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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正所謂「一千年

的歷史看西安，五百年的歷史看北京，近百年的

歷史看上海」，自南宋咸淳三年（西元1267年）設

鎮，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置縣，清嘉靖

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築城以來，從原本重要性

不如蘇州的縣鎮，在1842年鴉片戰爭後開埠，成為

對外開放的商埠與租界，在租界中形成「國中之

國」，帶動上海的繁榮；十九世紀中葉後，機器制

造業、蠶絲業、麵粉加工業、航運業、印刷業等進

駐上海，為上海城市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逐漸發

展成為二十世紀首屈一指的東方明珠（新華網浙江

頻道，2006；曹億雯和趙如璽，2008）。

現今上海已成為全中國最大的綜合性工商業城

市，擁有如寶鋼、金山石化、石洞口發電廠等國家

大型企業；90年代以降，推動改革開放，開發浦東

國家重點地區，使上海邁入了振興發展的新時期。

目前上海已和世界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經貿關

係，世界上排名前100名的跨國公司已有半數以上在

上海投資；國民經濟持續成長，上海的國民生產毛

額（GDP）連續十年超過10%以上，2000年全市GDP

達4551億元人民幣，人均GDP達4080美元，與世界

中等收入國家（地區）並駕齊驅。除此之外，上海

商業網點更是遍布全市各角落，著名的「四街四

城」：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四川路、西藏路、

豫園、徐家匯、不夜城和浦東新上海商業城等，

為上海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新華網浙江頻道，

2006）。

上海的文化發展

上海的變遷可謂滄海桑田（上海的大半地區

也都是從海洋變成陸地），而這巨大的變遷使得上

海除擁有江南文化，以重商、重生（重視生活）、

精緻、靈活為特點外，開埠以後更形成江海通津、

華洋共居、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這樣獨特的環境

形成上海兼容並蓄、海納百川、與時俱進、融合中

西、引領潮流的「海派文化」（陳先元，2009；熊

月之，2009）。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的事件均與

上海有關，如小刀會起義、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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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五卅慘案、八一三淞滬抗戰等；而許多歷史名

人，如徐光啟、黃道婆、孫中山、宋慶齡、魯迅等

人的故居或紀念地也在此地。上海由出版中心、西

學輸入中心，而報刊中心、電影中心、藝術表演中

心，而文學創作中心、文化交流中心與鑒賞中心。

三十年代，由於北方文化人大批南下，上海更成為

世界聞名的文化中心（新華網浙江頻道，2006；熊

月之，2009）。

進入計劃經濟時代，由於西方世界對中國外交

的封鎖，上海外僑撤走，上海與西方的文化聯繫中

斷，上海的報紙、雜誌、出版社、文化團體，或併

或停或遷移北京。此時中國政府開始有計畫的對新

的文化事業進行統一規劃，例如建立上海人民藝術

劇院、上海京劇院、上海越劇院等團體；改造或興

建文化場所如大舞台、音樂廳等；建立戲劇學院、

舞蹈學校等，以及建立上海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

譯製廠等。但計劃經濟時代其實是重視政治，忽視

社會；重視經濟，忽視文化，文化創新能量銳減。

八十年代後文化事業再度被重視，對文化設施的投

資也不斷增加，在文化產業方面，無論是新聞報

業、教育、出版、廣播、電影、圖書館、檔案館、

博物館、體育、旅遊、哲學、社會科學、科學技術

等，在上海都擁有全國著名或國際知名的品牌（熊

月之，2009）。

上海與電影

電影做為二十世紀以來最多元的藝術形式，融

合文學、美術、音樂、戲劇、舞蹈、攝影、建築與

科技，以及具備全球強大傳播與影響魅力的媒介，

和上海這個擁有多元文化、不斷更新與變遷的城市

似乎有許多共通之處；而上海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

也從未缺席過。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源地，1896年

8月 11日上海徐園放映了「西洋影戲」，二十世紀

初張石川的新民公司完成中國影史上第一部短片

《難夫難妻》；1921年拍攝了根據現實生活題材改

編的劇情片《閻瑞生》；之後聯華、明星等公司拍

攝的《新女性》和《馬路天使》堪稱經典之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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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和蝴蝶更是當時家喻戶曉的女明星。1922-26

