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筆記

左翼文化的跨區域傳播：
1960年代星港兩地的 
《劉三姐》熱

●徐蘭君

二十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長春 

電影製片廠（長影）拍攝、喬羽編劇、

蘇里執導的電影《劉三姐》（1960）在

新加坡掀起一股熱潮。它連續在影院

上映超過七個月，打破了新加坡當時

所有票房紀錄1。電影關注下層民眾

生活，其中優美的民歌（山歌）和美景

尤其為華人觀眾所欣賞和喜歡。通過

聚焦《劉三姐》以及邵氏兄弟（香港）

有限公司（邵氏兄弟）發行的兩部改編 

版本，即羅臻的《山歌戀》（1964）和袁 

秋楓的《山歌姻緣》（1964），本文將集 

中探討《劉三姐》現象於1960年代在

海外華人社群的廣泛傳播和接受。

基於口述史、電影製片廠紀錄以

及當時的新聞報導等材料，本文第一

部分分析新加坡《劉三姐》熱的起因，

就電影與該時期新加坡激進的勞工 

政治運動、離散華人社群的政治及身

份認同，以及中國與南洋地區左翼文

化和情感的跨域流動之間的關係等核

心議題進行討論。第二部分將簡略地

對比分析三部影片中民歌、群眾（特

別是參與對歌的群體）、愛情傳奇、

風景的使用，並提出以下問題：三部

電影中的風景和民歌元素如何成為

二十世紀50、60年代再現「中國性」

的政治競爭元素？與在中國大陸製

作、拍攝的《劉三姐》不同，邵氏兄

弟的《山歌戀》攝於香港，而《山歌姻

緣》則是在台灣取景。在冷戰的大背

景下，中國大陸版本與兩部改編版本

間的界限是涇渭分明還是曖昧不明？

總的來說，本文將電影理解為切入冷

戰時期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的一種有效途徑，探討「音樂片／歌舞 

＊	本文的英文原文出自Lanjun	Xu,	“Contested	Chineseness	and	Third	Sister	Liu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Folk	Songs,	Landscape,	and	Cold	War	Politics	in	Asia”,		

in	The	Cold	War	and	Asian	Cinemas,	ed.	Poshek	Fu	and	Man-Fung	Yip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73-92。筆者在原文的基礎上修改成本文時，對其中的論點和相關

的材料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和深化。本文寫作要特別感謝香港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前總經

理許敦樂先生和劉德生先生的無私幫助。他們在2012年以來多次接受筆者的採訪和

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劉先生於2018年11月因病過世，特以此文以表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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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musical）這一電影類型如何與

60年代東南亞本土發生的去殖民政

治運動、中國的文化外交，以及亞洲

離散華人社群間的跨域文化紐帶密切

相關。

一　新加坡反殖民運動和
《劉三姐》熱   　

（一）新中國電影的海外發行

據傅葆石分析，1949年以前華

語電影產業的「滬—港紐帶」持續影

響了50、60年代中國大陸、香港和

南洋地區的電影和其他文化聯繫與互

動2。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討

論的，50年代中國將大量地方戲曲改

編為電影，出口到亞洲和西方國家，

希望藉此促進與周邊國家的友誼，模

糊「竹幕」（bamboo curtain）國家之間

的邊界。這些戲曲電影在海外華人社

群中引起廣泛的反響，以香港和東南

亞尤甚。中國在1953至1966年間生產 

了121部戲曲電影，其中47部通過南

方影業有限公司（南影）發行到香港。

50、60年代，南影也是將中國電影發

行到東南亞最重要的經銷商之一。 

這些電影經常改編自傳統民間傳說，

有着看似非政治的主題，使其更容易

被引進和接受，它們所產生的情感聯

繫通常具有地方主義的特徵，根植於

家鄉內部共享的方言和親緣關係，特

別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例如福建和

廣東）3。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由

桑弧、黃沙導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 

（1954，以下簡稱《梁祝》）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它作為1949年之後香港引

