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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新銳導演林靖傑繼其先前知名作品《最遙遠的距離》、

《尋找背海的人》之後，睽違了八年時間，對外宣稱斥資四千五百萬元

拍攝的愛情劇情片《愛琳娜》終於在去年六月份在全臺灣各戲院公開上

演，而放映首日臺北票房便突破百萬佳績，觀眾反映熱烈，許多觀眾邊

看邊哭邊笑，看完後很多人鼓掌，表示非常感動。

《愛琳娜》本片入圍本屆「臺北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此片名取

自臺語「愛人哪」的諧音，內容講的是親暱的愛人，和家人之間的故

事。希望觀眾看完電影後，能延伸這樣的感受：自己的家人，自己關心

的人，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都是自己的愛人。

談到此部電影作品《愛琳娜》的拍攝初衷，導演林靖傑靦腆地說：

「我就是會不自覺把鏡頭轉向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講他們的美好、他們

的無奈，還有他們用旺盛生命力所寫下的精彩故事！」。

「我不敢說我對社會底層很了解，但我只能說我來自那裡，所以對

於那裡的敏銳度和同理心，一直都在。」這部電影可說是林靖傑自己生

命歷程的翻版寫照，他出生在高雄，其父親在國營企業擔任勞工，家庭

中有13個子女，只能盡量讓子女溫飽，以自由發展的方式讓孩子各自摸

索、成長。

在其家中排行第9的林靖傑就讀大學時，靠著幾位已經在社會工作

的哥哥們每個月各自拿出一千元或兩千元的資助，才能順利完成學業。

在這樣的環境裡，他跟家人一起走過打拚時的酸、甜、苦、辣；看著周

邊鄰居和朋友們的社會經歷；聽著每年參加勞工大遊行時，那些叔伯阿

姨們為了爭取權益，被迫走上街頭，這些都是《愛琳娜》的靈感來源。

此部電影之能夠打動人心，並不是其煽情的畫面或特效的動作，而

是它傳遞著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情感。無論是對日常生活的臨摩描繪，

或是對人情冷暖的深刻勾畫，此電影成功地結合藝術性、文化性、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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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音美學樣貌，帶領觀眾走向在地本土社會的語境，這一位導演作

了一次良好的示範。

從臺灣普羅市民角度，此電影能夠受到大眾迴響，和臺灣處於經濟

低迷，以及對未來不確定的憂慮和恐懼有密切的關係，而電影的內容正

好或明或暗地呼應了當時的集體潛意識。

《愛琳娜》劇情描述女主角陳愛琳出身社會底層家庭，她的父親是

臺鹼工廠退休的工人，大哥是不務正業的流氓、二哥則是基層警察、三

哥是經營失敗而破產的小型工廠負責人，她自己的教育背景中等，她做

過非常多的工作，有紡織廠、零件工廠、製鞋廠、腳踏車工廠，也做過

各式服務業，曾擔任過房務員、冰淇淋店員工、展場打工、發傳單工作

等，領著相當低廉的薪資，卻付出極大的勞動。年齡已達35歲熟齡的

她，在一次車禍中獲得賠償的機會，讓她獲得一份免費學習小提琴課程

的訓練，如此因緣際會學會小提琴後，她努力的成為兒童基礎小提琴課

程老師，心想著這樣就能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便開始奮力向上，為自

己密集安排相親，期盼能嫁到好家庭，不僅希望找到愛情，還期望從此

使其階級翻轉，飛上枝頭當鳳凰，也能讓全家人跟著雞犬升天，但是幸

運並沒有隨之而來，現實生活中先是遇上曾以為是真命天子的高、富、

帥男友，在得知陳愛琳意外懷孕後便避不見面，再後來是父親病重入

院、兄長工廠經營不善倒閉，如此翻身的夢想破碎，無法使她翻身成為

中產階級，而仍必須四處奔波，一樣勞碌，僅能靠著經常到婚喪喜慶場

合去演奏小提琴來增加收入，整個困境迫使她徹底覺悟：不能再這樣等

待別人的施予、不能再這樣頹廢下去！她在重挫的谷底體會到，只有找

到自己的價值，才是最珍貴的資產。於是，她以琴身為盾、弓為劍，戴

上面罩化身為蒙面女俠，出沒在都市裡的各個角落演奏小提琴後快速離

開，以小提琴的琴聲，振奮捷運車廂裡疲憊的通勤上班族、聲援失業的

關廠工人、挺身對抗都更財團、守護自己的家園，以此證明自己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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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時為弱勢民眾聲援。她的現代蒙面女俠的身分迅速引起社會大眾