年間全中國共有175家電影院，其中145家在上海。

雜技、魔術和電影輪流在戲院上映，至1930年歐美

的主要電影公司在上海都有了發行商，上海和世

界各地同步發行影片（紐衛平，2003；國際在線，

2005）。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時局驟變，為了抵制

外片，上海六間規模較大的電影機構，包括「明

星」、「大中華百合」、「民新」、「上海」、

「華劇」、 「友聯」聯合起ā，組成六合影片營

業公司；六合公司專責各公司的發行事務，而製片

事務仍由各公司自己負責。六合公司的成立遏止

了粗製濫造的風氣，使得上海20多家小規模的電影

公司倒閉。1932年5月，「明星」公司首先邀請夏

衍、阿英和鄭伯奇三人進入公司，擔任編劇顧問。

同年7月，「左翼劇聯」成立影評小組，先後在上

海各主要報紙的副刊上刊登影評，左翼電影工作者

開始在電影製作和觀影意識上影響著中國電影的

發展。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軍隊撤離上海，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進入「孤島」時期。

「八一三」戰役改變了中國電影的版圖，許多製片

廠毀於戰火，上海電影事業遭到極大的打擊，影人

紛紛西去內陸、南下香港。隨著「孤島」偏安的穩

定局面形成，新華影業公司首先恢復拍片，經歷戰

火洗禮的上海電影創造了另一個新的繁榮時期（國

際在線，200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八

年抗戰，但國共內戰旋即展開，國民政府接收了日

本控制的電影企業；而民營電影企業最重要的是崑

崙和文華二家製片廠，很多優秀電影皆出於此，其

中的「文華影業公司」就是在上海成立的（國際在

線，2005）。1949年後的中國電影被認為是意識形

態的表述工具，見證了舊中國電影的崩潰及重整。

那年年初，私營影業公司已很難營運，因此新政權

在1949年年底召開了私營電影製片座談會，鼓勵企

業家繼續投資電影，也以低利貸款和直接投資的方

式協助其度過難關。據上海市人民文化局電影事業

管理處1952年的統計，國家銀行、私人銀行或華東

影片經理公司對私營和公私合營的電影製片的貸款

額，在1950年高達82億9000萬元，1951年為40餘億

元（李陽，2009）。

進入「文化大革命」非常時期，中國電影文

化受到嚴重打擊，電影製作題材也受到限制。1973

年，正規的電影創作得以恢復；1978年大陸實行改

革開放政策，電影製作重新進入正常創作軌道。

「文革」苦難的商痕電影成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的電影主題，改編自古華作品由謝晉導演、劉曉

慶主演的《芙蓉鎮》，充滿了批判，不斷反思文化

大革命帶給人民的毀滅性傷害，也展現出對國家和

民族的未來充滿希望（維基百科，2009b）。

上海電影占據了中國早期電影的重要版圖，張

駿祥、桑弧、謝晉、吳貽弓等導演，以及金焰、趙

丹、白楊、張瑞芳、孫道臨、上官雲珠等演員，都

曾活躍在上海；而在上海拍攝的電影《風雲兒女》

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鄒瑞玥，2009）。八十年代末期上海電影的

競爭力略有衰退；根據上影集團（旗下擁有上海電

影製片廠、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上海東方電影頻

道、上海聯和院線等5家大型製片企業，14家影視

製作公司以及大型拍攝基地）廠長朱永德表示：上

影從藝術創作、市場需求、控制成本和加強管理各

方面開始重新反省，更開闢院線，成立東方發行公

司，積極求變⋯⋯。然而自第五代導演崛起後，上

影逐漸失去了人才濟濟的優勢，本來支撐上海電影

的前四代導演、演員以及各專業技術人員，因為年

齡、轉行等緣故，逐漸退出了創作一線，導致出現

1 30年代出現在上海的轎車。（攝自上海城市 

 歷史發展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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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電影創作、製作人才的斷層。上影在九十年

