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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即身體:錄色小組與環保抗事

The Medium is the Body: 
Greentea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st 

蔡慶同 Chin-Tong Tsa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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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team played impo此ant role of altemative media movement in the 1980s in 

Taiwa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 to use the image archives of early 

environmental protest as the focal point of discussions. By applying “ the media is the 

extensions of man" and “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of perceptions developed by 

McLuhan, the author will look at how Greenteam has represented bodies of grassroots 

Furthermore, how Greentearr> has fu lfilled the practice of media through bodies will 

also be explored 

Keywords: medium , body, social movement, Greenteam , environmental 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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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 980 年代，往往被干ílì之為~灣社會運動的「風潮 J ' I或「資金十年 J ， 2而另類電子媒

體作為社會運動，身在其中也同緩地風起雲湧'首開風氣的即是在 1 984 年所發生的海山

煤礦災變透過獎f\父;堂和二七智章以可攜式電子攝影機 ( ENG ) 所拍攝的紀錄影像，不僅

呈現了礦工質際受害情形，更進一步挑戰了主流媒幣的不實報導 ， 尤其是許多受難家屬未

領到應得撫恤金的質 I宵 。

在這第一次的異議行動之後， 1 986 年 ， 綠色小組正式成立，其他的電子媒體團體和

個人工作室也陸續出現，包括了 1 987 年的第三映像工作室， 1 988 年的文化臺灣影像工作

室 、 螢火蟲映像髓， 1 989 年的易小文 、洪智育、新臺灣社運視聽工作室 、多面向藝術工

作室 ， 1 99 1 年的李泳泉 、|凍Jî![f吐 ﹒羅興階、 華灣報導 、獨獨影像傳播公司、新生代影像

聯服等等 。

早在 1 980 年代之前 ， 所謂噩灣的民間社會力已開始祖釀與沸騰， 尤其是關於環境運

動的議題，它體現在公害抗爭 、 專業論述與黨外雜誌 ， 而上述另類電子媒體的出現，正好

扮演了有效的傳矯管道 ， 以及適當的紀錄工具等等角色 ，不僅在當時對於社會運動起著推

i皮助瀾的效惘，也累積而成為 1 980 年代社會運動的影像史 。

然而，歷經 1 980 年代的狂飆之後 ， 進入 1 990 年代，由於社會運動的日益沉寂 ， 或者

說是逐漸轉入馴化或制度化的模式，而日上解般後媒體言論空間跟著日益擴大，乃至在

另類電子媒體的市場上面臨著競爭與仿冒等等問題 ， 另類電子媒體未能成功地轉型，也跟

著走向了沒榕的過程 。

, ，辰1克祉. (品 l 會8i!JiJJ與政治轉化) ( iU七 國m'Ij'心 ﹒ 1989 "1 '-) ' 頁 1 3 • 
2 吉爾新嫂 ， 魏;r~賊採訪整Ðli • ( J'j月f@J幣illi-~Jj爾新煙敘投i談兩年來的~灣社會運動 ) . { '1' [lj<J論壇} 第 32 卷 2

縛1 ( 199 1 "j')必 58-6 1 。

3 主E北縣Jc城市的海111煤礦災變 發生於 1984 年 6 月 20 11 是州有三夜灣的三次盤盤災變 ( 海ILlí!l\礦、海111 一

坑煤山煤礦 ) 之 . rl1於蒂啦之1m的frfill j'(沒1--J插好 可 造成哥， ' 1' 涓絃可 叉凶為撞擊，!IJ高限電 ﹒引發的火花和

社i:{ji在空氣中的煤粉敏觸，引發爆炸 可 末在純擊過程巾從命的做工 ﹒ 也因為啥氣中布滿 f一氧化碳而t~命

該次災變共剩 74 人死亡 可旦大多是阿j的主的做.L ﹒

4 李丁讚﹒林火:i蝶， ( 前十件力的孵化 教育可月2保抗爭的組織技1;~r ) .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52 期 ( 2003 "1'- ) 
頁 57-1 1 9 • 

5 何明修. ( 政治民 1'_ (t~i]P;境遇的'J('(J串IJJ1J'化 ( 1993-1999 )) . ( i;i: i何而會研究季刊'j)第 50 期 ( 2003 年 ) . 貞 2 1 7-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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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段歷史，當中的綠色小組，相對於其他另類的1羞于媒體，它無疑其有一íl司特殊

性的位置，包括了他們總是站在同情或支持社會運動的弱勢立場，以及因為制會ílliiJ!，均每役

必與的製作方式，因而累積 r全面目i~完豆豆的紀錄彩{象.f(日更重要的是，幕於它作為文獻檔

案 、 歷史見證與集體記憶的認知，上述紀錄影像作為資料庫，何以被保存了下來說作了妥

善的綠澀 。

|胡於 1 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川平綠色小組已多有討論，然而，它們不僅多是以編

輯的錄影帶作品作為研究i':i料， 同時也太多集rlr於它所出現或衰落的結梢'1'1三條件 、 另類媒

體的11"-產形式 、 弱勢觀點的再現及其批判等等面向 ， 如今，白我們將其視為影像的檔案及

資料悴，透過重新觀看資料幣的紀錄影像，是6能夠進一步考fJrri到不同的解讀及其是、義。

因此，本文擬透過重新觀看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尤其是它只好再現的早期環保抗爭，

企圖從身體如何作為中介的觀點，進一步去思考社會運動與電于﹒媒僻的關係'換句話說，

社會運動涉及到的是意誠的轉變與集體的行動，而1E~íI在路境起動的研究領域，開始注意

到身體的感受作為文化而向的重要性或者草根氏夫民的身的如何作為論述與迎動的主

此曲 7 
H豆 。

反之 ， 當我們重新審視 1 980 年代的另類電于媒體 ﹒ 尤只是它與社會運動的I~H系，也

不應該只是將其視為社會運動的紀錄，或者共識動員的工具. tJ5例:在社述與媒惚之!划， 不

僅是η:桐分立的，而後者J- {j是真貫(社運)的再現(媒體) .進而因此忽略了，亡肉身也是

作為社會運動 ，身j~也有;其巾，並寅踐茗:紀錄 、 影像ßlîJ觀石叮t等活動

貳、綠色小組

關於 1 980 年代的另類電了媒體， 一般都是聚焦在它興程乃至沒落的結構↑刊的' 1 、 它

生產的形式乃至與社會運動之|茄l係、它所呈現異議的內容與弱勢的觀點，然而，如果以媒

體與社運之間的關係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到既有的討論，往往是將自行者視為娃後者的反

映，因此忽略了另類電子媒體，也是以身1世作為ri r介的副會運動 。

。李γ謂 ‘林女i嗯 . ( 社 1守力的文化恨源論環境你感覺征收煦的服史形成 卡 ('~I: i何社件研究手 FrJ) !:i\38 I明( 2000 

年).頁 1 33-206 • 

7 f例口吋I吵咧j修 . ( 告啃註F灣考r瑋亞坦境~，重串卸動j力J的|閒;划fJ~蚓揣揣;品晶;j :專草家學J者者 • 站外 • 1'，'扑.

i必:立i 9卯7- 1川62

4 



i;~跑[.i] , }012 , 1\!:lt':l!IJ1'Hf,' 綠色小制lWI質似抗情 (咐在~;~r:;~ '~ la 5 : 1-23 

一 、另類電子媒體

1980 作代的川類市 ( Ý~~ 恤 ， 做 íI:t之以小 |司的名稿 、 包括 r 反主流

( COlln tcr- lll a ins trcalll ) 、 R替代'1呵，、川、泉 、 111比如 何Ite111ati ve ) 、 "~識( diss ident ) 、 地 l、

