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遠不會蒼老的青春聖地――西門町六號出口

文、圖／陳夏民

　兒時，許多人會把與自身記憶相關的物件裝進時空膠囊，深深埋入地下，等待數年後再

重新開啟，期待和長大後的自己對話。以此心理層面而看，西門町也算是一個巨大的時空

膠囊，埋藏著從日據時代以來，所有年輕人的青春記憶。

　西門町自三零年代起便是台灣重要的電影街，數十家電影院比鄰而居，用色大膽鮮明的

手繪電影看板，見證了無數台灣爺爺奶奶年輕時的約會時光。當手繪看板逐漸被輸出海報

所替代，西門町的光彩也隨著城市發展的東移逐漸黯淡，儘管不再是青年人口必逛之核心

地點，卻仍然保留了十數家電影院及各式生猛有力的次文化店家，專門提供中老年人娛樂

的紅包歌廳以及老店也屹立不搖，其中，以古蹟翻修的西門紅樓最能作為西門町的精神象

徵，這一棟三級古蹟的建築物，如今是台北最重要的文創中心之一，老屋孕育出新生命，有

眾多年輕人在此展示設計作品，週末紅樓外圍亦有創意市集，熱鬧非凡。

　西門町新舊交雜的特色，也是絕佳的電影場景，1998年萬仁導演的《超級公民》、2O12

年王瑋導演的《西門町》皆在此拍攝，而2OO7年林育賢導演亦以西門町捷運站六號出口為

名，拍攝了電影《六號出口》。若是有機會來到這裡，別忘了在西門町捷運站六號出口拍

張照片，因為你將在這兒目睹全台北最年輕世代與最古老世代交互碰撞、擦出的火花，親

身感受台灣文化的包容力。

穿梭時光小巷　古老商港的文化巡禮――艋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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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艋舺是台北這城市的發源地，也是台灣最古老的商港之一，俗有稱「一府二鹿三艋

舺」，指的分別就是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及台北艋舺，這由南到北三大口岸，清朝年間可

是台灣最繁華的商業集散地。不過若去翻查現今台北的行政地圖，可是找不到艋舺這古地

名了。還要多虧2O1O年一部生猛有力，刻劃市井黑幫情仇的電影《艋舺》賣座鼎盛，才讓

這名字再度重回市民的記憶中。

　艋舺約略位於今日的萬華、西門町一帶，當年的口岸如今早不復見，但若用心尋找，仍可

見一些舊時輝煌的印跡。宗教過去是俗民生活的重心，繁華必以寺廟為中心。艋舺的中心就

仍有留有一座富麗堂皇的龍山寺，建於清乾隆年間，屹立兩百多年，如今依然香火鼎盛，也

是觀光客必造訪的古蹟。而電影《艋舺》的故事，也是圍繞著這座傳奇性的廟口而展開。

　龍山寺西邊幾步之遙就是華西街夜市，滿街吃香喝辣，《艋舺》中年輕氣盛的少年也就是

在此大打群架。而沿龍山寺往東走過兩個街口，即是剝皮寮。剝皮寮雖是小巷，但在清朝

可是一條主要的商業幹道，兩旁店家林立，經過百年的城市變遷，來往交通的功能不再，足

跡寥落，只留下了些許殘磚剩瓦。但幾年前經市政府以古蹟活化的角度整頓修復，成了歷

史教育及藝術展演的優雅小巷，再加上電影的推波助瀾，更讓這條小巷爆紅，一時間慕名

而來的遊客摩肩擦踵。如今電影的熱潮雖然過去，小巷不再擁擠，但仍充滿了獨特的復古

情懷，吸引遊客駐足。《艋舺》一片以鮮豔繽紛的色彩及強烈衝突的情感，讓古老的城市

記憶重新復活。有心的朋友不妨就依樣穿起花襯衫和西褲，到龍山寺、華西街、剝皮寮穿

梭一趟，有吃有喝有玩，還可拜拜求保庇，更可實地體會一下電影中所要表現的道地生猛

台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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