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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敗犬嫁給了城市：

文／鄭順聰

1989年11月，陳玉慧化名吳小姐，陸續在報紙上刊登徵婚啟事：「生無悔，死無懼，不需經濟基礎，

對離異無挫折感，願先友後婚，非介紹所，無誠勿試。」共有108位應徵者，她將與這些人的對談互

動，寫成了《徵婚啟事》。1997年，由陳國富執導，並與陳世杰合作改編劇本，劉若英、陳昭榮等人

主演，將《徵婚啟事》搬上螢幕。主要拍攝場景在台北紫藤廬、仁愛路等處。

作家

《徵婚啟事》中的台北地景
攝影／路寒袖

敗犬，移植自日本流行詞，因電視與書籍廣

為流傳，人人琅琅上口。獨立自主的女性，在專

業領域有相當的地位與成就，已屆適婚年齡，尋

覓不到匹配對象，就會被歸類為「敗犬」。

這群在工作領域果斷堅決的族類，在婚姻的

門口卻裹足不前，生存於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

在城市中奔波繁忙，對婚姻仍抱持期待，但時間

毫不留情就消逝，敗犬該如何是好呢？

1989年，在網路尚未普及，無敗犬之名、卻

有許多敗犬的台北，有位勇敢的女性，主動出擊，

對婚姻做出大膽的行為，且將過程記錄寫成書，引

發社會廣泛議論。更不可思議的是，之後還被改編

為舞台劇、電影，成為當時城市男女的熱門話題。

這勇敢的敗犬，到底對婚姻做了什麼事？

台北女子之不嫁：

《徵婚啟事》在說什麼？

台北有多少個這種女孩啊？我想。從

來沒有人真正地愛過她們，她們像花朵般

地打開身體，春去冬來，然後就凋謝了，

沒有人再注意過她們。

這位敗犬姓陳，名玉慧，當時年方三十二

（1957 •年7月8日出生），留法回國，出過一本書，

參與過多齣戲，在劇場界與文壇小有名氣。敏感、

憂鬱，專注於創作，追求自我實踐。

然而，已快過適婚年齡，卻沒有理想的對

象，心裡想著：「我像很多人一樣，有時也寂寞、

孤獨，而且愈來愈難結婚了。1989年冬天，我在思

索創作的問題，新的形式和觀念對我來說成為一種

《徵婚啟事》

原著   陳玉慧　1992年
導演　陳國富　1997年

迫切，我想在劇場與文字間找出一種可行的創作

方式。我又回到古老的題目：結婚。」

於是，1989年11月，她化名吳小姐，陸續在

《自立晚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刊登

徵婚啟事，內容是：「生無悔，死無懼，不需

經濟基礎，對離異無挫折感，願先友後婚，

非介紹所，無誠勿試。」

啟事分三天刊出，共有108位應徵者（竟有

一位女士），藉由見面、通信與電話，陳玉慧分

別與這些應徵者接觸，她記錄其中42位男士的交

往過程，試圖捕捉最強烈的印象、盡量保留對話

的細節，集結成書。書中隱去徵婚人的姓名、年

齡、見面時地，然而，「有關作者個人在徵婚

過程的真實反應，則毫無保留。」

文章在報紙連載時，已引起注目；書甫出

版，即引起廣大議論。社會大眾紛紛在問，做出

大膽行徑的「她」，到底是怎樣的人？

誰來愛我：關於作者陳玉慧

現在，我們翻閱陳玉慧的經歷，可以如此

介紹：

陳玉慧，台北人，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

法國國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與文學雙碩士。曾

於法國陽光劇團實習、參與西班牙小丑劇團巡迴

演出、並於紐約外外百老匯導戲。留學回國後，

從事文學創作，投入劇場工作，又編又導又演，

與明華園合作之《戲螞蟻》，風靡一時。與德

國籍丈夫明夏結婚後，定居慕尼黑，陸續出版

小說、散文等作品；同時，亦撰寫新聞報導，任

《聯合報》特派員，訪問多國元首精英，曾至戰

爭現場，製作報導專題。

作品計有《失火》、《徵婚啟事》、《深

夜走過藍色的城市》、《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

餓》、《獵雷》、《你是否愛過》、《巴伐利

亞的藍光》、《你今天到底怎麼了》、《海神家

族》、《我不喜歡溫柔》、《遇見大師流淚》、

《我的抒情歐洲》、《德國時間》、《慕尼黑

白》、《CHINA》等書。

曾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香港浸

會大學「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及台灣新聞評議

會主辦的傑出新聞人員獎等。

陳玉慧可說是集作家、劇場人、新聞工作

者等多重角色於一身，深諳多國語言的她，跨

越不同國度種族文化，經歷豐富。多元的文化觀

察，跨領域的多重書寫，樹立獨特風格，文類擴

及小說、散文、評論、劇本、文化觀察、新聞報

導等。

多產的陳玉慧，在內涵與形式上，屢見突

破，然而，歸結其創作生涯，《徵婚啟事》無疑

是不凡的里程碑。因為《徵婚啟事》，她廣受注

目；因為《徵婚啟事》，她在藝術的原創性上受

到肯定；因為《徵婚啟事》，李國修改編成同名

舞台劇，至今已四度上演（1993年、1998年、

2002年、2009年），成為屏風表演班最賣座的劇

目之一。

當然，因為話題的延燒與文本的開放性，

《徵婚啟事》也被影像化，改拍成更為普及的電

影作品。

尋找最佳影像視角：

拍《徵婚啟事》的陳國富

1996年12月，民國86年度的國片輔導金名

單出爐，陳國富的《徵婚啟事》雀屏中選。隔

年開鏡，女主角由劉若英擔綱，演員有一半透過

陳玉慧，《徵婚啟事》（台北：印刻，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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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應徵、另一半是明星及演員，一拍攝就引發

