新

學員打下紮實的基礎。

許琇珍老師擅長等待時機，營造環境氛圍，精準補捉完美時

刻，因此作品參展屢屢有斬獲。她關注社會人文，也關心環保議

題：「我喜歡拍美輪美奐的古蹟，但也拍雜亂不堪的垃圾，可以發

人省思。」

鐵漢柔情的陳孝友老師什麼都拍，拍攝嬌嫩的花朵時，不管是

玫瑰、蘭花⋯⋯朵朵拍得嬌豔欲滴；拍家族大合照時，無論老小，

皆一個個端詳：「右邊八十歲的老人，不知他還能在家族聚會中出

現幾次；左邊不到十歲的小孩，每拍一次都是他的成長紀錄。」心

懷生命無常的概念，讓他更珍惜拍攝機會。學員對他印象最深的部

分，是他分析照片時的犀利與幽默，總逗得班上笑聲不斷。

義工群更是大陣仗，多達十四位。上課時，除了講師的總體演

說，互動時間幾乎是一對一或多對一的個別指導，形成完全客製化

的教學。講師和義工們可說是傾囊相授，掏心掏肺、毫不保留的把

自己所學逐一教給學員。有的人因此欲罷不能，接連上了好幾期攝

影課。溫馨的是，這些學員也慢慢成為課堂助手，常自動自發幫助

新同學熟悉專業內容。

作品檢討 窺見人生哲理

專業課程中，多數學員最喜歡室內與戶外的實習拍攝。在室內

練習時，利用人偶娃娃做前景，以月曆圖片為背景，經過每個人不

同的視角，組合出的故事面貌各有千秋，趣味橫生。講師還設計了

轉動的傘花，以及自由飄浮的泡泡，讓學員練習慢速快門的攝影技

巧。

蘇麗雲

蘇麗雲喜好攝影、畫畫及書法，在藝文方面有天生的美

感。師專時期加入攝影社團，因此熟悉基本攝影原理。

2004年退休後，她在「攝影與人生」班學習，從學員

到義工期間，除了向陳孝友老師學習，也至社區大學進

修拍照及影像編修。她在數位相機功能有不少深入的研

究，目前擔任相機基本認識課程講師。

陳孝友

陳孝友從大學時代開始拍照。就業後參與過公司攝

影社團，偶有佳作。退休後又在攝影學會斷斷續續學

了近十年的傳統攝影，奠定了很深的根基。他參加了

第一期精采人生「攝影與人生」課程，第二期便轉任

講師，教授數位攝影的攝影技巧，至今已有十四年之

久。其間也到社區大學密集學習相關技巧五年，因此

擅長拍攝各種題材。他在人才濟濟的九十多位學員

裡，得過三次金牌與二次優選，成績斐然。

精 采 學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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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琇珍

許琇珍在「攝影與人生」也是由學員邁向講師。對傻

瓜相機、單眼相機皆駕輕就熟的她，2009年師從賴

吉欽學習相機基本功，並常與陳孝友老師相互切磋

交流。許琇珍學習用心，勤能補拙，在不經意的玩拍

過程中參加攝影比賽，作品由佳作入選，直攻銀牌、

金牌。這段心路歷程，讓她深刻體認國際知名攝影師

皆是經年累月的勤耕勤拍，鍛鍊創作力，才能有所成

就，絕非唾手可得！

相較於室內，戶外實拍顯得更有挑戰性。遠方蓊鬱的山與蒼白

的天空該怎麼保留比例、池中的大石和岸上的行人要在何時按下快

門、挺拔的荷花及平鋪池面的荷葉須如何取捨，才是完美的構圖？

光線的拿捏，各項攝影功能的設定⋯⋯在在考驗著學員們的觀察、

思惟及應變能力，真實驗收學習成果。大家都獲得了寶貴而美好的

經驗，成果豐碩。

實習結束後，作品檢討的時刻讓眾人既期待又緊張！孝友老師

及琇珍老師就每張照片細細分析、講解，提點學員如何改進。有的

主題太雜亂、畫面元素太多；有的留白的空間太少，讓人產生壓迫

美好理念 讓攝影更精采

精采而豐富的專業課程外，其實最特別的是「理

念課」。觀功念恩讓義工蘇琦玲心胸更開闊！她發現

越懂得感恩家人，生活會越愉快。早年她個性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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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有的對焦沒有放對重點，一細看才發現照片糊了⋯⋯雖然技術