代決定大力扶植新生代，重新搶占人才高地和重

新確立人才優勢作為主要戰略目標（引自舒明，

2000）。

上海、電影與台灣

以上簡述了上海歷史以及上海電影的發展史，

主要目的在於說明上海電影與台灣電影發展的背景

淵源；曾經是西方列強刀口下的中國孤島上海，和

歷經列強殖民的海上島嶼台灣之間，似乎有著微妙

的歷史牽繫（Ko Tsi-jin, 2007a）。三十年代的上海做

為東亞電影生產重鎮，成為東京之外另一個影響台

灣電影工業的力量。當時大量上海電影來台上映，

台灣演員也跨海至上海參與演出，台灣流行音樂工

作者創作主題曲搭配上海電影形成潮流，名曲「桃

花泣血記」（1932），即是著名辯士詹天馬為宣傳

同名電影所寫的 Holo台語歌曲，為台灣歌謠創作第

一個黃金時期揭開序幕，也成為日後六十年代台語

歌曲帶動台語電影發展的先聲（Ko Tsi-jin, 2007a）。

光復初期，台灣經濟貧困，當時的電影製作一年不

到十部新聞片；隨著國共內戰日趨激烈，在台的統

治階級又貪污腐化，連新聞片也減量生產，直至

五十年代台灣局勢逐漸安定後電影事業才又逐步發

展起來。1945至1949年間，有兩部中國劇情片以台

灣為背景，來台拍攝。何非光導演的《花蓮港》

（1948），描寫原住民少女愛上漢人青年的故事；

《阿里山風雲》（張英、張徹合導，1949）則是講

述吳鳳的故事。《阿里山風雲》在台灣拍攝時，恰

好風雲變色，外景隊落難台灣，影片最後在台灣完

成，因緣際會成了二次大戰後台灣第一部台產國語

劇情片。1949年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帶來了官營中

國電影製片廠、農教電影公司的大批人員與設備，

使得政府主控了台灣後來的電影發展（李道明，

n.d.）。

若從電影的重要作者 — 導演的脈絡來看，上海

電影與台灣電影也有其連繫與淵源。1960年代，台

海情勢逐漸穩定；國民黨黨營的中央電影公司新任

總經理龔弘提出了健康寫實的製作路線，聘請上海

出生、曾拍過台語片《王哥柳哥遊台灣》（1958）

的李行拍攝《蚵女》（1 9 6 4）、《養鴨人家》

（1965），頗受市場歡迎，帶動國語劇情片的製作

水準，開拓了台製國語影片的海外華人市場。強

調傳統倫理與道德的健康寫實電影，雖缺乏批判現

實的勇氣，但卻建立起台灣電影的新風格，與上海

時期的中國電影大異其趣。而健康寫實時期的重要

導演，如李行、白景瑞、李嘉、丁善璽等，在六、

七十年代成為領導台灣電影的主要人物（李道明，

n.d.）。另一位出生於上海的導演王金菊，早年拍攝

不少紀錄片，1979年的《六朝怪談》是在題材上較

為特殊的的神怪電影（張道正，2008）。

九十年代是台灣電影的新浪潮時期，重要人物

楊德昌也出生於上海，其電影中經常加入上海的元

素。例如1985年的《青梅竹馬》出現了陳枚作曲、

範煙橋作詞、一代歌后周璇演唱的「夜上海」，是

周璇電影《長相思》（1947）的插曲。而在李安之

前，楊德昌也曾計劃拍攝「色戒」，曾在蔡琴陪同

下前往香港洽談版權事宜（Ko Tsi-jin, 2007b）。某

種層面來看，台灣導演似乎對上海存在著某些奇妙

的想像與情懷，除了在電影出產地、早期電影工作

人員及設備的輸出與導演出生地的連結外，究竟上

海這個城市有何魅力？為什麼台灣導演想要拍攝上

海的題材？什麼時期的上海特別令人著迷？台灣導

演電影中描繪了哪些上海的面貌？而台灣導演呈現

出的上海印象又為何？

七部與上海有關的電影

基於這樣的好奇開始搜尋資料，從台灣電影

筆記的導演網頁（http://movie1.cca.gov.tw/People/

Category.asp?CategoryID=1）以及中文電影資料庫中

（http://www.dianying.com/ft/genre/shanghaih），尋找

台灣導演拍攝關於上海題材的影片名稱；在此「台

灣導演」的定義為與台灣有血緣關係（父母其中一

人為台灣人）、出生於台灣、生長在台灣、來台發

展或來台定居者。在交叉比對下，選出七部電影，

列如表1。

從表1可以發現：這些電影的拍攝與上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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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代          電 影 名 稱               導 演          出 品 公司  電 影 描 述 的 時 間         主 要 演 員