話題，受到新聞媒體關注。而在1998年舉辦的第

三十五屆金馬獎中，《徵婚啟事》共入圍六項，為

國片入圍最多者；結果揭曉，劉若英榮獲金馬獎評

審團特別大獎，隔年更因此片二度掄下亞太影展最

佳女主角。

此外，電影版《徵婚啟事》的行銷，從小劇

場得到靈感，發行預售票，並附送贈品，採取北中

南各地單家戲院上映的策略，票房頗有斬獲，觀眾

反應熱烈。在當時洋片強勢壓境、國片低靡不振之

時，可說找到了突圍之道。

無論是評價或票房，電影版《徵婚啟事》表

現出色，背後的關鍵人物，當然是導演陳國富。

1958年出生的陳國富，台中人，初始寫影

評，1980年在地下刊物《電影旬刊》發表電影評

論，隔年因策劃金馬獎國際影展嶄露頭角，大力引

介西方藝術電影。初為影評人身分的他，1985年出

版《片面之言••陳國富電影文集》。1989年，電影處

女作《國中女生》推出，展開導演生涯，此後陸續

拍攝《只要為你活一天》、《我的美麗與哀愁》、

《徵婚啟事》等電影，並任職《影響》電影雜誌總

編輯、編輯《電影欣賞》，擔任多次電影評審委

員，也拍攝MTV。

21世紀開始，陳國富的觸角伸向國際，與美

國哥倫比亞公司合作，監製並導演《雙瞳》，號稱

是投入史上最高資金的台灣電影。近年來往中國發

展，監製《可可西里》、《天下無賊》、《非誠勿

擾》、《集結號》等，執導《風聲》，在票房上獲

得極大的成功，成為中國電影轉型的強力推手。

陳國富以導演、編劇、製作人多重身分活躍

於影壇，早期的電影深具都市氣息，擅長從女性的

角度切入，細膩寫實；之後風格屢變，企圖尋求另

類可能。《徵婚啟事》可說是他在台灣的代表作之

一，他將《徵婚啟事》的台灣經驗移植到中國，與

導演馮小剛合作，拍攝《非誠勿擾》，由葛優、舒

淇主演，情節、人物與對話貼合中國社會現況，

徵婚者由女轉為男，可說是中國版的《徵婚啟

事》，此片創下佳績，總票房三億多人民幣。

一個《徵婚啟事》，如此多的迴響與延伸，

陳玉慧的前衛行動，觸及男女關係最敏感的曖昧

地帶，敗犬的出擊，果然不同凡響。

同一樁敗犬的徵婚，文字影像，兩樣表現，

多種解讀，有類同當然也有歧異，以下分別從四

個面向，討論分析。

內涵風格：抑鬱自省VS.甜美哀愁

文學版的《徵婚啟事》，應徵的42個男人

中，有醫生、工廠老闆、教授、生意人、上班

族、工程師、酒店經理、旅美科學家、公務員、

樂師、殺手、棋士、工人、香港僑生、國小老

師，形形色色，年齡從二十多歲到六十歲不等，

徵婚場所大都在台北市最熱鬧的核心地帶。

文中看到的人生遭際，男女關係之錯縱複

雜，人性的自卑與自大，驕傲與悲傷，精彩萬

分；而作者描述的男人群像，生動立體，其中觸

及的出身、年齡、學歷、職業、省籍、性觀念、

感情婚姻等社會問題，值得玩味；更需注意的

是，作者在對話與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憤怒、

質疑、歡喜、孤獨、被偷窺感與不安，直接而