的純熟是學習的目的之一，但神奇的是，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每個人

不同的個性及在意的細節，攝影課成了一門人生哲學課。此時學會

拍出一張成功的照片，練習從自己的習慣中「隱惡揚善」，也是重

要課題。

檢討課上，學員個個表情專注，不亞於拍攝時的認真。課後許

多人收穫滿滿，好評不斷，他們終於知道怎樣避免用錯誤的方式攝

影了。此外，「照片編輯軟體」課程也有很大的迴響。學會了這套

能看圖、能編修照片的軟體，不僅可以作為日後檢視自己作品的好

幫手，也不需再擔心照片一時沒拍好，只能報銷了。

不習慣與人互動，因而不得夫家長輩歡心。當時吃了不少苦頭，卻

也因此督促她一直往前走，更努力善盡晚輩的責任，最後成辦了許

多年輕時做不到的事。回首這段歷程，讓負責講授理念課的蘇琦玲

非常感恩：「要不是當初被反對、排斥，我可能沒有今天。」

義工鄭建興則對生命關懷的理念特別有感觸：「許多人外拍

時，會為了搶鏡頭而去干擾那些美麗的生命，甚至破壞環境。」慈

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在推廣有機農業之餘，最重要的是傳達尊重

生命、友善環境的態度。因為了解關愛大地、關懷生命的重要性，

有了這份具人情味的發心，就懂得多花一點時間等待精采畫面的出

現，而不會刻意影響小動物的生活或植物的生長。透過理念課程，

攝影與心靈的提升產生了共鳴，進而相輔相成，這是學員們最寶貴

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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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幽谷 翻拍繽紛

