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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才能讓更多人聽到新住民自己的聲音、觀照其如實本真的樣

貌？文學和電影，應該是一條可以嘗試的路徑──這場為期將近兩

個月的書展和影展，主要挑選以新住民在臺生活經驗為主題的文字

和影像作品，包括文學出版、藝術創作、紀錄片等，希望藉由豐富

多樣的藝術文本之展現，漸次擴展觀眾的視野，深化其認知。

如果您是臺灣文學館的新朋友，或者在讀到這篇文章後才首度蒞

臨臺文館，那麼，在大大小小、精采絕倫的各展區中，您會發現一檔名

之為「蕉風‧雨林‧跨境書寫──臺灣與東南亞」的文學特展在向您招

手。如果您是臺文館的老朋友，經常往來出入於此，那麼您很可能曾在

四、五月間參（與）觀（賞）了「『我們』都在這裡──東南亞浪潮新

住民書影聯展」。看到這裡，無論是老朋友還是新朋友，應該都已經呼

吸到，2017的臺文館，洋溢著濃郁的東南亞風味。目前正進行中的文學

特展，有待您親身細細品賞；至於已經結束的書影聯展，則請容我們藉

由文字和未及參與的朋友分享，並以紙上圖書館和電影院的形式銘刻其

轉瞬消逝的身影。

從文學認識（東南亞）新住民

這個活動的發想與當前正夯的「新南向政策」並非毫無關聯，事

實上，從東南亞各國來臺短期居留或落地生根的住民，不僅在人口數量

上佔有相當比例，且與臺灣人的互動也日益密切，但我們對於這群臺灣

歷史上最晚近的「移動人口」，不僅認識理解有限，甚至往往多有誤解

和歧見。新聞媒體的焦點除了歡樂熱鬧的潑水節和開齋節、不然就是一

到假日大批新住民如何「占用」火車站等公共空間，或者，哪裡的外勞

「又逃跑」云云⋯⋯。片面、錯誤而零碎的訊息，往往導致不友善的氛

圍，加深彼此鴻溝。

要怎麼才能讓更多人聽到新住民自己的聲音、觀照其如實本真的樣

貌？文學和電影，應該是一條可以嘗試的路徑──這場為期將近兩個月

的書展和影展，主要挑選以新住民在臺生活經驗為主題的文字和影像作

品，包括文學出版、藝術創作、紀錄片等，希望藉由豐富多樣的藝術文

本之展現，漸次擴展觀眾的視野，深化其認知。「書展」的地點在臺文

館地下一樓圖書室，展示的圖書包括新住民參加徵文比賽文集、報刊投

文‧圖───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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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在這裡 東南亞浪潮下的新住民文學與文化視界

書文章、攝影作品、由臺灣作家撰寫的移民／工故

事，以及其他以東南亞為主題的文本。儘管數量並

不算太多──這一方面顯示了所謂「多元文化」的

落實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另方面則意味著新住

民或移民工文學的書寫創作，顯然潛力十足、大有

可為──透過這些出版品，我們會看到，這群來自

不同國度的人們，過去經歷了什麼樣的悲歡離合、

在異鄉打拼的孤單寂寞、日常生活中最細微的所思

所感、對未來的夢想和盼望⋯⋯。

從電影認識（東南亞）新住民

至於以東南亞新住民為主角、主題、甚或是由

其自行拿起攝影機導演製作拍攝的電影（主要多為

紀錄片），似乎有著較為豐沛悠久的歷史。為了能

與臺灣當前社會現況結合，我們在林林總總數十部

佳作中，挑選四部近幾年內完成的作品，以隔週播

映的方式舉行了一場小型的東南亞影展，同時也邀

請各影片的導演在百忙之中出席映後座談，與現場

觀眾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回應大家的好奇和提問。

歡迎您透過文字，進入東南亞新住民的世界，透過文本所訴說的故事，深刻貼近並體會其在

臺灣的生活樣貌與生存狀態。這不是旁觀他人之境遇，而是因為，我們都在這裡。

紙上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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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債，走不完的歸鄉路」，恰好可以與《逃：我們