真誠。男人猶如一面鏡子，讓作者反思自己的身

分、家庭、個性與生命處境，全書的筆調，直率

中瀰漫著一股抑鬱。

而電影版的《徵婚啟事》，徵婚地點固定在

茶館，省去文學原著連絡、尋找、確認的過程，

近三十位應徵者，除部分素材參考文學原著，其

餘殆由導演發揮，也就是徵婚對象打掉重做，一

半登報尋來，反應真實身分與性情；另一半則為

名人，如歌手伍佰，演員鈕承澤、顧寶明、施易

男、金士傑、陳昭榮等，還穿插陳文茜對婚姻與

時勢的分析，這些大多經過設計與安排。

忠孝橋

忠孝橋擔負著往來台北縣市龐大的交通流量，是無數的上班族群前往實現夢想的坦途大道。但在電影中，遙長的橋載滿的卻是女主角對自

身的不安與徬徨。

地點與徵婚人不同，互動的氣氛隨之變動，文

學與電影當然也有差異。女主角劉若英的演出，讓

電影帶點甜美俏皮，卻不掩內心的哀傷與寂寞。可

以說，在內涵與風格上，文學原著陰鬱幽深，電影

甜美逗趣，這是兩者第一個不同。

敘事方式：單軸線VS.雙軸線

文學版的《徵婚啟事》，除了徵婚過程與原則

的說明，只有一條軸線，就是作者與42個男人的徵

婚記錄。電影則設定女主角的身分，眼科醫生杜家

珍，1969年生，與吳姓已婚男子發生不倫戀，但有

一段時間找不到他，頻打電話在答錄機中留言。同

時，她在報紙刊登徵婚啟事，與其他男子見面，電

影在這兩條軸線中交叉進行（還有一條杜家珍與心

理學講師羅教授對談的輔線），與文學版的單軸進

行，產生了敘述策略的分歧。

電影以文學著作為基礎，另拉出不倫戀情這條

線，作為電影的頭尾鋪墊，製造懸疑，為女主角徵

婚找到動機，並在兩條線的穿插中，增加電影豐富

度與層次感，吸引觀眾的注意力，達到其戲劇

性效果。但從文學原著轉換到影像，電影基本

上掌握到文學的優點：徵婚行為的創意、多樣

生動的人物、情緒的轉折與社會的觀照。但對

於文學原著最精粹的內心反思，電影卻以瑣碎

的獨白、冗長的對話呈現，這是比不上文學原

著的地方。

藝術形式：報導文學VS.仿紀錄片

陳玉慧曾寫道，《徵婚啟事》是「報導

式的無形劇場」，書中出場的人物，包括42個

男人以及作者本人，被冠以「出場者」名稱，

而她自己則是「紀錄者」，這個從劇場概念發

想的文學創作，陳玉慧自承是受巴西劇場家

波樂（Augusto Boal）的無形劇場（Invisible 

Theatre）影響，此概念認為表演者並非要在舞

台上，觀賞者也不一定要在台下，可以打破戲

劇文本非得有劇本台詞的定律，甚至連導演燈

光都可去除……，受此自由的表演方式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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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慧認為她和這42個寂寞單身的男人，共同演

