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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研究範疇以現存於國家電影資料館中一九六六年金聖恩執導1《女人島

間諜戰》的台語諜報片為例，以「符號學」相關的理論為解析台語諜報片中的敘事

結構、內容、人物等，並探究其電影鏡頭中的意象與影象背後所指涉的文化符碼，

例如電影中「服裝」、「造型」和「武器」等，都有其特殊的意義，而影片中男女

性別關係(階級、愛情觀等)也是著重的焦點之一，藉由主客體的置換，詮釋出其電

影圖像中文化符碼的意涵。台語電影雖是代表台灣時代的另一種風情與轉變的社會

紀錄，筆者認為可以擴大研究台語電影的深層意涵，讓時人透過此研究能更深入了

解台語諜報片在台灣影壇中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以豐富台語電影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也希冀未來能夠廣泛引發更為深入的討論與探索。 

 

關鍵詞：台語諜報片、符號學、金聖恩、《女人島間諜戰》 

                                                      
1金聖恩即為著名演員、編劇金超白，著名作品為《孤女凌波》 (1964)、《情報員白牡丹》 

(1966)、《萬能情報員》 (1966)、《女人島間諜戰》  (1966)《龍虎雙俠》 (1966)、 《十八個

姐妹》 (19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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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九五六年由柯基銘所執導的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正是以歌仔戲為

基礎所產生的，是台灣的一部自製的台語電影，上映後意外的造成轟動，因而帶動

一連串的台語片拍片的流行風潮。 

當時台語片的題材與類型相當多元，有歌仔戲電影、新劇、愛情文藝、歷史事

件、民間故事、社會事件(新聞時勢改編)、科學動作片、歌唱片、偵探、神怪、冒

險、武俠、俚語片2等類型，台語片有活絡的類型(genre)發展軌跡，其中探討愛情

與家庭的通俗劇(melodrama)是台語片中的最大宗，甚至在其他類型中，通俗劇模

式 (melodramatic mode)仍佔據極為重要的位置，婚姻制度、家庭中的倫理秩序和

性別角色，成為穩定故事衝突、賦予新生力量的重要象徵。(陳睿穎，2011)亦正是

此種現象造成台語片至後期時流於空有形式而內容單調，甚至電影劇情重複和與題

材相似性相當高，題材可說是毫無新意與變化，此時台語片的題材類型相當有限，

而劇本和故事內容的創作也遇到瓶頸，為求電影取材上有所突破與變化，1964 年

由張英3執導的諜報片─《天字第一號》揭開電影的新序幕，此片主要是依舞台劇─

屠光啟《野玫瑰》所改編，以國台語兩個版本同時上映，因原著精彩，相當賣座，

張英以台語版推出，而後編劇任意創造只保留了幾個主角人物貫穿續集，將《天字

第一號》的的舞台搬到香港、澳門、台灣，變成了中國式的○○七(黃仁、王唯，

                                                      
2 此分類依據：葉龍彥，2000 年 12 月，〈正宗台語片的腳本題材與留日導演〉，

《台北文獻直字》，第 134 期，頁 127-161。 

3張英（1919 年－2013 年），本名張雲漢。19 歲時考上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教導

劇團第一期，學習編、導、演等課程，並取易名「張英」。1947 年赴上海，為報

紙撰寫影評，同時在上海國泰影業廠長徐欣夫邀請下，寫了個人的第一部電影劇本

〈黑河魂〉，之後並擔任影片《十步芳草》副導演 1948 年率領外景隊到台灣拍攝

《阿里山風雲》，因為上海淪陷，遂留台發展。之後成立萬壽公司拍攝台語片《小

情人逃亡》，並以本片或得第一屆台語片金馬獎最佳導演。1958 年進入中影任製

片部經理，因為中影台灣廠失火事件而遭停職，離開中影後即專注於台語片製片與

導演工作。 1965 年獲得由《台灣日報》主辦的「民國 54 年度國產台語影片展覽

會頒獎典禮暨影星大會」最佳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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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45)，轟動九城，連拍五集分別為──《天字第一號續集》(1964)、《金雞