的寶島，他們的牢》與《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

生》互為參照。導演花了四年的時間，追訪四位合

法入境後潛逃的越南移工，想要了解他／她們究竟

為何逃離？結果發現，移工懷著「淘金夢」來臺，

只因無力償還高額仲介費，不得不在沒有犯罪的情

況下潛藏逃逸，然後被貼上「非法」標籤，輾轉遊

走於臺灣各邊陲地帶，躲避執法人員的追捕，在社

會底層無聲地勞動。阮金紅導演不諱言地說，因為

很多移工無法發聲卻又有話想說，因此她認為自己

有必要「透過鏡頭讓他們說話」，也讓臺灣能看見

這群「不／無法被看見」的人。

至於拍攝《麵包情人》的李靖惠，則是因為

十多年前祖母入住安養中心，她得以與在那裡工作

的幾位菲律賓籍女性移工有所接觸：為了讓女兒念

大學來臺賺錢的羅莉塔、活潑開朗的貝比、美麗的

瑪琳、熱情的艾琳，她們既是在臺灣擔負起最辛苦

的老人照護工作的勞動者，同時也是背負著家庭生

計和教養重任的母親，「麵包與情感」的兩難抉

擇，縈繞在她們的心頭，掩蓋在開朗樂天的笑容之

下。李靖惠以13年的時間，往來臺灣與菲律賓之

間，親自走訪這幾位女性的故鄉，進入她們所來自

的生活場域，從而關照其樂觀的態度、生命的韌性

以及人生價值的選擇，也展露出拍攝者與被拍攝者

深厚動人的情誼。

隨著《麵包情人》在5月20日播映，為期一個

多月的「『我們』都在這裡──東南亞浪潮新住民

書影聯展」在次日畫下了句點。就在同一天，「桃

園電影節」所舉辦的首屆「台灣獎－紀錄片徵件競

賽」得獎名單揭曉，《不即不離》獲得了評審團特

別獎，《再見 可愛陌生人》獲得桃園市民獎；同

時入圍的還有《神戲》，雖然最後未能得獎，但以

這四部作品分別是賴麗君、彭家如執導的《神戲》、

廖克發的《不即不離》、阮金紅和蔡崇隆的《再見可

愛陌生人》，以及李靖惠的《麵包情人》。

《神戲》講述的是來自越南的新移民女性安

妮和嘉義太保土生土長的新麗美歌劇團及第三代接

班人張芳遠相遇的故事。安妮10歲離家到河內接

受馬戲表演訓練，後來成為越南國家馬戲團明星，

19歲隨團來臺演出時，與張芳遠相識、相戀、結

婚。婚後她很快地融入夫家家族事業，學臺語、學

歌仔戲唱腔身段，成為新麗美歌劇團的當家花旦。

導演素樸地將傳統歌仔劇團在現代社會打拼營生的

身影和沒落前景娓娓道來，當然主線還是在安妮身

上，看她如何走進臺灣家庭、文化、和歌仔戲的藝

術世界。在開懷樂觀的背後，埋藏著小女兒發展遲

緩、從出生便洗腎至今的驚惶苦楚⋯⋯。片子很

長，但理路清晰、節奏明快，充滿生命氣息和草根

色彩，不訴求高深奇巧的菁英美學，而是選擇貼近

一般民眾的生活況味和情感記憶。

廖克發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大學畢業後曾

任教於小學，因熱衷文藝創作，來臺學習電影製

作。《不即不離》是他回返自己的生命源頭，從家

庭問題開始，展開一趟國族歷史的認識之旅。為了

探尋生命中缺席的祖父，他拼湊出原生家庭的完整

面貌，進而踏入馬來西亞近代歷史的溯流之中，找

尋彷彿遺失的過去──包括殖民時代、抗日運動，

共產黨組成，以及馬來西亞多族群的認同問題，都

在故事的重建中一一浮現。導演旁白貫穿全片，彷

彿提出對自身、也是對民族的疑問，交織個人與群

體的聲音，詰問著「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

的馬來西亞人？」。

《再見可愛陌生人》的導演之一阮金紅，本身

就是來自越南的新住民，這部片的slogan「還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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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近來馬不停蹄地在全臺巡迴映演均大獲好評的

盛況來看，所獲得的肯定已不言可喻。

幾位導演都是在百忙之中帶著作品來到文學

館，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真誠與溫暖，坦率剖

析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這些

創作者運用文化、藝術、電影等媒材，開啟觀眾

「東南亞」的認識和理解，我們大概無從得知在嘉

義民雄的新麗美歌劇團，有一位來自越南的當家花

旦、承擔起歌仔戲傳承；也無從知悉被湮滅在馬來

西亞建國運動中的那一頁馬共史，不僅改寫了廖克

發導演的家族命運，甚且導致了一代馬來亞人的流

亡與離散；不會知道逃逸移工背後不為人知的辛

酸，以及在所有東南亞國家當中，越南移工來臺所

需支付的仲介費是最高的；還有，當時執政的馬可

仕政府在1970年代所提倡的「勞力輸出政策」，

致使菲律賓成為全世界第二大勞力輸出國，如何斲

傷了無數家庭中的夫妻、親子關係⋯⋯。政策往往

是冰冷的，是數字、效益至上，唯有文學、電影、

藝術，充滿撼人心弦的力量，可以為生命加溫。

《神戲》

導演：賴麗君、彭家如

2015／113min

《不即不離》

導演：廖克發

2014／84min

《再見 可愛陌生人》
導演：阮金紅、蔡崇隆

2016／62min

《麵包情人》

導演：李靖惠

2016／101min

紙上
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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