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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人與靈魂。互相拉扯。生命與死亡之

間的一條時光隧道。一面鏡子。台上或下。

生命的關係線索。一切發生在（黯黑的）

靜默中。探索。我這樣扮演你，好嗎。我

這樣跟你關係著，好嗎。我這樣愛你，好

嗎。

那需要一個舞台空間。舞台跟人，有時

候很近，有時候遠。人跟舞台，需要一個

距離，遠或近。

漫步。回走。從一點到一點，由這到那

從東往西。這是建築，樓房，屋苑，這是

街道，人行路，雙行路，單行路，迴旋處，

十字路，死胡同，這是障礙（物），圍牆，

隧道，天橋，人行天橋，直線的是柏油路

彎線是小巷，這是鐵路，巴士站，停車場，

醫院，郵局，圖書館，街市，咖啡館，餐

廳，教堂，墓地，山坡，草坪，小溪河流，

公園，你遇到人，和人，和小動物，花草

樹木，昆蟲，那是樓梯，這是門檻，入口，

一條燈柱，噴水池，東南西北，你在此。

華 特 ‧ 班 雅 明（Walter Benjamin）

說：……在一座城市裡迷路，正如人在森

林裡迷路一樣，是需要實踐的。的確，生

活本來就在一個迷宮。我不是從迷宮中學

會不迷路，我是從迷宮中明白迷路。我天

天位處迷宮。迷宮樣的東西西東，你我橫

衝直撞。你我天天遇到障礙。障礙物你我

迎上去，或者不。生活就是迷路，迷路就

是記憶。記下，就是藝術／生活。藝術創

造者得要迷路，從記憶。班雅明又說：……

生活中，我很晚才學會這門藝術：它實現

了我的夢想，這些夢想最初的痕跡就是我

在練習本上亂塗亂畫的迷宮。

人問我為什麼沒有創作，我支唔。我有

點猶豫。我的熱情不足。蠢動不強。我的

力量不夠。我沒有浮躁沒有憤怒沒有熱情。

我沒有感到平靜。我的心，不在這裡或那

裡。我在（心裡），等待。

等待。等待是創作的一個必然必要的過

程。等待就是創作的一部分，我認為。可

以這樣說，我每天都在想著做些什麼。一

幅畫。一件拼貼。不用給它的內容名稱定

位，不用給它的形式定義。這是可見的又

是無法預見。性質不詳。無可奉告。那將

要成就的，在空間時間內燃燒，那生命的

一部分，甚或生命的全部。這，很私密。

它沒有成形，大抵還沒有開始。但實在的，

它已然出現。那渾沌—常在。

我以為我會常到台灣走走。我沒有。

我從香港到澳門工作以後，小城讓人對距

離感變得遠了—這我想跑到另一點去。

2011年，我在台北「竹圍工作室」有一個

名叫《房間》的展出；我在〈女書店〉有

一個有關「女書」 的分享。那是一條漫長

的路，來回了好多年。我知道，偶遇不是

意外，但那需要時間，把東西物事串連起

來。■

鹽埕是高雄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從日領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到美軍駐紮時期的酒吧街；
從在地人胼手胝足奮鬥，到各地移民如澎湖、台南移入，深耕開展，這地方曾得天獨厚地
在高雄文化與經濟發展史裡寫出重要一頁。在美食、廟宇、建築所聚合出的族群特色，便
能感受到舊時代的蓬勃朝氣。
雖然曾經的繁華喧嚷已然消逝，但鹽埕如今已逐漸轉型成高雄重要的文化區。二○○一

年，南台灣第一個專屬，並致力推動影像藝術的「高雄市電影館」（原名「高雄市電影圖
書館」，二○一○年縣市合併後正名）現身於愛河河畔。
座落在優閒河岸邊的高雄市電影館，不論陽光照映或霓虹妝點，總帶了些寧靜與優雅。

走進大門，一樓是館內專屬的「藝文沙龍」區，角落小吧檯販售咖啡、輕食，適合三五好
友的時光，也剛剛好提供一人份的安靜。
沿樓梯往上，牆面掛滿以高雄為主題，或在地出身導演所拍電影之海報，如同一場時光

旅行。二樓是個人視聽室，提供館內館藏閱聽。三樓則是擁有一百三十七個座位、DCP
放映機、高規格數位播映設備，以及杜比環繞音響的專業大放映廳。
電影館每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就是「高雄電影節」與「南方影展」。專業、獨特的選

片眼光，成為眾多影迷每年引頸企盼的盛事，更幾度造成影片一票難求的「秒殺」場面。
高雄市電影館現今已成為推廣紀錄片，以及舉辦市民藝文沙龍講座的多面向藝術電影

館，兼具典藏、推廣，與協助投資、補助拍片的功能。秉持「國民戲院」初衷，電影館長
期策畫電影相關活動，如主題電影放映、常態性展覽，與各式文化沙龍、講座。藉著這些，
高雄市電影館試著將「電影藝術」內化為市民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也提供電影教
學課程，讓有興趣從事影像工作的人能由此原點出發。
如果你也喜歡電影，若有機會來高雄，別錯過這個地方，你將看見另一種以光影構築成

的高雄文化，迷人、溫厚，風情萬千。■

高雄人的國民戲院
高雄市電影館
文—郭正偉、圖—高雄市電影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