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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寫  
青春 

臺中一中青年刊物編輯社
文 /陳君榜   圖 /臺中一中青刊社

1915年，中部仕紳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

蔡蓮舫、辜顯榮等 5人創立了「臺灣公立臺中中學

校」，開啟臺灣人爭取教育主權先例，奠定日後中臺

灣指標性學府的地位，創校紀念碑前二句「吾臺人初

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說明的正是中一中於臺灣

教育史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

合群力集群智　光吾校而輝煌

一間學校永續發展、屹立不搖的基本條件，除

各項軟硬體施設、師資招募、教育理念⋯⋯等因素

外，其應具備的文化涵養，更是成長中不可或缺的

內在驅力。

《中一中青年》在此理念應運而生，最初校方

主導刊物內容，編輯小組成員亦由老師擔任，此時

期的《中一中青年》內容著重教育行政措施的宣導，

發揮呈現辦學績效之功能，學生僅扮演輔助及學習的

角色。這樣的編輯模式從創刊號維持至第 35期，自

作育文學英才  經緯青春與理想

 六本《育才街》，書寫一中人三年的高中時光。

幹訓作業討論和活動

社團聯展招生幹部，向學弟熱情推銷青刊社。

第 36期始編輯重心則轉移至學生，包括：編輯大綱

擬定、專題報導發想、採訪撰文、美編設計，都由學

生一手包辦，逐漸蛻為青年學子的發聲平台，名稱也

從《中一中青年》改名為《育才街》。

走過臺灣社會轉型、教育制度改變，一中青刊人

因自由開放的校風，而培養獨立的思考態度，面對校

園外瞬息萬變的資訊爆炸，是他們以手中的筆和著青

春的熱情，炙熱了每一個時代。

勵爾學敦爾品　景前賢而思齊

成立超過一甲子的青刊社，並未因經年累月的時

光粉塵，讓後繼者畫地自限、墨守成規，相反地，正

是歷經漫長的歲月洗禮，《育才街》觸及範圍甚廣，

刊物隨著時代重新定位，因應一中學子的實際需求進

行修改和調整。

現任社長張存一表示，每一本校刊被賦予的使

命、讀者關心的事物與期待的領域、經費籌措來源有

所不同。以中一中為例，校方給予青刊社在編輯程

序相當大的自由與包容，並不會有過多干涉與指導，

而這樣校園文化的養成，讓中一中的同學對公共議題

展現的高度關注，驅使編輯小組在校刊議題的鎖定，

多以校園中的大小事為中心點出發，向外延伸探討，

貫徹議題包羅萬象但不離其宗的辦刊理念。

《育才街》與時俱進，最近一次大幅度改版出

現在 109期，起因為當時編輯方向漸與中一中的校

園生活脫節，融入過多的流行元素，趨向娛樂化、

商業化，失去校刊的初心與本意。所以在 110期時，

青刊社立即在編輯大綱、題材、風格、刊物規格、

材質⋯⋯等作出回應調整，而且延續規格與編輯方

向至今。

雲霞燦爛　濟濟多士齊聚一堂

勇於嘗試、從生活圈挖掘議題，是中一中青刊人

的一大特色，其負責之業務範疇除校刊編輯外，青刊

社也籌辦校內《育才文學獎》徵稿，近年積極尋求跨

校合作，像是與臺中女中合辦《中一中中女中聯合文

學獎》、和中部 14校共組「中部校刊聯合團隊」，

透過與他校的新聞社、青刊社、編輯社的結盟，共享

資源、交流經驗，帶動中臺灣高校生之藝文風氣。

談起青刊社特別傳統，前任社長陳昱忻笑著說，

由於青刊社的規模與校內其他社團相較之下顯得袖

珍，但也因此凝聚了社團的向心力。在歲末年終之

際所舉辦的「火鍋會」，除了在學的社員，窩心的

是常有已畢業的學長，藉此活動與學弟們聯絡感情，

分享編輯與創作，傳承意味濃厚。    

光陰流轉，將迎來第 79屆新生的青刊社，性質

從過去校方主持的編輯組織，轉型成今日由學生淬鍊

青春、書寫高中生涯的社團型態。在此，他們累積

了豐厚編輯刊物的經驗，代代傳承給初來乍到的生

澀青刊人，讓他們學會了與校牆外眾聲喧嘩的社會、

世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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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攝影社 
文 /邱建順   圖 /東海大學攝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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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攝影成為一門顯學，成為現代人紀錄生活的一

