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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1  記者 張雅晴 文

在主流的電影中，女性經常被邊緣化或是物品化。就算現今男女的社會地位已經不若以往懸殊，

電影中的女性角色依然以襯托男性為主。台灣早期的台語電影如「燒肉粽」、「危險的青春」等

片，在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下，卻賦予女性一個獨立而前衛的形象。這種形象成就了當時台語電

影的風潮，也讓「台灣電影」具有不同於西方電影的特殊性。

 

「危險的青春」在戶外的露天電影院放映時的場景。              圖片來

源：國家電影資料館

2008年暑假，海角七號在國內創下千萬元票房的佳績，讓民眾開始期待國片的再次興盛。但是大

多數人只談台灣電影，卻不知道台灣電影的歷史。其實在侯孝賢、蔡明亮、楊德昌等導演把台灣

電影帶入國際市場之前，台灣電影也曾經有一段輝煌的歲月，那就是五零年代到七零年代的台語

片時代。當時電影的平均製作時間為十天一部，產量相當驚人，台語片在當時風行的程度也可見

一般。國家電影資料館近年來開始整理這些過去的老電影，並將其數位化。雖然過去幾千部的影

片如今只剩下約三百多部，但還是足以讓現代人運用這些影片一窺當時社會的風貌。

堅忍不屈的女性意象堅忍不屈的女性意象

台語電影受到西方的影響頗深，劇情節奏、運鏡手法等等都十分接近當代好萊塢電影

。大量的模仿電影也在這個時候蓬勃發展，如英美的007、日本的盲
俠、香港的醉俠等等，都被仿製為台語片，只是為了版權與社會接受
度的問題，片中的男性主要角色全部換為女性。當時的台語電影中便
會有女龐德、女盲俠、女超人等外國電影中幾乎不曾出現的女性角色
。包括仿製外國的電影，台語電影有個共通的特色，就是影片中的「
孤女」形象。孤女指的是女性在失去丈夫或是家庭的庇蔭後，卻仍然
咬緊牙關生活下去的形象。 由辛奇導演拍攝的台語片「燒肉粽」，
主要講述一個受人陷害而失去家產的父親，與他三個年幼兒女的故事
。大女兒擔起了一切重擔，照顧受傷的父親和弟妹，不願意接受施捨
而在半夜上街賣燒肉粽。同樣是辛奇導演的作品，「危險的青春」則
描述不甘於幫母親顧麵店的年輕女孩，愛上一名浪子並且被他欺騙去酒店賣身的故事。台語片中
的女性形象就如同這兩部電影所呈現的一樣，悲苦卻又有著異常堅強的生命力。

「燒肉粽」中貫穿全片的靈魂人物─大女兒秀娟，有著日本鄉土劇女主角「阿信」般刻苦耐勞的

情操，襯托出父親在失去事業之後的懦弱及無能。而她的媽媽在父親的情婦設計之下，被父親誤

認為偷情，兩人因而離異。一般來說，過去的女子在失去丈夫之後就如同失去經濟依靠，生活應

該會慘不忍睹，但是劇情設計卻讓她擁有自主的經濟能力，過的十分富裕。「危險的青春」中，

女主角與母親吵架離家後，被男主角介紹到酒店工作，甚至還供應男主角的生活開銷。而她的母

親自己擁有一家小麵攤，也用這些收入來供養情夫、博取情夫的歡心。由於劇情違背倫理，又有

多場性愛的橋段，「危險的青春」被認為是台語片中的特例，但其表現出的女性獨立自主、男性

的軟弱卻是和其他台語片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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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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肉粽」DVD封面。圖片來源
：PC Home 網路購物中心

為何會有「孤女」的形象產生，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蔣淑貞表示這些以女性為支撐的

台語電影，和西方以男性氣慨為主的電影有著天壤之別，反映了當時台灣的經濟體系的轉型。由

於當時的台灣社會正準備由農業轉向工業，農村的人民紛紛外移到城市尋找工作。而台灣最早的

工業基礎便是紡織業與家庭代工，女性在這些工作上的優勢是遠遠大過男性的。一改過去農業社

會時，男人的價值永遠高過女性。台灣剛轉型成工業社會時，對於資本家而言男女的勞動力價值

幾乎是平等的。

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帶來了電影技術。這些持續受到戰敗的羞辱的外省人成了台語片早期的導演

。這些不太會說台語的人為了迎合多數台灣人的口味，因而拍攝台語片，但是影片中卻處處可以

見到男人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來自戰敗情緒的延伸，也來自於受困在台灣、失去行動力的窘境

。另一方面，當時社會上外省人優於本省人、商人優於農人和工人等不平等的處境，也透過台灣

本土的導演將這種有些自卑情緒投射在影片中。台灣本身就是一個被殖民的移民社會，沒有傳統

的大家族文化，更沒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只有市井小民的生活百態最能搏取觀眾的認同。台語

電影就像是一個新媒介，讓當時的導演能夠呈現多元的新樣貌。

男性霸權依舊男性霸權依舊 
雖然女性是台語片劇情的主軸，但是不論這些女性多麼刻苦耐勞
，最後總是會回到家庭中。「燒肉粽」的故事結局，是秀娟的爸
爸發現妻子並沒有背著他偷男人，於是原諒妻子，一家大團圓。
「危險的青春」最後，男主角發現自己其實深愛著女主角，於是
拋棄酒店老闆娘，決定和女主角長相廝守。這些結局其實都脫離
不出男性霸權的框架，這也是台語電影的通病，在以女性為主軸
的電影最後，還是要加入男性來讓影片更「完整」。對觀眾而言
，女性角色的呈現若缺少男性的襯托，似乎也不那麼完整有力。
蔣淑貞表示，女人終究要回歸家庭倫理，這也象徵著傳統價值觀
的力量在當時仍然強而有力。

男人可以當浪子，只要隨時回頭就會獲得原諒，就算沒有經濟能

力也沒有關係。「燒肉粽」和「危險的青春」中，男主角擁有多

個性伴侶卻沒有受到譴責，還在片尾博得「好男人」的形象。社

會對女人的道德標準終究是比男人嚴苛的，女人在影片中表現出的自由、獨立還是建立在對男性

角色忠貞的前提上。也可以說，這是男性自尊最後的一點呈現。就算對外有再多的無力感，在男

女關係上，男性仍然要擁有主控權。畢竟當時的電影仍然以男性導演居多，電影難以抽離男性霸

權，也多少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況。女人被要求成為具有經濟能力、但是又要照顧家庭的萬能形

象，不只是在過去，也是當代社會普遍的思想。

台語電影在八零年代開始沒落，「孤女」的形象雖然持續出現在台灣文學作品中，卻仍然沒有影

像表達來的鮮明且普遍，於是這個台灣電影的特色便逐漸為人所遺忘。早在五零年代，台語電影

就擺脫了西方英雄主義的思維，以女性為主軸，創造出屬於當時社會氛圍的電影。在性別差異較

過去縮小的今天，西方主流電影卻也難以跳脫出固定的框架，女性物化、邊緣化的情形屢見不鮮

，而台語電影卻能夠在半個世紀前就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敘事語言，令人驚艷。也許電影不能夠代

表社會的全部，但是電影絕對與拍攝當時的社會密不可分。台語電影在今天重新被重視之後，藉

由挖掘電影中鮮明的台灣特色，也許能夠帶給正在重新起步的「國片」一個新的刺激，發展出一

個不同於過去、更加貼近大眾思維的電影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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