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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關於《她們》與我們的故事
記者 ⾼儷玲 文  

2019年上映的《她們》，改編⾃露意莎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的經典
名著《⼩婦⼈》，也是⼩說出版⾄今第七次被翻拍成電影。由於⼤眾對原著已存
在深刻的印象，加上先前已有好幾個電影版本，使這次的翻拍難度比以往更具挑
戰。沒想到《她們》⼀上映便造成轟動，更是被許多外國媒體喻為「史上翻拍最
成功的版本」，⽽究竟這部電影為何如此吸引⼈？讓我們⼀窺《她們》背後的祕
密。
 

不可或缺的「她」
《她們》是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編⾃導的作品，講述⾺區⼀家四姊妹
的故事，由⼆姊喬貫穿整部電影，並穿插其他三位姊妹，探討女性如何探索⾃
我、突破傳統框架。劇情的時空背景設定為186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採⽤倒
敘的⽅式敘述⾺區四姊妹成⻑的故事。以四姊妹成年後離家，各⾃所遭遇的⼈⽣
經歷切入，並且穿插她們年少時的回憶。為了讓觀眾能輕鬆瞭解故事的時間軸，
導演巧妙地運⽤畫⾯的⾊調做區隔，過去的童年片段是飽和的暖⾊調，⽽成年後
的畫⾯則是以灰階、冷⾊調呈現。

導演葛莉塔潔薇是著名的才女，同時擁有編劇、演員、導演多重⾝分的她，在各
個領域都很成功。2017年，她⾸部執導的電影《淑女⿃》獲得第90屆奧斯卡最佳
導演的提名，也讓她成為好萊塢史上第五位被提名的女導演。⽽在《她們》中，
同樣能看⾒葛莉塔深厚的導演功⼒，電影中多次出現四姊妹同時講話的橋段，然
⽽透過導演專業的場⾯調度及鏡頭安排，在觀賞時不僅不會覺得眼花撩亂，反⽽
能清楚地瞭解劇情的推演。

同時擔綱導演及編劇的葛莉塔，也在這部電影中展現改編的實⼒，不但將原著改
編得令⼈⽿⽬⼀新，也保留了原著原有的風采。導演以現代的觀點修改劇情呈現
的⾓度，適當地強化和弱化⾓⾊的性格及戲份，讓觀眾能輕鬆地理解原著，即使
故事的時空背景設定為19世紀，也不會感覺有世代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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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導演葛莉塔潔薇（右⼆）及演員們。（圖片來源
／《DAEDLINE》）

誰說女⼈⼀定要結婚？
電影的第⼀幕，是女主⾓喬坐立難安地等待出版社老闆的答覆。在當時，女性背
負了太多的社會期待，⽽為了不要讓⺟親擔⼼，喬選擇以朋友的名義投稿並匿名
刊登。 

「如果主⾓是女⽣，結局⼀定要安排她結婚。」——出版社老闆。

出版社老闆的要求呈現出當時的社會觀念，同時也是喬想打破的社會框架。

談及婚姻對於女⼈的重要，⾺區姊妹都有⾃⼰的選擇。⼤姊瑪格不同於喬嚮往⾃
由，更喜歡傳統家庭觀的她，是姊妹中第⼀位踏入婚姻的。⼩妹艾美則是看透婚
姻的真實⾯，當她被質問明明不喜歡未婚夫，卻因為他很有錢⽽打算嫁給他時，
艾美答道：「從結婚那⼀刻起，我的財富與未來的⼩孩都屬於丈夫。所以，婚姻
就是⼀種經濟課題。」不僅道出當時性別不平等的狀況，更說出許多女⼈⼼中的
無奈。

喬是⼀位嚮往⾃由、充滿想法的⼈，她討厭社會觀念將愛情視為女⼈的全部，在
電影中可以看到她時常為找尋⾃我⽽衝撞體制和拉扯。因此，終⾝未嫁的⾺區姑
姑便成為喬內⼼嚮往成為的偶像。然⽽她卻對喬說：

「沒有⼈能⾛⾃⼰的路，特別是女⼈，女⼈就要嫁得好。」——⾺區姑姑。

呈現出當時社會對於女⼈的刻板印象。儘管⾺區姑姑說出這番世俗的話，但我認
為，這個⾓⾊的存在卻為電影增添不⼀樣的⾊彩，讓我們看⾒婚姻未必是女⼈的
唯⼀選擇。究竟女⼈是否⼀定要結婚，這部電影留給觀眾思考空間，讓觀眾尋找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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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

