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濱谷浩「憤怒與悲傷的記錄」 

日期: 2017 年 7 月 8 日－8 月 12 日 

地點: Taka Ishii Gallery Photography / Film 

 

Taka Ishii Gallery Photography / Film 將於 7 月 8 日（六）至 8 月 12 日（六）期間，舉行濱谷浩個展「憤怒與

悲傷的記錄」。濱谷自 1930 年代起，透過鞭辟入裡的視點，捕捉人類本身及孕育人類生活環境‧風土民情之間的關聯

性，並以莊嚴的態度正視攝影的紀實特質，留下的文獻資料為數眾多且十分重要，充分反映出當下的時代背景。本

展將展出濱谷於 1960 年日美安保抗爭期間，歷經一個月密集採訪之後出版的攝影集《憤怒與悲傷的記錄》（原文：

怒りと悲しみの記録，河出書房新社，1960 年），其中選出的約 22 件作品。 

 

出生於東京的濱谷浩，自 1930 年代起以東京都會與下町地區作為主題，攝下新舊文化交融，同時瀰漫著現代主義氛

圍的特殊市井風情。1933 年開始，於名為「東方寫真工業」的公司工作，該公司以刊行介紹西歐尖端藝術潮流的雜

誌《PHOTO TIMES》而聞名。當時日本正值新聞攝影（Photojournalism）的建立期，也是新興寫真思潮蓬勃發展之

際，攝影家在探索現代表現手法的同時，也面臨現代化帶來的重新自我定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濱谷透過工

作接觸到堀野正雄及木村專一等新世代的攝影家與編輯家，也因此認知到身為一名專業攝影家應有的姿態。此後，

他不僅以年輕新銳之姿活躍於攝影界，也參與「前衛寫真協會」的創始活動，始終站在現代攝影的最前線。因畫報

《Graphic》的工作，在某次採訪新潟縣高田市陸軍雪地聯隊的冬令演習之時，濱谷結識了民俗學家市川信次，以及

民俗學資料博物館的主導人物澀澤敬三，同時受到和辻哲郎的著作《風土：由人類學思維探討》（風土：人間学的考

察）一書所感召，將視點由繁華眩目的都會風采轉向人類本身，以及形成人類社會基礎的風土文化之上，爾後重新

體認到在時代更迭之中記錄這些風土文化的重要性。 

 

所謂記錄，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絕對無法割捨的重要行為。而攝影可說是最具現代特質，且最能體現記錄行為

的模式之一。 

濱谷浩，〈攝影的記錄特質及紀實攝影〉《Camera Art》，Camera Art，1940 年 12 月終刊號 

 

1940 年，濱谷來到新潟縣桑取谷地區參與當地小正月期間（註：1 月 15 日前後）的民俗活動，在攝影採訪的過程之

中，他觀察到越後地區居民對大自然的敬畏，與順應大雪氣候的傳統生活型態，此後費時 10 年定期造訪這個山中小

村，發表攝影作品《雪國》。為了廣泛探討日本列島的風土氣候，以及地域社群在歷史上的進程與現況，濱谷的攝影

集《裏日本》之中，記錄了許多在日本海嚴峻的自然環境之下，沿岸居民的生活樣貌，並於序文中提到，「人類為了

理解人類，日本人為了理解日本人」，這同時也是濱谷畢生攝影活動的重要主題。 

 

二次大戰期間，隨著時勢逐漸往戰爭傾倒，濱谷進入東方社，為政治宣傳的畫報《FRONT》從事攝影工作，內容以宣

揚日本國力為主，隨後卻因為與出版社高層引發衝突而毅然離職。即便當時許多攝影工作者被迫順應二戰當下的國

家體制需求，濱谷依然貫徹自身的厭戰思想，於 1944 年移居新潟縣高田市，直到戰爭結束。戰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

之際，濱谷由市民角度出發，將 1960 年日美安保抗爭的過程客觀地記錄下來，隨後出版書籍《憤怒與悲傷的記錄》，

採訪過程歷時一個月，攝影作品則高達 2,600 多件。 

 

