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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靖傑的故事，就從最近的

《閱讀時光》說起。

文化部為了讓臺灣文學留下

美麗身影，委由王小棣導演籌拍

的《閱讀時光》系列戲劇影片，

自3月起至7月間在各電視臺播

映，透過這些各具風格的影像敘

事，讓許多人再度動心起念，喚

醒對於經典文學的深深依戀。

而在4年前，《他們在島嶼寫

作》系列電影，則是有系統性地

記錄6位臺灣文壇重量級文學家：

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

予、王文興以及楊牧的生命與創

作歷程。其中，《尋找背海的

人》即是導演林靖傑以其電影語

言作為引路人，以風格化的電影

敘事手法，讓讀者得以重新凝見

王文興的文學生涯。

再往前推至2007年，林靖傑

的首部劇情長片《最遙遠的距

離》也仍讓許多人記憶猶新。女

主角之一桂綸鎂更是家喻戶曉的

影后，該部作品更獲得威尼斯影

從生活到創作的距離 , 並不遙遠

林靖傑的《愛琳娜》
演繹心中的藏書
文 ︱ 朱淑玲、圖 ︱潘云薇、拍攝場地提供︱紀州庵

以閱讀閱讀，用電影說故事，

林靖傑關心底層，也遙望未來；

他從執筆創作到拍攝文學大師，

一連串的創作之旅，讓他心中

的藏書顯得既寫實又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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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影片獎」、