進的第一部中國戲曲電影，創造了當

時香港地區上映的中國戲曲電影的最

高票房紀錄，而中國也借助這個浪漫

和憂傷的愛情故事，成功改變了自身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男性化和軍事化的

形象。《梁祝》大獲成功後，更多來自

中國的戲曲電影被引進香港，為大陸

電影在香港打開了市場4。

正如劉禾所言，這些戲曲電影可

以被視為毛澤東時期「官方通俗文

化」的一部分，民間素材和大眾媒介

的結合則可能產生「使官方意識形態

喪失相關性的意料之外的意義」5。

更重要的是，這些戲曲電影主要圍繞

才子佳人的浪漫愛情故事，強調家庭

倫理和個人情感為共鳴基礎的情感模

式6。克萊因（Christina Klein）在討

論西方歌舞片《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 1956）時提到，歌舞片是一種深

具意識形態功能的電影種類，具有

「融合」（integration）功能，並與好萊塢 

的西部片作比較：在她看來，西部片

注重個體和男性英雄，以及崇尚自主

的男性化表述，此類電影中的戲劇衝

突和暴力最終會被成功除去，以達到

社會秩序的回歸；而歌舞片則不同，

突出的是群體戲，通常是一對戀人或

者一個團體，重點突出女性化情感和

家庭倫理。此類型的電影通常借助浪

漫愛情故事，把具有敵意的他者融合

到一個和諧的集體想像中，以超越不

同意識形態所帶來的隔離和界限。 

這一情感模式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冷戰

時期特有的情感結構，是「一種普世

化的模式，通過指認普遍的和共享的

人性來想像超越特性的可能」7。當

然，中國的戲曲電影和本文所着重討

論的《劉三姐》（被稱為「七彩歌唱故

事片」8）是否可以與西方歌舞片完

全等同，值得進一步商榷，不過在本

文的討論中，克萊因對冷戰時期歌舞

片這種敍事形式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

能，還是對我們理解中國的「歌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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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研究筆記 （例如戲曲電影和音樂片）有一定的