一直以來，我個人與政治方面的採訪總是扯不上關係，然而這次可不一樣。五月十九日法案遭強行通過，在國會發生

了瓦解民主主義精神的暴力行為，我身為一介歷經二次大戰前、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的日本人，對於當下的危機感到

憂慮，因此決定以攝影的方式與其對抗。 

濱谷浩，《潛像殘像：攝影家的體驗回顧》，河出書房新社，1971年，p.198 

 

1960 年，濱谷成為第一位加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的亞洲攝影家，《憤怒與悲傷的記錄》系列作品

在同年 6 月 25 日刊載於法國的《Paris Match》，其後透過馬格蘭引薦，亦於英國《The Sunday Times》開始連載，

受到歐美地區的廣大矚目。日本國內則是由銀座松屋發端，於全國各地的展覽會場及大學巡迴展出。然而，原先在



日本十分高漲的政治意識遽然急速消沉，其後和平的假象與過度繁榮的社會光景，令濱谷對於日本的政治體制及人

民感到失望無比。60 年代後期他開始將重心由科學論證的觀點轉向自然景致，曾提到「人類如果能有仔細端倪大自

然的一天就好了」，試圖探求大自然與日本人獨具的特質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其後攝影活動的足跡亦延伸至南極、撒

哈拉沙漠等海外的邊陲之地，以「透過自己的雙眼尋求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課題」為理念，持續探究攝影與人類社

會應有的關係。 

 

展覽協力：Marc Feustel（Studio Equis） 

 

濱谷浩，1915 年生於東京（1999 年歿）。1933 年進入二水實用航空研究所工作，以航空攝影家一職開啟了人生的攝

影之路。同年轉往東方寫真工業株式會社（現名為 Cyber Graphics Corporation）任職，於 1937 年離職，並與其

兄．田中雅夫共同設立攝影工作室「銀工房」。1938 年偕同土門拳等人成立「青年寫真報導研究會」，亦參與以瀧口

修造為中心的「前衛寫真協會」創始活動。1939 年於新潟縣高田市進行畫報《Graphic》的採訪過程中，結識了民

俗學家市川信次與澀澤敬三等人。1941 年加入木村伊兵衛、原弘等人所屬的東方社，於 1943 年離職，並以特約攝

影家身分進入太平洋通信社，以採訪當時日本的藝文界人士為主。1960 年躋身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

的投稿攝影家之列。主要個展有「攝影家．濱谷浩展」（川崎市市民美術館，神奈川，1989 年）、「攝影的世紀 濱谷

浩 攝影體驗 66 年」（東京都寫真美術館，1997 年）等。主要攝影集為《雪國》（每日新聞社，1956 年）、《裏日本》

（新潮社，1957 年）、《憤怒與悲傷的記錄》（河出書房新社，1960 年）等。曾榮獲第 2 屆每日寫真賞（得獎展覽「裏

日本」，1956 年）、日本藝術大賞（得獎作品《濱谷浩攝影集成：地之貌．生之貌》，1981 年）、哈蘇國際攝影獎（1987

年）等獎項。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xhibition: Yuko Kosuge  Press: Marie Okamura 

5-17-1 2F Roppongi, Minato-ku, Tokyo 106-0032 

tel: 81-3-5575-5004 fax: 81-3-5575-5016 e-mail: tigpf@takaishiigallery.com website: www.takaishiigallery.com 

Gallery hours: 11:00-19:00 Closed on Sun, Mon and National holidays 

 

 Hiroshi Hamaya  

“June 22, 1960” from the series “A Chronicle 

of Grief and Anger”, 1960 

Gelatin silver print 

Image size: 15.9 x 24 cm 

Paper size: 16.9 x 24.9 cm  

© Keisuke Katano / Courtesy of Taka Ishii 

Gallery Photography / Film 

 

 Hiroshi Hamaya  

“June 19, 1960” from the series “A Chronicle 

of Grief and Anger”, 1960 

Gelatin silver print 

Image size: 15.9 x 24 cm 

Paper size: 16.8 x 25 cm 

© Keisuke Katano / Courtesy of Taka Ishii 

Gallery Photography / Fi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