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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1  記者 陳奕儒 文

「幹你娘，電到現在才來。」陳松勇操著一口台語罵道，他一邊把燈罩拉開，一邊擔心著正在生

產的太太。這是電影《悲情城市》的片頭，伴隨著殖民政府廣播的戰敗宣言，在黑暗中一盞燈光

象徵著日本統治的結束，台灣人民對於回歸祖國的期待，雖然微弱但卻充滿希望。

《悲情城市》是侯孝賢在1989年導演的第十部電影，片中以草根人物的故事貫穿政權輪替後台灣

的動盪時期，少了對歷史的批判，卻多了一份對時代的關懷。《悲情城市》在當年的義大利威尼

斯影展獲得最佳影片「金獅獎」，讓台灣電影登上歷史高峰。

《悲情城市》剛好在解嚴時期上演，政治禁忌的內容吸引不少被壓抑

許久的台灣民眾。（圖片來源/google）

 

悲情國片悲情國片

然而，《悲情城市》中的苦悶也代表著國片普遍的心情，叫好不叫座幾乎成為台灣電影的左右銘

。《悲情城市》因為挾帶著國際影展的殊榮，加上題材禁忌、敏感，當時在全台票房衝出一億的

好成績，然而這股氣勢並沒有順延下去，台灣電影依然缺少票房魅力，《悲情城市》發行隔年，

台北市的電影院還曾經因為票房慘澹，關閉了早場跟午夜場次。雖然後來蔡明亮的《愛情萬歲》

也同樣榮獲「金獅獎」，但票房仍然不理想，國片屢屢在國際舞台發光發亮，卻不受台灣觀眾歡

迎，而國片也和藝術片劃上等號，抑或是票房毒藥的代名詞。

早期的國片因為政策的影響，內容經常和國軍有關，例如中國電影公司在1975年籌拍的《八百壯

士》，就是典型的軍教宣傳片。當時除了軍教片，瓊瑤作品翻拍的愛情電影也受到許多觀眾歡迎

，而紹氏武打片同樣蔚為風潮。台灣其實也有不少商業片，朱延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經指導

過《天生一對》、《新烏龍院》等賣座電影，雖然這幾年表現普通，但他當年確實幫助國片開出

不少紅盤。由於老梗過於重覆，內容平庸又衝不出新意，商業片最終逐漸失去票房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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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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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映的《新天生一對》雖然是舊片重拍，依舊衝出好成績。（圖片來源/google）

 

台灣新浪潮台灣新浪潮

於是，一群新生代導演希望扭轉電影的主題，將影片的角度轉回台灣土地，關心自己的家鄉、生

活中的老百姓。在侯孝賢、楊德昌等新生代導演努力下，國片逐漸擺脫文藝愛情及功夫片的影子

，此時期的《兒子的大玩偶》、《小畢的故事》等電影票房都很可觀，無疑壯大他們的信心，有

別於早期台灣電影的昏亂，台灣新浪潮電影逐漸成形。由於1985年的港片《暫時停止呼吸》票房

成功，讓台灣和香港的片商紛紛投入殭屍片的製作，短短不到一年就有近十部殭屍風格的電影。

但在殭屍片橫行的年代，國片並沒有低頭，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張毅的《我這樣過了一生》

都在許多影展有所斬獲，讓台灣新電影開始在國際嶄露頭角。

《悲情城市》讓台灣新電影來到巔峰時期，但之後新電影卻開始走下坡，雖然電影品質仍然保持

高水準，但藝術性和商業性卻無法契合，票房的好壞並不影響電影本身的藝術表現，但卻影響導

演和片商的信心，新電影在1990年代後期漸漸沒落。除了票房低迷的影響，還參雜了不友善的政

策環境等因素，1986年政府礙於美國施壓，新聞局被迫取消外片配額制度，從此好萊塢電影強勢

進入台灣市場，稱霸台灣影壇至今。然而開放外片的同時，由於和業者談不攏，新聞局暫停國片

輔導金發放措施，雖然另外由電影基金會資助優良創作者開拍影片，但這些政策無疑傷害國片的

發展。

開放外片影響國片甚多，讓楊德昌在四十歲生日聚會時，發表《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

內容除了點出台灣電影發展困難，也痛批政府對台灣電影的政策，然而他也提到，台灣電影需要

尋找新的方向：「如果1986年......是台灣新電影「脫胎換骨」的日子，......今天，我很感概地

說那其實是『結束的開始』。」楊德昌在宣言中透露出台灣新電影將邁入尾聲，然而他也認為新

浪潮的結束，卻會是「另一個電影時期的開始」。

 

遲來的票房遲來的票房

但「另一個時期」卻似乎是台灣電影的冰河時期，雖然國片在國外影展獲獎無數，國內票房卻始

終無法有效成長。2003年國片在台北總票房只有七百多萬，連當時台北票房最差的好萊塢電影《

怒海爭鋒》都有兩千多萬，國片票房幾乎完全凍結。《悲情城市》中，陳松勇飾演的林文雄，在

片中涉及一場黑道糾紛，原本只有砍砍殺殺的台灣黑社會，碰上外來的手槍「碰!」一聲，文雄也

只能一命嗚呼，而好萊塢入駐台灣也幾乎讓國片一命嗚呼，2000年後台灣電影市場基本上已經是

好萊塢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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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由新銳導演林書宇執導的《九降風》，當年驚艷許多國內外影評人。（圖片來源/google）

不過，票房雖然不被看好，仍有不少電影中人不肯放棄，嘗試摸索出台灣電影的「另一個時期」

，例如：從2000年《藍色大門》成功闖出一條青春路線，之後《盛夏光年》、《渺渺》、《九降

風》依循著類似方向，也各自拚出不錯的成績。雖然許多人早就放棄台灣的電影市場，但誰能料

到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會有近乎奇蹟的票房表現呢！而更沒想到這一個奇蹟般的現象，

竟然炒熱台灣的國片的市場，間接鼓舞許多電影人和片商，票房一直延燒到去年《那些年　我們

一起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等國片。

侯孝賢曾說過，他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得平易簡單：「簡單到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

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他認為電影還是需要置入值得深思的想法，而現在的國片逐漸

掌握票房的要領，但他們能繼續保持新浪潮的精神嗎？今（2012）年國片依舊勢蓄待發，但票房

是否能繼續保持，仍然有待市場的考驗。無論結果如何，票房的起飛無疑鼓舞了悶了很久的台灣

電影圈，套一句陳松勇在《悲情城市》的台詞：「幹你娘，『票房』到現在才來。」這大概是現

在所有電影人的吶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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