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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愛之名　酷兒影展

2016-11-13  記者 陳昶安 報導

第三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於今年十月22至30日於台北新光影城進行第一波的展出，今年的參展片

數較去年少，但片單品質仍在水準之上，且結合了柏林影展中「泰迪熊獎」的單元，讓策展影片

更多元、更具國際視野。除此之外，也開設了影人講座、工作坊等系列活動，邀請觀眾不只欣賞

電影，更能檢視每部片的創作理念，藉以了解LGBTQ族群。

酷兒影展常在電影播畢後邀請導演蒞臨現場指教。（圖片來源／陳昶安攝）

 

為愛連結　影展之於社會為愛連結　影展之於社會

近年來，有鑑於多元性別與同志平權的呼聲漸起，許多相關題材的電影、影展也隨之併入主流。

台灣的同志影展以「酷兒」（Queer）為名，目的就是要讓人們看到LGBTQ族群中包含的除了男

同志（Gays）、女同志（Lesbians），還有雙性戀（Bisexsuals）及跨性別

（Transgender）等多元族群。這些在過去常被邊緣化的性別意識，如今能以作品的形式在影展

示眾，除了成功達到電影的傳播效果外，也讓相關話題以更軟性而具體的方式植入社會。

本屆酷兒影展的主題為「為愛連結」，呼應首屆標語「愛一樣，一樣愛」與前屆的「愛無所不

在」，策展理念皆在宣達「愛」的力量與重要性。透過「為愛連結」，今年的影展希望能藉電影

作品串聯不同族群的人們，同時也反映了在日漸依賴網路的現今，影視作品的傳播對族群建構的

重要性。

第三屆酷兒影展主題宣傳片。（影片來源／Youtube）

在選片上，策展團隊自國內外，以相關議題為題材的作品中挑選，同時也接受國內製片、學生作

品的投稿。其中，題材的分布有基本的固定配額，主要常見的類型有情慾的呈現、藥物與疾病、

世俗的制約與以抗爭為旨的紀錄等。另外，在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下，作品手法和議題差異也清

晰可見。例如，韓國因社會風氣相對壓抑，同志議題的討論度不高、接受度也不廣，其同志電影

常圍繞著霸凌、悲劇、痛苦意識等題材；另一極端反例則如巴黎，浪漫而開放的民風使其成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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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第251期，頭
題「狂與直率　新行

銷思維」搭上時事熱

潮，結合國內外政

治、電玩產業等例子分析現象。本

期自由創作類文章表現優異，特殊

創作類型值得讀者共賞。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何肇耕何肇耕

你好!我是人畜無害
的大學生! Hello!
I'm a harmless
college student! こ

んにちは! 私は人畜無害の大学生
です! Hola! Soy un inofe...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邱琨皓邱琨皓

雖然上帝為你關了一

扇門 但千萬別忘了
他還會為你 關上所
有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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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族群票選第一名的理想城市，但也因此帶來不少社會問題，如濫用藥物、愛滋氾濫等，都能反

映在其相關電影作品上。

族群的比重上，男同志片總是大宗，其次是女同志片以及再次的跨性別題材。這和市場分布有很

大的關係，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在座談會上指出，男同志族群向來相對活潑，對於這類型的活

動常有很高的參與度。然而值得討論的是，酷兒影展雖意在推廣一般大眾對LGBTQ族群的認知，

主要消費對象卻仍多為圈內人，對於向外拓展還有待日後更多宣傳的設計。

 

同志影視轉型　題材更豐富同志影視轉型　題材更豐富

早期的同志片因受制於民風環境、法規政令的影響，呈現手法上較為隱晦，所探討的主題與情節

也十分類似。由於同志與跨性別者本身處於社會弱勢，在拍攝相關題材時則常流於呈現社會不

公、主角和劇情的悲劇性等；然而近年來，除了該群族的能見度漸漸起色外，成功帶出的話題性

也為這類的作品走出新的路。

以今年三月紅遍亞洲的大陸網路劇「上癮」為例，雖然不是電影作品，卻是一個以同志元素為題

材的成功影視示例。同志題材在過去的呈現公式中，常是兩個相愛的同性伴侶因顧慮家庭壓力、

社會眼光等問題，最終被迫拆散。然而在這部劇中，卻像完全抽掉了這個條件，兩個男主角除了

對自我認同仍有所掙扎外，在相處上，劇中的世界觀皆無異於一般異性戀情侶。撇除了常見的限

制後，觀眾能更聚焦在兩人的交流上，讓同性之愛不再只是隱晦而痛苦，劇情上也更有突破空

間、不落入公式窠臼。

網路劇「上癮」的成功還可歸因於兩位男主角出色的外型。（照片來源／娛樂重擊）

除此之外，許多非獨立製片的作品，仍因主角身分或導演釋義而歸類於同志電影，所欲探討的議

題卻不再侷限於單一主體。舉例來說，以性取向為同性戀的偉人傳記，如2014年的「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2010年的「吐司：敬！美味人生」（Toast）；或是多條主線並

