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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後脫繭而出  為921希望工程寫日記

專訪

【記者王頌專訪】如果你看過「尋找飄飄」，或者是因為這部招生影片而來淡江就讀

，那麼，你應該好好認識這位重要舵手導演──民國83年大傳系畢業校友殷裕翔。 

 

在他的眼中，淡江，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和自由的學校，這也是他想要藉由影片所傳

達的訊息。他很扎實在這開放的風氣之下受了惠，培養出積極、開闊的鮮明特質，也

影響了他拍出一系列風格樸實卻深具內涵的作品。 

 

殷裕翔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從事影像、戲劇的工作，大一、大二時是實驗劇團的一員

，大三、大四加入了系上實習媒體淡江電視台攝影棚。大四因為掌管影棚內的器材

，加上與淡水一帶的藝術家關係良好，於是便提出拍攝紀錄片的想法，拿起攝影機開

始一點一滴記錄了素人畫家陳月里，並將這部紀錄片送去台北電影節比賽，經過激烈

評比，得到了優等獎的頭銜。 

才氣高、有想法，一切看來是那麼光明美好，卻因為當兵時生了一場大病，破壞了原

先計劃好的人生。當完兵後殷裕翔選擇到大三曾實習過的南方影視擔任攝影助理，拍

攝廣告、MV等等，原本打算繼續做下去，但是因病導致體力大不如前，無法扛太重的

攝影器材，甚至工作告一段落就必須好好休息恢復元氣，在最基本的健康都沒辦法抓

住下，他只好忍痛放棄自己的夢想。殷裕翔回憶發病的那段時間，因為是腎臟病，身

體無法自動排解水分，體內都是排不出的廢水，很難受。而吃類固醇控制病情，又使

他的身體產生很多副作用，這讓他很沮喪，極度懷疑自己，他說：「難道人生就這樣

了嗎？」 

 

經過兩年的養病之後，他重回當初大學實習的南方影視。殷裕翔緩緩的說：「實習對

我的影響很大，因為實習，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走的路，也因為那是一個跳脫紙上談兵

的實際戰場，對後來的工作助益很大。」殷裕翔從幕後的製片助理開始做起，到後期

剪接，即使他有拍紀錄片的天份，那是一種得心應手，滿足的過程，但他的最愛還是

拍戲，那是一種層次上、剪輯上的不同。經由介紹，他來到了大愛電視台拍戲。 

 

台灣最可怕的一段記憶──921地震，那曾經是我們黯然的過去，殷裕翔用鏡頭記錄

災區重建的過程。上個星期適逢921大地震6週年，殷裕翔在這6年之中，記錄了慈濟



在災區中的921希望工程和週遭的故事，這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紀錄片中的一段是

描述南投大成國中的音樂教師羅淑芳，她因為全力推動音樂教育，和自成一格的上課

方式（例如歌劇欣賞、即興表演，隨著音樂擺動四肢伸展等等），特別引人注目。而

羅淑芬也用這部影帶參加了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舉辦的「第3屆全國POWER教師獎」

，得到國中組的老師首獎。 

今年殷裕翔的工作重點，主要是擔任大愛劇場「草山春暉」的副導和「戲說人生」的

導演。 

 

「戲說人生」即是記錄著「草山春暉」的拍片過程。在拍片時間，殷裕翔認識了鄧安

寧導演，也更加認識到自己，從鄧導的言行中，他看到一個對生命充滿了尊重，對每

個人都一樣溫柔的人，他看到一個會對許多事物都容易受到感動的人，殷裕翔自述

，他和鄧導有許多特質相似，因為他們都是會認真過生活的人。 

 

「草山春暉」是在描述一戶高姓家族，兄弟團結、對父母行孝不遺餘力的真實故事

，而在「戲說人生」中，殷裕翔負責記錄拍片狀況、跟拍高家、側寫人物等等，但每

當攝影機一架起，卻是被記錄者痛苦的開始，他說，在這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擺

好自己的位子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是單純的架起攝影機拍，不如想辦法融入被記錄者

的角色之中，和他們一起共生，這樣子的記錄片才帶有感情，而不會顯得生硬。 

 

經歷過生命轉折的人會散發出一種更積極、更正面的特質出來，殷裕翔就是如此。他

現在也如同大學時代一樣，努力把握自己的時間、認真培養自己的實力，並且即知即

行，繼續朝成為一位名導演的目標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