借鑒和比較意義。

除戲曲電影以外，音樂片是另一

種相對容易傳播到海外華人社群的電

影類型，例如王佳乙的《五朵金花》

（1959）和蘇里的《劉三姐》。與大多數 

戲曲電影中才子佳人的敍事模式不

同，《劉三姐》改編自歌舞劇，講述了 

廣西壯族民間傳說歌手劉三姐的故

事。她熱愛普通百姓，蔑視地主，後

者禁止她唱歌的企圖沒有成功，因此

綁架了她，而劉三姐在愛人阿牛和鄉

親的幫助下得以逃脫。在電影的結

尾，她前往他鄉，繼續用山歌鼓舞當

地的人們。《劉三姐》的典型特徵是採 

用青春靚麗的年青演員、109首廣西

壯族的民歌，以及廣西桂林的美麗風

景。這也是電影在香港和新加坡成功

背後的三個主要原因，尤其考慮到電

影的大部分觀眾是當時無法輕易回到

中國的海外華人，這部充滿鄉音鄉情

的電影可以緩解他們的思鄉之情。

1962年7月12日，電影第一次在 

新加坡上映，而早在兩個月前它已在

香港上映。也許正是注意到電影在香

港和東南亞的火熱程度，邵氏兄弟也

開始對「山歌片」這個音樂片類型產生 

興趣，接連製作了兩個改編版本：《山 

歌戀》和《山歌姻緣》，先後於1964年

上映。二者都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

「山歌片」，互相激烈地爭奪觀眾。

（二）《劉三姐》熱與反殖民話語爭奪

從具體時間上來說，《劉三姐》在 

新加坡有兩輪主要放映，第一次在

1962至1963年，另一次在1978年9。 

本文主要考察在60年代的首輪放映， 

新加坡當時兩大中文報紙《南洋商

報》和《星洲日報》都比較詳細地記 

錄了觀眾的熱情反應。在影院放映 

的同時，當地廣播公司（例如麗的呼

聲）在黃金時段也播放電影中的山歌

錄音bk，相關的連環畫故事也應運

而生。據新加坡書法家林書香回憶，

一些觀眾甚至將影片中的歌曲逐首 

抄寫下來並製作成油印本。當時有 

不少觀眾反覆觀看電影，甚至不止五

次bl。所有這些信息都證明了60年代 

《劉三姐》在新加坡上映時的受歡迎

程度。

對於新中國電影與冷戰時期亞洲

地緣政治間的關係，新加坡的《劉三

姐》熱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起

初，英國殖民地政府阻止《劉三姐》

在新加坡上映。後來在新加坡執政黨

人民行動黨（以下簡稱「行動黨」）重

要領導者、開國元老李炯才的幫助

下，這部電影才得以引進新加坡bm。 

對此，在50、60年代主要負責將中

國影片經香港介紹、出口到東南亞及

其他海外地區的南影前總經理許敦樂

曾解釋，行動黨對《劉三姐》感興趣

的原因之一是「人民行動黨成員多為

華裔，且多出身於南洋大學，有中國

文化底子，尤其是文化部門官員，都

嫺熟中華文化」bn。

另外，為了引進這部電影，三位

主要供職於當地報社的華裔知識份子

王如明、黃科梅和何真民在1962年

特意成立了新世紀公司，並運用自身

的媒體資源為電影大力宣傳。但在 

引進《劉三姐》和另一部中國電影《女

籃5號》（1957）後，該公司就宣告倒

閉bo。作為公司創始人之一的王如

明提到，他們引進《劉三姐》主要是

因為與當時充滿性暗示的好萊塢電影

相比，這是一部「健康電影」bp。「健

康電影」這一術語與新加坡1953至

1961年間的「反黃文化運動」（以下簡

稱「反黃運動」）密切相關。反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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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加坡華校中學生推動的一個社會