( lIndcrgrollnd )等等 。 但H主!其j精神皆 (Ich台，它是相對乃至是對 ，'/~於-nm:媒的、作為圳，

會迎1LIJ的紀錄污 、 成為弱勢凶的|的(-\:，1 人

釘釘 1 980 年代的必如:這(蝶的之討論，太多集巾在下列幾個問向，一是結愉悅的條

(呵，也l;先是竹片 li;:，1去解釋類似綠色小細的市 l亡媒骨，告，為(口H守在 1 986 1 1刊 jÍj後出別?那是'(1叫

11 股樣的。知情瑕駝，因而使之興'E已。從約父1IIIj~{I'1雙保存吉恰性的問境. 1大11m俠之沒落‘》

也就;~況，在 1980 年代之前，件1於政泊 、 經ì1~與社會的控制他f系 ， 上流媒1位于lf串'lJi納

人成林i&他的j扮演才會意識形態 Ul的角已 1'1 1 980 年代開始 ，則是一個從獻精釗鬆動的

串串jJr划 ， 包括政嗨!λ川;才屑與~I I-\Jírl:什力 lli' 衍生著政治反對通動罪LI各式新興而u逗 ﹒ 1(li il1

(!i!t1惚作舟共 ' 1'的一氓 ， 甜苦1(1，位斷的媒作!~:J裂!~'l 可 也同樣透過長期fl~崎i攻海 、 刮起的過科[的

令所作為 12 

之佬 . ('1品隨著社會運動的N;以此牌化、紋路言論的罕問jÆ~大與仿鬥浴版的， n場競爭 ﹒

刃鎖，居住 (~Ir，l也浮現誰面|鼠11許給祕朴的性|頃。後}則!UJ固或名牌逛商業取向 、 !!足 ð經衍民

i:1 位'V見茲 ， 但是 ， 你出}j令轉型不好i成末ÎiE成功的問題，最終也走向i艾倫 ，途 。 1.ì

;三'4.p位的形式 ﹒ 也就是企阿以參與ii:lt察的方法，包們從tl 'l恆 、 製f乍到發f j'(1(J伶俐照

干干，去的1，可見直到泡了媒體的斗è6itf~;;~ ， λ~J-t5.{它們是 個什麼樣的組織!J)G，f'市成 }J式?它們

自ílllll 向BEIllJIYJ 1~r.11系為 f"J 0 ~nf' úJ正f i;;I~傲的紀錄以反紀錄了什麼?如何編輯以版發1/亡們

的句錄影帶們的巾

“故(l'I"j: • I1社，11'，;社 返問1丈 心紅:)~ I'l!媒俏的If~'J~組索。近t}~rD、m ;n 5 7 !別( 1992 q') ， 貞 的.5 1 : j吹伯:，}: 、

且也n'.川、 ;;閃閃!一流~;í'~q'l柄的前!所割草、 從何I!MIÀJ 'fiJJ'析"車，Jt 'Jlill'放放叮片﹒ (j虛地手t1:1 : ，這 !一 ìm :;;~

f'Íl y\!: lt'I ~'l ll1 l 泌4錄 ) (主~L : i;!tlll ' 1992 q., J ' 1'( 43-52 
吵泌，J~ ， 川 小月#.'l早做， ，主 (1 暖 。 HWq fl司 1，&j 4HI(j [']'(111 'Ií，~rl 紅地的狀況 收於以械等片 《遜地符僻 1<: l '.i戒防('Í/

Y~~ tI'/~: Ol! rjí l~ jili" Lt社 ( 山 ~L: r.tflll ' 1992 11') ' íi .1 . 1 。

JI) t'.t'j\(i松 (小，j( I，恥 i抑 、巫山) ~之;他﹒悅力 Mk包小制 lr'I (h!1!l]ìlllf'JU企 ' I '， et 條f'I 分析) (私，'dIIH 太烈火月U\lf!l作研究

「叫fiíil : :i而1 火 1 993 11' ) 
" 1草木i口 可 的常叫 I:i'~;.型的i!J U'l仙似的5::1t~之ItIHt 1 9X()﹒ 1 992 且 ，叫訂政irì J..:f;~ ;jffilllll研究所híi 1:;，晶 '.z ' 1 994 年 ι

I ~ t'l!Klf，品 、 "1、以保體 、 越重JJX(仁 、!il'力 *'{，包小側的Jill lj!!JJfh~沌 '1 '，I'I"i條 ('1 分析 ) , ri 11-37 
' ‘ 1';/1 ',,, 1: ' H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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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拍攝而言，它們運用了可攜式的電子攝影機，並形塑著某種高機動性、非制度化的

工作方式，就製作而言，它們大多出版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錄影帶，包括了演講會 、 說

明會和晚會的定點活動 、 遊行或定點的長期抗爭 ， 強調抗爭過程中的衝突場面 、 運動參與

者情緒高昂而足以鼓舞運動的片段 、 運動被鎮壓的畫面;就發行而言，則是藉由地下錄影

帶的流通管道(會員制 、 攤販銷售點、餘，都與服務處) .輔以巡迴放映隊、運動進行過程

的動員、電視發射臺，達到最大的動員效果與游擊戰式的影像運動 。 14

三是弱勢的觀點，主要關注的是另類電子媒體的錄影帶作品及其內容分析 ， 包括由於

它們兼具紀錄者和運動者的身分，乃是透過素材的選擇從而形塑自身的運動語言 ， 以及相

對於宰制性論述的弱勢者觀點，這其中包括了它們大多選擇具有時效性的議題，總是站在

抗衡主流媒體 、 抗爭行動立場 、 國家機器對立的觀點 。

但也因而衍生著替群眾代言的現象，包括了它們過度扮演啟蒙者的姿態 ， 進而呈現單

一化的影像語言 、 旁白與敘事結構 15或者像是突顯的重點幾乎全是社運領導者和幹郁 ，

能讓底層民眾可見的文本太少了，乃至於女性及其議題更是被壓抑的 。 1 6

二 、 媒體即訊，患

無論是結構的條件、生產的形式或弱勢的觀點，就媒體與社運之間的關係而言 ， 都有

將兩者分立看待的問題，彷彿這類電子媒體只是用以反射實際的社會運動，即使是關於生

產形式的討論，已呈現了它從拍攝、製作到發行的完整歷程 ， 但仍舊忽略了另類電子媒體

本身也是作為社會運動 。

也就是說，如果社會運動是以身體 「做」 出來的 ， 那麼， 另類的電子媒體，也是經由

身體而施為出來的，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另類電子媒體，如何透過身體作為中介，進一步

操作出不同的媒體形式，以致於改變了媒體的意義及社會的關係，如此，透過身體、社運

與媒體的接合，論述方能完整 。

換句話說，在 1 980 年代之前，作為被規訓的身體 ， 主流媒體也會是作用的機制之一 ，

而另類的電子媒體 ， 除了異議的內容之外 ， 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媒體的形式，如何透過身體

的資踐 ， 改變了自我的認知與社會的關係，而 McLuhan 的媒體觀點，包括媒體即訊息、

媒體是人的延伸等等 ， 則具備7啟發性的意義 。

"賀照綻 . (小J'l<.媒體、運動文化、機力 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 。頁 52 -5 7 .

"郭力昕. ( 跳出小眾媒介的困局隸論社迫與媒體的矛盾關係 ) .收於敦誠等茗. (邊地發聲 反主流影像媒體

與社運記錄) (蠢~t :唐山. 1 992 年).真 1 27-131 • 

l附龜質照綻. (叫/小J弘、2泉E媒體 、 i迎單z卸動封詢J亥艾:化.概力 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歧主生產訶{條傑j'們F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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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Mlul . 20 12 . ( 媒假HIJ身體，綠色小組與破保抗爭 〉 ﹒ ( 1柯懿學報) 5 : 1-23 

首先 ， 對於 McLuhan 而需 1 7所謂媒體，其定義不只是狹義的大眾傳媒，而是廣義的

一切作為人類與世界發生關係的媒介物 ， 因而包括了所有天然和人造的工具，從口語 、 書

寫、道路 、 數字 、 服裝 、 建築 、 貨幣、鈴錶、印刷、 漫畫 、 靜照 、 新聞 、 交通工具 、 廣告 、

遊戲與競賽 、 電報 、 電話 、 留聲機 、 電影 、 廣播、電視、武諧 、 自動化

媒體就成為人的延伸， r因為所有的媒體 ， 從拼音字母到電腦，都是人的延伸，

這種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是功能的一種強化作用 ， 放大作用 」 ， l8在機械年代 ， 我們透過