出了「台灣的第一個無形劇場」。文學版《徵

婚啟事》打破傳統文學作品的結構與布局，以行

動藝術的概念、記錄的形式呈現，是一種帶著劇

場觀照精神的報導文學。

至於電影版《徵婚啟事》，也打破了傳統

電影的模式，在拍攝過程中，刊登啟事，找來應

徵者／業餘演員，讓平民大眾也參與到拍攝的過

程；同時，也安排演員以不同的角色出場（如鈕

承澤偽裝成徵婚人，捉弄劉若英的橋段）。

因此，出場的演員有隨機應徵來的素人、

也有經過設計的演員，拍攝過程中，新聞媒體

追蹤報導，讓觀眾在觀影時，不僅觀賞到電影成

品，也參與背後拍攝過程，以實驗的精神，挑戰

導演、演員、觀眾之間的關係。電影版《徵婚

啟事》，記錄拍攝過程背後的真實事件，融入劇

情，風格即興，帶後設的味道，可說是一種仿擬

紀錄片的影像作品。

時代背景：突破禁忌VS.不安氣氛

此外，由於兩者出版及上映時間的差距，

比照當時社會氣氛，還可以看到時代對作品的影

響。

回顧陳玉慧進行徵婚的1989年1月，日本昭

和天皇崩殂，皇太子明仁親王即位，日本進入平

成年代；6月在中國，長達數個月的學生運動，

最終爆發不幸的天安門事件，舉世喧嘩；10月17

日，美國舊金山發生大地震，死傷枕籍：到了11

月，德國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邁向統一。可以

說，1989年，整個世界面臨崩解、動蕩及破壞。

再回到台灣，剛從戒嚴走向自由社會，面

臨劇烈的改變，一股股的力量企圖打破政治、社

會等等禁忌，人際關係與婚姻當然不能倖免。在

戒嚴時代，家庭與父權都是不可挑戰的，陳玉

慧以一介女子主動徵婚，顛覆了父權婚姻的固

香園、黎坊、巴瀝史、談話

頭、黎香園、新公園、國立藝

術館、中正紀念堂、Door’s、

台電大樓（當時是台北第一高

樓）、永康公園、西門町、蜜

蜂咖啡館、紫藤廬等等，這些

空間，多是咖啡廳、餐廳、歌

廳、啤酒屋、PUB、茶館、公

共空間等，有些現仍存在、有

些已消失。

就如同電影中幾段台北的

遠望，現在淡水河是比較乾淨

了，但十多年前拍攝的台北天

際線，已大不相同，高樓大廈

明顯增多，天際線高低起伏更劇，台北作為現代化

的國際城市，其特點就是不斷發展、日新月異，但

生活其中的男男女女如此之多，無論是黃金單身漢

還是敗犬，他們寂寞、孤單，渴望與人溝通，也期

望結婚，但城市擁擠嘈雜，步調如此快速，他們就

是相遇不到。

台北作為《徵婚啟事》原著和電影的主要場

景，其瞬息變化的風景，可以說，也充分反映了都

市男女的心理狀態。

至於電影的內景，幾乎固定在女主角的住

處，以及石牌的茶藝館兩處，其餘的，就是往返兩

地的公車、計程車、街道、地下道與橋樑，雖片斷

而流動，卻是大部分台北人日日看到的風景。

而這些風景也在變化中，這是城市的宿命。

電影中女主角搭乘的公車，其內裝、椅子與

扶手等等，隨著台北這幾年公車汰舊換新，已更為

美觀舒服。片中仁愛路樟樹連綿而成的綠色隧道依

舊，但公車候車亭已幾番更新。那女主角睡過頭的

橋段，城市夜景流動，鏡頭拍攝南京西路與中山北

路交叉口西南方向，富士軟片的巨大招牌，因數位

相機的取代而消失，大樓主體與邱永漢日語招牌依

走進紫藤廬

一個女人曾到這裡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更多的人則當它是一個被城市偶然遺忘的地方，來這