    1981 假如我是真的 王童 永昇 1970-1980年代 譚詠麟、胡冠珍

    1981 上海社會檔案 王菊金 永昇 1968-1972年代 陸小芬、崔守平

    1998 海上花 侯孝賢 侯孝賢電影公司 十九世紀末
梁朝偉、羽田美智

子、劉嘉玲、李嘉欣

    2005 孤戀花 曹瑞原 止奔影像 1948-1962年代
袁詠儀、李心潔、蕭

淑慎

    2005 戀愛地圖

下山天

易智言

張一白

天映娛樂 2000年後
伊東美  、陳柏霖、

范曉萱、加瀨亮、李

小璐、塚本高史

    2007 色，戒 李安

海上影業、易先生電

影製作、銀督機構、

上海電影集團

1939-1942
梁朝偉、湯唯、王力

宏、陳沖

    2007 天堂口 陳奕利 中環娛樂 30年代
吳彥祖、舒淇、劉

燁、楊祐寧、李小璐

表1

大約從1980年代至今，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換言

之，台灣導演開始關注上海這個城市是近三十年的

事，或許可以解釋成因為兩岸政治的因素，不能有

太多的關注與互動。但有趣的是，對於上海題材電

影的拍攝並沒有因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終結

（1987年解嚴），或隨著兩岸政策的開放而增加，

所以以「上海」作為電影拍攝題材，似乎是少數懷

抱上海情懷導演的專利。

這些導演包括從上海（內地）來台的導演、

土生土長的台灣導演、新浪潮時期與後新浪潮時期

的導演，以及僑居海外的台灣導演；而他們所接受

的電影訓練有的來自台灣（四位畢業於國立台灣藝

術大學，當時的國立藝專），亦有來自國外。若以

導演的年齡觀察之，拍攝導演的年齡橫跨老中青三

代：六十幾歲有三位、五十幾歲有一位、四十幾歲

有二位。王童和王菊金是在三十七、三十八歲時受

邀拍攝的，是二位導演的早期作品；「天堂口」是

陳奕利的第一部作品，受到吳宇森支持；曹瑞原和

易智言則是他們四十多歲，進入電影圈十年的成熟

期作品；侯孝賢和李安則是五十多歲，他們追求登

峰造極的作品。

七部電影中五部改編自文學作品：《假如我

是真的》和《上海社會檔案》改編自傷痕文學系列

作品，中國作家沙葉新與演員李守成、姚明德於

1979年8月為話劇創作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

以及卜安利（筆名王靖）1979年發表在第10期《電

影創作》雜誌的《在社會的檔案裡》（藍祖蔚，

2007a）；《海上花》原著為韓子雲的《海上花列

傳》（又名《青樓寶鑒》），侯孝賢用了張愛玲譯

注的版本（趙波，n.d.），《色，戒》是張愛玲的

作品；《孤戀花》改編自白先勇的短篇小說，收錄

在1983年出版的《台北人》；《天堂口》則是翻拍

吳宇森16年前的經典電影《喋血街頭》（新華網，

2007）。

七部電影的時代背景涵蓋十九世紀開埠的上

海、三十年代的上海、國共內戰的上海、文革後的

上海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上海，幾乎和上海作為近代

中國史的陳述角色一致。故事的主題和愛情綿密的

結合著，在混亂多元的環境背景下闡述著不同的愛

情：《海上花》以上海英租界高等妓院區「長三書

寓」為背景，以官人王老爺蓮生和「倌人」沈小紅

及張蕙生的三角戀愛為主軸，刻畫著當時官人、紈

褲子弟、妓女和老鴇的面貌，可說是當時社會的縮

影。《天堂口》藉著天堂夜總會的老闆黑社會老大

洪哥、洪哥的弟弟馬克、洪哥的女人露露以及愛慕

露露的洪哥手下阿峰的四角戀情，描繪著那個沒有

法治的上海。《色，戒》中王佳芝為了情報色誘易

先生，到後來真的愛上易先生，那種愛上敵人的無

奈。《孤戀花》描述百樂門的雲芳阿姐和無意間被

她救起的女孩五寶間的愛戀，五寶在逃來台灣的過

程中喪命，支身來台的雲芳在東雲閣酒店上班，遇

上貌似五寶的女孩娟娟，產生了令一段情誼，是遠

渡重洋從上海銜接台灣的愛情。《上海社會檔案》

描述文革時期知青李麗芳，從文工團被調任首長女

護士，和首長兒子王海南心心相惜，王海南為理想

上東北打仗，李麗芳在一夜之間先後被首長與其子

小京汙衊，在身心受創下退伍，最後在父親、丈夫

輕視之下淪為流氓。《假如我是真的》片中下鄉知

青李小璋，因為受到女友父親的歧視，為了捍衛他

的愛情，因而展開一連串的欺騙行動。《戀愛地

圖》是三個城市：東京、台北和上海的三段愛情，

台灣男孩和上海女孩在東京相遇、台北女孩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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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故事，以及上海女孩和日本男孩的故事。

