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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台湾电影的特色分析
■李 洋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近几年的台湾电影作品出现许多说闽南语的人物角色。闽南语是台湾电影中关于本土的重要意象，也

是构建本土形象和本土意识的重要符号，闽南语热潮实质上是一股本土风潮，这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由地

缘关系和本土认同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电影作为世俗神话的功能被充分发挥，社会神话与个人神话的结合

构筑出温馨美好的本土形象，使人们在电影院里通过“想象性结局”获得抚慰和释放。
［关键词］ 台湾电影; 闽南语; 本土; 认同

纵观近几年的新台湾电影作品，许多说闽南语的人物

角色活 跃 其 中，出 现 一 股 闽 南 语 热 潮。以 《海 角 七 号》
( 2008) 、《鸡排英雄》 ( 2011 ) 和《阵头》 ( 2012 ) 为例，

三部影片的主要角色都是以说闽南语为主，并均获得票房、
奖项和口碑的多重肯定。为什么这些“全能型”作品不约

而同地选择闽南语作为主要语言? 闽南语热潮现象的实质

是什么? 它表达了怎样的时代和社会诉求? 若要弄清楚这

些问题，首先需要从闽南语本身入手，考察闽南语作为台

湾电影的重要意象所承载的深层意涵。

一、闽南语意象分析

这三部影片在人物设置方面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如不得志的乐团主唱、老邮差、推销员及夜市商贩等，而

在空间选择方面，则将视线投至颇具台湾本土特色的地域，

如恒春小镇、夜市、庙宇场景及环岛风光。无论是说闽南

语的人物，还是说闽南语的空间，都与台湾在地的风土人

情密切相关，充满本土气息。
闽南语“原为闽南住民‘唐山过台湾’以后所使用的

语言，但后来经过三四百年的社会变迁”，“形成了具有台

湾本土特征的语言”①。在台湾，闽南语的使用人口占台湾

人口的七成半，堪称闽南语的中心。②闽南语可以说是台湾

本土语言的重要代表，也是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充满乡

土亲切感和文化亲和力，极具在地性，再加上其使用人数

多、范围广、频率高的特点，使闽南语成为受大众认同的

本土代表。
葛兰西在讨论艺术作品对语言的使用时提出，“艺术作

品除了具有特殊文化和感情世界之外，它还包含了其他的

‘历史’要素，例如它的语言在被认知、被理解的时候，不

仅只是被当作一种纯粹言辞表达，它同时可以被固定在特

定文法的时间和空间里，并且也是各种意象和表现形式的

构成总体，它已远超出文法所能涵盖的范畴。”③闽南语之

于台湾电影也同样如此。《海角七号》《鸡排英雄》和《阵

头》对闽南语的运用远超出言辞表达的范畴，而是本土意

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意在标榜在地。《海角七号》的故事围

绕在地乐团的组建而展开，影片时刻不忘对在地的强调，

在选拔乐队团员时首先要查看申请人的身份证，目的是确

保报名者的在地身份。 《鸡排英雄》中男主角鲜明的“台

客”造型以及极具台湾特色的夜市文化和人文生态使整部

影片散发出浓厚的本土气息。《阵头》改编自台湾九天民俗

技艺团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一个极具在地特色的热血故事。

无论是作为语言、文化载体，还是作为电影中的重要

意象，闽南语均带有明显的本土印记，是构建本土形象和

本土意识的重要符号。影片中的闽南语实际上是为本土

“代言”，由此看来，当下台湾电影的闽南语热潮实质上是

本土风潮。

二、本土诉求解析

既然“闽南语热”的表象下隐藏着 “本土风”的内

核，那么，这阵“本土风”源自何方? 台湾社会日益强烈

的本土诉求缘何而起?

首先，人亲土亲的地缘关系是促成本土视野形成的重

要因素之一。台湾本土孕育了台湾电影，台湾电影的主要

创作者和接受者都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本土自然会成为其

关注焦点。《海角七号》中大量又自然的闽南语对白都是出

自导演魏德圣之手。他坦言，写这些对白对他来说“很熟

悉，几乎 不 用 想”，因 为 他 “从 小 的 生 活 环 境 就 是 那 样

子”，他“只是把生活中的角色”直接放到电影里面。④对

于《鸡排英雄》的编导叶天伦来说，夜市是他成长过程中

关于台湾在地的重要记忆，“以前大学的时候就组过‘流动

夜市摊剧团’，排练完常与团员到景美夜市聊创作，对夜市

有很深的感情”⑤。同样的，《阵头》的导演冯凯对台湾传

统文化很感兴趣，他觉得“台湾的家将脸谱、庙宇、人味

真的很独特”⑥，希望拍成电影可以引起大众对台湾传统文

化的关注。
然而，台湾本土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指称，也包含心理

空间的意涵。本土意识的形成还蕴涵历史发展与社会文化

心理的深层动因。台湾长期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冲击或威

胁，其中包括殖民统治时的压抑，现实和想象中的大陆威

胁，来自美国的干预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更是对

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在使本土加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其