心》(1965)、《假鴛鴦》(1966)、《大色藝妲》(1967)。 

黃仁4認為：「張英多以導演國語話劇的經驗處理台語諜報片，掌握敵我雙方

鬥爭的戲劇性，造成高潮，吸引觀眾，但於時空背景的交待模糊，多不會追究。才

能連續拍下去。台語片界多人跟進，掀起一陣台語片的諜報風潮。」(黃仁、王

唯，2004：344)，此時期的台語諜報片如下： 

1964年：金龍《第七號女間諜》、 

        張英《天字第一號》、《天字第一號續集》 

1965年：田清《棺材船》、《第六號情報員》 

        金龍《中日間諜戰》(又名《上海間諜戰》) 

        洪信德《第三號反間諜》、《諜報女飛龍》 

        歐雲龍《特務女間諜》         

        吳文超《特務女間諜王》 

        張英《金雞心》 

        邵羅輝《諜犬○○九》 

1966年：梁哲夫《真假紅玫瑰》、《間諜紅玫瑰》， 

        金聖恩《萬能情報員》、《情報員白牡丹》、《女人島間諜戰》， 

        金漢《諜報七金剛》 

        吳飛劍《虎咬虎》 

        江南《海女紅短褲》 

        張英《大色藝妲》、《假鴛鴦》 

                                                      
4黃仁，本名黃定成，生於民國 14 年。黃仁為資深的影評人、電影史學者及專業

電影報刊主編，筆耕近六十年。1948 年起主編『台北晚報』影劇版，著重於建立

報導式及社會批判式影評，1964 年他籌組中國影評人協會，為中國影評會原始發

起人之一，1968 年間又與張雨田等成立中國電影文學出版社，著有『中外名導演

集上下冊』及『世界電影名導演集』兩書。其中黃仁也曾參加過多部國、台語片編

劇工作。黃仁主編多種期刊及叢書，曾自辦『今日電影』雜誌，任發行人兼主編；

出版主編『中國電影電視名人錄』；近年來出任台灣省文獻委員特約撰述委員、金

馬獎及金鐘獎評審委員等，亦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破例頒發電影評論獎。電影學術著

作繁多，有『台灣影評六十年』、『臥虎藏龍好萊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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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李泉溪《獨眼貓》，李冠章《王哥柳哥○○七》5 

