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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兒子的大玩偶）這篇小說作者－黃春明，他屬於台灣鄉土作家之一，不僅

僅在寫作技巧和景物的描寫上讓人有親近感，他反映出現實生活對書中人物

的影響這一點，也是台灣鄉土文學脈動的一環。

  在（兒子的大玩偶）這篇文章中，黃春明藉由坤樹和阿珠這對夫妻，除了描述

他們之間含蓄的情感，對於在現實生活重壓下的坤樹，始終沒有放棄內心自我

的掙扎，養成他不斷自省的習慣，雖然，坤樹連自己兒子的名字都不會寫，但

藉著長時間孤獨的步行與思索，他「面具」之後的真性情，一點一滴地宣洩出來，

那能讓讀者感覺到一股溫熟的脈動、真實人生的脈動。

  一九八三年由吳念真擔任編劇和侯孝賢導演的小說改編電影，電影中將地點設

在嘉義縣竹崎鄉，以影像勾勒出早期台灣社會面臨轉型與時代變遷之記憶，經

由侯孝賢眼中的坤樹，我們看到在台灣逐漸起步的時候，被遺忘在角落的一批

人，正辛苦的調整自己，他們也希望能憑藉自己僅有的勞力，建構屬於自己的

家庭。我們看到生命的掙扎與韌性。短短的影片，小人物的心情與悲哀，透過鏡

頭，表露無疑。這部電影上映後，寫實傳達台灣記憶的電影風格，擄獲大多數觀

眾口碑，兼具票房收益。至今，本片也被普遍視為「台灣新電影」的開端作品之一，

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影片的內容是在描述一位名叫坤樹的人，他為求得一家生活溫飽，從事為劇院

做活動廣告的工作，經常在身體前後各掛一張電影海報，打扮成小丑遊走在大

街小巷，吸引人們的目光。但是，坤樹這份「三明治廣告人」的工作，卻得不到家

人及親友的認同，總為此事爭吵不休。返家後，坤樹立刻卸下工作時的小丑裝扮，

但年幼的兒子竟然認不出他，放聲大哭起來。自此，他體認到在家裡也必須保持

著小丑的裝扮……

  當我們看完電影和小說後，雖然大致上情節的發展雖相似，但只要仔細去觀察，

細心的體會，就會發現電影和小說仍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值得去比較。本論文便

是比較小說原著與電影之間同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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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說與電影共同的情節線索

  電影和小說都從炎熱的柏油路上開始。主角坤樹穿著奇怪的服裝，背著板子，

一邊走一邊在裝已經花了的臉上擦汗。想當初，是主角自己像電影經理提出這樣

的宣傳建議，還說「是一個月如果沒有效就不用給錢了」，表現坤樹極欲求得一

份工作的渴望，要是他沒工作，他妻子腹中的小孩就不能出生了。

  在電影與小說中，坤樹受到了大伯的教訓和公所裡職員的嘲笑，電影中主角就

這麼穿著小丑裝在大街上被大伯訓了一頓，小說中則是大伯跑進主角家對著他

破口大罵，在他要去公所為孩子辦戶口時，坤樹因沒受過教育，不只是不會寫

自己兒子的名字，連出生要報戶口都不知道，因此被公所裡的人奚落「不知要報

出生，怎麼知道要生小孩？」。

  在坤樹出門前他妻子抱著小孩來跟他說再見，畫著小丑裝的坤樹跟小孩道別時，

妻子戲稱他是「兒子的大玩偶」，坤樹先愣了一下到也接受。接下來在下工作回到

電影院時，經理決定改變宣傳方式，要坤樹捨棄怪異的裝扮，踏著三輪車到處

宣傳，坤樹聽了心理高興著，急忙回到家還故意不跟妻子說，在他以「素顏」逗

兒子玩時，他兒子卻哭了起來，不認得這個爸爸，坤樹這時候才知道自己的工

作已留下如此的後遺症，於是就默默的拿出粉塊往他的臉上塗。

三.小說與電影的相異處.

（一）人物外觀上

  電影中的主角坤樹穿著一身小丑服裝，臉上的妝因為汗水而斑駁，與小說中不

同的是，小說中的坤樹是一身仿 19世紀歐洲軍官模樣打扮，厚重的穿著配上一

撇小鬍子，衣服是用消防衣製成，而小丑服裝則是拆家中的被單縫製而成。相較

之下，消防衣改成的服裝似乎更讓人感覺悶熱、不透氣。再者，影片中很輕易的

由一個場景就表現出天氣的炎熱，小說中以「一團火球在頭頂上滾動著緊隨每一

個人，逼不得叫人不住發汗……」整整一段來敘述天氣狀況，可說是因為小說中

必須要利用比較具體的描述來帶引讀者進入主角的世界，電影卻只要在視覺上

作出完整的表達，觀眾便能一目了然。

  兒子的大玩偶在原著中有寫出很多人物心中的想法，例如：「『那麼你說的服裝

呢？』老闆說，（與其說我的話打動了他，倒不如說是我那副可憐相令人同情

吧。）」……這一類的，讓讀者能更深入的體會人物的情緒起伏，像說話的語氣

描述還有人物心情的變化，而在電影中，大部分都是輕描淡寫的帶過，有時候

會讓觀眾較難體會出演員心中的想法和心情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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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節上

