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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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品味標準　一生煩惱的課題品味標準　一生煩惱的課題

2011-03-20  記者 林宜芳 文

「松「松鼠只是打扮光鮮的老鼠，而都會女性，也只是打扮光鮮的村姑罷了。」在《個人意見之品
味教學中》，陳祺勳用詼諧的嘲諷語句，帶領讀者用勢利的放大鏡檢視時下流行的品味標準，解

讀品味的精髓。也許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什麼樣的人可以被稱為「都會女性」、「文藝青年」、「

歐巴桑」、「男子漢」……但你無法想像就連配角、逆境中的人，都有一套應該遵循的品味標準

，時尚評論部落格作家陳祺勳透過這本書，讓所有穿著衣服的人都驚慌起來。

《個人意見之品味教學》封面（圖片來源／愛評網）

品味是永遠的追尋品味是永遠的追尋

人從穿上衣服的那一刻，就開始了一生的包裝。這是一個繁瑣的過程，從衣服顏色、款式，到配

件的挑選、髮型妝容，乃至於心境的調適，都離不開使自己變得更好。這個過程中也彰顯了自己

的品味，不管是價值觀或是年齡、身家背景、成長的環境，都從這些「包裝」上反映出來。就像

女明星流行露胸前的事業線，貴婦少不了名牌包，文藝青年獨鍾帆布鞋。

這些包裝展現各種風格，相近的風格形成某種標籤，例如「女明星」、「貴婦」、「文藝青年」

，人們依循著這些風格想要成為的某種標籤，挑選符合這些描述的商品，或者拒絕使自己遠離這

些標籤的商品。在擁有商品之後，還得表現出商品擁有者應該有的樣子，讓自己更貼近標籤。

陳祺勳在書中用數學上的兩分法悖論來描述成為都會女性的過程：一位旅行者步行前往一個特定

的地點，他必須先走完一半的距離，然後走剩下距離的一半，然後再走剩下距離的一半，永遠有

剩下部分的一半距離要走，永遠無法走到目的地。村姑們為了成為都會女性所做的盡量減少自己

身上「鄉氣」的過程也是如此，她們永遠在路上，碰不到真正的目標，這個要多近有多近的過程

，呈現的就是都會女性的萬般面貌。

村姑前往都會女性的過程（插圖／林宜芳）

事實上，這個過程也可以用到所有的品味標籤上。每個人都是走在路上的旅人，為了要成為別人

心中的某種人，或者至少是自己眼中的某種人，經歷著長途的跋涉，這些過程，呈現在人們眼前

，就是現在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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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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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覺良好自我感覺良好

這些對於品味的追尋也牽涉複雜的認可，人們在意在他人眼中自己是否確實的展現了這種風格，

至少在出門前，人們必須說服自己，覺得自己確實展現了這種風格之後，才能滿意地離開鏡子。

追求品味形成的包裝是一種表演，表演是給人看的，需要有觀眾，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最忠實

的觀眾就是自己。

人們在出門前往往會照鏡子，寢室有鏡子，電梯有鏡子，宿舍門口有鏡子，車子有後照鏡，即使

步行或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路旁的車窗玻璃等能映出自己樣貌的物品還是能被拿來當作檢視自

己的工具，鏡子在風格的形成上舉足輕重，但鏡子不一定會讓人知道真相。人們在照鏡子時，看

見的部分經過自己主觀的挑選，可能是最壞的，但最容易被自己看見的時常是最好的部分，而剩

下的，落到他人口舌之中，就成了所謂的「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這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們有可能並沒有那麼自我感覺良好，也許只是他們剛好沒看到。可能

他們看到了，但他們並不覺得有那麼糟，那也有可能只是他們的品味剛好跟身邊的人們都不同。

也許換個地點，換個季節，嚴重一點的可能要換個時代，就能找到屬於他們的伯樂。

自我感覺良好在品味的展現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國王的新衣。即使全世界的

別人都知道國王沒穿衣服，但是走在街上的那一刻國王對自己是充滿自信的，這份自我的認同可

以擊敗全世界其他人的否定，這種精神可以推廣到任何一個人身上。在那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氛圍

下，國王永遠不會發現自己裸體，只有在冷靜下來看到照片時，他的美好幻想才會被現實擊碎，

而這時候，要做什麼都已經來不及了。

沉浸在良好自我感覺中的國王。（插圖／林宜芳）

 

觀眾無所不在觀眾無所不在

既然品味是表演，就必然需要觀眾。人們在包裝自己時，小心翼翼地參考他人的看法，或是自己

心裡揣測的他人的眼光，即使是獨處時，這些來自觀眾的壓力彷彿是隱形的監視器，約束人們的

衣著、舉動、思考，繼續專注在這場彰顯品味的表演。

觀眾無所不在，人們定義的標籤也無所不在。不僅只是名媛與歐巴桑，逃難的人、看熱鬧的人、

即使是配角，人們都有一套對於他們風格的定義，任何一張照片都可能會有人仔細檢視。就算只

是在照片背景中出現面積不到一平方公分的路人，衣著行為與期待的不符，就會引起異常的注意

，莫名地成為被注目、討論的焦點。這種注目的程度就像物理課本上名詞解釋裡的錯字，看似無

關緊要卻可能在漫長的課程中，取代該頁的所有重要公式成為同學注目的焦點。

完美的表演不及微小的錯誤讓人目不轉睛。也許聽起來很苛薄但這就是真實人性的一部分。就像

陳祺勳在書中對髮型的描述，人們很少注意別人的髮型，如果髮型引起別人的關注，很有可能是

出錯了。品味展現的過程有很多部分也可以套進這樣的句子裡，好的品味需要遇到知音和完美的

表演場合才能被世人頌揚，但壞的品味很容易地就可以透過三姑六婆等傳播途徑傳到千里之外。

在品味的表演裡處處都有觀眾，所有穿著衣服的人都應該為此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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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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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祺勳在書中引用安迪沃荷說過的話：「在未來，每個人都會出名十五分鐘」，如何在短短十五

分鐘裡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贏得大家的掌聲，這是每個人從穿上衣服的那一刻起，一生煩惱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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