第九屆臺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

獎」肯定，也為林靖傑的影像創作

之路開啟更多的可能。

近年積極投入電影創作的林

靖傑，早年曾以「江邊」為筆名之

小說散文創作獲得聯合文學、時報

文學獎首獎，他從閱讀出發，喜歡

觀察人性與社會，後又投入劇場與

電影工作，但無論是文學、戲劇或

電影，對他而言，一切源於閱讀的

悸動以及生命的體驗。他最近完成

的電影作品《愛琳娜》，即是以其

文青的靈魂，糅和著臺灣人民悲喜

曲的展現。這部大眾通俗的電影，

以魔幻寫實手法拍出臺灣很生猛、

張揚舞爪的草根生命力。

熱中影像—
追求電影夢想

《愛琳娜》由陳怡蓉擔綱女

主角、飾演一位出生於臺灣勞工家

庭的陳愛琳。她靠著打工、跟現在

很多年輕人一樣過著工作不穩定的

生活，每月收入不到22k，在一次

車禍中與撞到她的安親班老闆認

識，而有機會爭取到去安親班學小

提琴的機會，她抓住了這個機會，

把他當作是命運的安排，她想要翻

身，所以很認真的學，在安親班教

小朋友學琴；因而有機會往社會上

層流動，也幻想著幸福人生就要開

始，可以找一個更好的老公，從底

層階級翻身為中產階級，但這些都

是虛妄的想像，最後她重新認知到

不用看不起自己身處的階層，不用

為所來之處而感到丟臉，應該去認

識、肯定自身階級的價值，找到那

安身立命之處，肯定自我階級就能

產生力量。

而這部電影也反應出時下社

會一些挫敗氛圍，但林靖傑希望這

部電影能有一些力量，不要被這個

挫敗的情緒所困，所以就讓電影裡

的陳愛琳化身為《愛琳娜》，用他

擅長的小提琴當作武器，以小提琴

為盾、弓為箭，戴上蒙面女俠的面

具，在捷運上、在火車上、在一些

紡織工廠女工抗爭的場合快閃，用

小提琴拉出不一樣的樂音，為弱勢

者讚聲。

將一個很平凡的人，化身為

武俠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機率不

大，但電影本來就是提供一個讓現

實生活中不能滿足的想像在電影中

實現，所以創造一個很平凡的小人

物《愛琳娜》，林靖傑表示，每個

人生命中都有一個傳奇的片刻，或

渴望有個傳奇的片刻，就像安迪．

沃荷（Andy Warhol）說的「人人

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任何

一個平凡的小人物，那我想人人都

有片刻的傳奇機會。這部電影，我

想藉由這樣一個精神，來讓觀眾看

完之後能受到鼓勵，只要勇敢的踏

出去，也可以創造自己的傳奇。

魔幻寫實—
充足平凡學生生活

《愛琳娜》這部電影跟林靖

傑的成長環境及閱讀或許有關，片

中屬於南臺灣的氣味，都是林靖傑

長期生命中的累積與觀察，畢業於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的林靖傑，

回憶起第一次上臺北是在讀大學

時，深刻的體認到臺北與南臺灣不

同的生命力。

林靖傑認為有二類書是對於

自己比較有啟蒙的，一類是大一時

1 	 林靖傑優游於文學、電影及劇場等藝文領域，
是位值得期待的全方位創作者。

2 	 電影《愛琳娜》女主角陳愛琳化身蒙面女俠，
用音樂喚醒正義，洗滌失落的心靈。（七霞

電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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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以及米

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輕》，這兩本書對他有很大的影響

跟衝擊。

馬奎斯是拉丁美洲的魔幻寫

實作家，他用很魔幻的筆法寫非常

真實發生在中南美洲的移民社會、

資本主義對當地的影響跟侵入、一

般人生活發生的種種現實面的困

境、或是很荒謬的，這種種真實的

事蹟，用很魔幻的筆法寫出來；林

靖傑認為魔幻寫實這樣的文筆，開

啟了他另一扇閱讀的視野，因為在

過往看到較多寫實主義、現代主義

或是奇幻的作品，魔幻寫實是既魔

幻又寫實，完全是你想像不到的新

視野在生命中展開。

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輕》也是一部很特別的文

品，以一種夾議夾敘的手法，在長

篇小說中有一個小章節叫「誤解小

辭典」，它就像辭典一樣解釋名

詞，例如說「愛人」，你也可解釋

成這樣，也可以解釋成那樣，當我

們在談話中，常常用到同一個名

詞，也頻頻點頭，但各自內心想的

是不一樣的，林靖傑覺得昆德拉是

既感性又知性，原來小說是可以這

樣寫，文學可以這樣展現。

這跟高中時看到的文學作品

很不一樣，那時看到的多是臺灣作

家的作品，林靖傑接著表示，在我

的閱讀成長經歷中，臺灣作家當然

很重要，記得那時當紅的臺灣作家

有《白色酢醬草》的荊棘（朱立

立）、小野等，基本上還是屬於寫

實的手法。

而另一個影響林靖傑的是大

陸作家余秋雨的《中國戲劇文化史

述》，因為所讀科系跟藝術有關，

所以就把這本書當成功課來看，當

時余秋雨在臺灣毫無知名度，但一

看之下驚為天人，跟在臺灣受教育

的思考方式完全是兩回事，他是用

辯證法、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

展，認為藝術不可能自外於社會發

展，把藝術歸為人類的社會、政治

發展脈絡中，這對林靖傑產生很大

的刺激，在臺灣沒有人這樣在講藝

術，不是從作者的角度，而是以政

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單一的藝術

作品，因為這樣的閱讀經驗，培養

了林靖傑看待藝術作品的一個方

法。

這些閱讀對未來工作產生很

大的影響，林靖傑很有感觸的述

說，以創作為主的電影來說，在架

構一部電影時，魔幻寫實這樣的題

材跟電影本身就很接近，而米蘭．

昆德拉那種非常知性跟感性融合在

一起，在夾敘夾議故事的長篇小

說，一個章節可以好像辭典一樣，

這樣的處事方式跟結構，也影響我

後來對影像創作的架構，既可以講

故事、也可以辯證，所以這幾位大

師對我思想世界的開啟，是非常有

關鍵性的幫助。

每一拍攝— 
深入被拍攝者內心

也因為這些閱讀經驗，讓林

靖傑很難再回到單純的個人，而是

要從個人的經驗出發，去映照我們

身處的大環境，讓個人與社會對

話，並非標榜為藝術而藝術，創作

不可能不被影響的。

就如劇情片是虛構一個真

3 	 導演林靖傑在《尋找背海的人》中，
以舞臺劇、動畫等多樣表現手法，構

築出一部豐富而有層次的記錄之作。

（目宿媒體提供）

4 	 《背海的人》排版與一般書籍不同，
會在某些字加粗黑、劃線、劃點點，

或會空幾格來表示節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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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但到底什麼才是真實是一個弔