媒館 ， 在空間上延伸了我們的身體 ， 在電氣時代 ， 我們透過媒體， 叉全面延伸了我們的中

央神經系品充本身 。

但是 ， r 當技術延伸我們的感宮之一時，文化上的一種新轉譯就開始發生 ， 其迅疾的

程度就跟這新技術的被內化一樣快」 'l9也就是說 ， 如果一種新技術把我們的一種或多種

感官延伸到我們身體以外的社會世界中，則在這特定文化中就會出現統獨我們所有感官之

間的新協調比例 。

正如 McLuhan 分析媒體的技術革命。從拼音字母的發明 、 古騰堡印刷術的流傳 、 電

氣時代，每種媒體的形式都對應於感宮之間的一種不同的安排 ，這類感知上的轉化，即每

種媒體所創造的新的經驗方式，是無論節目內容如何 ， 都會發生在使用者身仁的，因此，

他進而以資訊飽滿程度與使用者參與程度區分出冷 ( cool ) 或熱 ( hot ) 的媒體 。

例如收音機或電影作為熱媒體，是以高解析度(資訊的充足)延伸單一感宮(聽覺或

視覺)的媒體 ， 而電話或電視則是作為冷媒體，電視乃是把每個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予以延

伸 ， 主要是觸覺而不是視覺的延伸 'Mz且是需要所有感官作最大的交互作用的，電視的本

質就也是強烈的參與和低的解析度 。

任何媒體 ， 也就是我們本身任何擴充延伸 ， 對個人 、 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後泉 ， 者[\來自

於我們每有延伸，或可說科技每有新發展 ， f更為人事物導入7新的規模!晉級所致，因為正

是媒體本身，塑造並控制 r人事關聯與人類行動的規模與形式，而媒體的內容與用途雖五

花八門，對人事關聯的形塑則完全無能為力 。

17 Eric McLu han '世間1明有課， (認識媒做 人的延fJl l ) (再r:~t 貓頭鷹 ， 2006 '，王 ) 0

1)( Eric McLuh圳、 Frank Zingrone 樹，任直在隸、 ( f(j知阱怖紀事 麥克魯 I吏讀本 ) (堂:It 益惆l荷務 . 1 999 年) 。

其 3 1-32 • 

'"向上訣，頁 284 。

2f1 Eric McLuhan '自由1明宣言書， (認識I.\l僧 人的延伸}



f.'i~ JriJ' 201 2. ( 媒仿且JJ身鴨綠色小組與取保fiL'f' ) . ( 時j哲學幸JD 5: 1-23 

因此，媒體即訊息 (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 . 媒體不只是承iliX傳達訊息的l巳，其

本身就是訊息，而內容不是，也於我們對現實之感知有賴於資訊的結橋 、 設計和樣式 ， 進

而控制並塑造人際聯繫與活動之規模與形瓜，媒體本身才是重點，而媒fI';"的脈絡( contex t ) 

更$於訊，也的內容 ( con tent ) 0 21 

三 、身體、社運與媒體

透過媒體是人的延伸、媒倫即訊息的1觀點，我們侮以重新看待綠色小組作為持類電于

媒體的性質 ， 結合可攜式電子攝影機、紀錄影像與錄彩帶載體的綠色小組，它不只是作為

一種媒體，再現了社會運動的其宜，更是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因其不同的形式，延伸了政

們身體的感官，以及串串化了個體的認知與社會的關{系 。

而如果要進一步理解這個申專化的歷程 ， 亟點不只是在於訊，息的內容，而是有於媒體的

脈絡，包括紀錄 、 影像與觀看的瑕節，我們如何透過紀錄者的身體來賀踐l~官的延伸?如

何透過影像的身體來傳達異議的內容。叉如何透過觀看者的身體來形塑社會的關係?

因此 ， 本文擬透過綠色小組社運彩，你的重新觀看 ， 尤其是以作為早期瑕保抗爭純例的

*i際盟反季長榮化工為例 。

1 97 1 年設立於新竹市水源里的李長榮化」二廠，於 1 982 年擴廠，並已開始出現有關於

該廠排放廢氣受罰的報導. 7 月 ， 近百名農民更街進廠房發生了第一次的暴力抗爭行動 ，

其後，衛生辛辛雖勒令停工j旦市政府未liíii質執行 . j(jj里民多次將水質送交檢驗皆為不符標準 。

1 983 年 9 月，其廢水末絡處理逕向排放到頭前溪， 污染了兩作淨水場，造成新竹市

曾-J主停止供水，經衛生署裁決(亭玉處分，在多次改善 、檢驗之後，才於 1 985 年 9 ) J復

了. 1 983- 1 985 年之間 ﹒ 單上是多次抗議也不斷陳惰 ，但皆無效果 。

在 1 984 年協調會所作成的決議第三點，會說明是;卒，長榮化工搬不遵守市政府規定 、

!再民採取自力放濟 、 市政府不力11干涉 . 1 987 年‘李長榮化工廠寄出rr:證倩0j控告里鼠，

導致皇上已強烈不滿，進行靜坐抗議. 1 986-1 988 年之間 ， 兩年內發生:了三三次的圈堉行動(分

別是 1 986 年 II 月 3 R的 3 天 、 1 987 作 l 月 1 3 FI 的 1 2 天、 1987 年 2 月 27 日的 425 天 ) • 

22 1 988 年 4 月 ， 李長榮化~才終於停止了新竹廠的運作 。

21 Eric McLuhan 可 劉剛宣.，事 . (認識媒倆 人的延(II I )

2:' 林美I那 ﹒ ( 選拔 瓢t青沖水 。 2已)k iJr，trJl ~iJ1"正是榮化仁的抗爭 〉 ﹒ { 人|的) m 19 WJ ( 1 987 句) • l'i 22-47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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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愛kiJ 可 20 1 2 . ( 媒體UI J .J;r問 :草包小組f}iJ股份:tA ']Ï' • < 沖1是每呼叫 5 : 1-23 

而從綠色小組剩一i互影帶的資料J'I(來看、 1月水源fP-，反李長榮化i相關的紀錄影像， 共計 |

有 20 項 ( 表 1 ) , 13紀錄時IL\J是從 1 987 年 4 J-d 25 1=1開始，到 1988 年 7 月 26 11 ' 主 婪|付

容洞蓋了水湖!皇上己的|蚓堵fùfîJJ 、新竹市公布IVii台協會的公開活動 、主~人士的訪談錄影( j單

山j領導人、 主年 2位學習、民意代表、新竹市長 、 路i似者長等等 ) 。

【表 l 】 綠色小組社運影帶資料庫與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相闋的紀錄影像

編!丸t 11I別 J且l ij] 土是他

。20R-2 19日 7/04/25 新竹 !Í i公，六;'1:'方的協會成立/ 訪問1水湖 LII.l~談李長榮化 l 00:3 7:03 

19W05!02 的102 (l(if}j /j( jlJ:l 們 /的/03 李長榮化「仁們掛!制"lllJì 1 !ql\械/05/1 1
。2 1 7 。2:02 : 35

。5103 . 05/ 11 J采彷 IJ，淵呵!J(I胡哨李l毛主2化 1' 4-1

02 18 1 9日 7105/ 1 2 !:t ，彷Ij( jlf，!盟 t'-'同情于其榮(仁1' 4-2 。2:03 : 15 

0219一 l 19R7/05/1 3 1*~/i'lql;:!' i!J( 1叫f丹 1'1這榮 f r:T 4 - 3 00:29 :40 

。219 -2 198 710511 4 鹿港!i:l-il~公;每之fjí\rl f-j lj(71J;l lI I 。 0:57 :55

。219-3 1987/05/1 4 訪新竹 il ik fI的!)j放學 i泛采叫法o:j:if'l- 2 -1 00:35 :40 

1 9日 7/05/ 1 4 0 5114 ，的新竹 di反刊而且4il失才、民主2污染11 1'1' 2-2 
。220 。 1 : 18: 14 

。5/ 1 5 05/1 5 採1 1方水1日l'Jl b: IWi奇才、長榮 ft. 1', 4-4 

。262 1987/06118 'l< i~;[rl !_D已H ~匡正ff!l!.J \ 00:20:01 

。27日 19R 7106/0ó 水il;f~且如岡山間I告示反榮 100 天活動 。 1: 11 :5日

。292 1987/08/ 13 拆除手l五月5廠外干，1ft 00:48:03 

。327 -2 1987/09/20 Ij( i的( lj.t. l~(!~II!\ n丹1'1戶 fIf!" 。0:29 : 59

034 7 1 9鼠 7/1 0/04 水1日! li1， 1舟|吶宇長榮 220 ).已成I~I會 2- 1 。 1 :5 6: 59 

。34日 -1 1987 /1 0/04 11< ~)j;1 月!間士有丰民榮 220 疋說IV I I;于 2 -2 。 1 :38 : 17 

。406 19R 7/ 11 /21 垠侃之向ßíH可 ( 新竹 ，Ii公ëili/j泊協會主辦 ) 2- 1 。2:02 :55

1l407-1 1987/ 11 /2 1 級保之仗11史會 ( 新竹 l行公;門 1:Jj;fi r(，l， f'1 l ; 對111) 2-2 。0: 34 :5 0

