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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與「再現」─

挪威檔案館裡中國牧師韓修敬的蹤跡與影像

張　璉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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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若從觀看現場或還原歷史的視角而言，最真實的紀錄莫過於影像

與檔案。尤其是影像，近年來在世界各地檔案館陸續發現一些珍貴的

早期影像，如2006年澳洲國家影音檔案館發現一捲1896年攝製僅一分鐘

的劇情默片；2009年9月美國華盛頓公立檔案館發現一捲攝於1945年原

子彈轟炸後長崎街道的影像，這些動態影像的再現，都成為世界電影

史及原爆後的城市極珍貴的佐證史料。

生長於草屯的作者，於2006年為尋找外祖父韓修敬牧師的生死蹤

跡，遠至挪威奧斯陸北郊的福由侯格神學院（Fjellhaug Skoler）檔

案館，也意外發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影像紀錄與手稿檔案，該檔

案館收藏自1892年以來挪威宣教士至中國鄂北豫西的史料紀錄，尤以

1949年以前最為詳盡，唯挪威乃至於北歐，因不似西、葡、英、法等

諸國與中國已有漫長的交流史，雖蒐藏近代中國的地方檔案，卻不為

學界留意而乏人聞問。作者查考了挪威檔案館，以田野調查與口述歷

史的形式，運用歸納、推理、考證等方法，在短短三天內從一些零散

無系統的材料堆裡，發現一篇關鍵性的年度報告，而據以追蹤到一

篇重要報導，乃至於意外發現一捲極具歷史價值的紀錄片，不僅對

韓修敬牧師的生與死有進一步了解，也從影像中窺見三十年代的中

國社會縮影。文中針對此一古老紀錄片，從兼從影像情境的「內涵

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及再現的「外延意義」（denotative 

meaning）討論，從「觀看」與「再現」的視域，探討影像的文化意識

與意義詮釋，對影像紀錄的分析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皆開啟新的研

究視窗。

關鍵詞：�韓修敬、挪威、觀看、影像、中西文化交流、基督教史、檔

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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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6年8月，酷熱的盛夏，坐在北緯56度的奧斯陸近郊一所神學院

的地下室檔案館，卻是清涼無比。在這個不起眼的小小檔案館裡，我悸

動得冒汗，竟然意外的發現寶藏著中國近代史中一些小故事。

為尋找韓修敬牧師的資料，筆者攜著年近八十的母親從臺灣飛越

青海、新疆、俄羅斯的上空，來到遙遠的北歐。我們到全球消費指數

最高的城市奧斯陸只預備停留四天，經由挪威籍的謝福德牧師（Frode 

Steen）安排，得以住進福由侯格神學院（Fjellhaug Skoler）的宿舍。

四天中，每日朝九晚五我必至檔案館報到，翻找一些乏人問津的陳舊檔

案，如鋼版油印的年度報表、統計表、會議紀錄與學籍名冊，也有不少

神職人員以毛筆寫的書信、明信片，還有標示出鄧州、淅川、魯山、鎮

平等地名的牛皮紙袋，裡面裝著大小不一的老照片。我一一的把資料攤

開，又小心翼翼地按原來的摺痕疊好放回檔案盒裡。

我儘可能影印一些有意義的檔案，也翻拍不少老照片，但有關韓牧

師的直接資料還沒發現。第一天過去了，尚無任何收穫，內心已掂著，

就當此行是來挪威觀光，不要抱任何奢望。然而，就在此刻，一篇年度

報告閃在眼前，使我為之一震，「韓修敬」已現蹤跡了。接下來的兩天

裡，令人震撼的檔案竟然接二連三的出現，讓我有些應接不暇。

以下依檔案出現的順序，從一篇年度報告、一篇追思文到一捲紀錄

片，我逐一來呈現。

二、一篇年度報告

福由侯格神學院附屬於「挪威路得會宣教協會」，成立於1914

年，設有學士、碩士學位課程，培育各國宣教人才。神學院的地下一樓

是檔案館與圖書館，我在檔案館裡翻閱許多文件與手稿。

突然一篇文件吸引我的目光，一篇以毛筆書寫題為「一九四五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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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年度報告」，開頭記道：

本年度的報告，總說起來是憂多喜少，因為穡多工少的

原故，以致城鄉教會缺少栽培、澆灌，就多呈現一種不進步

的樣子。入春以來韓牧師因老會長的職務，曾在其他牧區作

些遊歷工夫。

其中「韓牧師」三個字揪住了我，文末署名林春綠，寫於1946年

元月19日，顯示是林春綠代表河南淅川教會向「挪威路得會中國宣教協

會」報告前一年的工作概況。接下來的內容讓我心一驚：

不久凡我教會所在的地方，就相繼淪陷，同時也成為日

寇的最前方，所以人民遭受的痛苦就比較大些，但我信徒也

不能例外。然蒙神特恩，物質雖多有損失，而生命，除韓牧

師遇難外，「可惜」，均皆安全。1（圖一）

1　�林春綠，〈淅川教會的年度報告〉，1946.1.19毛筆寫本，收藏於挪威路得會宣教機構
（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簡稱NLM）福由侯格神學院（Fjellhaug Skoler）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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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綠以平板而冷靜的語氣，陳述去年遭受日軍轟炸、房舍損失

及一位牧師的死訊，簡略地以「除韓牧師遇難外，『可惜』」，交代了

一位「老會長韓牧師」的生死巨變，沒有更多的著墨，但從加了引號的

「可惜」兩字，似又感覺到他有一絲的惋惜或憂傷。

1945年淅川究竟發生什麼事？雖知那一年仍在抗戰期間，位在豫

西南的淅川縣面臨怎樣的處境？

翻開1945年4月12日《中央日報》，刊出羅斯福總統去世的消息之

外，還有一則顯著的標題，是「淅川附近敵被擊退，豫西敵後我軍迫臨

汝、陜縣、寶豐」。原來，戰場已是如此的深入內地。4月18、19日的

標題，是「鄂北我軍猛攻城，豫南淅川城郊激戰中」、「豫南我軍克西

峽口，淅川樊城仍猛攻中」，2可以想見當時淅川正遭受猛烈的砲火攻

2　《中央日報》民國34年4月12、18、19日第二版標題。

　　圖一　 1946年林春綠寫給路得會監督「一九四五年淅川教會報告」，收藏於挪威
福由侯格神學院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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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抗戰期間，《中央日報》不僅要報導戰況，還兼有鼓舞民心的任