此時期的諜報片產量相當豐富與多元，黃仁認為：「造成台語片增產的另一原

因，是新生代的仿製能力很強，不論港片、日片、西片大賣座的影片，台語片都能

仿製，西片的《○○七》、《超人》，日片的《盲俠》，港片《醉俠》………台語

片都能仿拍，且為了避免糾紛，一律予以變性，例如《○○七》本是男性，台語片

變成是女《○○七》。」(黃仁，2006：266-267)在在顯示出台語諜報片在台灣特殊

的時空、背景與環境因素下，生產出異於其他國家的電影文化的特殊性，透過這些

台語諜報片中所記錄的影像鏡頭，讓人如同搭乘了時光機穿越到過去，得以一窺當

時的社會面貌與世界，也因此再現了 1960 年代的社會面貌、政治環境與文化風

景。 

近年來許多台語電影相關文獻的論述，大多著墨於台語電影中家庭倫理片其流

行的現象與時代背景，或是探討台語片從產製至電影文本的行銷策略、台語電影所

呈現的台灣意象與認同，抑或以導演為基準論述其電影作品風格、特色及其影壇的

地位等，這些研究絕大多是如此，而較少關注於台語諜報片類型的研究，或許有研

究者會認為台語諜報片，拍攝手法粗糙，劇情無厘頭、突兀甚至是去脈絡化，更甚

認為是模仿西方「○○七」電影下的產物，與台灣時代、社會背景無法貼合，或是

產生斷裂感等，諜報片的類型長期在台語影壇的研究中處於被忽略的地位，但事實

真是如此嗎?台語諜報片以現代觀眾的眼光看待認為劇情搞笑、突兀、無俚頭等，

但筆者卻認為當時的影像、鏡頭頗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其劇中人物的造型相當獨

特，例如，金聖恩執導的《女人島諜報戰》中的反派角色居然是以黑色骷顱頭的造

型頭套和服裝亮相呼應其反派人物的設定，在電影中相當有笑料和獨創性；另外女

性的服裝部分有比基尼，在一九六○年代社會背景下竟出現兩種迥異風格服裝在電

影中亮相；而電影的時空背景從上海、香港至澳門等，這都與當時政治環境息息相

關，而片中主角有別於西方「男性」，在台語諜報片中轉變為「女性」，都是以情

節離奇和愛情曲折巧合取勝，而且多是女情報員，並非「○○七」情報員以武器新

奇，和男性的「性感」取勝，這是台語諜報片，承襲國語諜報片的抗日傳統，並非

                                                      
5這些諜報片，主要根據國家電影資料館所收藏、修復完成的影片資料所整理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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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美國片《○○七》的分野 (黃仁、王唯，2004：345)這些都是令人值得探討的有

趣現象，從中發現台語諜報片台語諜報片的傳統主要承襲於國語諜報片的抗日傳

統，或許有部分受西方文化所影響，因此經由東西方不同文化與脈絡碰撞交會所產

生的，因而形成台灣獨特敘事風格與文化符碼的諜報片。 

 

貳、 故事簡介6 

南太平洋上有一島嶼為「苦女島」，乍看之下為荒蠻之地，實際上此島僅距離

香港幾公里遠，島上風景秀麗，是一座與外界隔絕的世外桃源，世人皆以為此地是

無人島，但其居住者全是女性，在十五年前的一次瘟疫中，男人皆病逝，僅留下美

麗少女百餘人，因而形成女人王國。島中最高統治者為女王依雷莎，在一次海難

中，情夫楊明江被豔麗嬌媚的女王依雷莎所救，於是兩人發展為情侶，但楊明江風

流成性，暗地裡與少女英英偷情。不料卻被依雷莎知悉兩人的奸情，女王傷心欲

絕，本欲殺害兩人以消被背叛之恨，後經三妹仙蒂力勸，於是改變心意，赦免明江

之罪刑，並將其驅逐出境，命其永遠不得返回女人島。明江流落至香港，被壞人追

捕，扭打過程中身上礦石項鍊被搶奪，此項鍊為女王所贈送的紀念品，所幸被國際

密探黑子星第七號情報員李定邦所見，並出手相救，李定邦將閃爍光芒的礦石項鍊

送至檢驗，卻發現內含製造氫彈所用的核子元素百分之九十以上，此礦石乃稀有寶

石，消息被各路人馬所知，人人為了得到稀有寶石，紛紛潛進了女人島，展開一場

礦石寶物爭奪戰。潛入女人島的男人被女人島居民活捉，因『物以稀為貴』無論彼

此立場是否對立的歹徒們成為少女追求對象，男人們在女人島居民熱情的對待下享

盡豔福，又藉機挑撥少女海珍珠與女王的感情，使其姊妹之情分裂，並設計要謀殺

女王，搶奪王位後名正言順的占有礦石。女王因此重傷落海，危及時刻被李定邦所

救，之後在明江、仙蒂眾人的協助下得以報仇殺掉海珍珠，順利奪回王座，消滅了

不法之心的匪徒，也倖免了女人島稀有的礦石被奪取的一場禍事。 

 