。422-3 1 9屆7/l 2/ 1U 口n叉新(取cn千長) 生 I) J)(圳(!I L 2- 1 00: 12: 18 

0423 1987 /1 2/ 10 f，~j又新(王及保曹長) j;I) /)q情\11 1. 2-2 。 1: 12 :45 

。443-2 1 9R日10 1 /06 IK~Jhl rru早) 11\4"K~~化 I 撤 00:06:27 

。5 29-2 l 判斷05/ J.k iJJ;(q!抗主fI' 'I ，'il年H且會 。0:23 : 16 

11639 1 988í07I16 政府 {I 以呦ì'j染?阿談向 ( -1~1~榮~ \立地川 ;失 ) 02:0 1:49 

2、 fi料來j圳的 |叫乃至hil位Wl太行 ~/ f'í 做生l\ li，i月 ')流/ (íf~ù料f~Ui此JLl! ， I ; II '心/必f.'l!f，~史自己 fj直資料Ji11/綠色小
用 I llil <FT iili11)J紀錄片/垠的~ J'Jj!fVJ 水 vG! '1 '-f<z:芋j毛從化 1 '， ( http ://g閃cll tea 11l . l nnua .c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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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喜慶|司. 20 12 . ( 媒體即身體 綠色小組與~保抗爭 ) • (南藝學報) 5 : 1-23 

本文首先將從社會運動研究重新發現身體的觀點切入 ，討論紀錄影像裡所再現草根民

康的身體 ， 其次則從媒體是人的延伸、 媒體即訊息的觀點切入 ， 討論另類電子媒體如何透

過身體實踐紀錄 、 影{象與觀看的歷程 。

參、身體的媒體化

過去關於臺灣社會運動風潮的解釋 ， 無論是政治過程論所強調的國家控制力減弱，或

者資源動員論所強調的反對運動政治資源之揖注等等，大多都是呈現政治鬆勤 、 由上而下

的邏輯，然而 ， 晚近透過環境運動的重新詮釋，可以發現到在政治自由化之前 ， 早已經存

在各種自力救濟 ， 甚至是包括7暴力化的社會抗爭 。 24

一 、身體的感受

首先 ，透過環境運動的經驗研究可知，臺灣社會在政治控制鬆動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各種嚴重挑戰政治權威的自力救濟 ， 尤其是早期的公害或環保抗爭 ， 甚至在 1980 年代初 、

中期 ，也已出現對於環境問題有整體性思考的行動 ，這包括了大里反三晃( 1 982- 1 986 年) 、

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 1 982- 1 988 年)、鹿港反杜邦( 1986-1 987 年)、貢寮反核四( 1985-1988 

年)等等。

其中 ' 7.J<.ì原里反李長榮正是作為重要的例證 ， 李長榮化工廠位在新竹市水源里，里名

雖為 r 7.J<. ì原 J' 卻長期飽受季長榮化工廠排放的空污 、 廢水所苔，經過多次的險情抗議，

政府也多次關單處罰，但業主皆無改善誠意 ， 當地居民遂發起自力救濟進行抗爭 ，四度園

廠長達 425 夭 。

同時 ， 由於環境運動是最能體現草根民眾的身體及其感受之變化，因此 ， 透過環境運

動的考察得以發現到 ， 某種身體權利感受的變化 ， 才是根本問題核心，李丁讚 、 林文源即

以當時報紙對環境問題的報導為分析主軸 ， 進行文化面向的歷史考察，認為草根民眾面對

這些污染事實的認真日與感受，其質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的轉變 ﹒ 25

N 社會抗爭的暴力化，是早在政治自由化之前就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例)，第一次使用暴力抗爭的是 1 982 年

3 月的高峰阿米訪問車事件，按著有 1 983 年 7 月的新竹李長榮化工廠 、 1983 年的膏，中共晃﹒乃~各類反垃圾場

糾紛 。

25 ry:T讚 、林艾源. (社會力的文化以~Jh! : 論環境樣感受在~灣的歷史形成 ) . 頁 1 46 .

10 



苦空虛同 ， 20 12 ' ( 媒體l! I J身的? 綠色小組1日垠{~抗爭 ) . ( I ~W，哥1部 ) 5 : 1-23 

這三個不同階段的轉變 ，包恬了臼 1 970 年代初中期作為受苦的身體 (生理的身體 、

默默承受、私下陳情請願 ) .到 1970 米、 1 980 初作為受穹的身體(受苦經驗受害化、 公

開聯合行動、要求公權力介人) 、乃至 1 982- 1986 之間l作為受侵犯的身體 (從語言文字到

!有活生生的身體來表達不滿 、 具體表現為集體暴力行動) 。

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 ，就成為視聽感覺的經驗資料，而7]<.源里反李長榮化主的影

像紀錄，使得我們得以進一步掌握草根民眾的身體如何受苦?如何將自己的身體定義為是

受害的 ?又是如何透過活生生的身體來表達不滿?

有水源監反季長榮化土的影像紀錄仁扣，草恨民眾向紀錄者表示 。 「你如果住在這挫 ，

你就知道艱有了 . .. 我們大家都是在11乞毒水fm

生理身愴的受苦 ，進步指向受害的身體，透過紀錄影像，我們看釗李長榮化工的機

具與廠房 ， 是如何一線之隔就緊鄰著且是舍與稻田 ﹒ 日由於排放黑煙與廢水 ， 造成灌溉受到

卅染 、 空氣瀰漫豆豆臭 。 27

受苦經驗進一步的受害化，即是能夠詮釋為何受苦的因果關係. ，這個工廠造成污染 ，

政府也沒來給它停工，老[1姓到處|煉惰，沒辦法來忍受，最後只好來自力救濟」 。 28

而抗爭的理由正是身體的受到侵犯，包括透過抗議布條的文字，例如像是「李長榮、

請尊重別人生存鱗」 、 「令錢誠可貴、 生命價更高 」 等等 ， 突顯著不受侵犯的權利觀念 。

二 、身體的可見

其次 ，進一步言之 ， 這種來自草根民眾身體認知意義的轉化，~、僅才是社會力正|面積

恆的驅力來源 29同時，社會性的身體痛古更讓草根民::s<再也按耐不住，於是被迫站出來，

但是 ，誰才是行動輿論述的主體? 叉士是IVJII些社會行動著在進行這海文化角早就可 30

正如何明修透過文化一行動的分析，更進一步說明了環境運動在早期的發展呈現了民

間社會(草恨民泉 ) 的上iJj)j們 ﹒ 專家學者(保育學者 、 反核學者) 開始是顯得有些有心

無力， 而為外 (草草外人士)則是有力氣台IJí!店機會，因此 ， 草似民主交透過日常生活 ，以及污

染是l自接的受害經驗，進一步發展出草根拼湊的抗爭意識、 學恨附著的組織資源 3 1

3。編悅 。208-2 ' 11刻的 00:20:50-00:24:40 

17 編1比~ : 0208 - 2 時I Il J : 00:26:50-00:36 :30 

"編號 。2 1 7 . 1 吟r::1 : 00:09:30-00: 18:00 ' 