務，對於國軍的重挫或死傷情況多僅輕描淡寫，但從這幾則標題看，已

清楚知道淅川正在火線中。

早在一年前，河南東部就已淪陷。1944年4月18日日軍越過黃河，

僅五天工夫就攻佔鄭州、新鄭、尉氏等五縣，日軍凌厲而多變的攻勢，

已越來越深入內地，自此河南陷入長達一年的苦戰。日軍接下來的攻

擊目標就是許昌，許昌位在平漢鐵路上，是日軍掌握中國腹裡的重要

據點，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將軍下令務必嚴守。日本近代史學者伊

藤正德在《帝國陸軍之最後》一書，談到許昌那一仗打得很吃力：

「（1944年）4月30日，37師團開始攻城，敵人（指國軍）頑強抵抗，

城周圍有60米寬的一道護城河，乃以工兵的舟艇準備強行渡河，但因

敵人抵抗猛烈，未能成功。」3正因為國軍的英勇抵抗，雙方在許昌四

郊激戰不已，未讓敵人輕易攻下。1944年5月5日《中央日報》與天津

《大公報》分別刊著：「中原戰場各地戰鬥更趨激烈，鄂西長江兩岸我

軍分路攻敵，許昌、北舞渡、盧店、禹縣、薛店各地激戰。」及「許昌

血戰，確山以南阻敵，密縣陜縣以西激戰。」4敵我陷入殊死戰，駐美

大使魏道明告訴美國記者：「我們正準備從事更艱苦的奮鬥。」5對日

抗戰已進入第七年，戰場卻是節節地向內退守。

曾參與那場戰役的國軍張訪朋回憶當時情景，他說整個陣地被槍

炮打得如沸騰一般，「就像過年時放炮仗一樣，到處都是槍炮聲，一直

到半夜，響個不停。」6為了守住許昌，雙方死傷皆慘重，最後仍是失

守。日軍打通了平漢鐵路，將主力更朝西進，於是豫西南、鄂北都成了

最前線。

第二年（1945）春節剛過，淅川籠罩在強勁的砲火下。三月下

旬，國軍在豫鄂交界地區增援防禦，與日軍激戰。張訪朋說：「為了阻

擋國軍第八戰區部隊通過南陽盆地增援鄂北，日軍第十二軍司令官內山

3　參考伊藤正德，《帝國陸軍の最後》，文藝春秋新社，1960
4　民國33年5月5日《中央日報》及天津《大公報》第二版標題。
5　《中央日報》民國33年5月2日第二版。
6　轉引自http://bbs.tiexue.net/post2_256244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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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太郎，派其王牌部隊戰車第三師團（師團長山路秀男中將）以及110

師團，向內鄉縣西峽口、淅川一線突進。該路日軍連陷鎮平、內鄉，

（3月）31日攻佔西峽口，然後繼續向重陽店、西坪鎮方向進犯。」7三

月底河南戰事已移至豫西南一角，並迫近陜境，此時美軍也加入助戰，

「敵竄向老河口遭痛擊，中美空軍助戰猛炸敵陣」。8四月中旬國軍迫

攻襄陽與淅川，「鄂北進抵襄陽西郊，豫南我軍迫攻淅川，突入李官橋

正巷戰中」，9李官橋位於淅川、鄧州附近，是丹江水庫旁的古鎮。接

著，國軍又迫攻鎮平，與另一支強渡丹江、淅川二水的反攻部隊，共同

夾擊日軍，克復西峽口。日軍旋又入侵西峽口以西之地，五月初國軍深

入敵陣，經過14小時的激烈巷戰，終於成功截斷日軍向東的退路，大抵

在五月底時國軍已經掌控豫西南的情勢。10

長期在槍林彈雨下的老百姓、學生怎麼辦？一般百姓常常到鄉下或

山裡躲避轟炸。就讀開封女中的學生韓仁華、韓仁彬兩姊妹，起初常搬

著小板凳在學校附近的樹林裡上課，後來戰事越來越逼近，便整個學校

遷徙至淅川，後來翻越秦嶺到了西安，大批師生跟著流播各處。日軍的

槍砲攻擊，許多房舍被炸得百孔千瘡，人民死傷不計其數。在挪威檔案

館裡，有一張拍攝被轟炸過的四合院的照片，牆破了，屋頂也沒了，仿

如硝煙下的鬼域一般。（圖二）

7　�轉引自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5–07/11/

content_3202205_1.htm

8　《大公報》民國34年3月31日星期六，第二版標題。
9　《中央日報》民國34年4月16日星期一，第二版標題。
10　�王平編著，《抗戰八年》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71輯，永和：文海出版社，

1980），頁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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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林春綠的年度報告裡，述及1945年受創的情形，僅是雲

淡風清的帶過，不知是勝利的喜悅撫平創痛？或是相對的人與物損失不

多而無需多著墨？或是受限於年度報告應言簡意賅所致？總之，一份平

淡無奇的年度報告，若非提高靈敏度及雙眼裸視0.8的視力掃過每份文

件，是不容易發現的。

既知1945年入春韓修敬尚在各牧區走動，而他也在當年遇害，那

麼，他是幾月遇難？如何遇難？韓牧師的么女、年近八十的韓仁彬已記

得不多了。

三、一篇追思文

韓仁彬記得，當日軍轟炸最激烈的時候，她隨著開封女中師生遷徙

至淅川，滿心歡喜可以去探望父親。

她與姊姊仁華離校脫隊，來到福音堂找父親，孰料父親才剛出遠

      圖二　 抗戰時期被日軍轟炸過的四合院，牆破了，屋頂也沒了，仿如硝煙下的鬼
域一般。（翻拍自挪威福由侯格神學院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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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聖經學院劉本立牧師說，他回鄧州老家去接家人了。韓牧師是鄧州

