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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書店　悄悄開張
汪彥彤 文  

閱讀的能⼒在⼈類的細細琢磨後，成為時間洪流裡不可或缺的美麗，就像擺渡⼈
⼀樣，閱讀帶著我們去思辨、去開拓、去改變。「閱」包含看、經歷及檢驗之
意；「讀」則有念、看及專攻之解釋，若只有讀「書」才稱得上閱讀，那⼜何⾜
掛齒？⽩紙⿊字之外的⼈事物才更值得去閱、去讀。《街⾓的書店》（以下簡稱
《街》）與《濃情巧克⼒》（以下簡稱《濃》）皆討論到這個⽣命課題，在思想
被箝制的時代背景下，那些亟欲發出的聲⾳、亟欲叛逆的思維將透過閱讀開啟⼀
個新的時代。

從街⾓開始　書香四溢
《街》描述了於⻄元1959年，佛蘿倫絲（艾蜜莉莫提梅飾）在丈夫過世後孤⾝來
到英國⼩鎮哈博洛。喜愛閱讀的她視書本為精神糧食、⼼靈雞湯，因此期盼能在
這裡開⼀間書店，將文字的溫度傳遞下去。然⽽，開店的過程並不如想像中容
易，對於掌權者⽽⾔，它打亂了⼩鎮的秩序、衝擊地⽅文化且挑戰權威，各⽅質
疑如雪片般⾶來。開張後，⿇煩與刁難接踵⽽來，在快要放棄時，是隱居森林的
怪男⼈布朗蒂希（比爾奈伊飾）和店裡打⼯的⼩女孩克莉絲汀（奧諾科尼弗塞
飾）作為⿊夜裡的星⼦，引領她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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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書店，⼩鎮裡的新氣象。（圖片來源／Transmission）

故事跟著優雅的⾳樂慢慢推進，似比貓步還輕的調⼦卻能撼動⼈⼼。其深刻之處
在於導演伊莎⾙拉庫謝以較輕的⼒道勾勒女主⾓的形象，藉由其他配⾓的鮮明個
性，烘托出佛蘿倫絲的淡雅以及蘊藏其中的強⼤信念。相比之下，《濃》裡女主
⾓的個⼈特質較為深刻明顯，顯著的形象及個性成為貫穿全劇的關鍵。

巧克⼒　撫慰你的⼼
《濃》很巧地也將故事的時代背景設定在⻄元1959年。北風颼颼的⽇⼦裡，薇安
（茱麗葉畢諾許飾）帶著女兒來到法國的⼩鎮蘭斯昆尼特，當時正值「四旬
齋」，齋期必須禁食，然⽽薇安卻選擇在這個時間點開⼀間巧克⼒店。⾝為外來
者的她不但未婚⽣⼦、不上教堂、穿著暴露且⾏為開放，種種舉⽌不被當時⺠風
保守的⼩鎮所接受，更是觸怒了鎮⻑雷諾伯爵（艾佛列蒙利納飾）。出乎意料
的，來⾃異地的神秘巧克⼒竟成為⼈們抒發情感、打破舊有觀念及重新思考⼈⽣
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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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安的巧克⼒店正式開張。（圖片來源／官⽅劇照）

雖然與《街》有著相似的⼤綱，兩者的敘事⼿法及偏重的元素卻⼗分迥異。
《濃》的文藝氣息以及著墨在周遭⾃然環境的鏡頭少了很多，不過因為聚焦在好
幾位鎮⺠與女主⾓之間的鏈結及故事上，所以劇情變化幅度⼤、節奏緊湊且⾼潮
迭起。

英吉利海峽兩端　上演相似戲碼
《街》與《濃》雖是相差⼗餘年的作品，表⾯上看來題材也不同，但兩者卻擁有
許多相同處。⾸先，時間點完全⼀樣，從英法兩國在地⽅上有權有勢之⼈，完全
凌駕在市井⼩⺠之上的景象可⾒⼀斑。⼈物設定上，女主⾓都是在沒有丈夫陪伴
的情況下到異鄉⾃⼰開店，不僅象徵女性獨立，更彰顯了她們想對⼩鎮有些貢
獻、有些影響、甚⾄是想開啟⼀個新時代的決⼼。

