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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電影中，討論移民議題的不在少數，尤其是現今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勞動人口的移動已是屢

見不鮮。【歡迎來到德國】這部電影描述一九六○年代初期，因為戰後德國經濟起飛，需要大量

勞動力輸入，便和土耳其簽訂招募外籍勞工的協定，主角胡辛即是搭上這波移工潮，為了妻兒的

生活費離鄉背井，成為德國第一百萬零一名技術移民。

 

來自德土混血孩子的發問來自德土混血孩子的發問

影片一開始由胡辛的孫女嘉娜獨白，帶出這段橫跨四十多年的家族史。在此同時，嘉娜的小表弟

錢克在學校面臨了許多移民後代常要回答的難題，也是此片的重點之一：身分認同。德、土混血

的錢克雖然有土耳其裔的面孔，卻是百分之百「德國製造」，一句土耳其語都不會說，對父親家

鄉的印象只有一張古老的照片。

當大家用籍貫來分足球隊伍時，只會說德語的錢克被土耳其裔同學們認為「不純正」，因此被推

入德國隊。在課堂上介紹家鄉時，名字卻被貼在歐洲地圖外的空白處。外人種種矛盾的態度，讓

他不禁大喊：「我到底是德國人？還是土耳人？」於是爺爺胡辛決定帶著一家子回土耳其尋根。

課堂中，錢克看見自己的家鄉在歐洲地圖外的空白處，產生身分認同的困惑。

（圖片來源／【歡迎來到德國】影片截圖）

身為土耳其移民第二代的編導薩穆德里姊妹，用錢克純真的視角來看待認真嚴肅的政治議題。雖

然電影演出的困境充斥著真實的日常生活，但薩穆德里姊妹在出席金馬影展時表示，選擇用兒童

視角來柔化議題，是因為在德國已有許多電影描述民族間的衝突、移工生活的困難，她們認為也

需要一部電影，改用輕鬆幽默的方式來看待這個現象。

 

文化差異　幽默詮釋文化差異　幽默詮釋

因為劇中，這段移民史是要說給錢克聽的，各式各樣的文化隔閡成了融合幻想與趣味插曲的冒險

故事。不人道的健康檢查成了徵召般的「入伍儀式」；鄉村到城市的生活適應則用面對「馬桶」

的不知所措呈現；語言不通成為好笑的比手畫腳考驗。事實上，語言一直是德國人和土耳其移民

間的重大障礙，因為當時的移工家屬能以依親移民的身分定居，而當中又有許多家庭最後選擇入

德國籍。人數眾多的土耳其移民在德國自成一區，有些老一輩的第一代移民甚至終其一生都不太

會說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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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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34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導演將語言隔閡用有趣的比手畫腳呈現。（圖片來源／海鵬電影部落格）

另外在宗教方面，導演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隔閡用童言童語的「聽說德國人吃豬肉也吃人，他

們的標記是掛在十字上的屍體，聽說他們也吃那個人，每週日到教堂吃祂的肉、喝祂的血！」呈

現宗教間的誤解。在電影中，穆斯林對基督教的恐懼在孩子們將十字架當成玩具時輕鬆化解，但

現實裡，德國向來是一個民族認同感強的國家，宗教的差異，使德國人承認這些新住民為同胞時

難免感到遲疑。雖然二次大戰後，德國小心翼翼防止納粹主義再度崛起，但仍有一小部分的新納

粹主義者相當排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又被牽連在一起，土耳其移民的處

境就更為尷尬。

 

反觀台灣反觀台灣  困境亦相同困境亦相同

回頭看台灣的移民現象，其實也有相同的文化隔閡問題。台灣的移民主要可分為外籍勞工與外籍

配偶兩類，地區以中國和東南亞為主。和德國不同的是，台灣的移民多是隻身前來，因此較難形

成如柏林內龐大的土耳其區，然而仍有許多相同之處。

首先，移工所從事的職業多半都是本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勞力工作，薪水較低，所需的教育程度也

不高。語言方面，兩國的政策一開始都鼓勵移民學習本國語言，但時間一久，重視多元文化及認

識母語的聲浪四起，兩國也開始推動學校內的母語教學。然而在德國的移民法中，德語能力仍是

取得德國籍必備的要件。最後，在宗教上，台灣的傳統非一神信仰，對穆斯林的接受度較基督教

國家高，不過不吃豬肉的教義，仍造成穆斯林移民在台灣生活的不便。

 

用家族情感超越國族認同用家族情感超越國族認同

【歡迎來到德國】的後半段，移民第二代漸漸被德國文化同化。比起第一代打從心底認為自己是

土耳其人，身分認同問題從他們身上開始複雜化──到底該擁抱德國文明，拋棄父母文化，還是堅

守傳統？到了第三代的孫子身上依然無解。整部電影導演也不試圖幫觀眾提供答案，甚至安排未

婚懷孕的孫女嘉娜的男友為英國人，在這道解不開的謎題上又加上密碼。

移民二代逐漸被同化，到底該入境隨俗，還是堅持傳統？

（圖片來源／【歡迎來到德國】影片截圖）

維持全片溫馨小品的風格，導演最後將嚴肅的民族國家問題，收束至家庭內部。隨著主角胡辛突

然逝世，家人之間存在的問題也一次浮上檯面，但看見生命終將逝去，又何苦不解開心結？如同

尋根之旅的最後，眾人發現胡辛口中的「新房子」，竟是只有一面牆的斷垣殘壁。也許面對身分

認同問題，導演認為重要的不是國籍，而是家人間的互助互愛，認同的是家族而非民族，無論德

國或土耳其，華麗的豪宅或殘缺的破屋，家人在哪裡，家就在何處。

敘事手法上，【歡迎來到德國】採用雙線進行，一邊是第一代移民的歷史，一邊是四十多年後家

族回鄉尋根的旅程。過去的部分主要表現移民生活的難處與文化差異，並運用許多仿舊紀錄片的

片段來增加可信度。現代的部分則展現移民後代的身分認同矛盾，及點出家族情感的主題。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的結尾用魔幻寫實的手法將過去與現在的雙線劇情收攏，年輕的人物們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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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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的自己坐在同一片土地上享用餐點，孕育新生命的嘉娜從遠處走來，年老的胡辛和年少時的自

己說起了悄悄話。整場跨越四十多年的時空團聚，生命的遞嬗與家族情感的傳承不言可喻。

跨越時空的家族團聚，傳達家族情感的延續。（圖片來源／自由影音娛樂網）

 

過度美化　抑或傳達期許過度美化　抑或傳達期許

【歡迎來到德國】上映時在德國境內大受歡迎，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導演將土耳其移民的生活描述

得太美好，現實中，移工們大多沒辦法如預期，靠著來德國工作致富。而且德國政府一開始根本

不希望這群移工落地生根，是由於後來依親與非法移民太多，才不得不合法化他們的長期居留。

事實上，一直到二○○八年德國仍發生了疑似排外分子在公寓縱火，造成九名土耳其裔人士身亡

的新聞。

同樣的情形在台灣，二○一○年上映的紀錄片【T婆工廠】中，移工被隨意解雇、遣返。對於國

際移工及其後代的人權，台灣和德國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許導演薩穆德里是想藉由這部幽默

溫馨的小品，刻畫出對德國社會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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