人，自1928年挪威傳教士按立首批中國牧師後，韓修敬就在鄧州福音

堂牧會（圖三、四），近兩年才轉到淅川，妻兒都留在鄧州。時局日漸

險惡，韓修敬心想一家人聚攏總是安心，他穿越了不太平靜的路程，

總算接到了妻子徐慕貞、兒子仁甫，以及自營「濟生保產院」的二女兒

仁勇與兩名助理，尚未回到淅川，各處已是硝煙四起。仁華、仁彬兩

姐妹等不及父親回來，匆匆跟著劉牧師及聖經書院的師生到附近的北山

避難。未久，韓修敬一家回到淅川住處，稍事打點後，也避居鄉下。當

地自衛隊營長知道韓牧師一家人到鄉下來，特地帶兩隻雞來問候，還請

牧師祈禱戰事趕快結束。各地烽火連天，住在南山的韓修敬格外擔心不

在身邊的兩個女兒，營長看出他的心事，主動派出兩名民兵到山北去找

兩姊妹。北山盡是避難人群，

要尋人不是件易事，但費數天

工夫終是找到了。民兵給她們

換上舊衣服，裝扮成鄉下老太

太的模樣，不讓人看出她們

是十五、六歲的姑娘。韓仁彬

說，白天要避開日軍的搜查，

我們只能在夜晚趕路，走了幾

個夜晚，腳後跟都磨破了。

圖三   「挪威路得會在華宣教協會」面臨中國
反帝國主義的聲浪下，於1927年4月3
日撤離中國之前，以投票方式選出四位
首屆中國籍牧師，從此將教牧權轉移給
中國人，左起：劉道生、韓修敬、魯大
桂、劉照堂，當時韓修敬32歲。（翻拍
自福由侯格神學院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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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們漸漸來到父母暫居的村子，不遠處見哥哥杵在路旁，走近

後，哥哥指著麥田中央隆起的土丘，對她們說：「這是父親的墳。」韓

仁彬說，我嚇傻了，連哭都不會！此趟回來不就是為骨肉重逢？怎成了

天人永隔？這對一心回家要與家人團聚的兩姐妹來說，反遭逢如此巨

變，真是情何以堪？（圖五）

圖四   四位第一任中國籍牧師的消息，刊登於1927年6月19日Kineseren週報（1937年
改名為UTSYN），報導「挪威路得會在華宣教協會」於老河口召集鄂北豫西等
地長老選出中國籍牧師的消息。左上：新出爐的四位中國籍牧師與眾教會長老合
影紀念歷史性的時刻；左二：1927年韓修敬牧師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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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黃昏，韓牧師領著一家人在狹隘的屋內舉行家庭禮拜，桌

上的油燈昏暗，剛滿五十歲的韓牧師看不清聖經上的字，或許他也想趁

機訓練18歲的獨子仁甫，便與他調換座位，讓他到近油燈的床邊坐下，

來朗讀聖經，韓牧師自己則到門邊位子坐下。突然幾個身影闖入院子，

還未及分辨究竟，只聽砰砰兩聲槍響，韓牧師應聲倒地，慌亂中仁勇立

刻止血急救，她是河南大學附設護理學校畢業的，隨身帶有救護箱，但

兩槍正中韓修敬要害，已回天乏術。韓仁彬說「土共」進屋隨意翻翻，

沒拿走什麼就離開了。

這些記憶，是仁彬聽她母親徐慕貞說的，自己雖不在現場，卻是她

母親親歷的情節，也深深烙印在她的腦中、打進她的心裡，牢固的程度

彷彿她也曾置身現場一般。在她漸漸忘事之後，這個記憶卻不曾有絲毫

的磨滅，每次講述這段，她都說得鉅細靡遺、有條不紊。

我搭電梯直上三樓，回到神學院宿舍，把我的新發現告訴母親。

我說，1945年春天韓修敬牧師還在世，而他也是在1945年去世。

      圖五   1942年韓修敬的全家福，前排座者左起：徐慕貞、韓修敬；後排左起：韓
仁彬、韓仁勇、韓仁甫、韓雪峰(仁浩)、韓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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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沒有特別的反應，僅輕輕地問：「是嗎？」過去，我多次問母親，

外祖父是那一年遇害的，千篇一律的回答是，「記不清了」、「真的記

不得了」。長年以來，我覺得母親沒有特別的悲與喜，就連與她青梅竹

馬、感情篤深的丈夫過世，在我印象中，母親沒掉過眼淚。

我分析給母親聽：「日本無條件投降是在民國34年8月15日，而那

年的春天確定外公還在世，您從北山回去見到外公墳，和外婆相聚之

後，不是又折返淅川與學校會合，翻越秦嶺去了西安嗎？那麼，外公遇

難的時間不至於晚至七、八月，大約是在春夏之交，對吧？」我推理式

的把時間範圍縮小，我極想弄清楚究竟是幾月遇難的。但以上分析，對

一位近八十歲的老母親來說，實在太複雜了，但我心一急，明知有點強

人所難，卻仍追問：「舅舅指給您看外公墳時，天氣是熱還是冷？」那

畢竟已是七十年前的事，誰還能記得七十年前某一天的氣溫？果不其

然，母親脫口又是「不記得了」。我還不放棄，再補上一句：「當時

穿長袖、還是短袖？」此時，母親偏著頭，兩眼望向遠方，說：「大

概……麥田收割了吧！」麥田收割是什麼時候，我上網查河南地區的收

割期，大約是五月下旬到六月初。

隔天一早，一進檔案館便對艾立克（Erik Kjebekk）說，韓牧師過

世這麼重要的消息，應會刊於周報或有正式紀錄吧？艾立克是這裡唯一

的檔案館員，在第一天我說明來意後，很慷慨的對我說，裡面所有的檔

案都可以複印。我並推算，依當時的傳播條件，撰稿之後從中國越洋傳

訊至挪威，並經過編輯、排版及印刷，配合周刊的固定刊期，保守估計

至少得耗上兩、三個月，於是我請艾立克查查6至9月的官方紀錄。

不出半個鐘頭，艾立克叫我：「利百加（Rebecca），妳看這條訊

息。」我抬起頭，看著他捧著裝釘厚厚的周報急急走來，攤在我面前，

指著周報版面右半邊中間下方的一篇文章，說：「這則消息提到韓修敬

牧師之死，是一位年輕宣教士維克寫的。」我問他裡面寫什麼，他以食

指順著一行行的挪威文，用英語一句句讀出來，這篇標題為「一位基督

徒的見證──紀念韓修敬牧師」的追思文，刊於1945年9月30日UYSYN

（《中國宣教週報》的縮寫名稱）第二版（圖六）。我將聽到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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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顫抖的手快速記下中文，全文如下：

圖六   奧古斯都．維克(August Vik)撰「一位基督徒的見證──紀念韓修敬牧師」，刊
於1945年9月30日UTSYN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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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來一個令人悲傷的消息，韓修敬牧師在淅川郊區