七部電影中男女主角大多是年輕人，彷彿青春

歲月產生的能量最能和上海這個城市激盪、交融。

七部電影中三部電影的重要角色是妓女、歌女和舞

女，有一部是知青變成女阿飛（流氓），另一部則

是知青變成女間諜，大都是在社會上受到歧視或不

平等對待的階層；《海上花》、《孤戀花》及《上

海社會檔案》更是以女性為故事的書寫主軸，《海

上花》中的經典名言：「在這裡，男人順從的是

女人的規則。」（聞天祥，2009）。相對來說，男

性角色則多是知青、官人、紈褲子弟、黑幫、權貴

和特務頭目，與女性角色的弱勢地位有著強烈的對

比。

探究這些台灣導演為什麼選擇拍攝上海相關的

題材？以王童和王菊金來說，並不是他們個人的選

擇而是出品公司的選擇。1981年，正值文革結束，

傷痕文學大量創作時期；國民黨的中影公司，拍攝

了來自大陸的作品《皇天后土》，獲得市場的好

評；恰好那時中國有五大毒草（作品）《調動》、

《女賊》、《飛天》、《在社會檔案裡》及《假如

我是真的》，無法在大陸被拍成電影，後兩部作品

就讓永昇公司拍成當時台灣最流行的「反共片」

（管仁健，2008）。

侯孝賢非常喜歡《海上花》的原作，喜歡書

中人物的世故，世故的有分寸，精準的拿捏著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又不著痕跡（王寅，2008）；而透

過中景平移的攝影機運動，侯孝賢運用他最喜歡的

長鏡頭（一鏡到底）、場面調度，講述著上海的

故事，每一次的燈明燈滅都代表著章回小說的始與

末。

曹瑞原鏡頭下的《孤戀花》，想表現的是屬於

近代華人共同經歷的歷史，把三個女性的愛情故事

架構在一個動盪的時代，有一批人因為戰亂而流離

失所，他們得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定居，他們對家鄉

充滿依戀，但又必須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讓

人體會到生命在動盪時代裡的渺小、卑微，但不管

作品中的世界多灰暗、多悲苦、多蒼涼，「愛、慈

悲、善良」都是人性簡單、動人的地方（曹瑞原，

2005）。

《色，戒》的導演李安也對上海的那段歷史

有著特殊的情懷，李安曾說：「現在若不拍，就會

永遠沈沒很深地『浸泡』在那個歷史情境裡⋯⋯，

拍到後來，幾乎有點被『附身』的感覺。是張愛玲

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這段歷史，就是要被留

下來，⋯⋯，我們這一代不拍這電影，將來，就

永遠不可能了。」所以《色，戒》可說是李安個人

的「搶救歷史」行動。也許是張愛玲小說裡人性

的矛盾、離經叛道的價值觀，或是小說的電影筆法

啟發了李安，使得李安以「人類學家」的求證精神

和「歷史學家」的精準態度去「落實」張愛玲的小

說，把四十年代的民國史 — 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

物質生活，像拍紀錄片一樣寫實地記錄下來（龍應

台，2007）。 

陳奕利把《天堂口》的故事發生地，從越南搬

到三十年代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大上海，也有相

同的想法，那樣的混亂才會有那樣的不安和愛情。

故事背景的轉變影響了電影的基調，從吳宇森較粗

蠻、熱血的兄弟友情中，增添了幾分脂粉味，很多

鏡頭把殺戮血腥淡化了，像堆疊精巧的愛情積木，

每一塊小木頭擠壓在周遭人的力平衡中，誰也不得

脫身（新華網，2007）。

相較之下，二十一世紀的《戀愛地圖》選擇

上海的原因是比較輕鬆的。分別發生在東京、台

北、上海，三個關於邂逅和心靈交會的三段式愛情

故事。下山天、易智言和張一白來自日本、台灣和

中國三地的導演，試圖想要表現在這三個地方、三

對來自不同地域、說著不同語言的男女主角，跨出

了語言的障礙、區域的界限、通過心與心的交流和

碰撞，產生了三種不同方式、不同結局的愛情。

儘管三個城市的人們是如此的匆匆和忙碌，但「我

愛你」是時代、科學再怎麼進步也不能改變，人

與人最簡單交流的現在進行式（Yahoo奇摩電影，

2005）。

電影中描繪的上海

了解這些台灣導演為什麼選擇拍攝上海相關的

題材，再來則試圖了解這些導演在電影中如何呈現

他們心中的上海。1981年王童拍攝的《假如我是真

的》，因當時兩岸局勢對立的關係，以內景為主，

全都是在台灣搭景拍攝的，少數上海街景乃利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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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建築的部分，創造了「人民劇場」；毛主席的相

