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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 
 

 

 

陳瑞樺 

    

為了替畫家寫下生命故事，為了追溯台灣戰後現實主

義文藝的流變，為了理解台灣左翼精神的發展，由此展開

的一段追尋…… 

 

2012年2月到6月，「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系列展覽

在紫藤廬、宜蘭縣文化局、清華大學藝術中心、白屋陸續舉行，其

間共舉辦了五場座談會，總主題是「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第一

場座談會的主題是「從1970年代走來：文藝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軌

跡」，由楊渡、徐璐、鍾喬、陳素香擔任與談人；第三場的主題是

「傾聽1980年代的風雷：在文藝與政治之間的社會實踐道路」，由

鍾喬、王智章、黃崇憲擔任與談人。這裡收錄的楊渡、徐璐、陳素

香、王智章的文章，正是他們四位就發言稿改寫而成的專文1。 

                                                           
1  鍾喬的文章〈也是革命者的鐵屋——在吳耀忠回顧展的連想〉刊

登於立報2012-4-12。參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 
itemid- 117144。黃崇憲在座談會中的報告，其中一部分轉化為刊載

於本期《思想》的專文。王智章的文章原本將刊載於《人間思想》

第二期，經陳光興主編慨允並徵得作者同意後轉由本輯刊出，於此

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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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思做為紀念 

楊渡、徐璐、鍾喬、陳素香、王智章、黃崇憲都生於1950年代

後半，在1970年代受到現實主義文藝的影響，並於1980年代初隨著

個人機緣投身實踐。雖然機緣不同，但彼此間卻有著以現實主義文

藝精神所貫通的內在聯繫，不同的生命軌跡也因此而有了交會。楊

渡、徐璐、鍾喬、陳素香等人曾經共同參與了《大地生活》雜誌的

發行、編輯、撰稿。《大地生活》雜誌在發行十期之後就因經濟難

以為繼而結束，之後因為這個平台而聯繫起來的四個人各自尋找新

的實踐場域。楊渡在中時報系擔任記者、主筆，將寫詩的筆轉而用

於記錄海峽兩岸的社會變動，今日擔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並創

辦南方家園出版社，以出版傳播左翼人文；徐璐到《自立晚報》、

中華電視台等媒體工作數年，而後在社區及部落的工作中聯繫回原

初對於土地歸屬的嚮往與感動，與友人共同設立台灣好基金會推動

在地文化與產業；鍾喬在參與《關懷》、《大地生活》、《人間》

等雜誌的編輯之後，轉而在1990年代投身民眾戲劇，創辦差事劇團，

一方面以做為藝術表現的戲劇進行現實批判，一方面以做為組織方

法的戲劇進行民眾培力；陳素香離開報社後投入勞工運動，目前在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繼續為勞工爭取權益，並發展出以紀錄

片來訴說移工故事並讓移工自己訴說故事的文藝實踐；人稱麻子的

王智章在1984年參與組織原權會後，於1986年與友人成立「綠色小

組」，以攝影機在社會運動的現場拍下一部部影片，呈現被主流媒

體所掩蓋的真相，並且在今日仍繼續以攝影專長，參與風災後的部

落重建工作；黃崇憲則在台北德惠街住處創造了當時社運參與者聚

會進行政治、社會批判的重要空間，並在經歷社運風潮之後，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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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研究，成為今日的公共社會學家。正是在德惠街，崇憲和麻