遭土共槍殺，我們在中國的傳道工場損失了一位優秀的牧

師。

韓牧師出生於河南鄧州，幼年就讀宣教士所辦的小學，

從老河口師範學校畢業後，到鄧州擔任老師。韓牧師逐漸顯

露出傳福音的恩賜，於是被呼召為宣教團的一員，在教會推

薦下，韓牧師進入首創的神學院，於1926年12月畢業。

1927年春，中國局勢日趨混亂，傳教士都準備撤離中國，

在赴上海之前特別按立四位華人牧師，韓修敬是其中之一。

在動蕩艱困的時期，韓牧師與其他三位牧師都能團結的堅

守崗位，並肩負起北部河南老會（老會即區會）的副會長多

年。

1931年以後中國內地信主重生的人日漸增多，韓牧師是極

受人注目的「重生牧師」，凡他講道之處必有人感動而信主

重生，他常去鄰近教區講道，也是同樣的情況，聖靈帶領著

他們得救。

1933年春，韓牧師與米耶爾韋（Mjelve）教士被差派至東

北開拓傳福音的工作，他是當時重要的顧問牧師。

韓牧師的個性親切，在各方面都秉持公正而守信，也是

謙卑的基督徒。當我年輕剛任宣教士時，初至鄧州，很快與

韓牧師結為好友，因一起配搭工作，更使我們的友情加增。

我來東北的這幾年一直與他保持聯絡。

可以確信的，韓牧師是位好品格的基督徒，也是上帝賜

給我們的禮物。他是轉化人心的典範，也是宣教事業上最佳

的夥伴。

願我們的主安慰哀傷中韓師母及他們的兒女。

韓修敬牧師得年五十，願一切對他的追思都得到祝福。

奧古斯都．維克（August Vik）11

11　刊於UYSYN週報1945年9月30日第24期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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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艾立克的翻譯，我心頭立刻湧上濃濃的愁悵與疑問。韓修敬在

最顛沛的流離的時候，尚且在各牧區「作些遊歷工夫」；烽火連天時，

冒著生命危險把至親家人接來，什麼艱險都能挺過來，為何躲不過突如

其來的兩顆子彈？戰爭已進尾聲，二十多年來無私奉獻的牧師生涯，為

何最後無緣捱到抗戰勝利，享受一家團圓的喜悅？

追思文中並未提到遇害的確切日期，此時已不重要了。不過他死

於何人之手？我好奇的問。艾立克再從週報中找答案，以清晰的英文

讀出“communist robbers”，挪威文是“KommunistrØvere i nærhet-

en”，翻譯出來應是“共產黨的搶匪”或“共產黨土匪”，與母親口中

傳述的「土共」說法一致。怎麼知道是「土共」？挪威的周報也如此刊

載，因未進一步查考，目前對此尚一無所悉。

身為老么的母親，在懵懂的孩提時期，她的父親已是奔走在鄧、淅

兩地小有名氣的牧師，十三歲離家至500公里之外的開封女中讀書，對

父親早年的經歷所知並不多。維克的短文簡述了外祖父的生平，多少填

補我對他早年的空白。

韓修敬生於1895年，清光緒21年，這一年史學大師錢穆、文學家

林語堂相繼誕生；死於1945年夏天，得年五十，同年四月美國羅斯福

總統也與世長辭。

四、一捲三十年代的紀錄片

發現追思文的當天下午，又出現一件更令人稀奇的檔案，更加深我

對外祖父的孺慕之情。

神學院一樓右側是謝福德牧師（Frode Steen）的辦公室，能住進

這所神學院宿舍，就是由他安排的。他指著辦公室牆上掛的一幅鄂北

豫西交界的區域圖，以流利的中文對我說：「挪威第一批宣教士是在

1891年到中國，當時『挪威路得會中國宣教協會』（Norwegian Lu-

theran China Mission Society）的宣教總會設在老河口，」他指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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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南交界的老河口，地圖上有一個小圓點，說：「這裡就是我們最

早的宣教地點。」（圖七、八）地圖上還有許多小圓點，標示出早期的

宣教據點。老河口位在湖北、河南交界，漢水與丹江的交會口附近，自

古以來即是客商往來的必經之地，清末時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中國內

地越往西走就越貧窮，挪威宣教團體來到中國，選擇在湖北北端的老河

口落腳，初期的十年非常艱苦，一些宣教士因水土不服或染病而死的有

好幾位。12「當1900年義和團殺害西方宣教士時，挪威的宣教士幾乎都

撤離回國，隔年秋天平息之後，又陸續回到宣教區。1914年成立『中

華基督教豫鄂路得會』（簡稱NLM），往湖北與河南兩地區展開宣教工

作。」謝牧師簡略地介紹挪威路得會早期宣教的歷史。他辦公室裡還掛

著另外兩幅老地圖，一幅是與上述同區域的立體地形圖；一幅是清末的

中國疆域圖。

12　�杜聖恩，《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教會史略：挪威信義差會來華百年宣教史略1891–1991》，
臺北：中國基督教信義會，1994。

圖七   2006年8月攝於奧斯陸福由侯格神學院，前排左起：韓仁彬、張璉；後排左
起：神學院院長沈思德牧師、中國宣教部主任謝福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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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十、瘦高個兒的謝福德，應超過190公分吧！他是福由侯格

神學院的教師，也是挪威路得會宣教機構（NLM）中國教區的主任，曾

在臺灣宣教十餘年，帶有臺灣國語的口音，聽起來倍感親切。自大陸改

革開放後，他把重心移往河南，但對六、七十年前的韓修敬並不清楚。

當天下午，謝牧師問我：「我這裡有一捲老紀錄影片，大約是三十

年代拍的，妳有沒有興趣看看？」對老舊的東西我一向感興趣，何況是

三十年代的片子，當然要看。

謝牧師親自把35釐米膠捲的大圓盤放到機器上，我們仨坐在階梯式

講堂的最前排，很像小時候在電影院裡期待放映的心情。一道白光從背

後射出，眼前一片佈滿雨絲的黑白畫面，除了機器聲，偌大的講堂一片

寂靜。

靜默中，揭開了七、八十年前的中國樣貌。最先映入眼簾的是，

攀爬在群山峻嶺上的萬里長城，堅實的碉堡、高大厚實的城牆，隱然透

圖八   此圖為鄂北豫西交界的區域圖，即挪威在中國宣教的版圖，掛在謝福德牧師
(Frode Steen)的辦公室牆上。



74

  