                                                      
6 �片名：女人島間諜戰(1966)導演：金聖恩；編劇：何方，演員：柳青、凱音、奇峰、陳劍平；出

品：台；類型：黑白片；人物：依雷莎(女王)、海珍珠、仙蒂、楊明江、李定邦(黑子星第七號；故

事地點：女人島(約距離香港一百公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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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電影中的文化符碼 

(一)人物符碼 

 人物造型方面，由表一中顯示出，敵方首領每次出現則是以蒙面、骷顱頭造

型頭套全身黑色衣裝為主，黑暗的勢力要隱藏真實身分，便於從事不法勾當，亦暗

示其見不得人的身分，頗有黑色幽默的意味；正義一方國際密探黑子星第七號情報

員李定邦，則是穿著西裝，儀表堂堂，兩者相較之下顯示其成熟莊重的正派形象，

以及良好文化薰陶下的軌跡，在電影場景中觀眾便能很快地釐清正義/邪惡二元對

立的鮮明人物形象。女人島中的女王姊妹三人則是無袖式長裙、洋裝為主；一般女

性居民、部屬則是類比基尼式泳裝、短裙為主；透露出階級制度的分野，女王依雷

莎姊妹三人的衣著布料、款式、花樣，相對於其他人也較華麗與精緻，島上其他女

性居民衣著款式較為單調，穿著亦較為清涼、暴露，在在顯示出兩者身份、文化、

位階的差異之處。外島男性(惡魔黨員)入侵者則是穿著襯衫，但其襯衫領釦釦子並

未完整扣上，與李定邦穿著西裝打領帶正派形象相去甚遠，同樣作為外來者，一方

為掠奪女人島稀有礦石者，另一方則是以英雄和救世者的姿態出現解救女人島居民

免於受外敵掠奪資源的情況，依著兩派人馬著裝的迥異之處演繹出立場為邪惡/正

義的雙方。上述幾組不同人物服裝、造型的形象，形塑出鮮明的人物特質，與其背

後所指政涉政治立場，「服裝」作為一種符號的展演，電影中透露出對於女性荒島

居民的服裝想像為清涼、暴露，未受啟迪與開化的樣貌；而男性是都正裝出場，表

示受過現代性洗禮不會如此暴露、不莊重，是文明的象徵；透過「服裝」有意無意

的操演著一場蠻荒、落後/文明、先進，正義/邪惡的文化位階差和敵我雙方異變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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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女人島間諜戰》人物造型表」 

人物 造型 

惡魔首領 全身黑色蒙面、骷顱頭造型 

第七號情報員李定邦 西裝 

女王依雷莎姊妹三人 無袖式長裙、洋裝(莊重、典雅) 

女人島中居民 比基尼式泳裝、短裙為主(清涼、暴露) 

外島男性(惡魔黨員) 襯衫(領口釦子未繫緊) 

 

(二)數位式符碼(digital-type codes)7 

 「武器」的使用在諜報電影中足以影響敵我雙方是否獲得重要情報或是影響局

勢走向的關建物，同時也有其指涉的文化意涵。 

1. 「手槍」：外島人使用之武器，次數頻繁 

2. 「鐵鍊」：敵人欲以鐵鍊綁架依雷莎 

3. 「毒水」：李定邦為了解救依雷莎所使用的武器。 

4. 「木箭」：女人島中的居民所有 

5. 「木劍」：女人島中的居民所有 

6. 「匕首」：海珍珠行刺依雷莎時所使用的武器 

 由武器的使用中顯示「手槍」在是電影中使用頻率相當高的，「毒水」大多是

外島人使用，象徵著現代性的文明，也是軍事科技上的一大突破，和傳統木製、匕

首有所區隔，外島入侵者為了奪取稀有礦石而與女人島居民有所衝突時，多使用手

槍和毒水對付女人島居民；例如電影中，惡魔黨員登陸女人島，逼迫女人島居民交

出稀有礦石，女王依雷莎姊妹三人和島中居民對峙中，就是被惡魔黨員的武器─

「手槍」所傷，此種武器是當地前所未見的，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甚至是死亡，

                                                      
7�數位式符碼(digital-type codes)：是指「單獨出現」的符號，例如汽車、路燈、樓房等。程予誠，

《電影敘事影像美學：剪接理論與實證》，台北市，五南圖出版， 2008 年 12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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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女人島居民而言是相當威脅和可怕的存在，女人島居民只能以木劍、木箭和匕