種態度，成為探索世界的一種方式和管道，攝影不

再侷限昂貴的器材設備，更多時候，一台數位相機、

拍立得、傻瓜相機，甚至手機內建鏡頭，都可成為年

輕學子將靈魂顯影的媒介。

東海大學攝影社成立於 1966年，號召無數來自

東海喜好攝影的莘莘學子們，一同學習善用鏡頭複寫

剎那成永恆，光陰荏苒，至今已悠晃 49個年頭。

攝影即生活  

走進東海大學校門，約農路兩旁迎賓的鳳凰木正

火紅，行至叉路口左轉力行路，再右行漫步過扶疏的

林蔭小徑，歷史悠久堪稱骨灰級的攝影社辦及暗房，

即座落在這處寧靜優雅的所在。

夏天過後將要升上大四，就讀工業工程與經營資

訊學系的李晧瑋，同時也是東海大學攝影社第 48屆

的社長，聊起待了2年的社團，他侃侃而談地說：「其

實加入攝影社起因，是另一位同學的邀約，但在某一

堂社課後他意興闌珊，我留了下來，還接下社長的職

務，這是始料未及的。」

攝影社不僅在東海大學屬於元老級的社團，也是

帶動中部大專院校攝影風氣的領頭羊。在數碼攝影盛

行的年代，攝影社辦裡那間充滿歷史感的專用暗房，

至今仍是社員們無可取代的「聖地」，依憑昏暗紅光

的指引泅泳在刺鼻的藥劑中，用雙手從黑暗中將那

些被禁錮在膠捲中的人、事、物釋放，慢慢晾乾那

些召喚而來放大之身影，雖然手工的步驟繁瑣複雜，

但社員們仍樂此不疲，在此沖洗出無法以電腦調校屬

於他們青春的顏色。

「我們的社課從基礎的攝影觀念、技巧及器材設

備的介紹開始，包括相機的種類、品牌，透過對相機

的基本認識，從蛇腹、雙眼、單眼⋯⋯等，讓社員們

能更全面地了解相機的原理和構造，進而掌握攝影入

門的相關知識。」李晧瑋靦腆地說，我們想要傳達的

理念很單純，攝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雖然它本

身仍需有許多熟練的專業作為後盾，但拍下生活的

1/30、1/250秒，所需具備只是一種態度和精神，這

是攝影社希望傳遞給參與同學們的理念。

攝影是不花錢的 

東海大學攝影社有一句學長留下的傳社名言：

「攝影是不花錢。」這句話代表面對在對焦時，不應

只仰賴手中的器材，更重要的是，視窗後那觀察入

微、保有高度熱情的腦袋。

正因平易近人的辦社理念，社團的成員有來自學

校退休的教職員，和這群年紀已是孫輩的年輕人，一

同拿起相機聚焦追求事物的美好。李晧瑋表示，雖然

前輩的年紀稍長，但參與社課講座的認真是許多社員

都望塵莫及的。

每學期社課不僅安排室內講授，亦會前往戶外操

作，從實作中印證理論。為精進更全面的攝影技巧，

攝影社的外拍課程不僅在白天進行，這個學年裡，

他們踏訪了秋紅谷、有藍色公路美稱的華南路、弘

光科技大學⋯⋯等處夜拍，學習在光影線條中構圖，

深究光圈與快門間的配合。

但比純熟攝影技巧更重要的收穫，是社員們在外

拍的互動過程，能迅速地拉近彼此間的距離，讓社團

的氣氛和諧且團結，那真摯是即便離校多年仍保持良

好互動的情感。

用鏡頭記錄東海之美 

近年，攝影社不僅與校方合作，協助拍攝新生入

學的活動，紀錄每一代東海新鮮人甫踏入校園的悸

動和憧憬，收藏每一張對未知大學生涯的青澀臉龐，

拍下屬於東海人的自信與驕傲。

不僅如此，攝影社也積極與校內的社團、系所、

行政單位合作，像是與校牧室合作聖誕期末攝影成

果展，別開生面地將攝影展場地移至路思義教堂前

的草坪，讓全校師生為之驚艷，此外，也與彩妝社、

米克斯社、國標舞社、cosplay社、生命科學系⋯⋯

等合作，拍下許多的令人印象深刻。

這支中部大專院校的老牌攝影社團勁旅，歷久彌

新，在不停地跨領域嘗試中蛻變，而他們鏡頭下的大

學生活之美，構圖更為豐富、景深更有層次。

學子無所爭，必也攝乎！
  光影塗鴉，是攝影社的迎新傳統。

  別開生面的期末成果展，照片置於與校牧室合作聖誕小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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