片、標語則是必定出現在室內場景的。而《上海

社會檔案》的極重要一場戲，1970年外灘的上海，

橋、船、電車鐵軌、紅磚房、標語，巧妙的創造了

所謂的上海街景，但其實大部分的場景也都是在台

灣拍攝。

侯孝賢拍攝《海上花》時，其實已考慮要和上

海上影片廠合作，但因劇本未獲大陸廣電部通過，

全片只能在台灣搭景拍攝（趙波，n.d.）。《海上

花》的長三書寓是在台北郊區搭的三幢石庫門房

子。石庫門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住宅，由門框、門

楣和門扇組成，由於形式封閉，多用石頭砌成，堅

固難破，故名「石庫門」。石庫門里弄住宅最典型

的特徵是中西合璧，住宅每戶入口有一石質門框，

黑漆大門上一對銅門環，進門後有小天井，展現了

中國江南傳統民宅的特徵；而總體上採用聯排式

布局卻來源於歐洲，外牆細部有西洋建築的雕花圖

案，門上的三角形或圓弧形門頭裝飾也多為西式圖

案（紐衛平，2003）。《海上花》的長三書寓是仿

照1880期間畫報、攝影冊、《點石齋》畫報等資料

建成的。家具是劇組委託南京的畫家湯國代理，買

了雕花大床等，裝箱運到台灣；訂製的家具都是仿

新的，光鮮石庫門裡的小姐是不可能擺設很舊的家

具；而屏風、窗門等是在越南訂購的。瓷器是從景

德鎮訂做，當時新的瓷器進口和大陸所有產品一樣

都要報關，接受新聞局、國貿局的審批。用燭光作

為主要光源，使拍出的畫面有上過釉、壓過膜的做

舊感覺（趙波，n.d.）。

隨著兩岸的開放，到上海拍攝相關電影場景

已不再是問題。和《海上花》的長三書寓相呼應的

是《孤戀花》的百樂門以及《天堂口》的天堂夜總

會。百樂門舞廳是在上海老站酒店找到的場景，那

裡早期是教堂，現在則變成飯店。舞廳由三個完全

不同的地方組成，為了讓觀眾不要發現地點的不

同，導演曹瑞原必須在顏色統一，裝潢形式統一，

調性統一，再用燈光統一。曹瑞原甚至還把飯店

門口的彩繪玻璃和樓梯的彩繪玻璃作成幾乎一樣。

而上海在真實世界中的變遷是相當快速的，《孤戀

花》有一場碼頭逃難的戲，是內戰爆發後要逃亡到

台灣的場面，開拍前夕，忽然接到通知說那個碼頭

要炸掉改建，為了和時間競爭，於是劇組一到上海

一開拍就拍攝那一幕戲，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曹瑞

原認為：上海的建築、音樂、服飾、人民的生活方

式，其實都有一種特別的味道，一種比較西方的現

代形式，可是仍保有東方的內涵和樣貌，所以《孤

戀花》不管在任何方面都應該有這樣的樣貌和內涵

（曹瑞原，2005）。 

相對於曹瑞原對「百樂門」的真實要求，陳奕

32

2 雨中的黃浦江景色。

3 1955-1992的上海肉票。（攝自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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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天堂口》的天堂夜總會則是完全的虛幻：有著