行的主題敘事，並將同性之愛置於其一脈絡的經典泰國電影「暹羅之戀」（The Love of

Siam），甚至是刻寫跨族群如種族、階級的同志故事等作。

 

亞裔同志　雙重身分的碰撞亞裔同志　雙重身分的碰撞

在本屆的酷兒影展中，有兩部備受關注的電影分別為「北京遇上紐約」（Front Cover）以及

「那一夜，我在三溫暖」（Spa Night），此二作皆描述了黃種亞洲人身處美國社會中，對於自

身種族與性傾向的認同與掙扎。

「北京遇上紐約」描寫一個華裔設計師萊恩（Ryan）在美國時尚界拚命，卻因為自己的華人身分

而難以出頭，後來因任務之故被迫與中國影星寧（Nin）合作。在相處的過程中，萊恩代表著亟

欲融入美國社會、擺脫種族限制的陰柔華裔；寧則是有著強烈大中國主義的陽剛男人，兩者在認

知上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卻在相處的過程中找到認同的平衡、滋養了浪漫。本片以輕鬆喜劇的風

格，拍出多種文化的衝突與協調，其中，受西方教育與所屬產業的影響，萊恩對自身的同志身分

認同遠大於其為華裔的恥感；而寧在控訴西方資本主義、強調愛國情操的另外一面，卻藏著令他

無法誠實面對的性向問題。片中，萊恩的父親講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中國人像水，花了

時間煮沸，卻要一輩子來冷卻；西方人像沙，熱得快、冷得也快。」清楚地表述了不同族群思維

的差異、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禮節與文化。回歸本片，兩位主角雖然起頭起得不太愉快，最後或許

因為同根、出於相互的吸引，都磨掉了價值觀的差異，也藉此刺激了對自我認知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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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遇上紐約」電影宣傳海報。（圖片來源／影劇圈圈）

「那一夜，我在三溫暖」相較之下則顯得沉悶不少，片名看似暗藏波濤洶湧的情慾，刻寫的卻是

極為抑鬱的青少年對自我意識和家庭期許的掙扎。故事講述的是韓裔少年大衛（David）為分擔

家計，來到一間由韓國人經營的三溫暖工作。在枯燥的日子中，白天上考試衝刺班象徵他對社會

期待的負責，晚上則在三溫暖的工作中，透過窺視以壓抑自己蠢蠢欲動的性傾向。針對亞裔之於

美國社會的適應，本片導演著重在家庭內與家庭外的衝突設定，大衛因生於傳統韓國家庭，有著

強烈的道德情操，在認同自我與摸索的階段中，他常以最後的意識勉強抵抗著迷失。全片的拍攝

緩慢而陰暗，鏡頭時常凝滯在角色思考、掙扎的模樣，即使到了片尾，也未能讓觀眾有鬆一口氣

的解脫，反而是強烈感受到與主角並進的苦痛。

「那一夜，我在三溫暖」電影宣傳海報。（圖片來源／世界電影）

 

影展精神發酵　盼創友善環境影展精神發酵　盼創友善環境

酷兒影展策展人林志杰表示，創辦至今已屆第三年，對於引領同志電影趨勢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

成，希望在酷兒影展的推動下，台灣同志與跨性別電影能更貼近主流，同時也期許未來的策展人

能在議題的廣度與國際接壤部分有更多投入。時至今日的同志電影，有前述非以同性情誼為主的

敘事模式，卻仍多以同性戀的故事與遭遇出發，或許有一天，當「同志」二字不再被特別標籤，

如異性戀電影不會強調主角性向一般，這樣的性別意識在影視圈才能達到平等的共識。

在題材上，期許更多的電影能將同志視為一創作元素、而非主體，未來同志相關主題的電影能不

再聚焦弱勢面，而是能藉由該角色的特殊性，闡述一般題材所無法帶出的衝突點。族群議題藉電

影被看見，也藉影展被討論，酷兒影展除了每年皆是同志圈的盛事外，未來也有望成為影壇的一

大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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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寄生孤獨寄生

孤獨難逃，以舞台劇劇本方式呈現情緒的放血
與刮痧。

包種茶節　搶當一日政大人包種茶節　搶當一日政大人

2016年11月5日由國立政治大學所舉辦的
「包種茶節」吸引上千位高中生參加，各科系
不僅發揮創意準備精彩導覽，還有快閃表演活
動，現場熱鬧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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