運動，旨在反對流傳廣泛的不健康書

報、美國電影、日本影片、小報以及

歌台等「色情文化」產物。1953年，

新加坡一名年輕女孩被姦殺，引發了

反對外來的、「墮落」的文化形式的

反黃運動，外來文化被認為是腐化個

體、導致公共道德衰退的原因。一些

左傾的新加坡華人社群譴責這些外來

文化是英國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惡

魔，如愈發流行、性暗示愈發露骨的

好萊塢電影，色情繪本，遊樂場的色

情秀。當時香港左翼電影公司（如長

城影業公司和鳳凰影業公司）製作的

電影和來自中國的電影則被視為「健

康電影」，成為政黨動員民眾時可以

利用的文化資源，表達對新生和強健

的馬來亞文化的願景。反黃運動肇始

於新加坡歷史上「過於多樣化的後殖

民想像相互競爭的時刻，獲得民心最

直接的策略是通過關於文化道德的討

論」bq，其興起並非偶然。

按照這一理解，1962至1963年

《劉三姐》在新加坡的流行也許並非巧 

合，因為這一時期恰恰是新加坡正如

火如荼地展開與馬來亞聯合邦合併還

是獨立的討論。林賽（Jennifer Lindsay） 

認為1962和1963年對於新加坡而言

至關重要，因為這是從英殖時期走向

後殖民的轉型時段。隨着1959年6月

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行動黨開始執

政，新加坡面臨一個重要抉擇：宣布

獨立還是加入新的馬來亞聯合邦br。 

在行動黨內部，「非共產主義左派和

支持共產主義的左派間的鬥爭導致後

者從中分裂出來⋯⋯並成立社會黨

〔即社會主義陣線〕」bs。值得注意的

是，行動黨和社會主義陣線（以下簡

稱「社陣」）都利用《劉三姐》來表達

自身的政治訴求。不同政黨通過反殖

民主義的動員語言爭奪選票，而電影

中的民歌更成為後殖民轉型時期的政

治運動所共享的語言。

當時執政的行動黨支持加入馬來

亞聯合邦，並與支持獨立的社陣進行

激烈的辯論。當《劉三姐》第一次在

新加坡上映時，當地報紙頭版主要新

聞都是兩黨對於是否與馬來亞聯合邦

合併的辯論，兩黨在通過宣傳戰來爭

取下層民眾支持方面陷入激烈的競 

爭bt。行動黨和社陣都選擇免費放

映《劉三姐》以吸引勞工階級的觀眾

加入他們的政黨活動。例如，行動黨

為《劉三姐》和其他政治紀錄片（包括

《馬來西亞周》和《馬來西亞的協約》）

舉辦了一系列電影招待會，為政黨活

動籌款。李炯才經常擔任這些招待會

的主辦人，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他

會幫助新世紀公司將《劉三姐》引進

新加坡。這些招待會其中一個重要環

節是向觀眾介紹行動黨的政策和所取

得的成就，可見籌款並非舉辦招待會

的主要目的，而是通過放映《劉三姐》 

來吸引更多觀眾觀看另外兩部紀錄

片，從而動員他們支持該黨的政策和

決策，特別是在與馬來亞聯合邦合併

這一關鍵議題上ck。

（三）《劉三姐》熱背後的左翼元素

在電影中，劉三姐傳說被改編為

「表達性別意識和階級鬥爭。藝術家

喚起人們對社會等級差異的記憶，並

發展出對於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同

質化的集體記憶」cl。對於大多數新

加坡普通華人觀眾來說，除了廣西迷

人的風景、扮演劉三姐的黃婉秋的明

星魅力、經過藝術再造的民歌之外，

電影中貧苦農民和富裕地主間的階級

鬥爭同樣具有吸引力，因為這些內容

回應了他們現實生活中的憂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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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新加坡激進的勞工政治

運動達到頂峰，正如一些學者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頭二十年，新

加坡的勞工運動與當地的華人社群有

着密切關聯，雖然不是所有罷工都是

由華人勞工發起和領導⋯⋯因為華

人佔當地總人口的75%，人們可以想

見新加坡華人勞工和華人社團的重要

性」cm。貧苦的勞工認為《劉三姐》中

的民歌是對抗社會不公的有力工具，

同時也是緩解自身焦慮的有效方式。

《劉三姐》上映不久，即有影評指

出：「山歌非常豐富，題材形式也很

廣泛，有層有次地出現了曲折驚險的

經過，大部分通過對歌，鬥歌〔即對

歌〕完成，歌詞凡五百餘句（一百〇九

首），或抒情柔和，或辛辣諷刺，或

強動有力，聽來十分悅耳，這些山歌

和歌調，都會給海外觀眾感覺清新 

與興趣，愛聽又愛學。」cn而當時左

翼報紙抓住民眾對山歌的喜愛心理，

經常發表以山歌形式寫作的詩歌， 

如「機器整天呱呱叫，蓋去咱們歡笑

聲；工作流血束腰帶，投家長得肥又

胖。血和汗呵像河水，流了一灘又一

灘；仇與恨呵滿胸膛！時機一到如山

崩！⋯⋯多謝『三姐』唱山歌，聽了

心頭寬許多，不怕風雨唱山歌，唱到

日頭照星洲！」co歌詞抨擊的是工人

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對立和工人在 

情感上對資本家的仇恨。關於電影在

新加坡取得的政治評價，社陣的官方

報紙《陣線報》發表一篇題為〈向劉三

姐學甚麼？〉的文章，具體引導觀眾

關注以下三個方面：劉三姐為勞苦階

級服務的精神、她的勇敢反抗精神，

以及互助友愛和純樸善良等優良品

質。文章寫道：「今天，我們也處在

階級鬥爭的社會中，我們就應該為工

農群眾服務。反抗剝削階級——英

殖民地統治者及其傀儡們。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像劉三姐一樣被人民所

愛戴。」cp

《劉三姐》中的對歌表現了農民

和地主的對立。電影中地主莫懷仁想

要納劉三姐為妾，劉三姐將計就計，

提出通過對歌來決定是否答應他的要

求。莫懷仁請了三位秀才來和劉三姐

比賽，她不停地通過山歌嘲笑和鄙視

莫懷仁和三位秀才，當她唱完幾句，

身後的鄉民就報以陣陣大笑表示附

和，畫面並配以群體的臉部特寫鏡

頭，這種集體主義團結感以及農民和

地主產生的階級對立，極具視覺和聲

音上的衝擊感。電影中增加的這一情

節在當時充滿爭議性，主要的批評認

為劉三姐從一個民間傳說人物，以現

代化的方式被改編為模範的革命女 

英雄。電影雜誌《大眾電影》收到觀眾

來信，認為「影片中劉三姐和她周圍

的群眾同財主進行鬥爭的幾場戲，很

一般化，而且就劉三姐、老爹〔阿牛

父親〕、阿牛等人的思想覺悟、鬥爭

方式來看都很『現代化』」cq。隨後雜

誌還特別組稿對這一問題進行集中 

討論，有論者指出劉三姐「過於現代

化」，像「土改運動中的先進婦女」cr。 

本文不擬對這場爭論做更細節化的 

描述，不過從中可以看到，劉三姐這

位在民間傳說中本來具有「仙氣」的

女性，在電影中被附加了現代的革 

命情感而「富有更強烈的政治性和 

鼓動性」，並且以「群眾首領的姿態

出現」cs。如果說《梁祝》是基於個體

情感的充滿憂傷和淚水的愛情故事，

《劉三姐》則傳達了集體笑聲背後的

激進力量。

在此，筆者援引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定義的「笑」的概念，強調

其中的反權威作用。電影中的對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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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情緒，使他們更容易被鼓動到普遍