子、楊渡、徐璐、鍾喬、香香，以及許許多多的朋友在黨外的旗幟

下聚會、飲酒、高談闊論、相互取暖。也是在那裡，崇憲認識了被

徐璐帶過來的吳耀忠。 

我們邀請這幾位當年吳耀忠先生眼中的「年輕朋友」，一起來

回顧自己從1970年代以來的生命經歷，述說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如何

接觸了現實主義文藝，如何投入社會實踐，由此呈現與吳耀忠認識

的因緣，進而反思文藝與社會實踐兩者關係在戰後台灣的流變。透

過這樣的安排，希望能讓這場紀念不只停駐在一個帶著生命遺憾的

歷史段落中，並且能夠轉化為實踐經驗的反思，呈現出生命及歷史

延續的意義，既和吳耀忠所處的世代對話，也為來者提供思考問題

及反省實踐的素材。 

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 

文藝如何變成社會實踐？這個問題可以從三方面來考察：個人

的實踐歷程；不同時代條件下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的路徑、作用與

限制；文藝創作與社會實踐的親和與緊張。 

社會運動有其生命，會隨著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動能而萌發、興

盛、常態化，乃至滅散為歷史的一個註腳。但回到個人的實踐歷程

來考察，我們卻會發現，在運動轉化或結束的同時，參與運動的行

動者也開始尋找新的社會實踐場域、探問另一種社會實踐的可能

性。從個別運動來看，是沉寂了；但就個人的生命來看，卻是延續

的。 

延續，不只是個人生命實踐的軌跡，並且是在不同世代行動者

之間的意義傳遞。就如同陳素香在文中寫道，年長之後回看，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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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自己經歷的這一切並非偶然。在生命的緣遇及會聚中，我們所經

歷的事，在心裡埋下了一顆種子，隨著歷史條件而開展出行動的方

向、目標及動力。 

然而個人生命軌跡不能不帶著時代的印記。1970年代後期的鄉

土文學論戰將先前的現實主義文藝實踐，拓展為文藝與社會關係的

討論；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刺激了更多青年投入社會及政治的批

判。邁入1980年代，黨外雜誌前仆後繼地出版；文學(文字)與美術(影

像)辯證地結合，表現為小劇場、民眾紀錄片等新的文化實踐。1980

年代的台灣，風雷不在遠方，而在島嶼激揚迴盪。經歷了現實主義

文藝洗禮的青年，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投身不同的實踐場域。如果說

在1970年代，文藝是青年在尋求社會實踐時，蜿蜒在眼前的少數可

能道路，那麼到了1980年代，文藝已不足以表達青年的思想及情緒。

另一方面，政治控制鬆動所開啟的條件，也讓直接的社會批判及衝

撞變得可能，文藝場域的實踐轉而開展出政治場域的實踐，在1970

年代開展的文學性公共領域，到了1980年代轉化為政治公共領域。 

文藝實踐本身也經歷了多重的轉化。其一、由於文藝場域內在

的創新要求，懷抱社會實踐旨趣的文藝工作者已無法滿足於只從寫

實主義的傳統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映、說明與批判。其二，如果說現

實生活的內容本身，已經因為消費社會發展，而變成了一種超現實，

那麼對於這種現實生活的感覺，以及在這種感覺的驅動下所做的文

藝表達，就無法只局限在寫實主義的風格當中。其三、文藝表現本

身因為新技術媒介的出現也有了不同的發展，例如紀錄片：它結合

了影像、聲音、文字，相對於此前的文學跟藝術，它提供了一種更

具整合性的藝文表現方式。其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文藝從過往

做為社會實踐的少數可能路徑之一，轉變為開啟新的可能性的社會

實踐路徑，用來開展透過其他實踐方式所不易觸及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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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創作與社會實踐之間，不只存在著親和關係，同時也存在

著緊張關係。一方面文藝表現受社會條件所影響，另一方面文藝創

作又力圖超越現實條件的束縛。如果文藝創作的能量源自於內心的

觸動，那麼這股能量同時指向了兩個方向：一方面由於情感認同，

而試圖把對象所經歷的生命，所遭受的困頓、苦難與美好表現出來；

在另一方面，文藝的創造精神引領文藝工作者追尋心靈上的自由，

希望超越現實條件對於創作動力的束縛。情感認同與追尋自由這兩

種力量的關係，時而結合、時而緊張。正因為藝術創作聯繫著這兩

種動力，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才引發許多的討論與爭議。 

藝文工作者並不必然都將自己的創作理解為一種社會實踐，然

而一旦尋求將自己的文藝創作與社會實踐相聯繫，現實主義文藝便

成為一種重要的參照。它的積極作用在成為文藝創作的思想資源，

而非創作的規則與束縛。它提供一種能夠結合藝術心靈跟淑世理

想、結合心靈自由和情感認同的可能性，也由此通往一條艱辛但美

麗的路途。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於2009-2012年間，與

林麗雲、蘇淑芬共同組成工作團隊，環繞著吳耀忠進行一系列包含

了調查、出版、畫展、演講、座談的文化研究╱實作計畫，名為「尋

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