第
六
十
一
卷
第
四
期

著倨傲而堅毅的姿態；有北京城的建築，如圜形圓頂的天壇，巨大牌匾

「祈年殿」三個大字清晰可見，最大的古建築群──重簷飛翹的紫禁

城，城門的龍頭、門前的石獅子都成為焦點。一位老外舉起手來觸摸漢

白玉雕刻的龍頭，以自已身高的比例襯托出龍頭的高大壯碩。每隔幾分

鐘便以全黑的畫面，從兩、三行反白的挪威文標出內容主題。鏡頭也

跨出了北京城，先是到近郊的明十三陵，繼而到山西的平遙古城。接下

來，觀看北京大街上的市井人物，如喜慶隊伍、駱駝商隊與來往交錯的

人群；還有一群悠閒跪坐在地的駱駝，並以特寫入鏡，只見駱駝的大嘴

左右張闔的嚼啊嚼，饒富趣味；還有頭戴高聳僧帽的喇嘛們，進進出出

喇嘛廟；佈滿皺紋的手，快速撥著佛珠、口中念念有詞的老人，都成了

鏡頭捕捉的對象。鏡頭裡一張張害羞、驚訝的面孔，無論男女老少，他

們的眼神都傳達了對拍攝者或拍攝器具的好奇與新鮮。

從反白的羅馬拼音文字，我識出老河口、鄧州的地名，知道鏡頭將

帶到這些地方。一群穿深色長袍的洋人圍坐一起，一位中國老師教他們

學中文，從一致的嘴型，曉得正在發同一個字音。老師在赭紅色的磚牆

上，以粉筆寫上「中國」兩字，挪威人也拿起毛筆在宣紙上依樣畫葫蘆

的寫下；還有洋教師教中國人演算數學、發考卷進行測驗……。從影片

中，看到了洋人是怎樣學習中文，也看到了中挪雙方在知識上的互動與

交流。

帳篷外，一位穿長袍的人，手提著鑼不斷地敲打，人群應著噹噹

的鑼聲陸續出現，一位穿西服戴紳士帽的挪威人和兩位中年人引著大夥

聚攏，佈道會快開始了。此時，另一位穿長袍的，手持細長木桿，在到

眾人面前，指著身旁大木架上掛著的大字報，帶領會眾開口唱詩，小孩

子站在前排，後面簇擁著男男女女，他們都張著嘴唱：「天國近了，時

候到了，務悔改須及早……。」他們的表情與嘴型，顯示出對這首詩歌

熟悉的程度。接著是一位圓圓臉、光著頭，同樣是一身長袍的人步上臺

階，登時，一張熟悉的臉孔跳出來，那原是一個平面、靜止的熟悉影

像，怎麼此時躍入眼簾的是能說、會笑且是立體、活動的？我幾乎跳

起來，叫著：「是外公，是外公！」轉頭看母親，她臉上漾起淺淺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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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正是韓修敬！他笑瞇瞇的站上木臺，把一捲繪有十字架的海報攤

開，放到木架上，以一本聖經壓住海報上緣，海報下擺隨風飄動了幾

下，韓牧師站上一個克難式的小講臺開始講道，他揮起雙手，身子隨著

目光左右移動而轉動，嘴巴不停地開闔，臉上始終掛著笑容，每個揮動

的手勢都極有力道。從鏡頭中看到他跳下講臺，站到海報旁，以細長木

桿指著十字架的中心，又繼續講道，鏡頭停格在他及現場群眾約數分

鐘，從他的神情與手勢，似可感覺七十多年前鄧州佈道會現場所散發出

的魅力與熱度。

謝福德牧師不經意的一問，竟讓一份塵封已久的影像「出土」。

裡面收攝的主人翁竟在二十一世紀與一位不經意的觀看者有著親密的關

係，那是一種極難說清楚的微妙之感。

原本只是相簿裡一張平面的樣貌，瞬時之間轉化為真實、立體而有

生命活力的影像，一切都在靜默中發生。影片雖是無聲的，卻又彷彿聽

得到鑼鼓聲、眾人齊聲唱的歌聲，甚至是鏗鏘有力的講道聲，這難道不

是奇蹟嗎？保存這捲影片的謝福德也直呼稀奇！

影片還介紹了社會救助工作，例如老河口福民醫院的醫療情況；瞽

目院學生讀點字書、手工編織竹製品；信徒們把纏身已久的鴉片煙桿，

丟入一團火堆燒燬；還有鄧州的農村、市集與民間生活等等。這捲攝自

1928至1940年代初的影片，全長五十分鐘，紀錄了上世紀三、四十年

代的中國社會，也重建了我的家族記憶。

五、意外的影像紀實

次日晚上，謝牧師邀請我們到附近的中國餐館用餐，一位老紳士也

在座。謝牧師介紹他就是影片拍攝者勞牧師（Olafur Olafsson）的兒子

約翰尼斯（Johannes Olaffson）（圖九、十）。又是一個驚喜，能與拍

攝影片的後代如此貼近，且在極短的時間裡見到，彷彿當年的勞牧師就

在身邊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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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頭華髮的約翰尼斯，高大英挺，兩眼炯炯有神，81歲，冰島人，

幼時在鄧州住過幾年，後來當醫生，2000年才從衣索比亞行醫退休，

定居挪威。他應謝牧師之請，特地搭兩小時的車程來到奧斯陸與我們見

面。約翰尼斯一見到母親，便說，記得她小時候的模樣，還說小時候與

她哥哥仁甫比較熟。母親說，當時她年紀太小，僅知有他這個人，印象

中他滿調皮的。

用餐一半時，坐我正對面的老醫師打斷大家談話，鄭重地表示，要

圖十   作 者 與 勞 牧 師 的 兒
子、81歲的約翰尼斯
(Johannes Olaffson)攝
於福由侯格神學院教
職宿舍前。

圖九   紀錄片的拍攝者勞牧師(Ola fu r 
Olafsson)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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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他父親是怎麼拍製這部影片的。