" 豆Ti贊 、林文:郎， ( 社會力的''!x化微微論耳:lIQ縱fð它在帝的的l反史形成卜 }.( 195-202 0 

JO 何IVJ修 ( 哥灣股1ft運動rl'~lm，品專家';"1可. :Iil;Ól f ﹒平版 ( 1980- 1986 ) ) ' iî 何一 1 0 1 ' 

JI IdJ 1 設 ‘ 自 1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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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tß' 1 ， ;J • 2012 . ( 媒的l!l lt月1 綠已小組與做fX抗'Í' > . ( Iti藝學約) 5 : 1-23 

以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土的紀錄影像為例 ， 政們可以發現到 ， 這場抗爭歷經了從黨外市

長到國民Wi市長的任期，其抗爭意識與組織資源， 主要是以既存的農會系統 、 32里民大會 、

33鑫安，自信仰等等社會脈絡所發展起來的 。 34

換句話說 ，不只是草根民眾的身體承受著這樣的痛苦 ， 整個搭棚抗爭的行動 ，也是以

草根民眾作為主要的社會行動者 ， 進rtn與專家學者的知識論述 、 黨外人士的政治資源 ， 呈

現著各肉分立的狀態，它是以草很大眾的身體作為行動與論述的主體 。

例如 J 987 年 4 月 25 日所成立的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 357日是主要扮演著專家學者的

角色，強調以科學的知識來參與社區的服務 ， 但是，正如主要成員黃提源教授所說 : ' 有

關李長榮化工廠的解決方式 ，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的立場，是一定要在不變更地目的情況

F要求李長榮廢廠 ， 如果季長榮變更地H後蓋了大批住宅之後 ，勢必會造成二次公言 ，我

們希望在J.K i原盟 、 李長榮 、新竹市政府三者之間找出能共同接受的7污案 ， 不能變更地回譏

製造公害者得到更多利益 J 0 月

也就是說 ，專家學者透過知識論述 ， 主要扮演著溝通與協調的中介者角色， 他們參與

的是包11i f*i原里國土昌平長榮 220 天說明會 、 37riil保之夜晚會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宅

辦) 、 .18簡二泛新(環保署長)主IJ水源旦、 .19 ，政府有鼓勵污染? J 座談會(李長榮變更地日

案)等等 。 斗。

最為明顯的對比是，話，新竹市公7';:防治協會舉辦成立大會之際. I口l一個時間相I ﹒ 草恨

民眾仍舊持續進行半年|胡培行動，紀錄者在抗爭到場 ﹒ 一 採訪在棚I^J一邊作著家庭手止;的

[1'老年婦女 ， 當搭枷抗爭的阿她們被問晨到 ﹒ 「 你iF6為說 ，就要向己來廟，沒法r3rn那些

教授? J . 突然尷尬地引起一陣沉默之後 ， 才有人應話道 「 教授? ......這是按怎麼講

l呢巾 J 0 41 

" 點1號 。2 1 9-1 . I時間 。0:20:00-00:25:00 。

' 3 *品號 。219-2

u 編號 。529-2 . 0422-3 . 0423 

" 編號 。208- 2 . 時間 00 :00:0。一00: 19:50 

.，編號 。2 1 9 -1 . lf.'il lJ J : 00:25:00-00:29:32 

η 編號 。347. 0348-1 

" 編號 。406.0407-1

m 編號 。422-3 、 0423

4V 編號 。639 ' 

" 編號 。208-2 . n:'ill lJ : 00:2 1 :00-00:2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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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1，，1 . 201 2 、 ( 叫做[! I J J:Hr，; : *;k 己小軒[U，!I且 1~liL吊 ) . ( 1材生t~很假 ) 5 : 1-23 

Iri J樣地 ﹒ 所泊的黨外人 1:或反對:呂立的公賊 ， 也多是在上述場合'-1-'扮演}有白 文作聲樣的角

色 ﹒ fYIJ ~II1'f'且是'I i.兄』之前聯誼會<<iWJ中 . t(進站 「 只甚至fiJI(，f&蚓、對劉安法演講會」的立傳#&ì垃

行隊伍， 行約1過一手士是榮化 |甘故前， ~~.xl喊叫i l真掃 ﹒ 並4左右J、')'棚 l ìíj悴q. ，的*ilJ;FH民)J lli l ù i J 

氣 .2可見兩手奇之間的有所L.lli隔 。

J兔句訊說 ﹒ 咕恨民眾立而立主IJ 宇晨榮立n:t~f'作傲的話，政們老人家裝1，11:逗他!酬制I j他

的 、. .... .勾次我們只要解放，芋l長l豆t汶旁榮三j就4白吭兌ωi止丸沁t.心，1比l

l山ii川I沾I長乏也7煎7有r~李李l長t榮;講陪話摧設手狡Jd引們|尸川“可lμJ紅正這祖挫!受;古昨遇到緊急時，故們就敲鑼，令村幾宙人就

來( , .... 成們老人家liifi 1':.1犬 ， 年輕人翩11兔 t. J 0 . 3 

r J，-.l有全村的人都來 ， 只布這 一步而己 ， 不然還能怎!會樣。像放從開始到現在，

只行七天沒打來 ， 幾乎是NII~bl至， .一 ..阮庄的人 e主要52↑苔 ， 1-J 天如果予IZ~的IjlJ主il1 J一 (f ''.I il ，月 ，

你論怎麼樣 ， 向死 、 H~Jftii叫~J郝小型駁 ， 們 ， 就位朋\ -天要生K' IH并 抖

三 、 身體作為媒體

b~ 1:友 " 從身間感受的變化主IJ身，俏的 11 Jj，Hnl混身，+11對I/~w:家學名的知識論述 、 前;外人

1:的政治fi7.惚 ， L江似民眾只{flJ H;裸裸 ‘ 1丙4=.'t:.1的身恤 ， IIJ j;)，、w的衣遠的ý..lttil"~ ， 因此，由1 1

W.(i: 1 980 作代之前 ， 恰似l(紋的身體 可 )'}'，.{作l1miiJ lI相It力的對象 ， JJ1II:皇~ , .(E 1 980 年代之

後 " 甲級民眾的身體 ， J忱料化成為他們與ìäf于川平 11 1 界殺牛|錯!係的媒介物，尤其;5.CW!九抗

守的切I~飽

身體作為睬他的時化照科，包f折市 f←l lL

個能!感恣E位t 、 仰不滿 、 行|行結i!1;{人的身惚 ' .JLJ-t也是 .(f 'I'. fQJ環保抗爭之'1' ，可i似民眾的身tm芷

i1收受執:在U 呵?呢?再 'I 'I^I越境而染而iif. 'l.的封制制兩進而的4'.卅+-'1、 、 j的咆與憤怒的感

，老 ﹒ 2、欲對立1 1此(f'J i'J'i jfÍÍ尋求詮f，~51月解決辦法

止tu守 . Lr'.恨民眾不11-1 司司新意識到身也ÚZj{7:f!' '、ì~衍1 1 仔細您的門.(D~~知 11支其:已J制 ﹒ 包

括 J'!tJ於身憫的旦河rÆ:長﹒、lU.透過共 l ， iJ ~Mt.i'fZ)參與精驗，逐漸中得到身體的不 "11-受4日，性 ，

放句語說 ﹒ 革恨民眾開始州的特tH立μ! 恥的身W1 J ' 早年的身倡~1;之其間高，並~ F無緣rJ:1 i'門 、

它乃是來鬥於外)J的 、 j裂駝的受;有 ﹒ IriJI川 、 也正 ~I為這是放的身惚 ，身體的l肘子化促成了

上他們'.Ij(J快成 ， 進-步形地符草很凶均已關於一段的身1'1'~1、 11.皂，毛主IJ位犯的權利.~.