  電影中，一開始的地點是在竹崎，而小說中的地點則是在宜蘭，在時間的編排

上也有些微上的差異，像是在教堂發麵粉的地方，電影中是在一開始就出現了，

而在原著則是到後面才有的情節。

  在小說中有寫到更多的情節發展，像是遇到妓女的那段，妓女叫廣告的過去，

而坤樹卻沒有理會她而被當作是啞巴，還有坤樹遇到小孩的那段也有一些的差

異，在小說中小孩只是在他面前對他做做鬼臉，而坤樹也沒有生氣，在電影中

則是描述那些小孩搶了坤樹的衣服和東西，然後坤樹很生氣地追著他們要要回

那些被搶走的衣服和東西。

  電影中有一段坤樹因為沒有茶喝非常地生氣而和他老婆吵架，然後隔一天他老

婆跟著他出去，觀眾都只知道他和他老婆吵架而已，但小說中卻描述出坤樹對

他老婆兇的時候其實一切都是無心的，而觀眾卻都認為坤樹容易遷怒，小說中

在描寫後來他老婆跟著他出去那段，一路上阿珠看坤樹都沒有回去吃中飯也沒

有回去喝茶而很擔心，很多次都想衝出去找他卻又遲疑了，最後坤樹終於回去

喝茶也喝的很開心，阿珠才終於放心了下來，吃飯中坤樹為了打破沉默，而講

了一些他今天在街上遇到的事情，而阿珠也回應了他幾句，電影中在闡述這段

的時候並沒有將他們的情緒描寫的這麼明顯，觀眾反而會不知道為什麼阿珠要

跟著他出去，也不知道為什麼坤樹說那些事情而阿珠也默默的回應。

四.結語
  由文字到影像，電影和小說的情節安排一定會有所異同，但要表達的思想主軸

是一樣的，一樣以炎熱的天氣開始，原著花了很多文字來敘述天氣和主角花掉

的妝，電影中則以因熱氣而晃動的柏油路，進一步帶出主角的畫面，都給人一

種忍耐打拼的草根性感覺。

  小說作者黃春明先生以一種細膩寫實的手法，以一種筆直而具有穿透性的筆觸

來描寫書中之人物的分明個性。

  在表達方式上面，相對於影片一閃而逝的畫面，文字更能描述細節；相較於瑣

碎的字，影片能將畫片更鮮明的烙映在觀眾的腦海裡。兩者可以說是相輔相成，

但也可以說是互顯拙處的。舉例來說，在主角因服裝問題而心情不好，回家時跟

妻子吵架，再次和好的部份，小說以主角回想的方式來帶出，其中主角在語帶

威脅的講話，甚至作勢要打人時，心裡也不斷地在懊悔、自省；電影則是直接陳

述觀眾只看到主角大小聲，作勢打人，若非看過小說會以為主角是個情緒化的

人，雖然都表現出小人物無處宣洩情緒，而只對親近的人擺臭臉的那種無奈的

情緒，卻帶給讀者觀眾對於主角不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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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最後一段，主角因兒子不認識他而再度畫上小丑妝，小說

中寫道：「坤樹把孩子還給阿珠，心突然沉下來，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妝台，坐下

來，躊躇的打開抽屜，取出粉塊，深深的望著鏡子，慢慢的把臉塗抹起來。」其

中使用了「沉下來、「躊躇」、「深深的望著鏡子」……等動作來顯示主角的無奈、認

命，整個讓人聯想的畫面壟罩著深深的悲情，電影中主角好是靈光一閃做出相

同的動作，在面對妻子的疑問時，小說中主角顫然地說：「我…我…我…」並沒

有像電影裡帶著笑說：「我…我就是我兒子的大玩偶阿」再加上定格畫面，電影

給人的感覺比小說更淒涼。

  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這部作品所要傳達的就是小人物的一種無奈、個人的感

覺會因為兩者的接觸先後而有所不同，但兩者同樣喚起了社會對市井小民的關

懷。

五.引用
參考網站：http://tw.group.knowledge.yahoo.com/ （檢索日期 2008/10/25）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皇冠出版社，200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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