首予以抵抗或攻擊，透過雙方「武器」交戰的過程中讓女人島中的居民體認到自身

的武器的「弱勢」，並不能戰勝這些外來入侵者，手槍和毒水這些新式武器同時也

象著新時代夾帶著新文明的到來，外來入侵者以先進「武器」證明其自身的優越

性，以文化優越的位置去啟迪女人島中未開化的居民。「鐵鍊」、「木劍」、「匕

首」女人島居民所持有，透過武器在電影中交錯使用凸顯了「文明/進步」與「野

蠻/落後」的強烈對比，有著文化本質上的差異，因此在束手無策之際，因此才需

仰賴，儼然演變成是一場武器對峙的角力戰。 

  

(三)空間符碼 

 「女人島」在世人認知中是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島上有著稀有的礦石資源，

因為這些稀有的礦石相繼引發爭奪資源的情況，外島人(惡魔黨員和黑子星國際密

探李定邦)登陸島中才發現島上居住著年輕貌美的女性，為世人揭開其神秘的面

紗，發現並非為荒島的真相。「女人島」中四季如春，風景優美，未有現代高樓大

廈與其他建築，僅有天然海島所形成的景觀和石頭建造的石屋建築和山洞，「女人

島」=天然=未開發=野蠻，是需要經歷現代性的洗禮，例如：採礦，因此許多不懷

好意之人欲潛入島中搶奪礦石，並且潛入者全都是「男性」這是以男性優越位置去

開化女人島居民，縱然在女人島中有絕對的階級制度，但完全不適用於島外，外島

居民所想要的是島中的資源，於是無視於島中居民的意願，帶著現代文明武器

「槍」、「砲彈」、「鈔票」至荒地要買山、掠奪天然資源，「女人島」所指涉的

意涵本身就帶有被「物化」、「野蠻」的象徵意義存在，外島中的男士以「文化式

帝國主義」的優越位置去啟蒙未開化民族的意味存在。電影中呈現出兩種不同視

野，「女人島」作為一個空間符碼，背後的指涉意義則是這個蠻荒之「異域」中蘊

含的豐富的稀有礦石以及美艷的女子，有著「人性/男」所嚮往「錢/色」的美好，

因此人人趨之若鶩；而被視為掠奪對象的女人島居民，因十幾年來從未見過男性，

則是將這些外島男性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男性」是「物以稀為貴」的存在，

「男性被物化」女性可以決定自己的情人，男性是被主宰的一方，為了活命只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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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但當然他們也樂於服從，因為這樣上天掉下來的「艷福」是得之不易的，在不

危害自身利益和前途之下是相當樂意如此被物化，也表示自身相當的有身價條件，

以藉此滿足其男性的虛榮。  

 在女人島基地中有「密室」的空間，通常藏有機關可將敵人引至陷阱之中，或

作為藏身之地以保護其自身安全以及審問押解犯人的場所，例如：惡魔黨員入侵女

人島被發現時，被押至密室，逼問其入侵目的時；另外第七號情報員李定邦被海珍

珠活捉，關押至密室並啟動機關放水欲淹死李定邦，所幸被救出。「密室」作為一

個不對外開放的隱蔽空間，本身帶有神祕色彩，敵我雙方都是在這幽微的空間中進

行一連串的行動，例如：商討國家大事或是交付執行的秘密任務，或是將其重要的

情報藏身其此空間之中，在這密室的空間中設有隱藏的機關，以對付外來者，確保

行動的任務、事件不走漏風聲，也只有共同知曉事件的人才能得知這個密室的存

在，通常密室被外來者得知，都是屬於誤闖的狀態，而消息走漏，而外來者將會在

密室中予以懲罰，接受密室特殊機關的「洗禮」，以確保此秘密基地不被發現，一

旦秘密基地被發現，便迅速棄置，轉移陣地，很快再尋找下一個安全的場所作為新

的密室空間，以安全性和隱蔽性為基準考量確保能進行一連串機密任務與活動。 

 

