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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TIDF 成為亞洲與華人紀錄片的基地
專訪 TIDF 策展人林木材

 
採訪、整理 /魏玓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誕生於 1998 年，是臺

灣第一個以紀錄片為主題的影展，對於晚近臺灣紀錄

片的創作與觀影文化具有關鍵影響。TIDF 歷經多次制

度與形式的變化。2014 年文化部正式將 TIDF 委由國

家電影中心籌辦，並成立常設辦公室。當年 TIDF 新團

隊以「再見．真實」為影展理念，並設立「亞洲視野

競賽」與「華人紀錄片獎」，強調亞洲與華人紀錄片

的發展推廣，以及舉辦各種觀眾交流活動，活絡紀錄

片影展的整體社會角色，令人印象深刻，並廣獲好評。

而這個變化的主要推手，正是 TIDF 的新任策展人，長

期耕耘紀錄片評論與紀錄片工作者權益的林木材。今

年 TIDF 將邁入第 10 屆，林木材又將推出什麼樣的影

展內容，他對臺灣紀錄片影展以及紀錄片文化又有什

麼樣的觀察與理想？以下是《共誌》對林木材的專訪

整理。

共誌：請先談談今年 TIDF 第 10 屆的策展想法。

林木材：從上一屆開始就設定長遠目標是讓 TIDF 成

為亞洲和華人的紀錄片交流平台。這一屆我們繼續提

高「亞洲視野」競賽的獎金，讓這個獎金跟國際競賽

的獎金一樣。不過在競賽內涵上更強調亞洲文化性，

希望跟歐美作品區隔和並置，也因此讓觀眾感受紀錄

片的多樣性。

《共誌》：去年的小川紳介和今年的綠色小組專題（如

果紀錄片有顏色）讓人覺得你想要突顯紀錄片的政治

性和社會性？

林木材：是有這個部分，這也是臺灣脈絡下紀錄片經

常被強調的特徵。不過其實我更想強調的是「多元」。

我認為提供紀錄片的多元面貌，可以幫助我們在視野

和創作上更豐富。像上一屆的焦點導演艾倫柏林納和

今年的「比紀錄片還陌生」都是非傳統的、帶有實驗

精神的作品。對我來說，這也是某種更廣義的政治性，

企圖改變大家對紀錄片的看法，即使是很有名的導演

或作品，例如小川紳介，我們也企圖從各個面向開發

更深入或不同的理解和討論。

共誌：這個做法可以聯繫上今年的綠色小組專題嗎？

林木材：對，我們一方面是要透過綠色小組作品的回

顧，找到臺灣紀錄片的某個起點。另一方面也試圖提

03 清早在展場之一的山形美術館前的攤位，影展志工的餐券在這裡也可以使用

04 影展會場外的山形物產展，中午還會免費提供蘋果與白飯讓觀眾試吃

05 攤位主要販賣手作點心與現煮咖啡 

03

04

05

42 43

專
題

TIDF 10



供一些不同的展示角度。首先，我們希望可以反思，

強調從弱勢者立場拍攝的紀錄片，究竟是什麼意義？

所以我把這個專題用「如果紀錄片有顏色」這樣的提

問來定位。其次，綠色小組出現的脈絡，主要是企圖

突破當時主流媒體的封鎖，所以我們設計了另一個對

照的單元，要播放同一時期華視的新聞影片，那這樣

觀眾就有機會重新看一下例如 520 現場的兩種記錄角

度，希望可以對綠色小組作品的意義有更豐富的解釋。

共誌：從去年開始就非常關注並著重在中國的紀錄片，

您的想法和觀察是什麼？

林木材：上一屆開始我們設立了「華人紀錄片獎」，

同時希望跟中國紀錄片工作者建立一種默契，就是

TIDF 是一個歡迎他們作品前來競賽和交流的地方。這

個效果也顯示在今年來自中國的報名件數達到 180 件，

相當踴躍。最近對中國紀錄片環境的觀察主要是發表

平台一直被打壓，感覺當地拍紀錄片的創作者們的意

志在消減。冒險批判的調查報導題材明顯減少，更多

的像是回到村子拍老人，或回到日常生活去紀錄許多

荒謬的現象，如環保問題。很多作品會呈現出各種矛

盾，但卻比較難看出他們的主張。

共誌：從中國對照回臺灣，你對晚近臺灣紀錄片創作

的觀察是什麼？

林木材：相對中國作品而言，臺灣的紀錄片議題設定

比較明確，想要講的事情就全講明白，在敘事上也比

較受電視形式和網路影像的影響。臺灣紀錄片目前的

狀況，我是比較樂觀，因為最近仍有新導演加入，也

有其他跨界的紀錄片嘗試加進來，像陳界仁、趙德胤

等，這幾年應該會有更多元的樣貌出現。

共誌：那創作環境呢？政府有什麼可以做？

林木材：我覺得政府官員腦中似乎有一個虛幻的紀錄

片產業，但其實絕大部分的紀錄片是沒有產值的，倒

不如改以文化的思維來看待，由此可以盡量放寬一些

補助條件，例如高畫質紀錄片補助的資格就不利於個

別的紀錄片工作者。另外，在獎勵上，國外大型影展

並未明確區隔劇情片和紀錄片，紀錄片得大獎的案例

並不少見，但臺灣卻分的很清楚。其實大家都看到有

些紀錄片拍得比劇情片要好很多。再來就是增加播映

管道和創造觀眾需求，像是鼓勵專門播紀錄片的電視

或網路頻道，不能只靠公視。這樣才能增加創作機會，

進而讓紀錄片產業完整起來。

共誌： 對於臺灣影展制度與文化方面有什麼樣的看

法？

林木材：臺灣影展的運作有一個主要的矛盾，就是說

例如某個影展的預算是兩千萬，但是要在十天內把活

動辦完，其實某個角度來說，觀眾是用很低廉的價格

就看到這些片子，投資一部片子到影展放映為止其實

成本很高。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到底如何在短時間內

造成長時間的影響。對影展來說，困難的地方在於，

每次活動期間要能夠造成聲勢，讓效果變強，然後期

待影展結束之後，有些影片和話題還能夠持續下去。

所以影展結束之後，像出版物、工作坊，和巡迴展等

就很重要。

共誌：回到 TIDF，前年的體制改變之後，有什麼樣

變化，目前是否遭遇什麼樣的困難？

林木材：從 2013 年起文化部的政策改變，希望將

TIDF 放到國家電影中心下，設立常設辦公室，並以專

案補助方式運作，同時也將過去的雙年展改成每年舉

行。我是在那個過程中被找進來的。設立常設辦公室

這個方向當然是對的，不過因為是補助案的形式，所

以並不是由國家電影中心自主運用，而是必須接受文

化部的指揮，很多重要決策還是得往上呈報，做起事

來難免卡卡的。目前更麻煩的是，由於當初被告知是

每年都舉辦，所以我們希望提高 TIDF 的規格和國際地

位，善用臺灣在華語圈的優勢，也把影展時間從過往

的下半年改成上半年。結果後來又被文化部告知因為

預算不足，之後又要改回雙年展。我倒不是說一定是

雙年好還是單年好，問題是兩種形式辦影展的思維就

會不同，單年展可以著重競賽，雙年展就轉向文化交

流，但是都需要明確規劃。而且如果政策不穩定、不

明確，很多細節就很難辦，例如一般競賽會有首映的

規定，但是如果變成雙年就很難執行。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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