的去殖民情感中去。

更重要的是，行動黨和社陣兩黨

在政治辯論中也採用山歌的對唱方

式。例如，親社陣的汎星各業職工聯

合會創作了一首題為《全民齊投空白

票》的山歌，歌詞挪用了《劉三姐》中

對唱歌曲的問答形式，而且作者直接

在標題後註明「這山歌是根據《劉三

姐》茶山對歌的調對唱」。山歌的內

容鮮明地批評行動黨支持併入馬來亞

聯合邦的立場：「哎⋯⋯／是誰勾結

殖民者／是誰推行大馬計劃／他們前

途是如何／他們命運怎下場。」回答

部分也批評當權者：「哎⋯⋯／人民

有嘴難說話／電台無嘴鬧查查／部長

有腳不走路／真理無腳走天下。」dm

與前述克萊因視歌舞片為一種具融合

效果的電影類型不同，《劉三姐》強

調對立和階級鬥爭而非融合。在這一

重要的歷史時刻，行動黨和社陣都需

要大眾支持並獲得選票。《劉三姐》

（尤其是其中對歌的片段）將對抗意

識和辯論帶到廣大觀眾思維的最前

以被理解為「狂歡節」（carnival），充滿 

倒轉（inversion）、矛盾（ambivalence）和 

過剩（excess）的性質。正如史塔（Robert  

Stam）在探討巴赫金的電影觀時所指

出：「狂歡節原則廢除等級制度，拉

平社會階級，創造了另一種擺脫傳統

規則和限制的生活。在狂歡節中，所

有被邊緣化和被排斥的——瘋子、醜 

聞、僥倖——通過他性（otherness）

的解放性爆炸（liberating explosion）

佔據了中心位置。」ct《劉三姐》中的

集體歌唱創造了展現群體意識的強有

力形式，笑聲成為自由和批判意識的

載體。有電影評論指出：「最特別的

是劉三姐與三秀才鬥唱的場面，引起

漫山遍野呼應的歌聲，使觀眾捧腹大

笑，滿院掌聲。」dk當時新加坡的電

影宣傳海報也經常使用廣告詞「山歌

一百首／笑足兩點鐘」作為推銷賣點， 

並同時用「七彩歌唱巨片」來描述這

部電影dl。集體歌唱的場景所傳達

的革命激情完全符合新加坡觀眾的情

感需求，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屬於勞工

階級。電影有利於動員勞工，激化政

《劉三姐》中的集體歌唱創造了展現群體意識的強有力形式，笑聲成為自由和批判意識的載體。（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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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研究筆記 沿。在這一點上，儘管行動黨和作 