(四)顏色符碼 

 影片中常出現的水果為「香蕉」，外島男性被女人島俘虜後，女人島居民為了

誘使外島男性男性留在島中一同生活和結婚，女人島居民使出「美人計」，讓男性

坐在地上吃著香蕉流著口水癡迷地看著穿著暴露跳舞中的女性，眼神中流露出貪婪

與迷戀的光彩，場中「蛇」與女子共舞長達一段時間，女子身穿比基尼服裝，三個

男性坐在地上觀看，並且吃著「香蕉」，留著口水，女性在舞池中被男性所觀看，

男性的外圍又有著其他女人島熱切的目光所包圍，電影中營造出雙重觀看的視角，

雙方處在互相被觀望的位置中。香蕉為「黃色」，形狀又類於男性陽具，因此「香

蕉」隱含著又黃又色的男性隱喻，亦帶有性暗示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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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女人島間諜戰兩性角力戰：愛情觀大不同 

(一)追求「性自主」的純粹關係 

在《女人島間諜戰》中明江背著女王依雷莎偷情，並與對象相約一同私奔，在

明江的眼中認為「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明江熱愛自由，因此明明和女王依

雷莎在一起，但仍與其他女子相好，雖說是為了報恩才和依雷莎在一起，但卻仍周

旋於其他女子之間，明江曾說：「女王的愛情太專制，我沒有自由，我也愛英

英」」愛依雷莎也愛英英，不願意只對一個人忠誠、負責，只想要「自由」。因

為「自由」是不需要任何承諾也無須被婚姻所束縛，更無須對任何人負責，導演將

明江人物性格塑造成為一個「花心大蘿蔔」及「負心漢」的形象。而「私奔」是對

於「一夫一妻制」的反動：就算島上女性性自主觀念相當開放，但是對以公開認定

的伴侶不忠，那就是背叛，外遇、偷情不會被允許的，因此在別無他法之際，只能

選擇「私奔」到新的天地重新展開新的生活。表露出藉由「私奔」的行為，希冀能

跳脫出原來的生活模式，以及社會的價值觀，對未來有著美好的藍圖及願景。  

電影中是女性在兩性關係上享有「主動權」，女性為了愛情，追求自主權，更

進一步要求性的自主，《女人島間諜戰》中亦強調女性有性自主的自由權，在女人

島中的女性，有階級制度的劃分，是母系社會中階級制度的展現，部下要對女王行

跪拜之禮，以表示服從女王，女性相當強悍、主動與熱情奔放，會主動親吻男性、

並且要男子與之親熱才願放對方離開，勇敢追求自我以滿足自身的慾望，人性的原

始面貌嶄露無遺，女人島全都是居住女性，男性來到此居住地，享盡齊人之福，如

同古代皇帝坐擁三妻四妾，儼然成為了一座現代版的後宮之處。 

電影諜報敘事中的女性雖強調性自主的觀念，在當時相當新穎與前衛，表示女

性意欲跳脫出原有的父權框架與束縛，使勇於追求自我的行為實踐，但弔詭的是仍

強調「一夫一妻制」，必須對婚姻忠誠，女性雖擁有絕對的權力，但都未脫離傳統

世俗的道德規範，這是電影敘事中有所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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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觀念 

