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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金鼎獎最佳攝影獎劉子正 經典影像紀實 切中時代意義

學習新視界

【記者秦宛萱專訪】今年5月，以「真實餐桌」專題獲得第40屆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

影獎，是本校大眾傳播學系校友劉子正。任職《經典雜誌》，從校園營養午餐出發的

究竟之旅，劉子正帶領讀者直擊現場，揭開餐桌上的真相，探究食品鏈裡的「吃」、

「煮」、「買」、「種」等階段，串起消費與生產的連結，期望藉此找到改變的契機

。他對影像的這份用心，精準地傳達到評審眼中，獲頒國家級獎項肯定，他形容，「

原以為當下會有很大的情緒起伏，但實際上卻沒有。」反倒是感謝專題讓他有機會拍

攝到許多過往沒機會接觸到的事物。 

「雜誌專題的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的關係，就像九重葛需要依附結構良好的竹架才能

枝繁葉茂，如同攝影需搭配上合適的文章，才能襯托出好照片。」劉子正感謝搭檔、

文字記者蔡佳珊長期耕耘食農議題，兩人經過無數次的溝通，才能以照片吸引讀者目

光，用文字給予最精彩的觀點。 

劉子正曾於2010年榮獲吳舜文新聞獎最佳攝影專題、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新聞類優

秀攝影師獎，以及首屆臺海新聞攝影大賽今浪獎等多項國際肯定。從小對影像充滿興

趣的劉子正，在大學時初次接觸攝影，之後加入校內實習媒體「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暗房），進一步開啟攝影的興趣。有別於動態影像需要團隊合作，報導攝影在多數

時候都能獨立完成，在這樣的自由空間下，讓劉子正享受著平面攝影的魅力。 

回憶起在暗房的學習，只能用「快樂」兩個字形容。當年長時間投入的劉子正，本著

這份親切感，讓他於近年自願每週不辭辛勞地返校指導學弟妹，不僅給予技術上的傳

授，更多的是經驗分享。他笑說，「這裡很神奇，十幾年來格局都沒變過！」對教學

抱有熱情的劉子正，於上學期起，在文學院開授「影像敘事實務」課程，實踐紀實想

法。他謙虛地說，「不知道學生是否有所收穫，但自己肯定是有的！透過教學可以統

合過去學習到的一切，有種教學相長的功效。」 

曾在暗房獲得劉子正指導的《新新聞周刊》攝影記者、大傳系校友林俊耀分享，當時

不僅學到攝影技巧，劉子正帶著同學欣賞照片，開拓學習視野。另外，在攝影中極為

重要的「光線」及與被攝者「溝通」，更是林俊耀認為至今依然受用的技巧。 

看似找到一個從興趣出發的夢想，劉子正卻發現這條路走來不易，贏不過大環境。因

為當年經濟不景氣，找工作四處碰壁，就連第一份工作，經過試用期3個月就被裁員

了。直到2002年找到第一個正職的攝影工作，才讓劉子正深覺，攝影作為職業是多麼

不容易的事！他也開始正視累積作品的重要性，萌生打造個人品牌的念頭，「想讓大



家認識自己，而非只是某家公司的誰。」 

在《中國時報》主跑社會線的他，至今還記得生平第一次看到屍體的震撼。穿梭在多

起社會案件現場，這讓劉子正看見這個世界，也督促他開始思考該拍什麼內容，才會

切中這個時代，且真正是具有意義而不落窠臼。2005年遇上「邱小妹妹事件」新聞

，醫療人球和高風險家庭的危機浮上版面，曾短暫引起社會很大的震驚與反省，這也

讓劉子正掉入印象深刻的採訪回憶中，「當時為了拍攝，偷偷潛入女童家，不料早在

之前，已有他家媒體進入，而後更有其他媒體接續進入……」 

劉子正不諱言地說，未搶到獨家令人十分沮喪，但也帶來不同的感觸。「一個是社會

中往往會主張自身權利的人都是中上階層，但當中下階層發生問題時卻乏人問津。此

外，部分畫面於事件發生當下，雖然成為頭版，但時間久了，新聞價值遞減，照片也

會相對失去意義。」如同，新聞雖然讓世界看見社會角落，但缺少了專題進一步探究

，等於間接讓事件逐漸隱沒在即時新聞中。 

之後，他來到《經典雜誌》，展開新歷練。劉子正發現攝影就像「煮菜」，每位廚師

都希望擁有豐富的食材，並以個人經驗烹調出到味的料理，「拍攝重點在於攝影師如

何『詮釋』照片，在不一樣的地方，照片的呈現方式就該不同。」 

劉子正呼籲，身為新媒體時代的工作者，不論在文字、攝影、影像，甚至是配樂都需

要具備基礎能力。從《中國時報》到《經典雜誌》，雖然少了即時新聞的快節奏，但

從專題之初到最後完成的那一刻，期間的壓力是持續存在的。培養能力製作專題，對

於攝影者是一件好事，還有很多機會嘗試不同的題材。 

未來，他除了想嘗試商業攝影外，隨著工作增廣見聞，還將挑戰拍攝紀錄片。「有些

畫面只用相片記錄略為可惜，用精緻的畫面更可以完整地保存所有美好事物。」最後

，他勉勵在校的莘莘學子，能儘早發現自己的定位，並積極專研該領域，累積個人的

作品；同時學習多國語言，可以藉此帶領你認識另一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