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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再現的不可見之處：
性別、族群、國家、美學 
The Presence of the Invisibl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e

—編輯室的話

本期收錄五篇論文，都是關於影像的問題，也讓我們再一次從

影像的可見性，思考不可見的場域，包括性別、認同、族群、國家治

理、族群暴力以及美學的問題。

王君琦主編的「性／別與華語影視場域」專題邀請了三篇文章，

非常刻意地挑選了非主流的影像文本，探討這些影像所指向的更為貼

近時代卻為人所不見的現實狀況。在王君琦的〈在影史邊緣漫舞：重

探《女子學校》、《孽子》、《失聲畫眉》〉中，我們看到了新電影

敘事中被政府文化政策排除而處於邊陲地位的早期同性戀電影，如何

呈現了八十年代同志被再現與想像的種種痕跡。在廖瑩芝的〈幫派、

國族與男性氣概：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幫派男性形象〉中，我們看到

了解嚴後電影中幫派文化與挫敗男性氣概所透露的九十年代以降台灣

社會的價值崩毀與認同焦慮。在譚佳的〈新自由主義式的「邂逅」：

《非誠勿擾》與電視真人秀的性別政治〉中，我們看到了當前大陸流

行的「相親」節目真人秀，表面上依循著新自由主義市場的自由與開

放，實際上並沒有脫離電視產業從地方到中央的審查制度，反而更深

化了性別階級以及社會的結構性壓迫。

許維賢的文章〈人民記憶、華人性和女性移民： 以吳村的馬華電
影為中心〉，則重新揭起歷史過程之下被遮蔽的馬華僑民處境。在馬

來西亞，「華人性」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概念，充滿了社會內部的緊張

衝突，以及馬華移民自身的不安。馬來西亞華人的遷徙歷史最早可以

追溯至漢代，而唐、宋、元、明各朝也都有移民紀錄。十九世紀第二

次鴉片戰爭之後，大量的華工被英國殖民政府輸入馬來西亞，擔任採

礦或是橡膠園的苦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國大陸，則是

另外一波大量中國婦女遷徙到馬來西亞的移民潮。華人先後遷徙移民

馬來西亞，形成了複雜而重疊的在地意識以及族群認同。吳村拍攝於

1946-1947年間的幾部電影《星加坡之歌》、《第二故鄉》與《度日
如年》，面對了歷史過程中馬華社群與當地社會之間的緊張與不安，

包括三十年代移民馬來西亞的中國婦女如何同時經歷與目睹了日本天

皇、美國軍火、中國政府的治理，橡膠園地主對於外來勞工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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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共游擊隊以及同時期馬華社群的左翼實踐，中下階層華僑社會的

種種面貌。許維賢獨具批判觀點地指出，「馬華文藝獨特性」所強調

的此時此地現實星馬的地方色彩，反而抹滅了歷史中「非華非馬」的

華人性，以及目前被主流論述妖魔化的馬共游擊隊當年的抗日衛馬。

劉永晧的〈失衡的電影文本：分析王家衛電影《我穿越9000公里

為了把您點燃》中的引用、省略、中斷、斷裂與刪扣〉，則以十分奇

特的方式，談論影像所嫁接的文本，以及這種嫁接所構成的不可見的

美學運動。王家衛原本僅僅三分鐘的短片，被作者以大篇幅展開的方

式，談論影像中來自他方的異質元素。顯然，作者的意圖並不在於討

論這個三分鐘短片，或是其中引用高達《阿爾發城》的聲音與巴哈的

音樂，而在於從美學層次探討影像的「切分音」（syncope）運動，如
何組合了斷裂破碎的畫面與聲音，以鏡頭的中斷、省略、不連續與斷

裂，而造成了不連續「視覺震動」的感官美學。

本刊編輯室為了二十期規劃了兩個論壇：高橋哲哉的「福島：犧

牲的體系」，以及柄谷行人的「戰後日本的左翼運動」。這兩個論壇

都觸及了當前台灣社會所面對的尖銳問題。

高橋哲哉的《犧牲的體系：沖繩‧福島》在2011年的福島核災事
件之後一年出版，中文版於2014年出版。高橋哲哉長期思考國家暴力
的犧牲邏輯，不僅只是軍國時期的軍事擴張慾望，使得人民為了國家

而犧牲，更包括民主時期以經濟發展的公共利益為名，犧牲邊緣地區

的人民。在這一套犧牲邏輯的運作之下，政府政客與電力公司在檯面

之下進行利益交換，而各自獲利。我們藉著《犧牲的體系：沖繩‧福

島》的新書發表活動，特別邀請高橋哲哉來交通大學進行「福島：犧

牲的體系」的演講，並且邀請了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以及

清華大學社會所陳瑞樺進行對談。對於台灣而言，高橋哲哉所討論的

犧牲體系，是十分迫切而真實的問題。崔愫欣指出，以福島核災撤離

二十到三十公里範圍的十四萬人來比較，整個大台北地區都在台灣核

能二廠的撤離範圍，而核二廠周圍三十公里內卻又超過五百四十萬的

人口。此外，一旦發生了事故，輻射塵自然不會停留在核電廠所在地

的金山、萬里或是恆春，更不會停留於這個世代。陳瑞樺也指出，如

何揭露這一套被遮蔽的犧牲邏輯，如何思考可以共同居住的聚落以及

公共社會，則是更為重要的倫理問題。

柄谷行人2014年的訪台，也是為了他的《哲學的起源》新書發表
會。柄谷行人曾經於六十年代參與過「全學連」的學生運動，屬於安保

世代。過去二十多年來，除了研究文學理論之外，柄谷行人也持續投入

政治與哲學的書寫，包括《世界史的構造》、《邁向世界共和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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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政治，倫理21》以及《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等。柄谷行人最為
著名的構想，便是他所提出的「交換樣式D」─在更高維度上恢復氏
族社會「互酬─贈予」的微型世界體系之構想。在這個構想之下，使

得任何民間社會，無論是原住民部落，或是鄉鎮作為單位，甚至是都

市中的抵制都市化的社區活動，都能夠以「互酬─贈予」的模式來構

想單位與單位之間的交換樣式，而由內部抵制一國之內不同形式的

「資本─民族─國家」壟斷。柄谷行人所提出的這種微型的和平革命

行動，正是他所強調的合作社模式，或是無支配性以及自由平等的區

域性小型共同體。對他而言，D的來臨，是被壓抑者的出現：不分學
生、勞工、家庭主婦、或是任何市民，只要面對了不同角落的問題，

例如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勞工剝削、壓抑市民生活空間的都市發展

計畫種種問題，透過自由連結而站出來，這就是不得不出現的聲音。

我們藉著他來台進行新書發表會的機會，邀請他到交通大學針對

「戰後日本的左翼運動」的問題進行演講，請他從六十年代學生運動

以及左翼運動出發，來回應日本社會當前全面右翼化的問題，也同時

思考台灣的2014「太陽花運動」。我們邀請了汪宏倫提供他與柄谷行
人的對話，也刊載了林暉鈞以及劉紀蕙對於柄谷行人的閱讀回應。

唐慧宇的展評〈亞洲泛靈異響中的國族圖示：韓國媒體城市首爾

雙年展2014〉，以及王遠洋的影評〈普拉娣巴．帕碼的反身策略：
《真實之美：探索愛麗絲沃克》評論〉，為本期增加了視覺影像的豐

富思考向度。

劉紀蕙 

2015年6月於山湖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