為左傾反對黨的社陣有不同的政治 

立場，但它們共同看中了電影中的 

對歌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情緒鼓動性，

以及電影本身在民眾所產生的情感 

共鳴。

換句話說，認同電影並不意味着

兩黨共同偏向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當時的新加坡環境中，「左」的含

義需要更仔細的辨析和區別：兩黨都

有反殖民的傾向（至少在表面上），

它們共享的目標之一在於動員最大多

數的下層民眾參與到反殖民的政治鬥

爭中。「左」在當時的新加坡語境裏

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含義，或者是反殖

民，或者是共產主義信仰，或者是對

原鄉中國的嚮往，也或者是對自身社

會內部貧富不均的抗議。《劉三姐》

熱在1963年1月因電影下映而消退，

隨之行動黨和社陣之間的鬥爭結束，

2月2日行動黨逮捕社陣最高領袖林

清祥，宣稱社陣領導人與共產主義陣

營有聯繫，特別是馬來亞共產黨。哈

珀（Timothy N. Harper）認為，鎮壓叛

亂的修辭深入地滲透到殖民地文件

中，後者是「新加坡故事」中主流敍

事的基礎：「『共產主義聯合戰線』這

一概念本身也許是用詞不當：大多數

捲入左派大眾激進行動的群體⋯⋯

既不是共產主義的、聯合的，也不是

甚麼戰線，而僅僅是他們自己。」dn

在《劉三姐》的例子中，我們發現無

論是行動黨還是社陣都利用這部新中

國攝製的電影來建構自身的論述，促

進自身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電影

之所以能在新加坡流行，一個主要原

因是它有助於民眾宣洩對當時英殖政

府統治下社會不公現象的挫敗感，同

時提供解釋本土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新

話語和情感媒介。

二　《劉三姐》與香港改編
版本的「冷戰」　

（一）《山歌戀》與《山歌姻緣》

正如傅葆石所言，「被新聞界授

予『冷戰城市』稱號的香港，已經成

為1949年之後中國面向西方的『窗

口』，同時也是美國阻止中國共產主

義擴張的『瞭望塔』。它還是新中國

和國民黨政權尚未結束的內戰的主戰

場」do。因此，香港也成為所謂的右

派電影和左派電影衝突的「戰場」。

由於港英殖民地當局對於新中國戲曲

電影的認識，後者得以在當時香港的

審查制度下倖存。1949年7月，在新

中國成立之前，港英當局認為「香港

政府的職責是維持對國民黨和共產黨

的中立態度」。為了避免加劇兩黨在

香港的政治對抗，英國政府決定不徹

底禁止來自中國的文化產品。相反，

他們更傾向於通過審查的方式，「假

定電影來自商業渠道而非來自代表中

國共產黨的組織或者個人」dp。換句

話說，港英當局不想禁止所有來自中

國的電影，但試圖控制引進的中國電

影數量和類型。

1962年5月17日，《劉三姐》第一 

次在香港上映，連續放映四十二天：

「票房收入近三十萬元。在當時來說， 

是很高的紀錄。」dq邵氏兄弟想複製

《劉三姐》在香港的成功並獲得商業

利益：「『劉三姐』獲得觀眾歡迎，就

像黃梅戲獲得歡迎那樣，引起香港製

片家的注意，他們步『劉三姐』山歌

的調子，拍攝了一些類似『劉三姐』

的電影。」dr於是製作了兩部改編版

本《山歌戀》和《山歌姻緣》。與《劉 

三姐》強調階級鬥爭的主題相比， 

香港的改編版本主要聚焦浪漫和美景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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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戀》劇本對女主人公秀秀的 