裡尋求寧靜。

有觀念，衝破男女之間的主動被動關係，挑戰一

般大眾對婚姻的既有看法，這種突破禁忌的大膽

行為，或多或少也受到時代的感染，反映在作品

中。

至於電影版《徵婚啟事》拍攝的1997年，

可說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黑暗的時候，發生了「三

大刑案」——劉邦友官邸血案、彭婉如命案、白

曉燕綁架案，台灣社會在享受經濟發展的富裕之

餘，嚐到治安敗壞、人心動蕩的苦果，再加上國

內政治爭鬥無休、兩岸關係頻起衝突，社會大眾

人心惶惶。

在電影中，當女主角自醫院或茶館回到自

己頂樓加蓋的租屋處，獨自在房間內洗澡、講電

話，鏡頭的取角與移動，彷若有人不懷好意地窺

視。相較於徵婚茶館的輕鬆逗趣，在自己的房

間感覺害怕，需要安全的依靠，這是女主角的願

望，也是當時社會氣氛的不安與動蕩下，平民百

姓的心聲。

流動的台北地景：城市的移動風景

電影版《徵婚啟事》的主要場景，縮限在茶

館與臥室，女主角在這兩處密閉空間流動，沿路

的風景與街景映照在她的眼中，她用報紙刊登徵

婚啟事、透過電話與人連絡，無論是工作休息、

身體移動、人際來往和溝通交流，全都在台北。

這是敗犬俯仰生息的都市，電影地景的核心，討

論《徵婚啟事》，要從片頭那遠望的台北開始。

電影的片頭，幾段字幕後，一片黑暗，宛

如破曉般，光度漸漸增強，一片廣闊水域中浮現

台北的高樓大廈，籠罩在矇朧的藍色中，「徵婚

啟事」片名壓上，故事開始。

片頭的畫面，是從淡水河望向台北的遠

景，代表故事的發生地；藍色，為台北定了調，

這個城市是憂鬱，神祕難解的；而城市的高樓大

廈，倒映在飽滿的水域中，象徵這城市是個無所

不包的母體，人在其中活動、事件發生、關係建

立，也讓男男女女的紛擾情感都含納其中，所以

陳玉慧在書中說：「我的徵婚啟事的刊登，提

供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也讓我認識一些我

平常永遠不可能結識的人。他們跟我一樣生

活在這個城市裡，也想結婚。」

在文學版《徵婚啟事》中，徵婚的地點雖

經過作者更改，但提及的場所卻寫出了當時台

北男女交誼的主要地點，其中有：碧富邑、書

碧富邑
在文學版《徵婚啟事》中，敦化南路上的碧富邑是當時台北男女交

誼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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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廣告內容與燈光材質卻大有改變，且因法規

關係，被迫縮小了面積。

片中，女主角搭公車通勤，從三重方向往

忠孝西路，經過忠孝橋，她望向窗外，那是往

南方看，近景是枯乾的淡水河、沙洲、中興橋橋

墩，遠方是堤防上高低凌亂的高樓以及迷茫的天

空。這段風景，隨著高樓大廈增多，十多年的變

化不可謂不大，通勤時風景都相同，如同都市的

單調無聊。當然，如果現在於台北移動，大部分

的人選擇的是台北捷運，電影拍攝時台北捷運雖

已開通，但路線仍不完整；對於城市中的男女，

捷運的地下通道與高架橋上的風景，會比公車或

計程車望出的平面地景，更為熟悉。

從《徵婚啟事》影像片段中，可看出女主

角眼中的主要地景，是車窗外不斷移動的事物，

新書
上架

本書嚴選三十部由台灣文學改編而成的電影作品，延攬專人執筆，分別從小說至電影

的轉化，題旨內涵、藝術特色，以及電影中地景之今昔對比相關角度切入，撰文成

書，期望為台灣文學與電影的艱辛進程留下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希望透過人文攝影

的視角，為台灣地貌留下真實而美好的紀錄。

策劃主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發行／國立台灣文學館

《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

這風景作為一種中介與交通的管道，在記憶中一

閃而過，轉瞬即逝，這就是都市地景的特性。

通訊物件演化史：溝通構成的內心地景

時移事往，女主角大費周章在報紙刊登徵婚

廣告，現在看來真是徒勞；如今網路普及發達，

有數不清的交友網站與軟體可免費使用，登報徵

婚可說是花錢又耗時。然而，無論在文學原著寫

作期間或電影拍攝的那個時代，傳播媒體的選擇

少，報紙的影響力仍鉅，啟事欄承載了尋職、廣

告與尋人等多樣功能。以往在台北街頭，有許多

書報攤，如重慶南路與館前路，許多人路過就買

份報紙看，成為街頭的常見風景，現多已被便利

超商與網路所取代而不存在了。電影中，女主角

在家用無線電話、在外找公共電話的情景，也成

過往雲煙；手機獨佔壟斷，台北街頭人手一機，

邊走路邊講電話，人與人的溝通簡單方便；更別

說答錄機被手機留言功能完全取代，還有簡訊等

便捷的功能。

倒是徵婚之事，至今仍方興未艾。婚友社蓬

勃發展，聯誼方式推陳出新，廣告訊息不限報紙

網路，跨越傳統與科技，寂寞男女找不到心靈相

通的終身伙伴，反映在台北的日常街道，如復興

南路與和平東路交叉口，東北方大樓上的婚友社

廣告，企圖吸引單身女姓，找到幸福的方向。

談了這麼多，《徵婚啟事》的核心，其實就

是尋找幸福。無論是文學或電影，徵婚的結果都

是失敗的，幸福也不知何處尋。對於敗犬來說，

連城市的一抹風景都無法捕捉，更何況要相處一

輩子的男人呢？好男人難尋，城市中的敗犬，繼

續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在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

中，更加自信上進，也更加寂寞。

不知不覺，就嫁給了她身處的蒼涼城市。

（本文收錄於《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

的故事》）

書報攤

從前在台北車站周遭有許多像這樣的書報攤就圍著騎樓下的樑柱展

賣著，除了當期的雜誌和當日報紙，還有進口的雜誌和報刊。

徵婚啟事

藏在眾多廣告中的婚友社廣告，在現今科技化的世代，雖已不再是都市男女終結寂寞的指標，但也因工作忙碌造成生活圈的狹隘，上班族

缺乏時間尋找及交往戀愛對象，使得設定特定條件的婚友聯誼仍在現代生活中低調且憧憬的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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