 電影中有著「恩情」大於天的理念，明江因為女王對其有救命之恩，認為必須

愛上女王，不可以背棄依雷莎，否則就是不義，就算因與英英偷情被女王依雷莎所

發現並驅逐出境，沒有挾怨報復，在依雷莎被陷害落難之際時，最後仍是協助依雷

莎奪回其政權，保衛了女人島的一切；而「一夜夫妻百日恩」的觀念也印證在女人

島的女王依雷莎身上，明江與英英私奔的事情，被發現後依雷莎要將其處決，最後

被小妹仙蒂相勸：「男不仁，女不能不義」，希望依雷莎顧及昔日的夫妻情分，因

此依雷莎打消此念頭，女王此時已不再是上位者，在愛情中變成了弱勢，卸下了強

悍的外衣，也是一個為愛傷神的普通的女子，雖傷心與憤怒卻未重罰明江， 明江

被逐出女人島，因此保住性命，命其永遠不能再踏入此地。因為「有恩」所以可以

消弭過錯，依雷莎對明江的「救命之恩」與明江對於依雷莎的「夫妻之恩」，兩者

本質不同的「恩情」與愛情在電影敘事中有所構聯，因而引發一連串的事件。 

 在女人島中有著人性美好的一切，因為與外界隔絕，有著人性純樸的良善的面

貌，在女王行蹤不明，海珍珠要居民推舉新領袖時，仙蒂阻止並說：「人要有良

心」，認為首要任務為一段時間尋找女王，之後再做決定也不遲。女人島雖為未受

現代性文明洗禮，但仍懂得傳統良善之美德，電影中營造出就算是蠻荒未開化之民

族也仍懂得傳統道德觀念，仍無異於其他民族。 

 

伍、 結論 

 女人島中不同服裝、造型的人物形象，形塑出鮮明的人物特質，與其背後所指

政涉政治立場，「服裝」作為一種符號的展演，電影中透露出對於女性荒島居民的

服裝想像為清涼、暴露，未受啟迪與開化的樣貌；而男性是都正裝出場，表示受過

現代性洗禮不會如此暴露、不莊重，是文明的象徵；透過「服裝」有意無意的操演

著一場蠻荒、落後/文明、先進；正義/邪惡的文化位階差和敵我雙方異變之處。另

一方面透過雙方「武器」交戰的過程中讓女人島中的居民體認到自身的武器的「弱

勢」，並不能戰勝這些外來入侵者，手槍和毒水這些新式武器同時也象著新時代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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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新文明的到來，外來入侵者以先進「武器」證明其自身的優越性，以文化優越

的位置去啟迪女人島中未開化的居民。 

 「女人島」對於外島人而言是世外桃源，美好的烏托邦，有著美女以及稀有礦

石為人性美好所嚮往之處，看似自由其實卻不盡然；電影中女性雖有性自主及追求

愛情的主動權，但矛盾的是最後女性卻仍需仰賴男性的解救與幫助，才得以倖免禍

事；女性仍是未擺脫父權框架之下，並非女性處於絕對的弱勢與被動的狀態，女性

勇於追求自我，就是一種突破，並非只能單純的依附於男性之下，亦是可以以互相

幫助前進的。女人島和外島/「文明」與「自然」攜手合作，李定邦因為孤立無

援，因此需要仙蒂的協助，理由是─「為了世界安全」；以一個人類共同的安全目

標去尋求合作的可能性，使原本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主體或許是對立的兩個不同文

化個體能有交會、互助的可能性，文明與自然以另外一種形式相互依存著，前提是

為了守護人類「共同的安全」為依歸。  

在女人島中有著人性美好的一切，因為與外界隔絕，有著人性純樸的良善的面

貌，女人島雖為未受現代性文明洗禮，但仍懂得傳統良善之美德，電影中營造出就

算是蠻荒未開化之民族也仍懂得傳統道德觀念，無異於其他民族。透過「女人島」

中各種文化的符碼展演，顯示出一九六零年代人們對於「異域」的想像和性別關係

以及文化位階上的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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