介紹如下：「秀秀是一個不知憂愁的

村女，她俏皮，不大懂得人情世故，

十分任性，甚至說有點野。」ds電影

以山上的秀秀和船上的劉大龍的對 

唱開始。在見面之前，他們借歌曲互

通情愫。扮演秀秀的演員葉楓將電 

影描述為「非傳統」，認為漁村簡單

和樸實的基調讓生活在那裏的人看 

起來清新和明快dt。身處深山中的

獵戶曾老虎也一眼看中秀秀，出錢委

託酒館老闆姚德寶以追賭債要脅秀 

秀的父親古老頭許婚；為了替古老頭

還債，劉大龍冒着危險運貨入城，可

惜一去無音訊，生死未卜。秀秀無奈

之下只好答允下嫁曾老虎。在成親之

日，受傷的劉大龍突然攔截迎親隊

伍，原來他在海上碰到土匪，貨物被

搶劫，死裏逃生才回來。曾老虎揚言

只要跟他決鬥能贏，就可以帶走秀

秀。一番來回爭鬥，劉大龍獲勝，有

情人終成眷屬。《山歌戀》是葉楓在

邵氏兄弟拍的第一部電影。作為一名

女演員，葉楓通常被形容為「狂野」

和「性感」，而一位性感的電影女演

員扮演牧羊姑娘，自然十分吸引眼

球，也能激起觀眾的好奇心。這一

「反類型」的角色選擇也適用於扮演

劉大龍的關山，他過去因西裝革履的

角色而出名，卻在電影中扮演一名單

純的漁夫。

《山歌姻緣》是邵氏兄弟的第二

個改編版本，講述明朝美麗而熱愛唱

山歌的採茶姑娘宋玉蘭和英俊的打漁

郎李春陽的戀愛故事。然而，他們甜

蜜的愛情被皇親胡國丈之子胡三寶攪

亂，後者是一花花公子，垂涎宋玉蘭

的美貌。為了避免麻煩，宋玉蘭提議

通過對歌擇偶，包括胡三寶在內的每

一位年輕村民都有機會。不會唱歌的

胡三寶落選在意料之中。在宋玉蘭和

李春陽的成婚之日，胡三寶和他的同

伴試圖阻止婚禮並綁架了李春陽。多

虧胡三寶正直的父親挫敗了他的陰

謀，這對戀人最終得以成婚。

香港銀幕上的歌女形象始終在改

變，《山歌戀》和《山歌姻緣》的特色

在於以鄉村女孩為主角。馬彥君在對

華語電影歌女的專書研究中，追溯了

1949年前上海電影中歌女的出現與

戰後香港電影歌女形象的蓬勃發展之

間的延續性。不過她的分析較少觸及

新中國的歌舞片和香港歌舞片發展之

間的交互影響關係ek。在戰後香港

電影歌女的歷史書寫中，《山歌戀》

和《山歌姻緣》也經常被忽略（在冷戰

的大背景之下，它們與《劉三姐》的

聯繫可能是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

學者經常提到王天林執導的《桃花江》 

（1956）和井上梅次具有好萊塢風格

的《香江花月夜》（1967），這兩部電

影被解讀為展現了香港本地「正在逐

步出現的對於現代性、跨國性和本土

自我認同的複雜欲望和想像」el，而

《山歌戀》和《山歌姻緣》的獨特性恰

恰在於採用對大多數香港觀眾來說比

較陌生的山歌。它們複製了《劉三姐》 

的情節和音樂風格，但並沒有刻意召

喚起「離散的懷舊國族主義」，後者

經常見於邵氏兄弟製作的古裝片和歷

史片——這些電影往往透過「拍攝宏

大人造物的視覺風格加上對於歷史細

節、設置和道具的一絲不苟」，來投

射「文化中國」em。

（二）電影對聲音的呈現

在《劉三姐》的開始，觀眾首先

聽到的是歌聲，此時劉三姐還沒有出

現在這組鏡頭中，但她的歌聲主導和

籠罩了整個自然山水，具有一種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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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研究筆記 的穿透力：「山頂有花山腳香，橋底