"編號 。2 1 ~ . U~川 00 討論 I!O:32:30

扒晶晶忱 。2 1 8 . 11 .'111\1 : 00 :43:30-00:,5:30 

"編}鈍 。2 1 7 . 11 日[1'，[ : 00 :07: 30-00:0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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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悶 .2012. ( 媒體~IJ身m1 綠色小組與環保抗爭 ) . (陶懿學報) 5 : 1-23 

於是，我的身體採取了行動，這包括了水源里民懷疑李長榮化工以運出儲存槽之名

義 ， 欲將原料成品偷渡吊出廠區，群情激憤地到場內和工作人員理論並阻止吊掛作業 ， 引

來草書察從中排解;的新竹市政府欲拆除李長榮廠外石堆，阿婆們f占據著石堆抗議 . 46李長

榮違反協議 ， 未經清大教授檢查強行運出油罐車，水源、里民憤而砸破廠方玻璃，並在笛，天

晚上於廠門口築起一道水泥石牆 。 47

其後，草根民眾的身體因此成為抗爭的身體 ， 並真正落實到「做個身體 J '草根民眾

積恆地透過身體的傷痕展示著環境污染的苦痛，透過身體的佔據執行著長期搭棚的抗爭，

透過身體的暴力表達著不受侵犯的立場，這不僅相對於政治力或知識力，乃是「純社會力 」

的表現 48頁可以說是以身體作為媒體的行為藝術展演 。

抗爭的身體作為媒體 ， 更進一步透過環保抗爭的共同經驗而有所互動與交流 ， 例如鹿

港反杜邦居民多次聲援水源里反季長榮化工，他們透過所謂的 「公害之旅 J '不僅在同為

環保抗爭的居民之間 ， 彼此交換並互相學習抗爭的經驗和心得 ， 更因此建構起不要讓污染

的工業來臺灣、 E農保單位石在質執行公機)J 、爭取更乾淨的家園等等共識 。 49

肆、媒體的身體化

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幣 ， 尤其是環保抗爭的紀錄影像 ， 我們得以重新看見草根民眾

的身體感受、現身可見乃至作為抗爭的媒體，同樣地，我們也不可忽略掉，綠色小組作為

封類的電子媒體，亦是透過身體來施為的社會運動 ， 這包括了紀錄的、影像的與觀看的身

體 ， 換句話說 ， 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幣，尤其是較有持續性地追蹤與採訪，我們不只是

看見了身體如何延伸成為媒體，更是看見了媒體如何延伸著我們的身體 。

一 、紀錄的身體

首先 ，它所涉及到的就是紀錄者的身體，過去，在一個高度門檻乃至政經壟斷的媒體

環境之中，誰有資源持有紀錄機器巾誰有權力進行紀錄?誰能成為紀錄者?如何進行紀

錄?都是受到限制與規範的，但是，由於對於主流媒體報導不質的身體感知，加上工具、

技術與成本的輕{吏 ， 乃至主動紀錄並進行傳播的企圖，已然改變了紀錄者的身體 。

4‘編嗽 。2 1 7 '時間 00:47 :3 0-00:5日 00 .

“編號 。2 78 .

的偏號。327-2

"李T讀、林文jl鼠 ， ( 耽l 會力的文化很源 論瑕境機感受在蓋灣的股史形成 ) ， 頁 140 .

"編號 。219-2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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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反阿， 20 12 ， ( 糕的川身做綠色小制l與瑕似抗爭 ) ， ( Itj~~學報 ) 5 : 1-23 

ïf.如在水源里反李長榮化T的紀錄;;倒象中，這個完輕的影像檔案，涵蓋7從 1 987 年

4 月 25 日采 1 988 年 7 月 26 口的紀錄時間，而紀錄者與學;拉克民眾的身體，也共同存在iJ守

主再仰j抗爭的紀錄空間 ， {J:~I I此同步的社會Il守空之中 ， 視覺所觀看的對象與視覺本身的身的

皆娃共存的，草根民眾的堅持是一f樹11.爭 ， 紀錄者的蹲點也是另一種抗爭 。

其次 ， 這類紀錄者身體的解放 ， 除 f影響到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紀錄者?們麼樣的事

件會被紀錄下來之外 ， 也進一步改變了紀錄者身體的姿態及其位缸 ， 也就是說，基於身體

感知的不滿，紀錄者並非代表機力或許英的局外人，他們的眼睛也並非帶有限制與規?他的

視覺，他們的身骰更往件是!JiJS1:根民眾的身體;!:~f子在同一個社會時常之中 。

其中一個秒IJf就是，在某一次的國廠行動中 ， 季長榮協迎林達聰控告被水源里民i風火

木:、車11圓i原毆打 ， 在新竹地)J法院開庭著手理峙，教 1-位的水源里民到場聲援，法庭內，旁

聽的村民聚精會神地聆聽李良榮員工陳述被毆經過 'nTi紀錄者處於與里民相同的攸崗 ， f品:

管如法取殼 、 收音不住，仍常抱著開機狀態的攝影機進行紀錄 。 5。

第三，此時的電子攝影機，作為另類的媒體，不只是紀錄者的另類 ， 或者是紀錄內容

的另類 ， 更重要的是它如何作為紀錄者身體的延伸，相對於其他的媒悔，形式 ， 例如同斗時

間進行報導的交字丁其({自立蛻幸帥、《人間雜說;)) ， 不僅存在著閱讀理解的門檻，也局

限於視覺認主11的延伸 ， 而電子攝影機 ， 則得以延伸視覺、聽覺或觸覺等等不|祠的感官面向，

進l叮作為某種真質的同現 。

正如在水源單反季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中，在抗爭的過程棍，綠色小組不僅忠、質地報

導7特定活動J 、 人物採訪 、 抗爭事件或|問題座談之外，至少還可看出在 1 987 年 5 月 2 生

3 口與 5 月 11 ::r: 14 日期間，他們幾乎是 24 小時與被搧者同和第一線，用局內人(而不

僅娃岫外的輔導人)的視線1'(1].1(0抗爭 ， 、lri.進一步有所互動 ，

換句話說 ， 透過電子攝影機，不只是延fl:jl f紀錄者乃至我們的感宮，進而作為某部其

質的再現，透過長時間的紀錄 、 同情間的互動 ， 進一步讓孩們意識到電于攝影機背倦的

身的 ' {'V為也迎基礎，如何使向我們的秒1覺f可以迎作 。

二 、影像的身體

此外，它還沙及釗的~j比是影像的身的 ， 或者說是被攝者的身體 ， 過去 ， 由於上述紀錄

及其紀錄者的壟斷及其限制，主流媒體更是透過影像文本的再現其實，在我們的眼H青不11視

覺之間 ， 確定7眼見為怨、再現即孟買一質等等有似為:闊的對應關係'或者是通過建立一種視

覺的典i沌，去限定我們作為觀者有的位置及其觀看方式 。

如!編:忱 。 02的2 '時III"J : 0口的 1 R-QO: 14: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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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去間 ， 20 12 ， < 媒體問l身餾﹒綠色小組與環仙:抗爭 卜〈 兩位';~報 ) 5 : 1-23 

然而，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幣，我們可以發現到，紀錄者踩取了觀察

( Observaliona l ) 、 巧 WJ ( 1 nte racti ve )或參與( Participatory ) 的模式， 51前者乃是以現場

收音營代7~後旁白 ， 強調以不介入的方式觀察事件或人物的發生過程 ， 後者乃是再現了

作者的現身 、 互動與參與等等角色 。

也就是說 ， 紀錄者以其主闊的眼睛 ， 而非有所規純的視覺 ， 身處其中 、 同步紀錄著草

根民眾的抗爭過程，也就是說 ， 它擺脫了固定點的定向視鈕，而走向了多點、不連緻 、 不

規則 、 差異的流動觀看 ， 也正是|大|為如此 ， 更進-步在影像文本之巾，真宜再現 f1fL恨民

眾的身體 。

正如在水源里皮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樓 ， 紀錄者身處在草根民眾之l二l' ， 在陪伴其搭