兩年前，先生因感冒發燒引發急症，

才三個月就走了。那天起，我天天以淚洗

面，無法自已。朝夕相處的屋裡，充斥著對

他的不捨，尤其是他的味道，總是勾起我

最深的記憶，因此我保留著他的衣褲，以

慰藉心中無盡的思念。即使後來我試著出

門散心，但處處都殘留他的痕跡：水果攤

的大水梨，節省的他會特地買給我吃；路

邊的某家銀行，曾經我們一起進去過⋯⋯

傷痛，好難走出。

小姑見我消沉許久，特地來關心：

「大嫂，你們真有福報。」我不解，她

說：「有多少人可以像大哥這樣安詳的走，而且是在最親近的人懷

裡？」先生走時，是在我懷裡吐出最後一口氣的。這麼說還真是福

報啊！那我到底在傷心什麼呢？小姑的鼓勵，讓我很感激。之後我

聽她的話，參加福智「精采人生──攝影與人生」的課程。那段如

遊魂的日子，開始有了轉變。

起初，攝影課所教的數位相機，我一竅不通。從前唯一的攝

影經驗，是當保母時，用傻瓜相機幫小朋友記錄成長的軌跡。由於

學識淺薄，聽課令我有些吃力。但講師教學非常用心，所以我決定

提振精神，只要能聽懂一點，回家就努力練習，練會一步就賺到一

步，好像早期學徒跟師傅學習那樣的賣力。

經常天沒亮，我便守在屋頂上等著捕捉美麗的雲彩；家裡的蘭

花開了，我也認真取鏡，拍下花兒嬌嬈的特寫。老師很讚賞我的成

果，歡喜之餘，我逐漸有了信心。「外拍」課程，就是我最期待的

時刻。無論是山林飛瀑或路旁玩耍的花貓，都教我驚喜！跟著大夥

兒盡興搶拍精采的瞬間，也讓我慢慢忘了煩惱。

某天我拍了張自己很滿意的照片，但老師發現我的相機設定為

自動模式，而非依照場景自行調整設定。當下我感到挫敗，立志一

定要學會自己操作拍攝的設定。於是我主動帶著相機，到處閒逛、

取景，想用更專業的方式將隨處發現的美好時刻保存下來。經過不

斷的練習，我越來越熟練，越拍越有心得，甚至試著挑戰自己，站

出來面對人群，拍下他們美妙的剎那。

去年暑假，我站在上千名來參加「教師生命成長營」的老師面

前，為他們留下一起學習的珍貴紀錄。一想到將來這群人會利益無

數的學生，其中的神聖感，對我無疑是巨大的鼓舞。女兒知道後，

也對我刮目相看！她發現原先怯懦的媽媽，居然這麼勇敢的為千人

拍照而不畏懼，興奮的把我的作品發表在臉書上，親友見了都讚歎

不已，紛紛為我高興！

從單純為拖養的孩子拍下成長紀錄，到歡欣的拍攝天地萬物之

美；從原本的羞怯與生疏，到越拍越有自信，攝影讓我眼界驟開，

幫助我跨越先前的低潮和沮喪，變得積極而正向，得以重拾足夠的

勇氣再次融入群眾，真是獲益良多。透過「攝影」，我終於能展翅

揮別幽谷，讓我的「人生」徜徉在天地的繽紛之間。

王林蕊 攝影

精 采 學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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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理念 才有好照片

理念課程講師蘇琦玲原是

「攝影與人生」的學員。當初來

學攝影，是被一個電視廣告吸引

了：別人用筆寫日記，我用相機

寫日記。

學了一陣子，蘇琦玲當起

了攝影班的義工：「這樣既可以

繼續學習，又能做善事，一舉兩

得。」沒多久，班長給了她一項

任務──為學員講授觀功念恩、

慈心護生等理念課程。這個挑

戰，並不簡單，因為有的學員一心只想學習攝影技術，便以遲到或

早退避開理念課程的時段。

一心想讓大家受用到好理念，蘇琦玲絞盡腦汁。上網找資料、

搜尋相關影片、重新剪輯、細心揣摩⋯⋯終於，有料有趣的內容得

到學員的注目及認同。她大方分享授課技巧：「要獲得共鳴，就要

點出心靈深處的感受。」

例如某次她放了一段影片：一位媽媽煞費苦心為兒子燉煮一

鍋好料，兒子卻不耐的砸了個粉碎⋯⋯蘇琦玲問學員：「如果你是

父母，會希望子女怎麼做？」她認為事情發生的當下，應該想辦法

做好，不要留下遺憾，因為這一生不可能重來，宛若畫面不可能倒

帶。「體會是一個關鍵！」她結合自己的體驗，拋出問題，細心引

導，推動學員融入情境、深入思考，進而明白怎樣對待父母。

善於結合生活、生命，使學員感同身受，是因為蘇琦玲自己走

過一段深刻的歷程。遙想當年遠嫁屏東，就在準備進大廳奉茶時，

隔牆聽到公公向親友抱怨她個性內向、講話不討喜。雖然當時心裡

很委屈，但她自許：「嫁進來，就要以晚輩的禮儀對待長輩。該做

的事還是要做。」蘇琦玲一甩台北嬌嬌女形象，勉強自己去做不喜

歡或不熟練的事，跟著先生學習直銷，接觸人群，努力向前走。

回想這段往事，蘇琦玲立刻對公公觀功念恩：「因為過去這些

歷練和體會，現在才能大方推展理念課程，把觀功念恩、代人著想

等好觀念帶給大家。」她希望學員不只學會攝影，也能體驗到這些

正面概念的實用性，讓生命變得更好。

透過正向理念的學習，蘇琦玲練就了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因此拍到許多美好的照片。但在「好還要更好」的心理作用下，她

一度陷入攝影技術與器材的追逐之中。看到別人拍出了好照片，

她總會想：「如果我的備配更好、技巧能再精進、等待的時間更持

久，我也一定能拍出好作品。」於是，她會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去買

器材、充實技術、苦苦守候更精采的畫面。

蘇琦玲驚覺，自己竟處在無止境的追求當中。她反省自己：

「為什麼一定要與人齊頭？只要懂得欣賞，以現有的能力跟條件去

做好就行啦！」她體會到很重要的一點：「在驚喜的瞬間，即使沒

有捕捉到完美鏡頭，但欣賞到了，其實也很值得歡喜！」雖然看似

輸了面子，實則贏了裡子，因為活在當下就是人生最美的一刻──

她已在內心按下了她的快門！

學員蕭燕雪	攝 學員吳惠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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