閃耀的水晶燈、端著洋酒身著西服的應侍生、滿滿

的梳著油頭西裝革履的男客、領口偶爾閃爍錶鏈的

金光、充滿著搖曳生姿舞者的舞池、大樂團、大麥

克風、珠光寶氣盤著油光水滑頭髮的露露，非常的

華麗，陳奕利刻意的凸顯那個年代的虛華、富麗堂

皇，可是沒有靈魂的空泛。 

李安的《色，戒》則是極盡「真實」的描繪

老上海的街景：《色，戒》裡老上海街景「所有的

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號

碼。」李安說。在李安研究團隊的努力下，上海製

片廠大手筆地重現了上海老街，建築材料是真的，

街上兩排的法國梧桐是一棵一棵種下去的；易先生

進出門禁森嚴的後巷，就是當年七十六號特務頭子

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後巷。易先生辦公室裡的桌子是

民國時代的桌子，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

子，都費了很大的工夫尋找，其中還包括特務都會

放在辦公室裡的鍾馗（龍應台，2007）。 

《戀愛地圖》的上海街景則是很近代的上海：

幽靜的弄堂、有風的露台、紅磚牆、薰黃的燈、泰

康路酒吧天井，甚至片尾一年後只剩下孤零零竪在

垃圾場的一塊斷牆，顯出一種安寧與純凈。導演張

一白（非台灣導演）剔除了高樓上海的市井氣，傳

達了一種上海的柔美印象，試圖發現現代上海都市

生活中的美感。

代表上海記憶的符號

除了上海的建築與街景外，在這七部電影中我

們也看到屬於「上海記憶」的符號被傳達著，這些

符號除了充滿了上海意象之外，也常常是影片意義

呈現的重要符碼。《海上花》的服裝是根據以前衣

服殘留的繡片，重新在北京訂做的170套戲服，當時

妓女們的穿戴總是引起民間的追隨，而三大名妓穿

衣時總是有人伺候，非常尊貴。戲服在運往台灣時

遭遇到很大的麻煩，當時台灣嚴禁大陸服裝進口，

即使是戲服，也不同意進關，最後只能讓助手一次

次從北京隨身帶回台灣（趙波，n.d.）。

在《色，戒》中，藉著做西服和易先生有單獨

相處機會的麥太太，彷彿真的是易太太般不斷給裁

縫師建議；而當麥太太穿著再合身不過的旗袍從著

衣間出來時，易先生說：「穿著」那種情愫就蔓延

在空氣中。三年後易先生與麥太太的第一次幽會，

被易先生粗魯撕掉的旗袍，其實撕掉的是王佳芝的

心防，在很粗暴的性後，繾蜷在破碎旗袍下的王佳

芝露出了一抹微笑。《孤戀花》中親手幫五寶穿上

紅花旗袍的雲芳，對五寶有超過姐妹情誼的愛戀；

當台灣的娟娟再穿起那件紅花旗袍時，它給了娟娟

勇氣殺死虐待她的黑社會老大；透過五寶的旗袍，

娟娟找到／表演了小說裡五寶的靈魂。

「麻將」是很生活的，在石庫門的中庭就是

打麻將的地方。《色，戒》的一開場就是麻將場，

編劇王蕙玲提到寫這場戲：最主要參考一些牌經與

術語，但李安要求的牌戲精神是讓觀眾「不要因

為沒有（麻將）知識而被遺棄」。王蕙玲特別想

呈現的是藉由打麻將展現每個角色手與心的互動關

係。小說中為什麼要突顯馬太太，她的三克拉鑽

戒是誰送的？王佳芝為什麼會認為她在吃味？為什

麼易太太又要對王佳芝特別好？易先生好色，會不

會四個女人都是他的女人？情婦之間最在乎排名，

鑽戒的比量，不就意謂著他們的身分排名？所以這

場牌戲其實是四個女人的政治，眼神勾一下，手指

晃一下，都有深意，就像以前的富家大太太最愛把

家裡的女人都集中在牌桌上，以便集中管理，才不

會出亂子，易太太會不會就是這樣（引自藍祖蔚，

2007b）？ 

七部電影除《戀愛地圖》外，六部運用到「香

煙」這個也很生活的道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

海有大小煙館2000餘家，上海人把煙館稱作「燕子

窩」，煙客每天像燕子一樣準時回煙館吸煙（紐衛

平，2003）。《海上花》裡，演員必須極為熟練地

使用當時的水煙及鴉片煙，在煙榻上自在的吸鴉片

煙，甚至演出被生鴉片嗆到的不舒服，點菸、吸

菸、清煙筒都是長三書寓生活每天的例行公事。

《色，戒》的一開場伴隨牌桌戲就是抽菸，王佳芝

從不會抽菸變成會抽菸是生命的轉捩點；易先生在

咖啡店中幫麥太太點菸其實是點燃了二人間日後的

情慾；四個大學生在陽台上拼命抽菸，等王佳芝被

告知下一步的計畫，王佳芝冷冷的說哪一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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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梁潤生有經驗。」「和妓女？」王佳芝出奇冷靜

