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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記者 陳奕儒 文

國片產業以驚人的速度快速崛起，《台灣電影的愛與死》和《台灣電影的聲音》兩本書分別透過

影評人鄭秉泓獨特的見解，和放映周報二十六篇電影人的訪談，嘗試理解台灣電影產業的流動和

變化。

放映周報是國內第一個以國片為主要討論的電子報，《台灣電影的聲音》整理過去周報中關於電

影人的訪談，嘗試藉由他們的聲音，來傳達這幾年台灣電影的發展和未來的展望。《台灣電影的

愛與死》是影評人鄭秉泓整理自己過去的評論，嘗試建構出台灣這幾年來電影在產業和文本的輪

廓。

《台灣電影的聲音》中的發聲，來自放映周報長期對於台灣影壇的訪談。（圖片來源／Google）

自從楊德昌、侯孝賢等人建立的新浪潮時期末落後，台灣影壇長期陷入低迷，無論在票房上，還

是電影本身的定位上都顯得有些徬徨，《九降風》、《海角七號》、《囧男孩》一掃過往的包袱

，在影壇發光發熱。鄭秉泓認為尤其《海角七號》的票房奇蹟，開啟了國片的「後海角時代」。

後海角時代後海角時代

「不要去想風格，去想角色是誰。」 ──導演林書宇。

林書宇在放映周報上曾經提到，他在拍攝《九降風》的過程中，不太在意風格的呈現，反而比較

重視故事是否平易近人。鄭秉泓認為「後海角時代」的導演承續「作者電影」的精神，在影片中

呈現個人觀點，電影的核心依然放在一個時代土地的關懷，而導演的影片呈現手法，也漸漸轉向

故事敘述的方式，試圖讓電影跟觀眾距離拉近。例如《九降風》、《海角七號》和《囧男孩》等

在劇情上簡單易懂，而且貼近百羅大眾的生活，因此在票房上得到觀眾得支持。

後海角時代的國片作了許多嘗試。台灣類型電影常常侷限在鬼片和同志愛情片，但《聽說》和《

絕命派對》卻跳脫以往的框架，分別以愛情和驚悚類型試圖刺激市場。《不能沒有你》則是以真

人真事作為藍本，企圖用父女間親情，來包裝影片背後的社會問題，並藉此吸引觀眾；抑或是的

在描述客家故事的《1895》中，重建歷史觀的努力，這些類型電影其實幫助國片，從不被市場接

受的藝術電影，慢慢轉型成商業電影。

鄭秉泓認為國片為了票房市場，嘗試添加許多新的元素，是值得肯定的挑戰，但他在書中也同時

憂心，導演會過度偏向商業考量，而捨棄或遺忘在創作過程中保持理念，甚至文化主體性和草根

性也因此漸漸消失。雖然《九降風》在亞洲的口碑不錯，但許多國外影壇並不喜歡。尤其在深受

侯孝賢等新浪潮電影影響的歐洲地區，《九降風》和他們認知的「台灣電影」有差距，甚至有希

臘影評人認為《九降風》只侷限在導演個人的情感抒發。這些觀影上的衝突，正也代表新浪潮後

過渡到後海角時代過程中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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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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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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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書宇導演在新作《星空》中，關注在兒童心理層面的需求。（圖片來源／Google）

無論是呈現出不同的電影視角，或是影片手法理解容易程度提升，都意謂著後海角時代國片，導

演們努力減少和觀眾的距離，藉此提升票房的可能性，例如周杰倫指導的《不能說的．秘密》，

在口碑和票房都有不小迴響。不過並非所有國片在票房上都能得到回饋，例如成本高達五千多萬

的《愛到底》，除了標榜港台合作，還打著九把刀和方文山的名氣，試圖創造票房話題，但成果

卻不盡理想。

後海角工業面後海角工業面

「台灣電影工業向來被認為是不完備的...。」──導演鈕承澤。

台灣電影產業常面臨經費缺乏，通常不採取商業化的製片模式，大多讓導演統籌整個拍片過程，

因此早期國片常具有導演個人風格和觀點，藝術性很強烈，但品質也相對粗糙，而且導演容易過

於幻想，導致影片有時不易理解。

後海角時代之前，許多台灣電影人為了擴大國片的格局，嘗試和外國廠商合作，《雙瞳》就是一

個典型的例子。《雙瞳》由美國哥倫比亞公司投資，全程在台灣拍攝的跨國合作電影，而《雙瞳

》當時也以八千多萬票房，稍為提振萎靡的國片市場。更重要的《雙瞳》的跨國商業模式，為參

與其中的陳國富、魏德聖和戴立忍等人立下不少基礎。

《海角七號》雖然在製作上沒有跨國企業的參與，但是在演員上也借鏡《雙瞳》，大膽請用跨國

演員，邀請日本歌手中孝介擔綱片中的重要配角。後海角時代延續著跨國合作的經驗，港台合作

的《彈‧道》、《淚王子》，台德合作的《曖昧》，台瑞典合作《霓虹心》。跨國合作的體驗，

讓影片無論在國際視野，還是製作格局都日漸增加。2010年由陳駿霖導演的《一頁台北》則集大

成，拍片團隊來自台、美、德和韓國等成員，在商業模式上更嘗試和誠品書局合作，在影片中打

造誠品台北的想像。

後海角時代之後後海角時代之後

「《海角七號》這個故事很小，...但我放大到五千萬預算格局去作。」──導演魏德聖。

《台灣電影的愛與死》書名的訂定，一方面透露出作者鄭秉泓對台灣電影的熱愛，另一方面他又

擔心台灣電影產業變化過於快速，在商業模式的改變下，國片的生存空間是否壓縮，電影的文化

精神又是否會因為經濟壓力而變質，矛盾的心絲見於書中在不同時間點的評論，表示整個國片脈

絡上對於未來其實也充滿著疑慮。《台灣電影的聲音》裡有不同電影人對國片，都有不同的想法

和理念，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傾向拍出具有規模的電影，代表國內影壇越來越敢製作大格局的電影

。

兩本書都是整理過去的訪談和評論，因此在資料上得呈現上都具有時代變遷的脈絡，讓讀者可以

很快抓住國片在這幾年發展的歷程，比較可惜的是《台灣電影的聲音》僅停留在資料的整理，卻

沒有編者更深入的討論和看法，因此雖然這些台灣電影人的心聲非常豐富，但同時也有些凌亂。

《台灣電影的愛與死》也有相同的缺點，好在作者鄭秉泓本身就是影評人，所以在混雜的資訊中

，依然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表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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