關注，並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她為自己創造出生命的轉捩點，立志要

為自己、家人、同屬弱勢階級的人們的幸福，扳回一城。後來她終於發

現，期待已久的幸福就在自己身旁，那一位一直默默守候在身邊，跟自

已一樣有愛心、好公義、有憐憫之心的計程車司機廖俊明，才是她真正

理想的終身伴侶。

看完《愛琳娜》之後，發現整部影片中角色也幾乎都是使用臺語，

其中一個原因是，主要角色來自底層的勞工階層（Argyle	1997:	25），

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講臺語，另一個最大的原因，就

是導演想要很真實的把小人物草根性格表現出來，林靖傑導演認為，電

影都應該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下，而不管是使用哪一種語言。

此部電影充分反映出在地語言特色與文化的價值，由於臺語是南部

社會大眾主流的溝通語言，在提供此部電影給社會大眾的同時，臺語文

化不但作為此部電影中的主流流行文化，同時維繫了高雄在地人的身分

認同。影片中，透過臺語作為主要語言，呈現出高雄人的日常生活，並

藉此劃分出社會底層群與中產階級在文化上的一些差異。同時臺語在形

塑臺灣人的認同感上亦具有強烈的作用，比如在電影中使用臺灣口音與

國語口音的角色，便具有不同的性格，甚至是刻板印象，而語言文化差

異帶來的笑料或趣味也經常是此部電影的重要橋段。在此電影的流行之

下，許多從臺語口語中產生的詞彙，更使得臺灣各地觀眾更為熟悉，甚

至學習使用。

《愛琳娜》是一部寫實而具有階級意識（楊繼繩	2000:	395）的電

影，應用戲劇的手法包裝劇情的轉折與進展，卻不落於抽象難懂、沈悶

枯燥。無疑地它是一部精彩的電影，除了精彩之外，也被導演賦予了許

多訊息和意義。其中有些部分顯而易見，例如小提琴，愛琳從工廠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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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變成小提琴老師，以求登上中產階級，然而最後始終未能如願。其

實在現實社會中與女主角遭遇一樣未能順利階級翻轉成功的案例比比皆

是，因為在經濟蕭條的環境當中，過去因經濟大幅度快速發展所帶來的

階級變動的特殊現象，出現的可能性愈來愈小。過去曾經發生所謂的

「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快速致富的機會，已受到愈來愈多的

限制。然而，社會一般民眾仍渴望獲得過去如此的機會，結果經努力過

後卻仍然對現狀容易感到沮喪和挫折，可見階級之間的障礙極不易跨

越。相反地，一個社會的上、下層級距離呈現出越來越遠、資源差異越

來越大，表示社會的階層差異（三浦展	2006:	38）程度越來越高。如此

的社會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Matras	1990:	3）的現象造成社會中

少數人擁有不成比例的財富、權力、及聲望的情形。而如此的階級差異

是造成社會焦慮的原因，也可能造成階級之間的不平等與衝突，而這一

種負面情緒累積的結果也是可能導致日後發生社會運動的原因。

從這一部電影女主角所參與的社會運動現場，如全國關廠工人連

線、都市更新拆除現場、紡織工廠女工罷工現場，我們看到了政策缺陷

不僅造就不正義、不公平，且總是藉由現代化發展、更新或滿足多數人

利益的前提，公然地掠奪、侵蝕與壓迫弱勢者的基本權利，讓弱勢者不

僅面對本身權益的不公平分配，更面對不公平的法令與體制，而成為政

策實施的受害者。就像此部電影中所出現的一個釘子戶家庭，無力對抗

的便是以進步發展之名義堂而皇之的迫害，甚至對方可以派出警察來壓

制，就算家庭內有成員擔任警察也無法與之對話，因為基層員警就也只

是政策執行的工具而已。而且往往愈是弱勢的群體往往愈沒有抵抗侵犯

與壓迫的能力，更可能因強勢團體釋出眼前可能獲取短暫利益的機會，

而接受其掠奪與剝削，心甘情願的出賣自己，甚至站在剝削者的一邊，

這是強勢團體對對弱勢群體進行最徹底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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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揭露分配的不公平及背後的社會歧視，某一些財團、企業

藉由制度的缺陷、偏頗獲取利益，而弱勢群體則面對制度以及人權的侵

犯與損害。此一部電影檢視臺灣社會不正義的現象，不僅造就土地、人

權、社會的不正義，亦讓保障土地所有權、勞動權益成為臺灣社會未來

目標的理想受到質疑。影片中女主角到各種社會運動抗爭現場去力挺聲

援這一些抗爭者，便似乎是在表達著如此的意念：在政府對各項人民權

益保障的失能，任意令財團或企業對土地所有權剝削與勞動權益侵犯之

下，只有公民的積極作為與行動，才能促使人民權益的積極實現。

如同任何一個社會運動，每一起抗議者抗爭事件或集體行動都有特

殊的意義，也都應考量事件或行動發生當時的脈絡。抗議者的行動經常

被批評為缺乏理性，但是對於資方的不當行為，例如拖欠工資、拒發資

遣費、惡意關廠，卻較少被輿論主動提及或受到嚴厲譴責。當然也不是

當受害意識獲得合理紓解或平反時，求償與抗議本身才能算得上具有正

面意義，因為它至少公開揭露了原本隱藏在社會裡層的諸多嚴重問題和

社會不公平的癥結，政府有責任要正視這一些透過社會運動發掘出來的

社會難題。

從社會運動場合中的參與者成員當中，我們了解很多中下階層的群

體都曾參與不同訴求的社會運動，屬於權力和經濟較弱勢的階層都有可

能被動員起來，而成為某種社會運動的潛在成員。因此，臺灣社會不再

是一個被動順從的靜態社會，而是一個主動、有意見的動態社會。基本

上，政府應該要有勇氣接受這一些社會運動的事實，認清今後的許多政

策都將可能會面對一連串來自勞工階級的質疑或反彈，而且力量還會愈

來愈大。壓力可能來自個別的勞工、某一個別的工廠或產業，甚或勞工

團體（工會）的集體力量。換句話說，政府的決策者應該重視勞工為政

策實施對象的前提，尊重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並且給予充分參與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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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把勞工階級視為社會中政策的主要參與對象，勞工本身可以有正