的無奈和四個心慌意亂忙抽菸的男生形成強烈的對

比。《孤戀花》中除了雲芳苦悶時的抽煙外，還有

娟娟施打的毒品 — 鴉片煙的現代版。《天堂口》大

剛三兄弟立了功，與洪哥同坐圓桌，席上洪哥用雪

茄敲雪茄盒，大剛模仿洪哥則用香煙敲香煙盒；當

大剛殺了洪哥，那盒雪茄就落到大剛的手上；雪茄

是權力的象徵。《假如我是真的》中的香煙是打通

關口、奉承巴結的工具。《上海社會檔案》香菸是

女主角李麗芳在公安局被審問時開口的要求：「給

我抽根菸行嗎？」而負責調查此案的尚琪則是抽煙

斗。

在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從《海上花》妓女們

的言談中得知，她們除了坐轎子，更喜歡坐馬車兜

風。《天堂口》阿峰和小虎拉的是黃包車，洪哥的

出入則是轎車。《孤戀花》的雲芳和五寶則有坐在

黃包車上的快樂時光。《色，戒》的王佳芝和鄺裕

明在有軌電車上交換情報，而易先生的車更是載著

王佳芝穿梭在上海這個城市的幽會工具，亦是易

先生最後逃亡的工具。《色，戒》封街的那場戲，

編劇王蕙玲是這樣描述的：讓那輛三輪車可以來

回穿梭，從綠屋夫人服裝店玻璃櫥窗裡的「蝙蝠袖

爛銀衣裙的木美人」，到紙紮的紅綠白三色小風車

到吹哨拉繩封街，一個快踩，一個目顧，千頭萬緒

的慌亂、迷亂盡在其中，當車伕回頭對王佳芝笑，

一句：「回家。」好奢侈的一問，什麼是家？回那

個家？回誰的家？真實的王佳芝是那裡也去不了的

（引自藍祖蔚，2007b）。

四部電影中出現了和當時上海生活有關的音

樂、戲劇和電影。《天堂口》露露唱的是新編的

三十年代歌曲，洪哥是口口聲聲說他只投資電影，

其他都不管；阿峰則帶著露露到片廠盪鞦韆，類

似《萬花嬉春》唐（金凱利）帶著凱西（黛比雷

諾）在攝影棚的場景。《色，戒》出現唱蘇州戲的

一小段；王佳芝喜歡看電影，易先生怕黑而不看電

影，王佳芝和鄺裕明在黑暗的電影院交換情報；麥

太太為易先生唱的小曲「天涯歌女」擄獲了易先生

的心，女人對特務而言一直都只是玩物，玩過了就

得死，但是李安卻能用這首曲子讓觀眾看到漢奸墜

入情網的過程，完整唱出了女人憐惜男人的心情，

王佳芝看著燈光下的老易，那種愛還帶著占有，憐

惜中還能成全的微妙情愫，被完全表現出來（引自

藍祖蔚，2007b）。《孤戀花》中的五寶唱著周旋

的歌，而五寶的愛人林三郎則為她譜出了「孤戀

花」。《假如我是真的》人民劇場是約會見面的地

點，民眾搶著看舞台劇《欽差大人》的演出。

而在語言上，七部描述上海的電影如何表現？

《假如我是真的》和《上海社會檔案》幾乎沒有上

4 二十世紀初期的有軌電車。（攝自上海城市歷發展陳列館）

5 鼓勵大家乘電車的標語：大眾可乘．穩快價廉。（攝自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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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話的出現。《天堂口》、《孤戀花》和《戀愛地

圖》有一些上海場景出現幾句上海話。《色，戒》

上海話出現的比例較高；但在語言表現上最有勇氣

的則是侯孝賢的《海上花》。侯孝賢本想恢復蘇

白，但是蘇州話學起來太困難，在台灣也找不到可

以教蘇州話的老師，所以只好選擇上海話（趙波，

n.d.）；上海話製造了距離感，除了上海人聽得懂之

外，大多數的觀眾都聽不懂，可以分散觀眾的注意

力，但這樣的勇氣也造成台灣觀眾閱讀此電影的一

些障礙。

變幻莫測的上海

綜合以上的分析，台灣電影導演對於上海的動

盪和變幻莫測是著迷的，也因為這樣地大環境許多

的故事變得格外動人。某些時候故事表面闡述的是

錦衣玉食，背後隱藏的卻是看不見的性與慾望；有

時故事描述的似乎是性，可是背後卻藏著最刻骨的

愛情。也許就像拍慣了六七十年代台灣城鎮的侯孝

賢，卻拍了100多年前的上海妓院；如同侯孝賢所

說：不管視覺風格、影片氛圍怎麼變，他的電影最

主要探討的還是人，背景或年代只是個襯托罷了；

所以《海上花》表面看來是以舊上海為題材，但實

質上仍然是在寫台灣（王伶，2000），或許這就是

台灣導演試著找尋的上海情懷。

（本文圖片攝影：陳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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