棚抗爭的過程悍， 52透過紀錄者的主觀視覺，段{I可看到的不是政治人物、專家學者，甚至

並~f'領導人物 、 衝突現場 ， 而是草根民眾的身機及其口常生活 。

這類草根民眾的身餾及其 11常生活，我們可以編號 。2 1 7 的紀錄影像為例 ，它完整地

呈現了草根民眾在石-守棚內所渡過的一天一夜

從大克開始，阿婆們陸陸續續來到看守棚 「上工 J ' 守夜的村民陸織起床 ， 或折棉被 、

或準備早餐 53把石守的任務交撥給阿婆們 ， 之後 ， 水)J.泉盟的阿婆們 ， 就坐在看守棚內，

或作家庭手二1-. 、 或話家常 、 或作麻傅 . 54按近{如兒|時 ， 一位阿婆的兒子抱著大西瓜來， 阿

婆趕緊切|捐給大家分享﹒小學生放學紹過，捧著阿婆給的Illi瓜國家 ﹒ 站到了傍晚，守夜的

另'l'1: {I '~再{'I三輪班 ， 村民 、 阿公gi~小孩在棚棟乘涼 、 聊天與看電視的整個夜;同，或吃麻;楞、

或 F棋 、 或煮?于夜、吃宵夜 、 或乘涼 、 或拉胡琴 、 日昌北管 。 ;7

相對於過去的或其他的異議媒體形式，間較為侷限於J:iJ.一感官的延伸(無論是文字或

聽覺) ，另類的電子媒體，透過紀錄影像得現著草，恨民眾的身體，進一步傳達若不同版本

的身體性 ，使得我們能夠更進一步掌tlî草根民JK沒有被旱，現 、被文字表達化的聲音與感受。

毛 ， Bill Nichols. RefJl 取，')emil1g Reali~\ ': IS.\'1 1肘 。nd COIICeplS ill Docl/Ill eJ1lm:'叫 Bloomî ngt o 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 vcrsily Prcss. 199 1): ß ill Nichols. IIIlrodllCl ioll fO D ocllmelllwy(Blooll1 inglOl1 & Jndianapolis: Indiana Univcrsity 

Prcss. 200 1 ) 

日編號 的 1 7 、 02 1 8 、 02 1 弘卜 。2 1 9-2' 0220 、 0443 -2 0

叫編號 021 7 時間 00 : 1 7:5日-00:32:32 -

H 編:氏: 0217 '的P:J : 00:42:42-00:58:20 

行 編號 。2 1 7 . 1時間 。 1 :42:38-02 :02 :33 0 

"編號 。2 1 7 .的1m : 00:06: 29 - 00:09 :31 0 

n 編銳 的 1 7 ， U ，'i n~ : 0 1:16: 18 -0 1:4 1:32 0 

51! (，l.i}ili -:-7.﹒ ( 異議媒體的停滯[Ii!流發之初]探從政論:ïlf誌到地 I，"，'l!事 〉 ﹒ ( ;;.;r:i!'f社會研究手:刊) !:.iì 詢 問( 199 5 il三) ，

n 17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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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跑|叫 .20 1 2 線開口11身體綠色小組與瑕1月2抗s肘. ( 祠堂，月2幸ID 5: 1-23 

透過 1-述中假民眾的 ld;月1，'1 1:活之紀錄影像，主li;們看到 、聽到並感覺到他們的身他感

受 ， 包柄(他們或主動成被動地J1重示著受哉，你j身憫‘包括了伏|灌溉水受汗染的l導致皮煦的

的老農 ， 紀錄信以鏡頭特寫他們腳底的龜裂、年[帥，以至於不尚不塗抹各種藥品: 59 1 (lí阿

版史泣述者孫!J:.如何囚于在水 、 毒氣污染，作也 25 歲就生病假錯去 l且 T 0 的

也包拍了因受?穹的身體1M帶來的生活的改變，住家的門窗用膠幣:1守縫隙封死，以避免

惡臭廢氣3且來 ﹒ 水龍頭的增膠?有. ，世內堅都是以色。 "1村民只能騎著機車，後座綁著:塑膠

俑，到市科 1 0- 1 5 分鈴函，但j砂才7揚地下/J<:J I 1:;戰乾沛的水 。 6位2 

而透過:訪泊談l必i丘i進 ;步t突顯苦素樸1豈

/永k可以H昀烏? J 、川f仇吋‘\J -我fr們r'門'可1不是為了立煚E4窄E長長-榮的錢 . 是為了生命問題'是為了代代子孫 J '、 64 r 沒

有為人上民是圳h你的〈句j川'.1::命榷設想' 沒令人民 、|哪來的國家 」。 65

三 、觀看的身體

進~<t' 斤之 ﹒ 它裝〔涉及到的就是觀看者的身體，能管， McLlI han 從媒體即訊息的觀

點出發，抓進 步依緣媒的肉身的資訊飽滿程度與使用有參與程度，作了熱 ( hot ) 媒惚與

泠 ( cool ) ÞJl蝕的區分 ，的信主LI廣楠、電影，係以 「而解析皮 」 延fl'll某一個學一感官(總

覺、視覺 ) ， ~J>i被資料數據4軒然充滿的狀態，造成使用省參與程度l跤低 ， 後者則由LI電訊、

電視，屬於低解析度、參與程度l屯的媒體 。

然而， McLlI han 也ìl泣，到了媒體之間的混f且L粘合，的7如何孕生了能;在與變遷的激烈釋

放 、 這包拼了因媒體?品種而造成的來些影響，或者說， 一 媒體被另一媒體交互滲透之下所

帶來的結果 ， 也就是說，立';t憫交伶之後衍' 1 的新的形式，作為我們感們的延伸 ， 設立了新

的比卒，下|不只我們私感，口之間的比率變了，當媒體本身一有乃]VJ" 已們之間的比眾也閃

此改變 。

換句話說，透過不同媒體的結lfT 、 混種或約會 ， 不僅改變f媒懈的既有屬性 ， 衍生了

新的形式，也將使得觀看者的身惚 ， 從習慣於既有媒體形式的昏臨麻痺之中，轉而發展出

一種新的感知，只白不悅和生作"呵呵可 nJ能作為倒也自卡片與重獲釋放的1;4礎 a

" 綿號 。2 1 7 ' 11年 1 1 :1 : 00:00: 1 0-00:06:27 偏恍 侃侃 .1恃Ilij:O日 1 4 :52-00: 1 6:41 編號。2時 '11 ♀川 0 1 :23:00-0 1 :39:30 

吋編號 。2 1 8. 11 ♀ I IJ I: 0 1:1 1:04-0 1:17:44 

，.，搧忱 。2 1 8 . 11 ♀川 0 1:48:00-02:00:00 

U 編!沈 0220 . 11.111:J : 01 :05:30-0 1: 17:30 

M 編號 。20R-2 州 I'，J : 00:20 :40 

M 編號。217 . U.il lij : 00: 19:30-00:58:00 

吋編號 一 0208-2 . lI .'i ll iJ : 00:23:40 

糾仙， Eric眩c Mc札:止Lu山h叫"叩111' 捌榔; 1圳p則i笠 譯草 . ( 

“叫'1口JL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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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悶. 20日 . ( 媒i1:lN[J身體綠色小組與最保抗爭〉 ﹒ 《南藝學報) 5 : 1-23 

以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為例 ， 我們即可看到類似這種媒體之間的組合 、 混種或相會，

如何改變了媒體的既有屬性，乃至不同媒體之間的比率關係，甚至是因此讓觀看媒體的身

體 「動 」 了起來 ， 觀看者及其身體，產生了新的感知、自主↑生與生產性 。

首先 ， 綠色小組將電子攝影機的紀錄工具、新聞紀錄的影像形式配合出現在各種不同

觀看場所的錄影帶(可能是家庭裡的電視 、 服務處的電視牆 、 抗爭集會的屏幕等等)作了

重新的組合，不僅改變了主流媒體電視新聞的既有屬性 ，並混雜了不同媒體的特殊性質(電

視 、 電影與錄影帶) 。

例如由於多是以錄影帶的形式而非電視新聞的形式進行流通 ， 因此 ， 在家庭播放錄影

帶，改變了電視作為冷媒體的性質 ， 反倒接近觀看一部資訊飽滿的電影，而在服務處或在

抗爭集會以電視牆或屏幕播放錄影帶， 則改變了電影作為熱媒體的性質，反倒接近觀看一

部參與程度高的電視 。

其次，透過觀看者的觀看實踐，及其所傳達的訊息內容， 它也改變了媒體如何作為我

們感官的延伸，也就是說 ， 這類媒體之間的混種與相會，不只是延伸了特定的感官 ，或者

改變了感宮的比例，它其質是透過媒體延伸7我們整個的身體 ， 包括了聽覺 、 視覺 、中樞

神經系統，還有活生生的肉體 。

無論是購買錄影帶回家播放觀看，或者前往公職人員服務處共同觀看 ， 或者因為聲援

抗爭而集會觀看，這類觀看的質踐過程 ， 都是必須以身體的移動作為先決條件 ， 換句話說，

這也連帶使得觀看者的身體衍生了主動性，並透過這個觀看的實踐過程，同時表達著觀看

者的自主性與生產性 。

最後，上述觀看者身體的改變 ， 更進一步地促成了社會關係的E動與聯繫 ， 例如我們

在水源里反季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中所見的，在新竹水源里居民長期遭受李長榮化工排放

