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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1  記者 洪上筑 文

「嘻哈文化」是台灣近年來十分當紅的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在街頭我們可以發現「嘻哈」的無所

不在，不論是在音樂或是穿著上，「嘻哈」成為一種具有強烈自我風格以及享樂文化下的代表，

但這也引發了爭議，許多人開始質疑外來的「嘻哈」文化深入台灣，是因為過度的商業化以及品

牌崇拜所造成的現象。

嘻哈與台客常常在網路上被討論著。　　　　　　　　　
圖／洪上筑

服飾帶動熱潮服飾帶動熱潮 嘻哈真偽難解嘻哈真偽難解

在美國身為次文化的嘻哈文化，因為全球化來到了台灣，但青少年把嘻哈文化當作流行資訊在接

收，並且用容易上手的方式，例如服飾方面，來表達他們所認知的嘻哈文化。真正帶動嘻哈文化

在台灣流行的其實不只是音樂，而是從美國移入台灣的許多嘻哈服飾品牌，例如MARC ECKO、

SEAN JOHN等等在美國知名的嘻哈名牌，它們利用嘻哈獨一無二的自我風格來引起青少年的興

趣，並且快速崛起成為一種流行；嘻哈明星們為廠牌代言，讓許多廠牌所推出的商品收到許多廣

告效果，藉由廣告的效益，嘻哈在近年來帶動了青少年次文化的商機。 酷愛自由，熱中反叛的年

輕族群，在廣告風潮的帶領下，成為嘻哈商業的最大消費者，以男性青少年為中心，逐漸擴大它

的流行層面，大家著重的已經不是嘻哈的文化淵源以及廣大的歷史脈絡，而是它的品牌服飾或是

配件，BBS的網友酷軍說：「嘻哈是一種精神，不必刻意強調它代表性的元素，例如舞蹈、音樂

等等……只要有嘻哈的精神，在穿著上就能顯而易見的發現嘻哈。」在台灣的街頭處處可見越來

越多人被歸類為穿著很「嘻哈」的一群，許多人沒有深刻的嘻哈文化背景，也沒有深入了解嘻哈

歷史，只是照著雜誌或是電視上的流行趨勢而走，漸漸地，嘻哈風從一種次文化轉變為服飾界的

潮流。

嘻哈服裝會蔚為流行，其中一個緣由是因為街舞。便宜且寬大的T-shirt以及垮褲都是為了易於大

動作的展現，除此之外嘻哈舞者以及歌手配戴的飾品，例如大項鍊或是耳環，使他們在鏡頭前光

鮮耀眼，而這樣的風格就成為許多行銷業者的商機，在商業化下的嘻哈文化，依照青少年模仿的

心態而建立起嘻哈品牌，讓不懂嘻哈文化的人也能夠同樣地崇尚此種風格。交大傳科系大四的沈

昭邦對於這些人，他提出了疑問：「穿這樣的衣服，真了解這種穿著打扮的意義嗎？」這樣的問

題一直都在網路、電視媒體上被探討著，也存在許多爭議，於是「假嘻哈」的名詞出現了，意指

沒有接觸過任何嘻哈文化卻只是穿著打扮屬於嘻哈風格的人們。台灣饒舌歌手茶米曾寫過這樣一

首歌「假嘻哈」(Faked like hip-hop)，裡面的歌詞提到「Everybody一起假嘻哈……褲子很低

帽子有很多，男孩不Hiphop女孩不愛他……」，生動地把嘻哈風格在台灣成為變相的主流文化以

及崇尚流行的青少年心態描繪出來。

商業化貶抑台客商業化貶抑台客 崇尚嘻哈崇尚嘻哈

在這樣的社會潮流下，商業界也把握住青少年對於流行的熱潮，把嘻哈以及台客文化當作商業的

手段，「假嘻哈，真台客」這樣的句子常常出現在網路論壇中熱烈討論，嘻哈文化以及台客文化

的界線區隔一直都是青少年十分感興趣的議題。而商業人士亦利用這樣的爭議引起話題性，例如

在去年五月，「多力多滋」舉辦的「台客尬嘻哈，你挺誰？」的活動，雖然是洋芋片口味的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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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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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活動，但其中不難發現台客跟嘻哈的對立情形，其實部分原因是媒體的炒作以及行銷手法的運用

。嘻哈文化以及台客文化單就歷史淵源來看是完全不同的脈絡，但因為穿著風格有相似之處，所

以會被拿來相比較。「台客」是台灣在地文化的表現，在近幾年來「崇洋」變成青少年追逐流行

的指標後，「台客」反而成為一種受人批評的文化，常常遭到「很膚淺，沒有深度」、仿效嘻哈

文化的批判。

多力多滋的廣告宣傳手法，利用嘻哈以及台客作為行銷手段。
　　　　　　　　　　　　　　圖／網路資料

台客文化比起嘻哈在台灣歷史更悠久，並且是台灣本土文化，本身與嘻哈不相衝突，交大機械系

大三莊康旻就對台客文化表示贊成：「台客是台灣不容忽視的文化代表。」但還是不少人認為台

客是仿冒嘻哈文化不成、反而流落十分膚淺的一種風格；網友Kawasakilan提出的台客論在多年

前曾在網路上引發爭執，他提到：「台客遭受批評，在於台客『似懂非懂』和『自以為是』的膚

淺仿效，台客並非真正瞭解嘻哈文化，僅是透過外在的仿效，忽略嘻哈文化的內在精神與意義，

因此才遭受抨擊與批評。」這樣的觀點在現今的青少年身上屢見不鮮，但令人疑惑的是，這些觀

點以及辯論所造成的原因，都是經過了一連串商業行為後，嘻哈文化被塑造成流行，以及台客文

化被刻意貶低造成廣大的話題性。

台客是商業化下的受害者，而嘻哈風格的服飾雖然表面上成為流行指標，但許多青少年現在只以

嘻哈品牌服飾價格來互相比較，造成嘻哈漸漸脫離了本身既有的意義、成為一項「流行」，然而

嘻哈不是一種流行，而是一種文化，大量的商業利益而使得媒體、廣告大肆宣揚嘻哈品牌。商業

化以及全球化雖然帶給台灣青少年新的流行指標以及服飾風格，但在追逐流行的過程中，嘻哈文

化所代表的真正意義以及文化價值才是應該被關切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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