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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5  記者 陳思寧 文

裊裊白煙瀰漫在暗紅香火點燃的街坊小巷，一群少年持著刀械奮力追趕流竄其中的「獵物」，在

聲色瑰麗的夜晚展開追殺與鬥毆的火爆場景。這是電影【艋舺】依據一九八○年代的萬華，創建

出的虛構劇情。然而卻有一個人這麼認為，當年真實世界的艋舺對照電影情節，反而有過之而無

不及。這個人就是在地街友導覽員──陳自強，人稱街友阿強。

從龍山寺、艋舺公園、飲酒文化街，穿越梧州街萬華社福到廢公娼區；一身輕便衣著襯著一頂卡

其色帽，略顯清瘦的身形不時帶領著人群，穿梭在萬華街口與巷弄，導覽員阿強以街友的視角追

尋名勝古蹟的脈絡，引領聽眾發掘隱身在萬華地區的三種文化──街友、老人與情色場所，能夠如

此深刻的解說來自個人獨特的生命故事。

街友導覽員阿強依據少年時期造訪茶室、酒樓的經驗，介紹艋舺飲酒文化街。

（照片來源／陳思寧攝）

 

年少輕狂　誤入人生歧途年少輕狂　誤入人生歧途

今年六十四歲的阿強，每當回憶起少年往事，總會道出「歹路不可行」的感慨。

十七歲時，阿強跟隨三五好友，成天翹課不回家，到處飲酒作樂、打架鬧事，最後甚至沾染上黑

道勢力。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戰後復甦時期，家中的經濟狀況算得上優渥，得以負擔他就讀高中

。然而父母親每學期繳交的註冊費，卻總被揮霍在茶室與酒樓；另一方面，阿強則靠著討債、替

人打群架為生，奔波北、中、南各地。

由於誤觸黑道，加上後來逃兵役，阿強集結司法、軍法的罪刑於一身而強制入獄，這樣與世隔絕

的時光長達二十三年之久。他無奈地表示：「人生能有幾個二十三年能夠虛度？」導覽中深刻地

描繪艋舺的角頭勢力，娓娓道出青春時期打打殺殺的慘痛代價。

 

分岔路口　選擇流落街坊分岔路口　選擇流落街坊

民國九十年出獄後，阿強為了擺脫從前黑道的恩怨糾葛，籌錢輾轉來到大陸從事手工飾品生意。

但逐漸步入軌道的生活，卻因為遭到親友背叛，掠走所有昂貴藝品與錢財而窮困潦倒。從商失敗

後，黯然回到台灣，二十三年的牢獄生活被社會標籤化，多項罪名導致工作難求，即便期盼能重

新來過，也無計可施。

躊躇在人生的旅途，即使當時內心有說不完的掙扎，一份遲來的孝心卻指引著他走向前方的道路

。然而這份孝道無以持續許久，母親便離開人世；突如其來的打擊，使阿強一股腦地燃起重返黑

道的想法，阿強感觸地坦言：「曾經想過要走回頭路。」在當時抉擇的關鍵時刻，一通來自社會

團體的電話，及時挽救了他重蹈覆轍的錯誤。

面臨分岔路口的他，無法回頭，只好繼續向前。對於阿強而言，那是選擇，卻也無從抉擇。眾多

前科的紀錄使他難以踏入正常軌道，於是流落台北街坊成為人生唯一的選項。

阿強表示，自己更曾因一名女街友而與三名男子起爭執，事後被打到內出血，由社會局送到中興

醫院加護病房。七年的流浪生活艱辛困難，尤其當夜幕低垂時，寒風吹拂，只能蜷曲著身子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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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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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台北車站地下街；飢餓的時候，只能嘗試著尋求一份免費的便當。許多時候，不免看見人

性的墮落與無情。

 

浪子回頭　透視在地艋舺浪子回頭　透視在地艋舺

「社會局救了我的命，讓我過得比較有尊嚴。」阿強從流浪台北車站到定居萬華，社會局除了介

紹以工代賑的方式為生，也安排他參與社區大學的導覽課程，因緣際會下，正式開始導覽員的培

訓。

起初，畏懼接觸人群與懷疑自我能力，成為阿強拒絕成為導覽員的主因；但在社工的鼓勵下，他

決定放手一搏。經由儲備、實習到正式成為導覽員，總共歷時一年。期間，阿強時常到圖書館進

行準備，舉凡有關導覽、演講、說話敘述的書籍都會詳加閱覽，並且親自擬定導覽內容與撰寫講

稿，甚至實際走訪當地，將眼前所見與過去生命經驗結合。

阿強提及：「本來當街友時的生活圈很狹窄，但有多接觸後，心裡也就開闊。」在「新手上路」

之

時，他總是戴著口罩，但原因不是感冒發燒，而是面對大眾產生的自卑感作祟，經過幾個月的時

間，才逐漸習慣透過導覽與人群溝通對話，更不再以口罩掩飾自我。

一開始，阿強由於害怕人群與缺乏信心的自卑感，總是戴著口罩進行導覽。

（圖片來源／街遊Hidden Taipei）

阿強出生於台中，定居於萬華地區其實只有短暫的四年，但由於個人特殊的經驗，所以能以獨有

的視野看見艋舺背後的社會現象，追溯至清代「一府、二鹿、三艋舺」，萬華為貨物集散頻繁之

地，在世代更迭之下，孕育成複雜的三流與三種文化。三流分別為流氓的黑道勢力、流鶯的特殊

行業以及流動攤販的謀生方式，三者匯雜在香火鼎盛的龍山寺附近，集結成情色、街友與老人三

種文化。

萬華龍山寺前廣場，時常聚集不少老年人口。這樣的特色，

成為阿強的導覽內容。（圖片來源／陳思寧攝）

 

感恩知足　天無絕人之路感恩知足　天無絕人之路

以工代賑與導覽工作讓阿強擁有基本的生活費用，雖然日子仍艱辛，但平穩的生活已令他心滿意

足，並由衷感謝社會局與慈善團體的幫助。另外，在導覽結束之餘，阿強也總會以謙虛的姿態表

達謝意，因為他相信前來聆聽導覽的人們擁有一顆關懷的心，願意正視隱身於艋舺鮮麗外表下的

社會議題。

依據阿強的統計，在龍山寺前廣場約有八十幾名固定的街友常聚於此。而一九九七年，即便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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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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水扁廢除日據時代的公娼制度，至今茶店也有百餘家。對此，阿強認為每個階層，包括街友與

娼妓，都有好有壞，並非全如大眾所想像的那般負面。雖然如此，阿強仍強調對於街友，自己其

實幫不上忙，因為他深刻理解街友普遍存有惰性的特質，即便給予金錢補助，許多也只是消費在

酒精的麻痺作用。雖然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但是如果總是沉淪和怠惰，再多的機會也無妨

，他期盼透過街友導覽員的身分，發揮先導作用，給予在地街友一股正面的力量。

龍山寺前廣場，街友每到晚上九點多會打開豬肝色的睡袋，

在龍山寺前廣場席地而睡。（圖片來源／陳思寧攝）

在風情萬種的艋舺地區，街頭「異」人訴說的不是電影【艋舺】的劇情，而是烙印在艋舺地區的

真實寫照，阿強將持續帶領著聽眾穿梭於其間，以真知灼見揭示不為人知的文化色彩，用自身體

悟回饋社會大眾與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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