面临被吞噬的威胁。于是，重新审视和强化本土从而保护

自我、应对冲击的需求愈发迫切，聚焦本土社会文化的电

影作品应运而生。
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对本土的抒写与关注可以

看作是面对外来经济、政治、文化势力威胁的反抗与自保。
若将其置入台湾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脉络中，还可以将它视

为努力寻找台湾认同共识、建构台湾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
正如焦雄屏所说，“一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会在政

治、社会、文化，甚至民族层面上产生若干认同的危机及

矛盾。”⑦若要缓解这一问题，势必要在台湾社会中达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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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认同共识，并由此建构台湾主体意识。然而，台湾特殊

的历史经历使其无法通过“国家”或“民族”概念达成认

同共识，于是转而诉求于“本土”这一地域概念。新台湾

电影作品中的本土风即是从这样的社会诉求中生发出来的。
无论是《海角七号》《鸡排英雄》还是《阵头》，它们不仅

为观众构筑温馨美好的在地影像，也构建了多元包容的本

土想象，观众对本土的认同感在影像和想象中逐渐增强。

三、本土世界的建构

地缘关系、全球化的冲击以及构建本土认同和主体意

识的诉求共同促成新台湾电影的本土化潮流。那么，本土

在这些电影作品中究竟是如何被呈现的?

列维 － 斯特劳斯对古希腊神话传说进行深入研究时曾

指出，“古往今来、人类不同时代叙事行为，具有共同的社

会功能: 即，通过千差万别、面目各异的故事，共同呈现

某种潜在于其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并尝试予以平衡或

提供想象性解决”⑧。可以说，《海角七号》《鸡排英雄》和

《阵头》所叙述的本土故事同样具有此种社会功能: 一方面

呈现出本土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采

用各种方式给予安慰和补偿，实现想象性的解决或达成白

日梦般的温馨结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角七号》，它建构了一个世俗

神话式的本土世界。然而，这部“神话”并非一个单纯的

故事，而是多层意义结构的组合。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拯救

在地，即通过多方协调，在地的暖场乐队在春呐上成功演

出，保住了在地的领地，构筑出保卫在地的社会神话; 还

有一个层面是拯救自我，影片中的小人物在遭遇挫败后终

于实现价值和梦想，呈现出个人神话。在阿嘉的个人神话

表述中，还多了一层补偿，即爱情的获得，这意味着他终

于摆脱了在现代社会中所遭遇的挫败，获得情感补偿，赢

得另一种胜利。
《鸡排英雄》与《海角七号》在叙事模式上如出一辙，

同样是拯救在地的社会神话与拯救自我的个人神话的结合。
片中的八八八夜市面临拆迁的威胁，夜市商贩们高呼“拯

救八八八夜市、拯救在地精神”的口号进行反抗。可见夜

市不仅是商业区域，更是在地精神的象征，与《海角七号》
中的暖场乐队一样。于是，影片通过成功拯救夜市构筑出

一个保卫在地的社会神话。同时，《鸡排英雄》也谱写了一

部拯救自我的个人神话: 男主人公阿华英勇保护夜市，成

为“鸡排英雄”; 大家勇敢反抗，努力找回属于自己的生

活，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就连利欲熏心的张进亮也迷途

知返，重获亲人的认可，得到心灵的救赎。十分凑巧的是，

与《海角七号》中的阿嘉一样，阿华最终也收获爱情，获

得情感补偿。
同样地，《阵头》也选取了一个在地精神的代表———九

天民俗技艺团。传统技艺遭遇现代困境，经过不懈努力，

最终实现自我拯救，同时也成就了传统与现代和谐相融的

社会神话。在个人神话层面，仍然是以男主人公获得肯定

并收获美满爱情为主要表现方式，甚至连情感发展脉络也

与前两部作品一样: 由冤家变成恋人。
由此观之，本土世界在影片中被建构成众人竭力保卫

的本土、多元族群互相包容的本土、给人力量和温暖的本

土，成为时代和社会迫切需要的本土神话。“人们或者在影

院中沉浸于某种远离现实的白日梦境，或者在影片遭遇某

种现实困境、社会问题的再现，同时在影片中获取现实中

无法获得的‘想象性结局’。”⑨电影作为世俗神话的功能得

到充分发挥，令观众相信矛盾终会解决、裂痕终会弥合，

从而重新接受社会秩序。

四、结 语

作为一种本土语言和本土文化，闽南语以其独有的本

土特质记录下台湾本土的生活状态，是台湾电影中关于本

土的重要意象。当下台湾电影中的闽南语热潮实质上是本

土化潮流，这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由地缘关系和本

土认同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在构筑本土世界的过程

中，电影作为世俗神话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温馨的本土

形象使人们在电影院里得到释放和抚慰，这是时代和社会

迫切需要的本土神话，亦是社会意识形态“腹术语”运作

下的美好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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