喬不同於世俗，她認為女性不該被婚姻定義。（圖片來源／IMdb）

失去也許是獲得
片中我認為有兩⼤轉折點，⼀是喬在滿⼼歡喜地等待勞利從歐洲回來，打算與他
告⽩，不料等到的卻是⼩妹艾美與勞利結婚，⽽第⼆個轉折是老三⾙絲的過世。

勞利是⾺區家的鄰居，在四姊妹中他與喬的感情最好。⽽⾯對艾美與勞利結婚，
個性堅強且處處為他⼈著想的喬，為了不讓氣氛尷尬，只好在眾⼈⾯前將⾃⼰內
⼼的失落掩蓋，再獨⾃療傷。其實勞利曾和喬告⽩過，卻被喬以「他們不適合」
為由拒絕，勞利傷⼼之餘遠赴歐洲，成為⼀個處處留情卻不留⼼的浪⼦。然⽽，
是什麼原因讓喬回⼼轉意，想要與勞利在⼀起？我想，並不是喬真的愛上了勞
利，⽽是因為當時家中的狀況太過艱辛，喬將她對勞利的依賴錯認為是對他的喜
歡。雖然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對於喬無疑是⼀⼤打擊，但她也因此明⽩，其實⾃
⼰並不需要因為討厭女⼈被婚姻定義⽽否定愛情。⽽我認為這也為最後的結局做
了⼀個精采的伏筆。

電影中有許多橋段展現四姊妹深厚的感情，⽽⾙絲的離世，讓與她感情最好的
喬，受到極⼤的傷痛。喬曾⼀度在⾙絲⽣重病時放棄寫作，但在⾙絲過世後想起
⾙絲曾希望她繼續寫作，因⽽重新拾起⽻⽑筆，不眠不休地將他們四姊妹的故事
完成。

表⾯上這兩個情節喬看似是失去了⽣命中重要的感情和親⼈，背後卻分別有其意
義，喬也因此有所成⻑。失去與勞利的愛情，讓喬正視⾃⼰的內⼼。即使她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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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喬也因此有所成⻑。失去與勞利的愛情，讓喬正視⾃⼰的內⼼。即使她恨透
了當時普羅⼤眾認為愛情是女⼈的⼀切，也不該為此將愛情拒於⾨外。⽽失去⾙
絲，也讓她重新找回熱愛的創作，將作品完成，成就了⼀本經典劇作——⼩婦
⼈。

⾙絲去世後，喬⽇以繼夜把講述四姊妹的⼩說完成。（圖片來源／Yahoo
電影）

你，做⾃⼰了嗎？
《她們》不僅僅是講述⾺區四姊妹的成⻑故事，更是呈現了每位女性在尋找⾃我
的過程。觀眾看到四姊妹⾯臨困難時的掙扎與選擇，同時也能從中找到⾃⼰的影
⼦。電影的最後，喬成功出版她以⾃家四姊妹為原型的⼩說，⽽電影特別將⼩說
的製作過程完整呈現，從印刷、裝訂到上架，這個過程象徵著喬⾃我實現的進
程。

除了談尋找⾃我，《她們》更重要的是呈現出當時的社會樣貌——女性被婚姻綁
架，然⽽反觀現代社會，女性是否已經成功擺脫與婚姻畫上的等號？我想答案並
不盡然。即使到了21世紀，女性的價值仍時常被婚姻定義，已經⻑久存在於社會
文化。女性到了適婚年齡卻不結婚會被稱為「剩女」，反觀相同的情況發⽣在男
性⾝上則被稱作「單⾝漢」。⽽電影中藉由主⾓遭遇的困難，讓觀眾反思現代女
性於當代社會的類似處境，並理解婚姻不該是女性的唯⼀選擇。

不同於過往翻拍的版本，《她們》以現代觀點將《⼩婦⼈》翻拍的更加貼近當代
社會，更獲得奧斯卡獎六項提名的肯定。無論是劇情的編排、演員的演技，抑或
電影背後的意義，《她們》都是⼀部值得你花兩個⼩時細細品味的經典電影。

關鍵字：她們、電影、影評、奧斯卡、葛莉塔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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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她們、電影、影評、奧斯卡、葛莉塔潔薇

縮圖來源：索尼影業

      

 記者 ⾼儷玲

編輯 周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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