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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

室特別顧問 (2019-2022)。馬德

里大學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學博

士。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

院 (RAE)外籍院士。 2019年起為

西班牙王室索利亞公爵基金會通

訊委員。2011-2013 擔任臺灣大

學文學院副院長，2013-2019 擔

任臺灣大學國際長。

現為《英語島》定期撰文。 學術

專長為當代西班牙、拉丁美洲文

學。近年專注旅行文學、流浪漢

小說、殖民時期紀事、中西筆譯

理論與實務等研究。 中譯《世界

圖繪》、「明日之書」繪本共四

冊，《佩德羅．巴拉莫》、《杜瓦

特家族》，西譯北島的《零度以

上的風景》等十餘部作品。

哥雅電影獎最佳影片：

《女孩們》(Las niñas)與成長教育的省思

Best Film

Best New Director
—Pilar Palomero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Best Photography

除了生理層面，導演更關注女孩的心靈茁壯

《女孩們》顧名思義，以一群小女孩為主體，描述純

真童年的成長歷程，個個留長髮綁辮子，用彩色橡

皮筋繫髮的時代。故事以環繞女主角賽莉亞 (Celia)

為核心，時間背景是1992年，巴塞隆納舉辦奧運，

塞維亞舉辦世博會，西班牙最燦爛的一年。當時賽

莉亞11歲 (正是導演碧拉當時的年紀 )，來自單親家

庭，與母親相依為命，就讀薩拉戈薩市 (Zaragoza)

教會創辦的女子學校。她從來不知道父親是誰、為

何過世，因為母親總是支吾其詞，不曾回應她的詰

問。有一天，班上一位從巴塞隆納來的轉學生布莉

莎 (Brisa)，和賽莉亞、克莉絲汀娜等同學成了小圈

圈的死黨。布莉莎來自巴塞隆納，相對薩拉戈薩，

就是一個「城鄉」的對比；盱衡當時的奧運、世博

盛會，女孩們接收小鎮修院的制式教育與傳統，和

所謂的現代化何等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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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一年一度的電影重頭戲——2021第35屆哥雅電影獎頒獎典禮因

Covid-19疫情，改以線上進行。所有獲得提名者均在家中等待獎項揭

曉，從電視螢幕中得知獲獎的消息，可以立即與家人親友擁抱慶賀，反

而讓這樣的榮譽平添更多的溫馨與真情。 

西班牙女力發威，《女孩們》橫掃四大獎

雖然今年參賽的作品泰半都是疫情前拍攝的作品，電影情節、場景和空

間，卻頗像疫情間的簡約，室內像「三廳電影」的空間，室外則是大自

然的空曠。今年摘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原創劇本、最佳新人導演和最佳

攝影的《女孩們》就屬於小家碧玉的作品，但從《女孩們》的獲獎，可

以看到幾個可喜的現象。

今年各種獎項獲得提名的女性工作者佔了四成多，讓從事影視事業的女

性獲得極大的鼓舞。《女孩們》的導演碧拉・帕洛梅羅 (Pilar Palomero, 

1980— )累積六部短片的拍攝經驗之後，以首部長片摘冠，大大提升了

女性電影和女性議題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布莉莎很自然而然地引發賽莉亞的好奇心，去挖掘

與發覺自己的身世與身體，從一個懵懂的小女孩邁

向青春期少女的成長過程，德語文學中所謂的

"Bildungasroman"。於是，女孩們背著大人，在課

後談論性的問題，玩弄起大人隱藏的保險套，卻不

知道用途；開始群聚街頭巷弄學抽煙，到酒吧與男

孩玩樂、出遊兜風，也關注自己身體的變化，一起

玩女生愛玩的遊戲。就在「我從來沒有，我從來不

是…」的遊戲中，其中一位同學說自己從來都不是

孤兒，觸動了賽莉亞失怙的心痛，更加執抝想要找

尋生命的答案。

《女孩們》反應前衛價值觀掙脫守舊的社會枷鎖

同窗之間是一個世界，學校和家庭是另外兩個禁忌

和保守的世界。物質方面，單親媽媽經濟的困擾無

法實現她希望擁有同學都有的牛仔夾克和內衣，而

她從來沒穿的尷尬讓她的生活更顯自卑；學校對她

與男生出遊視為行為不端，通知家長嚴加管教，母

親只有巴掌和斥責。她轉而向神父告解尋求釋疑。

她問：「為何沒有結婚就有孩子是有罪的」，「天主

究竟在哪兒」，而神父也沒有給她適當的答案，只要

她乖乖聽媽媽的話。

就在外婆逝世，媽媽返鄉奔喪的旅途中，賽莉亞逐

漸知道所謂「親人」的關係，原來媽媽不讓她一起

奔喪基於「不可以」，這「不可以」是因為賽莉亞不

明的身分，是媽媽讓人指指點點的恥辱。最後，賽

莉亞的種種堅持讓媽媽終於勇敢地走出自己窄小的

生活空間，參與親子社交。電影取鏡學校合唱團為

片頭片尾場景，讓女孩們的世界在中高低音都可以

共鳴的合唱中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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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西班牙奧運開幕

導演和女孩們的演員合影

┃主持人安東尼奧・班德拉斯透過大螢幕，與入圍者以視訊的方式進行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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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經典配樂、電影，

《女孩們》喚起時代共同記憶

電影選用的配樂都是同世代的「集體記憶」——《傳

說的英雄》、《墮胎的母雞》、《復仇的渴望》⋯；取景

也回到導演生長年代的寫真，例如校園帆布書包專

賣店G.E，當時學校性 / 愛教育的禁忌與教條⋯等

等。這是導演帕洛梅羅的類自傳，自我回顧與療癒

的方式。電影裡特別嵌入「框架電影」的技巧，放

映的是1954年的《耶穌，你餓了嗎？》(Marcelino, 

pan y vino，1955年柏林影展銀熊獎 )，這是一部彰

顯宗教奇蹟，耶穌神像復活，帶領孤兒馬瑟利諾到

天堂見媽媽的奇蹟，然11歲的賽莉亞看了無感，對

宗教信仰更徬徨。這部50年代備受讚譽且廣為閱讀

的小說《馬瑟利諾，麵包與酒》，到了90年代甚至

今日，讀者接受度與時空已大異其趣。

大獎的肯定，

凸顯《女孩們》對於社會的溫柔關懷

女導演初試啼聲便奪大獎，《女孩們》的小品故事

是否足以撐起哥雅電影獎的天平，也是若干影評的

質疑。不過，這部電影連西班牙的好評都沒有提及

的特點，可以帶領我們延伸閱讀，深入兒童文學和

成長教育的省思。

西班牙二十世紀相當知名的兒童青少年文學女作家

艾蓮娜・弗頓 (Elena Fortún 1886-1952)有一系列以

「賽莉亞」為主角的成長小說，共21部，時間綿延

58年 (1929-1987)。其中第二部《賽莉亞的學校生

活》(Celia en el colegio，1932)和《女孩們》異曲同

工，極具社會諷喻的是，後者處於第二共和，內戰

一蹴即發的動盪時代，與1992年的民主社會和奧運

盛事大相徑庭。但，其中不變的是，賽莉亞如何在

社會的變動中尋找自己生命的座標，從歧路中導入

自己人生的康莊大道，應是《女孩們》的人本關懷

獲獎的主因。

耶穌，你餓了嗎？∣Marcelino, pan y vino電影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