污染之害 ， 忍無可忍、自力救濟 ， 包圍李長榮達 220 天後 ，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特別舉辦

李長榮事件說明會，各地環保周體人士前來啟援 。

就在水源里圍堵李長榮 220 天說明會上 ， 草根民眾或坐或站，透過現場綠色小組社

運影帶 {我愛後勁、不要五輕} 的放映 ， 倒不僅作為相互置于援的力量，也是形構共同抗爭

的意識，此一觀看的經驗 ， 混雜了電視新聞 、 電影屏幕與群眾集會等等不同的媒體形式 ，

而身體的現身及其主動， 則呈現在觀看的質踐之中 。

M 編號 。347 . 時間 00 :05: 10-00:0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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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嫂|司， 2012' ( 媒悔自I J身幣 綠色小細則王軍保抗爭 〉 ﹒ { 尚書生學報 ) 5 : 1-23 

伍、結語

以 1 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傍而言 ， 其中的綠色小組， 無疑具有一個特殊性的位置，

包拓了弱勢的立場、長期的紀錄與影像的完整等等特色，而更重要的是，被保存並維護下

來的社運影帶，它作為紀錄影像的研究資料，亦具備有歷史的見證 、 集體的記憶與影像的

檔案等等意義 。

同時，關於 1 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雖已多所討論，但主要聚焦在結構的條件、 生

產的形式與異議的內容，然而，它作為社會運動j風潮的環，不應只是再現社會運動的其

實，也應該從它作為 「媒體」的社會運動來加以理解，尤其是它如何形塑新的媒體形式，

乃至建橋新的社會關係 。

因此，本文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完整的影像資料庫而非編輯的錄影帶作品 ) , 

尤其是作為早期環保抗爭範例的/.k源里反李長榮化工，共計 20 項 、 從 1 987 年 4 月 25 日

到 1 988 年 7 月 26 日的紀錄影像 ，內容涵蓋畫了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抗爭歷程 ， 以進一步

拓展上述面向的理解 a

首先，透過早期環保抗爭的經驗資料 ，社會運動的研究論述已注意到身體感受的變

化 ， 如何作為社會力的文化根源，同時，也釐i育出草根民眾如何作為行動與論述的主體，

而透過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我們更發現到，從有個身體、我的身體到做個身

體，草根民眾乃是逐步將身體轉化成為抗爭的媒體 。

其次 ， 正如1身體{f社會運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書1\麼 ， 另類電子媒體作為社會運動，

也是同樣透過身體來施為的，它更因新的媒體形式，延伸著我們的身體，並改變了我們的

社會關係'而透過水源旦反手，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即是紀錄者身體的改變、被攝者身體

的再現、觀看者身體的主動等等特殊性質 。

然而，從 1 980 年代至令 ，環境運動逐漸由肢體抗爭 ( 1 980-1 986 年) (身體的現身、

人員的聚集、肢體的力量、身體的犧牲) ，慢慢轉變成遊行示威( 1 986- 1 993 年) (身體的

現身、指揮者的身體)、再轉變成專業遊彭定( 1993 年之後) (由專家的身體取而代之) ，草

恨民眾不僅逐漸失去行動者的地位 ， 其 「 身體更逐漸失去能動性 ，組織甚至是組織裡的專

家才是真正的行動者，專業的知識變成社會行動的合理性基礎」 。 的

的可是「泊 、林虫;源 可 ( 社會))的串串化 哥總環保盯L'þl't'~組織技 1" ïl ' 頁 11 0- 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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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慶同， 2012 ' ( 睬他lHl"l身n理 綠色小組與瑕保打L宰 ) , ( 由學研制) 5 : 1-23 

因此，它即是一個草根民眾的身體從不可見 、 現身到隱退的過程 ， 象徵著社會力的馴

化，它就離國家和經濟愈近，而離社會愈遠，社會力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逐漸消失了，

70或者說是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尤其是在民主化的階段( 1 993- 1 999 年) ，導致了抗議處理

的例行化 、 環境參與機制的不開放 、 舊政治聯盟者的轉型等等現象 。 71

如果身體的媒體化，日益轉化成為身愴的馴化或制度化，那麼，媒體的身體化，也同

樣伴隨著這個變遷的過程而有所馴化或制度化， {姦管，因著工具 、 技術與成本的更加隨便，

紀錄者的身體也日益在地普及與多元，然而 ， 113於紀錄者大多進入消費、雇用或影展的既定

關係之中，其身體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反而更加受到規範 。

而被攝者的身體，尤其是草根民眾的身體，雖然也因為紀錄者日益普及與多元的影

響，看似得以不斷地現身立在被看見 ， 但是 ， 在某種消費 、 雇用或影展的既定關係之中 ， 或

者作為商品，或者作為宣導，或者作為競賽，卻也難免不時淪於身體的奇觀，它所指向的

往往不再是身體的集體行動 ，而是透過奇觀的影像，讓我們更加趨向於個別化 。

至於觀看者的身體，儘管 ， 諸多另類媒體乃至祉，運團體，仍然透過各種方式，尤其是

影像的紀錄，企圖進行社會議題的建梢，立G提供一個新的外在世界的認知圖像，然而 ， 谷1)

由於過度關注在社會運動的報導或異議內容的傳達 ， 反倒忽略了創造新的媒體形式，或者

不同媒體形式的組合 ， 方有創新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

那麼，相對於國家治理與市場經濟的社會力量要如何重新動起來巾透過上述身體媒體

化乃至媒體身體化的檢視與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到，面對身體的馴化成制度化'Q，I己者在權

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之外 72重新找回社會的 「身體 J ' 乃成為主要的努力方向，尤其

是對於另類媒體(紀錄影像)的未來實踐而言 。

也就是說，媒體，不應只是內容的載體 ，或者是一面「鏡子 J '透過它在形式上的革

新，例如在國家的政策與市場的趨勢之外，如何不將媒體視為實踐某種目的的手段或工

具 ，而是將媒體自身就當作實踐解放的事件或對象，並與其他類型的身體實踐進行連結，

自主性地組織實踐媒體的方法與進程，不僅可能藉此改變並轉化媒體與身體的關係 ' 也可

能才是促進社會變遷的力量 。

70 李T~賢、林文t/j~( ' ( 社會力的轉化 豆豆拘均是保抗爭的紡織技術 ) ， 其 1 1 2-1 1 5 • 

i l fnJ I肉修 ( 政治民中 (t~耳環境運動的市I)J支化 ( 1 993-1999 ) ) ， 頁 262-267 • 

"齊偉先、 (權力的身惚惚消費的身假-以身體為媒介的考察 ) ，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 :)ï 25 J!)] ( 2008 年 ) 可

頁 89- 1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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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發l司 ， 20 12 ' 條悅t~I Jj寸\f，; 綠色小組 10\i環保Ilc乍卜 ( I何必學報) 5 : 1-23 

如果由此何進一步tx:省至1)臺灣紀錄片的糕!撿研究，那!婪 、 除了ít1有論的取向(創作的

理念 ) 、 以以來來美似的|訶InJ (ß次來的稍稍)之外，關於紀錄將是如何買踐紀錄影像作為

一種媒憐的際程，就成為兩待開殺的議題，同時，按理解這個歷程，除了透過深!女訪談、

參與慨然之外 ， 己也就更加突顯紀錄;倒象的版總檔案(不只是紀錄片1'F ， 'r!， )作為研究資料

的~~'I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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