約翰尼斯說道：「有一位美國記者來到中國來採訪，對中國並不熟

悉，又不會講中文，於是請我父親當翻譯。美國記者是個專業攝影師，

帶著最新的攝影器材到中國各處拍攝。

「他們從北京城開始，先拍攝北京附近的名勝古蹟，也拍下各地

的風土民情，包括喇嘛教、寺廟都拍下來。最初是我父親帶路，後來反

而跟著美國記者走，他們跑遍了許多地方，漸漸的他也學會一些攝影技

術。後來，他到上海買一套攝影器材，學著美國記者拍下中國各地風

光，也拍攝了路德會在中國宣教的情形。」

原來，勞牧師的攝影是先效法美國記者，拍下屬於中國北方的特

色，如長城、天壇、頤和園及駱駝等等都拍了進去，繼而報導挪威宣教

士在河南的工作概況。在拍攝教會活動時，就是以韓修敬牧師牧養的鄧

州福音堂做為紀實對象。他把捕捉到的中國印象，全都攜回挪威，成為

一份非常難得的歷史檔案。

就是因為七、八十年前的一位「好事者」，願意把意外學得的新

技術，以實驗的方式應用在動態的膠片上，不僅拍攝挪威教會的宣教紀

實，也捕捉了當時的中國印象，還意外留存了一段超乎他想像的生命紀

錄。只不過，隨著時空的轉換與推移，這些影像藏放在挪威一所神學院

的檔案館，無人聞問。也萬萬沒想到，有一天，與影像中的人物有著血

脈相繫的後輩，為尋找家族的根源，從地球遙遠的另一端追踨而至，而

沉寂七十年的中國牧師韓修敬，竟以具生命活力的影像，再現人間。

六、「觀看」與「再現」

近幾年來，陸續出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各地的檔案館不約而

同的發掘一些重要的歷史影像，例如2006年在澳洲坎培拉的國家影音

檔案館，發現一捲1896年10月由法國攝影師馬呂斯歇斯特（Marius 

Sestier）以35釐米黑白膠片拍攝的默片「怪誕選手」（Patineur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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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que），拍攝地點就在墨爾本，雖僅一分鐘的長度，卻是佐證澳洲電

影史的珍貴史料，也是世界電影史上僅存少數的初期作品。13

又據2010年1月5日日本《每日新聞》報導，2009年9月一位加拿大

學者在美國華盛頓公立檔案館中發現一捲膠片，內容是1945年9月11日

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後的街道影像，此影像是美軍救護船上的船員從長崎

港岸邊以彩色膠片拍攝的，其真實性經長崎和平促進會影像資料館員深

崛好敏的確認無誤，目前被公推為原爆後所見到最早的影像。14

2006年夏天，我在奧斯陸的福由侯格神學院檔案館裡，意外發現

了冰島籍勞牧師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拍攝中國鄉間的影片，它的歷

史價值與現代意義將重新界定。

這些例子使我不禁回想，自十九世紀末法國盧米埃兄弟（Auguste 

Lumière、Louis Lumière）�以首創的電影放映系統，在巴黎大咖啡館

（Grand Café）公開放映「落湯雞的園丁」、「火車進站」等的精短影

片，因過於逼真而產生的笑料與驚嚇效果，使巴黎人大開眼界，從此動

態的影像便為人類的「觀看」打開新的視野，也增強了人類的記憶能

力，人們可以突破時空的侷限，「觀看」古今中外與萬物百態。

關於「觀看」的方式，美國文化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1926–）在《觀看的方式》（1972）一書指出：「每個影像

都具現了一種觀看方式，但是我們對影像的感知與欣賞，同樣也取決

於我們自己的觀看方式。」15他以為人們的知識和信仰會影響觀看事

物的方式，並釐析了影像與觀看者的區別。在此基礎上，2001年美國

傳播學教授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與莉莎．卡萊特（Lisa 

Cartwright）合著的《觀看的實踐》，則進一步從視覺文化的理論分

析，討論攝影真實的迷思、影像與意識形態及影像的價值等等，指出

「觀看」（to look；looking）是一種目的性與方向性的活動，也是主

動為這個世界製造意義的一種行為，所以掌鏡者以影像來「觀看」，是

13　http://makingmuseum.tnua.edu.tw/emnews/news/626

14　�http://big5.ce.cn/gate/big5/civ.ce.cn/main/todaynews/201001/06/t20100106_20748858.

shtml

15　�（美）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
社，2005），頁13。（原著“Ways of Seeing”於197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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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主觀的取捨與選擇，並注入個人情感而賦予意義；不可忽略的，在

看與被看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不斷變動的辯證關係。16故此，史肯特與

卡萊特二人指出，影像的「再現」，可視為觀看者對影像所製造的意

義或賦予意義詮釋的一種過程，換言之，「意義」並不存在於影像內

部，而是在「觀看者對消費影像、流通影像的那一刻生產出來的」。17

受到該書的影響，筆者除了從影像情境的直接反射，或所謂的「內涵意

義」（connotative meaning）來感受這部古老紀錄片外，也嘗試從文化

意識或詮釋者的角度，「再現」這部影像的「外延意義」（denotative 

meaning）。18

雖然目前掌握的資料有限，但據我所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位冰

島籍的傳教士，攜著年輕妻子與兩名幼子，從北歐漂洋過海來到一個並

不安定的中國，住在相對落後的鄧州。與其他宣教士一樣，他必須與當

地中國牧師一起配搭工作，韓修敬牧師正是他的搭檔。在一個特殊機緣

下，他學會了攝影，並在上海購置一架攝影機，當時攝影機的價格非常

昂貴，是否獲得挪威路得會總會的支助不得而知，不過，我推測最初實

驗性質大於工作紀實，只是持續十餘年（1928–1945）的拍攝歷程，

原來生疏的操作技巧早已變得純熟，選取鏡頭的眼光也越來越精準，這

些細微變化想必已融入影片之中。至於勞牧師如何「觀看」中國？「觀

看」到什麼樣的中國？通過他的主觀意識想傳達什麼？這部紀錄片，在

封存七十餘年後，對於與之交會而有生命相繫的後輩而言，它的「再

現」又具有什麼意義？

從我個人感知與觀看的視角，對這部紀錄片做如下的分析：

（一）「我者」與「他者」

這部紀錄片是自1928年開始拍攝，對當時的時代背景頗值得多做

16　�（美）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莉莎．卡萊特（Lisa Cartwright）著，陳
品秀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Practic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2001），（臺北：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09），「導
讀」（陳儒修），頁4。

17　（美）瑪莉塔．史特肯等，《觀看的實踐》，頁30。
18　�瑪莉塔．史特肯等作者，引用了法國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影像具有雙