詭，對林靖傑來說，無論是紀錄片

或劇情片，它都只是一個媒介，透

過這個媒介，我們想要更趨近真

實。

例 如 拍 攝 「 尋 找 背 海 的

人」，王文興是個大作家，他個人

沒什麼外在的動態，他的動態都在

他的內在，所以鏡頭就要深入他內

在的世界，就需要更多的創造力，

而不只是客觀的拍攝；為了拍攝這

部紀錄片，林靖傑除了閱讀王文興

的作品，也因聽聞王文興是虔誠的

天主教徒，而去讀了聖經，從王文

興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個離經叛

道、桀驁不馴的人，這與馴服於上

帝的教徒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得去

破解這個謎，終於在聖經詩篇中找

到「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裡，在黑

暗地方，在深處」，而成為這部紀

錄片的第20條線索，因為那是王

文興的最好寫照。

雖然林靖傑並沒有跟王文興

求證，但在文學中有一種叫互文寫

擬的手法，因為「背海的人」這本

書的排版跟一般很不一樣，會在某

些字加粗黑、劃線、劃點點，或會

空幾格來表示節奏，因為「背海的

人」整本小說是一個人的口白，小

說的背景是在一個叫深坑澳的地

方，看到聖經的這個詩篇時，引起

林靖傑寫擬跟互文的趣味，影片中

特意將聖經「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

裡，在黑暗地方，在深處」句中的

深、坑用粗體字加深。

增加影音　 
豐富圖書館資訊

工作繁忙的林靖傑近年來已

很少有機會到圖書館看書、找資

料，不過林靖傑對學校的圖書館卻

很有好感，在高中聯考期間，每天

都要讀無聊的教科書，為排解這氣

氛，就會到學校的圖書館借幾本小

說，那是唯一的滋養跟出口。

上大學時期則常到中央圖書

館(現國家圖書館)，林靖傑認為，

在這麼大的圖書館空間，在裡面被

那麼多偉大心靈智慧結晶的書包

圍，是種幸福的感覺，有種既肅

穆、莊嚴、又安心，但是又有點惶

恐的感覺。

而身為影像創作者的林靖

傑，則希望臺灣的公立圖書館能多

增加影像資料，因為影音閱讀已是

種趨勢，不過林靖傑更希望圖書館

的影像資料是能提供具藝術性、文

學性以及能呈現臺灣本土文化的影

音作品，協助來到圖書館的市民，

能開拓更多的視野，而非只是觀看

市面上賣座的國外電影。

林靖傑 

出生：1967年

學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經歷：

《影響》雜誌編輯 

《新新聞》周刊記者

主要作品：

《猜手槍》

臺北電影節最佳新人導演獎 

亞太影展評審獎

《我倆沒有明天》

入圍金鐘獎最佳導演

《最遙遠的距離》

威尼斯影展影評人週最佳影片獎

《愛琳娜》試片會 網友觀後語

「感謝這部電影讓我重燃一些生

活的力量。那種生活的力量大概

就是來自於臺灣市井小民生命的

韌性吧。」

「這部電影是內容豐厚且帶有歡

笑的那種國片，會使人感動但不

會到落淚的程度，離場後一些較

為深刻的感觸則隱隱約約持續在

心底發酵。」

「面對現實生活的苦悶與艱辛，

身為一位市井小民，該如何才能

扳回一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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