另外，對於鎮⺠的描繪也是有異曲同⼯之妙，他們的想法多半保守封閉，透過以
訛傳訛的⽅式來傳遞知識，你說我聽，我說你聽，⼀來⼀往之間沒有所謂尋求真
相這回事。這樣的安排增加了女主⾓推動改變的阻⼒，讓故事更有張⼒地突顯改
變的重要性。

不過，若以題材的吸引程度⽽論，《街》則略遜⼀籌。因為「書」比起「巧克
⼒」來得嚴肅很多，與「閱讀」的相關性也比較⾼，所以可能不會特別好奇究竟
文字是怎麼影響鎮⺠思想、如何改變傳統的。⽽⼜其敘事步調較緩，⼈物之間的
情感較含蓄，詮釋⽅法⾛內斂優雅的風格，所以整體故事較無⼤起⼤落的波動。

相比之下，《濃》不僅先透過巧克⼒這個不起眼的零嘴帶進主題，更描寫⼈與⼈
之間的各種事件，來滿⾜觀眾想要看更多故事的慾望，例如：被老公家暴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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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女兒唾棄的老奶奶以及婚後渴望卻得不到老公激情的女⼈，如何在薇
安的店裡藉巧克⼒解放被壓抑的慾望、訴說⼼裡的不暢快和下定決⼼改變現狀。

薇安透過巧克⼒與鎮⺠相處融洽。（圖片來源／官⽅劇照）

更引⼈入勝的是，薇安利⽤巧克⼒「閱讀」每⼀位顧客時，那真誠的雙眸⾜以將
這份⼒量渲染給鎮⺠，他們懂得閱讀⾃⼰，閱讀內⼼真正的渴求，最後願意揮別
傳統。這樣的感動，我想，是這部電影非常成功的地⽅。

新思想的撞擊　⾃由的美好
看似南轅北轍，卻不約⽽同地探討了新舊思想之間的拉扯與改變的⼒量。兩部作
品皆清楚點出當時社會結構下，⼈⺠內⼼對思想解放的渴望。把電影拆解開來，
會發現他們兩者都拋出了同樣的議題，即社會中少數有權有勢之⼈竟可以控制且
洗腦⼤部分⼈⺠的思想⾏為，抑制⾔論⾃由的發展。同時間，故事也呈現了解決
這個問題的⽅法，就是勇於挑戰。但勇氣怎可能憑空⽽來？

給⾃⼰勇氣前，得先覺醒。⽽我想以「閱讀」來詮釋整個覺醒的過程，因其是⼀
個探究、理解、領悟的歷程。不是⼀味地⼈云亦云，跟無頭蒼蠅⼀樣盲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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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探究、理解、領悟的歷程。不是⼀味地⼈云亦云，跟無頭蒼蠅⼀樣盲從，⽽是
找到⾃⼰後，再去找尋⾃⼰的觀點。那⼀剎那，會發現擁有⾃由意識的美好。我
認為，這是電影試圖想帶給觀眾的。

到頭來是閱讀⾃⼰的內⼼。（圖片來源／Transmission）

跳脫框架　享受閱讀
⽣活在21世紀的我們是否真的與故事裡⼤部分的鎮⺠有所不同？我們不再以訛傳
訛了嗎？我們不再以表象排除異⼰了嗎？是不是有更多新的體制去限制了我們閱
讀⾃⼰以及整個⼤環境的能⼒？⼜或者現在只是20世紀以另⼀種風貌呈現的樣
⼦？佛蘿倫絲是這麼說的：「每當我融入⼀個故事之後，總需要⾛到海邊，享受
淡出的感覺。」或許，先試著從體制、從框框中抽離吧，然後那無邊無際的⼤海
就像⼼裡最深處的聲⾳，值得且需要被閱讀。最後，會找到答案的。

縮圖來源：Transmission

      

 記者 汪彥彤

編輯 蘇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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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蘇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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