重意義，即內涵意義與外延意義，參見《觀看的實踐》，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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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當時中國剛從長達六年的「非基運動」中平復過來。「非基運

動」是指1922年上海一群學生因反對另一群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世界

基督教學生同盟」而組織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很快地引起全國廣

泛的迴響，從學生到大學校長，從知識份子到政府、政黨都有參與，

反教人士以宣言、報紙、雜誌、演說的方式反對基督教，雖然第一波僅

數月落幕，但其後的兩個浪潮則更劇烈，其間還牽涉到共產黨的計謀破

壞與從中操作，其複雜的程度可以想像，直至1927年底蔣宋聯姻，因

為宋美齡信仰基督教的背景，才使得政府、政黨對基督教的關係有所調

整，隔年發生了五三慘案，全國反日的情緒高漲，遠遠壓過「非基運

動」，因而逐漸平息。19然而，1926–1928年也正值北伐推進的時期，

各地反帝國主義情緒與愛國民族運動仍在，西方傳教士在長期面對一波

波的激烈排斥及生命威脅，不少人選擇撤離、返國，僅少數滯留上海，

例如何福大（Kristoffer Hovda）牧師夫婦，他們第一個孩子何愛鄰

（Ellen Hobda）就是在1927年12月誕生於上海，隔年戰火稍歇，這對

勇敢的夫婦抱著襁褓中的嬰孩又回到鄧州，何愛鄰幼年時便與我母親熟

識，其他的傳教士也多是在1928年後陸續返回中國。

如此激情的中國，對西方傳教士有著身家生命威脅的中國。不過，

在中國人的眼中，西洋人則是殖民主義的強權者、帝國主義的侵略者，

做為強權的入侵者是怎樣「觀看」中國？或者說勞牧師會以怎樣的視

角來「觀看」中國？許倬雲曾以「我者」與「他者」來解釋中國歷史文

化中的核心與邊陲，20自古中國是居中的「我者」，而「他者」是指僻

處邊陲的「非我族類」，二十世紀初一位來自邊陲、非我族類的「他

者」，卻同時又是象徵強權入侵者的其中一份子，如何通過鏡頭來觀看

一向以「我者」自居的中國？在「我是誰？誰是他？」的思維下，勞

牧師則恰恰反過來，他以「我者」的主觀，觀看一個龐大中國「他者」

的面貌，這個「他者」是曾對他造成生活的艱辛，甚至有生命威脅的中

國。但在他的鏡頭裡卻看不到戰爭，也嗅不到逼迫，他想要為「他者」

19　�詳見查時傑，〈民國基督教史（三）──「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1922–
1927）〉，《民國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1993），頁127–227。

20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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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住什麼樣的影像，想必都有他自己的主觀取捨。然而，其間是否帶

有一點入侵者的自大與傲慢，則值得一番審視。

（二）內部衝突與外部反差交互呈現

影片中所呈現的中國，傳遞出兩種極大的衝突與對比，一是反映中

國文化內部的自我衝突；一是反映由外部對比所呈現的內外反差，二者

交互呈現在影片中。

影片中隨處可看到中國內部存在著嚴重的自我衝突，如象徵中國

符碼的物質文明──堅實的碉堡、高聳的城牆、綿延六千公里的萬里長

城；有號稱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宮殿建築群──紫禁城；圜形祭天的天

壇；漢白玉雕刻的龍頭等等，都在在顯示，20、30年代的中國雖然帝

國瓦解、繁華落盡，卻仍然風采依舊、底蘊深厚。然而，卻也看見市井

角落盡是鬆垮的身軀、漠然的眼神，他們有的是抽大煙的、有敞著上衣

推獨輪車的，甚至還有後腦勺繫著辮子的男子、碎步踩著小腳的婦女，

不已經是民國十幾二十年了嗎？怎還有蓄著長辮子的人，民國初年不是

都剪去辮子了嗎？當初在滿清帝制的強迫下，不少人們為留髮抗薙而寧

捨性命，如今清朝亡了，卻又捨不得這條留了近三百年的辮子？當然，

還有更多的人乾脆剃個寸髮不留，因當時沒人告知留什麼髮型好，影像

中看到的「大眾髮型」就是「光頭」，就連韓修敬也不例外。

眼下的中國似乎瀰漫著矇昧、茫然又欠缺科學的文化氛圍，單薄的

身軀與富麗的中國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然而它們又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這種「觀看」下揭露出中國文化中內在的自我衝突。

另一個觀看的視角，是由外部世界對比之下呈現的反差。19世紀

後半期以後，不少西方傳教士進入到中國，尤其是到天災、戰爭接踵而

至的破敗角落，在資源不足、知識貧乏的內地農村裡，有不少人還沉溺

在鴉片煙霧中無以自拔，然而，宣教士卻在這些地方投入他們的身家性

命，本可留在條件較好的家鄉，為何選擇遠渡重洋深入中國民間？《聖

經》上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又說：

「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21影片中紀錄了一段紅十字會的救援，難

21　《新約聖經》，〈路加福音〉6章20節；《舊約聖經》，〈箴言〉14章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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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裡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從車裡送出一麻袋、一麻袋的日用物資，又