規通暢的管道，將心聲傳遞給政府，減少政府制訂出偏袒廠商或資方政

策的缺失，更可避免勞工因管道閉塞而上出現過度偏激、極端的抗爭手

段，去爭取和維護自身權益。

隨著社會日漸民主化，社會運動似乎也漸漸地拋棄了原先一些較為

激進方式的抗議手段，改採取更多元化的抗議方式。在今天的臺灣社會

中，社會運動已儼然成為了城市街道所常態出現的現象。然而我們卻必

須反思，如此現象所呈現出來的象徵意涵，一個社會運動得以出現，必

須在某一些特別的社會環境之下。簡單來說，也就是在政府體制或國家

政策發生失靈或出現缺陷的時候，社會運動才能夠成形，抗爭形式才得

以出現。而一個社會運動成形或持續與否，也與外部所做出的回應有著

絕對的關係，倘若抗爭者他們的訴求獲得充分的解決或正面的回應，他

們的群眾便可能因此解散，那一種情況之下，社會運動便可能因此畫下

句點。

此一部電影所反應的不是顯而易見的見解，而是一些集體意識的層

面，以及意識層面以下的心態。導演透過角色人物演繹與回憶再現之模

式，因而是社會層面真實的縮影，即便是電影出現的虛構情節，還是反

映出對現代生活的觀察與對社會真實的體驗，其中有其特別的訴求與觀

點。舉凡劇情中情節與人物安排、畫面影像、服裝造型等，無處不顯現

社會大眾之集體意識與社會主體印象。這一些集體意識並非僅是粗淺的

表面現象，而是開啟了解社會文化結構的關鍵，也是觀察社會脈動的密

碼。此一部電影關注的是社會底層的真實現象和行為，這一些現象和行

為並沒有體現社會運作模式下的公平正義，而是展現了缺乏公益的、很

少被重視的，而且是潛意識下的心態，一些訴求、象徵以及文化現象的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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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觀看電影的品味與臺灣社會演變的過程有所關聯，從正面角

度而言，這是臺灣電影必須如此進行的過程。然而全球影視文化的大量

衝擊，造成本土文化邊緣化流失，當每一個國家積極在國際間展現自我

文化的同時，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行銷商品，亦必須跟隨著全球文

化的潮流前進，或許臺灣創作本土電影的草根性，可以為臺灣在亞洲地

區的電影產業發展過程中，進行一次全新的蛻變。

社會底層人民過著卑微的生活，帶著許多無奈與感傷，仍一路向前

不放棄追尋自己人生的幸福，在遭遇重挫的谷底後體會到，找到自己

的價值，才是最珍貴的財富。「再怎麼廢的人生，也要奮力開出一朵

花。」這是林靖傑導演希望觀眾看完電影之後都能得到這樣的體悟。儘

管面臨嚴峻的競爭跟生存型態，希望喚醒臺灣人民，可以站出來一起來

捍衛自己權益。因為心中有希望，未來才能有所改變。

臺灣底層人民的特徵是很有打拼的精神，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努力

做好每一件事，展現了那一份刻苦耐勞的堅強韌性。而面對社會的不正

義、不公平，為了守護家園奮鬥，團結及參與、形成集體力量，在爭取

權益的歷程中，彼此相互動員，眾人走上街頭抗議，表達心聲以及積極

爭取修法，持續不忘初衷的表達訴求，努力尋求正義所在，與資方或財

團、國家機器、社會制度對抗。

未來，在面臨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以及工作貧窮普遍存在

等問題持續的狀況之下，社會運動的角色除了在勞動權益的議題上繼續

爭取以外，更進一步擴大社會運動的認同範圍，可以加入或籌組特定組

織、社會團體，透過集體凝聚形成的力量，保障本身的基本權益，亦可

以組成獨立的政黨團體，透過參與民意代表的選舉，成為能在議事場中

為勞工發聲的民意代表，與目前既有的政治體制相抗衡。當我們看到參

與太陽花學運的黃國昌、林昶佐、白色力量青年領袖洪慈庸一起步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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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國會議場，我們便彷佛看見一道明亮耀眼的曙光照射出現在黎明

的天空中。

儘管是社會底層，仍然充滿臺灣人的活力與熱情，展現了臺灣的生

命力。而臺灣的生命力來自兩千三百萬人民，不管是市場的菜販、田裡

的農夫、在鷹架上綁鋼筋的工人⋯⋯，都是扭轉臺灣的力量。在這個關

鍵的時代，相信人民的力量將成為轉化臺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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