一小包、一小包的分送出去；還有，排列放置地上數十個木桶裝的白米

飯，大人小孩一個個蹲在地上大口扒著配給的白米飯，沒有配菜就單單

是白米飯，他們的表情告訴你很滿足了。依據拍攝的時間，筆者推測應

該就是1942–43年河南遭受一連串嚴重的水、旱、震、霜、蝗等天災

的時期。這個曾經是古代中州的文明地區，一千年前汴京周圍不是碧波

千頃、物產豐饒嗎？為何一千年後淪落至此，不僅無法自適自足還等待

國際救援？影片呈現的正是貧窮落後的中國與富裕進步的西方世界對比

下的極大反差。

如此貧瘠窮乏的角落，對自願犧牲物質享受與生活品質的宣教士

而言，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一片撒下福音種籽的好土。在勞牧師的鏡頭

裡，正反映出那片值得深耕基督之愛的地方。

（三）「觀看」中的關懷

自從16世紀中葉利瑪竇來華開始，西方傳教士多是秉持超然的宗教

情操與博愛信念，努力地把福音帶給中國，雖然中西方在基督教義的詮

釋與文化論述上，發生了長達百餘年的齟齬與爭議，即發生史上著名的

「禮儀之爭」，即至十八世紀雍正禁教，使中西文化交流受挫，然而禁

歸禁，各教派的傳教士陸續抵華未曾間斷。十九世紀在中國各地發生多

起對傳教士搶劫、毆打、燒殺的教案，並未因此而減損傳教士來華的心

志，從各國來華的傳教士仍一批批進入中國即是明證。挪威路得會宣教

士至1890年代以後才進入中國，已算是最晚的一批。他們身上已嗅不

到古維京人（Viking）的強悍氣息，上節提及出生於上海的何愛鄰，長

大後繼承父母志業，也成為一名宣教士，到新竹宣教二十餘年。80歲的

何愛鄰以河南腔的國語告訴我，自從維京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後，變得謙

和有愛，她的家鄉史塔萬格（Starvanger）有許多人都到中國傳福音，

有的就死在中國。我在檔案館裡發現幾張墓園照片，是埋葬一些病逝中

國或被殺害的宣教士墓園，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對負有使命感的宣

教士而言正是「生逢其時」，有時卻又不得己的「死逢其時」，那段時

期在中國傳教是要擔著喪命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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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半期，中挪兩國的人民因著基督的緣故，在鄂北豫西

的鄉村地區曾有過緊密的生命連結，抗戰末期（1945）戰事趨烈，挪

威宣教士紛紛撤離中國。自1891年「挪威路得會中國宣教協會」成立

後，第一批宣教士進入中國，至1945年撤離，前後約五十年，該協

會於1946年出版《挪威路得會在中國宣教五十周年記念集》上下兩大

冊，紀錄在中國五十年的宣教歷史。

挪威路德會除了傳福音之外，也設立聖經書院、育英中學等教育

機構培育人才；也提供不少具體的照護體系，如在湖北均州成立了「瞽

目院」（圖十一），收容視障的青年人學習手藝，院生們都必須學會讀

點字書，鏡頭中一位盲生以食指觸摸點字書，流利的讀出書中內容，我

推測那本書應該是聖經。此外，還引進不少新式的醫療設備，有不少青

年男女接受護理工作的訓練，影片中看到罹患各種怪病的患者到醫院求

診；有手術進行中的場景、手術使用刀剪的鏡頭，其中還穿插了一段醫

療敘事，有一名頭部生瘡的少年，從嚴重的腫脹，到漸漸消腫，再至可

以自己進食的療癒過程。（圖十二）

圖十一  湖北均州的瞽目院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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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者的自大與傲慢，相反的，他們在中國的活動，除以宗教形式的教會

工作外，還藉著教育、扶持弱勢及醫療照護等關懷形式，以行動來踐履

「神愛世人」也愛中國人的不變真理。�

七、結語

在檔案館裡，我還發現了韓修敬親筆的手跡──六封書信與一篇

札記。都是以毛筆書寫，字跡工整而端秀，文筆流暢而含蓄，可想像他

的儒雅風度。我觸摸紙張上的文字，感覺到外祖父的真實。書信內容主

要是向挪威康慈監督報告教會裡所發生的一些事，也有處理人事糾紛的

報告。唯一一篇是他讀聖經〈約翰壹書〉的手札，摘錄其中一部份，如

下：

約翰寫這壹書，是要送給那信奉主耶穌名的人，因為當

     圖十二   福民醫院的挪威籍醫生正為頭部受傷的少年治療，右一為鄧州韓耕三，為
韓修敬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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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會有異端邪說雜入其間，迷惑信徒，發展他的學說，約

翰有鑑於此，特藉真理生命的道，證明耶穌是基督……。這

書信的語言雖云不多，而內所包容的要道和妙理，誠為不

少。

這篇札記似乎也映照出他當時的處境，一方面是處於內憂外患的

時期，另方面他面臨異端邪說對教會的破壞，皆使他身心俱疲。但韓修

敬知道，既已接受上帝所託付的天職，要能從繁重工作中抽身，沉靜自

己，在咀嚼聖經經義之後，記下心領神會的啟示。多年之後，這張手札

意外地被外孫女親自發現，似仍能感受到當日韓修敬肺腑所發出的嘆

息。

韓修敬死在盛年，卻如同一顆落地麥子，死了之後卻有許多子粒在

各地發芽生長。他的踨跡隨最後一批宣教士返回遙遠的北國，沉寂在地

下室的檔案館裡數十年，但在適當的時刻，他卻出其不意的以充滿生命

躍動的身影「再現」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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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and “Reappearance” 

Traces and Images of Chinese Pastor Han Xiu–jing in 

Norwegian Archives

Rebecca Lien Cha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ewing sites or restoring history, 

the most genuine records are images and documents, especially 

images. In recent years, at archives around the world, some 

precious early images have been found. For example, in 2006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a one–minute 

silent drama film produced in 1896 was discovered; in Septem-

ber 2009, a roll of images on Nagasaki streets after the atomic 

bombing in 1945 was discover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 The reappearance of these action images have 

become extremely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film and for the history of a city after the atomic bomb.

The author grew up in Cao–tun, Taiwan, and in an attempt to 

search for the traces of his grandfather Han Xiu–jing’s in 2006, 

travelled to the Fjellhaug Skoler archives, at the northern sub-

urbs of Oslo in Norway. Surprisingly, the author discovered im-

age records and manuscripts from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archive collects historical records of Norwegian missionaries 

working in West Henan and North Hubei in China since 1892, 

being especially informative before 1949. However, since Nor-

way is located in northern Europe, it does not have a long his-

tory in exchanges with China, as compared to Spain, Portugal, 

Britain, and France. Although it collects Chinese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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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data, the academia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m, and they 

have been understudied.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Norwegian ar-

chive, using field study and oral history forms, as well as meth-

ods such as induction, reasoning, and evidence–usage, during 

the visit. From scattered and unsystematic piles of data, the au-

thor discovered a crucial annual report, which was then used to 

trace an important report, which then led to a documentary with 

great historical value. The author not only gained a greater un-

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Pastor Han Xiu–jing, but also 

saw a microcosm of 1930s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old documentary, and discusses its contextual connota-

tive meaning, as well as the reappeared denotative meaning. 

The perspective based on “viewing” and “reappearance”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meaning interpreta-

tion of the images. Analysis of the visual records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both 

gained new research possibilities. 

Keywords：  Han Xiu–jing, Norway, viewing, images, intera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istory of Christi-

anity,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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