有水橋面涼。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

如火出胸膛。山歌好像泉水流，深山

老林處處有。若還有人來阻擋，衝破

長堤泡九州⋯⋯」之後鏡頭裏首先出

現的是在漁船上的男主人公阿牛和他

的父親，兩位聽到了歌聲以後，尋找

來源，才看到划着竹筏的劉三姐由遠

處順流而來。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把

滲透性聲音最終附着在此時出現的劉

三姐這個具體的女性身體上。

法國電影學者希翁（Michel Chion） 

在討論電影中的聲音時，提出「幻聲」 

（acousmêtres）這個概念，指稱那些 

找不到音源卻無處不在並且強而有 

力的聲音，它會營造出一種神秘感 

和隱晦性，以及可見一切的全知全 

能之控制感。相反，「去幻聲」（de-

acousmatization）則是不可見的音源

以視覺的形象現身（例如臉孔在銀幕

上出現，使得聲畫同步），從而導致

全景式觀感、全知全能和無處不在等

元素分裂破碎en。在不少民間傳說

中，劉三姐原本是一位歌仙，她從青

山綠水中而來，而電影開場「幻聲」似 

的歌聲也符合或者說加強了這種自然

山水的神秘感，但是隨着劉三姐的形

象很快出現在銀幕上，隨之與父子的

對話很快將她變成一個現實中來自貧

苦家庭的充滿反抗感的女性形象。阿

牛父親問她「請問姑娘是哪家神仙？」 

而劉三姐的回答是「不是仙家不是

神，我是山中砍柴人」。這樣的開頭也 

就決定了《劉三姐》並不是想講一個

民間傳說，而是要講一個現代的充滿

階級鬥爭信息的故事，自然山水也成

為這個反抗故事中不可缺少的風景。

《山歌戀》被譽為「香港第一部山

歌片」，並被視為歌舞片的新風格eo。 

它的「新」主要體現在採用了山歌：

「山歌戀的歌唱，卻不是黃梅調，也

不是時代小曲，乃是膾炙人口，尤其

是居住山村濱海的人士們，最樂於欣

賞的山歌。提起山歌，在港九的居民

中，有不少是惠州客家一帶的僑胞，

對山歌的愛好，是有着卓越欣賞力

的。」ep《山歌姻緣》是繼《山歌戀》之

後的又一部山歌片，雖然在預算和演

員陣容方面都不如前作，但是「以周

藍萍音樂的豐富性而著稱，電影融合

了各式各樣的民歌。壯觀的『山歌集

會』中的對歌特別值得注意，證明了

在黃梅調電影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後，

〔導演〕改革自身音樂語言的努力」eq。

周藍萍被公認是台灣國語流行歌

曲的開創者，曾為百餘部電影作曲配

樂，最廣為人知的作品首推邵氏兄弟

出品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 

（1963）。台灣學者沈冬在討論周藍萍

的音樂時，認為他將「原本的地方戲

曲以現代化的音樂手法加以擴充整

編」，並指出其音樂創作的主要脈絡， 

「其實就是離散族群生命中『亂離／樂

園』、『懷念過去／瞻望未來』的矛盾

融合」；「除了歌詞上的懷鄉，還包括

了五聲音階的旋律、戲曲民謠等元素

的融入，以及對中國傳統樂器的強

調」er。也就是說，《山歌姻緣》雖然

在台灣取景，但周藍萍的音樂創作方

式和其特點使得電影帶有一種複雜的

中國元素或者說中國情結。

對於該片中的山歌風格，當時有

如下評論：「關於該片的所謂山歌，

也像那些所謂黃梅調一般，似乎作 

曲人以為在每一句歌後面加上一個

『呢』字，唱時拉長尾音，便是山歌，

於是，那幾十首山歌，給人聽來莫 

明〔名〕奇妙，而又有點古怪，除了

起初一兩首是有一種傳統山歌味外，

其餘的有時代曲味。台灣民歌味，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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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爵士味，其中有一首曲調，完全是

『綉荷包』配上曲詞，這可以說是『雞

尾山歌』。」es反映這種將山歌風格

移植至香港電影的努力未能取得觀眾

的認可。

（三）電影對風景的呈現

空間呈現在本文所討論的三部 

山歌片中十分重要。米切爾（William 

J. T. Mitchell）認為，電影中的風景 

通常是身份認同形成的「有效媒介」

（dynamic medium）et。在《劉三姐》 

開拍前，廣西僮族自治區政府就和長 

影密切合作，一道參與該片的製作過

程。1960年4月，喬羽、蘇里兩人與

廣西黨委討論拍攝細節時，當地政府

提出兩點要求：「一、要求《劉三姐》

在廣西拍外景，把美麗神奇的廣西山

水風光作為背景去敍述故事；二、希

望多用廣西本土演員。喬、蘇二人當

即表示完全贊同自治區黨委的意見，

並提出外景當以桂林、陽朔為主，並

兼選其他。」fk從這裏可以看出電影

版本被要求突出地方特色，而「山水

風光」則是主要元素。這一點清晰地

體現在電影中女主人公劉三姐出現之

前，長達兩分鐘的風景片段。

電影一開始作為「幻聲」的山歌

唱的就是「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

火出胸膛」，也為後面的敍事定了基

調。它既與緩緩呈現的優美抒情的自

然山水形成一種內在的緊張，也和山

水渾然一體。這些含有革命和對抗信

息的山歌，使得原本的自然山水成為

現代化風景，山歌中所包含的革命信

息也因風景而被自然化。朱羽在討論

社會主義與「自然」的關係時，提出

了「社會主義風景」的概念。在解讀

李可染呈現毛澤東《沁園春．長沙》

的新山水畫《萬山紅遍》時，他有創

見地提出，「新山水畫把握到了一種

嶄新的革命主體性空間化圖像——一 

種宏大的、集體性的『自然—歷史』

空間，一個嘗試使『起源』始終銘刻

在『當下』的『視覺世界』」fl。如前所 

述，在電影剛上映的時候，有評論抱

怨《劉三姐》過於「現代化」，除了劉

三姐形象過於革命化外，還有一個原

因：「沒有能夠掌握這種傳說劇的特

點，把一個美麗的傳說劇採用了純寫

實的手法來處理⋯⋯其實藝術家在

處理環境時，應該根據影片的特點，

對景色做一些加工，影片開始的景色

不僅是單純表現地點和山川的秀麗，

而且應該把觀眾帶到一個古老的傳說

的境界中去，使景色成為渲染環境和

時代的有機部分，不是單純介紹桂林

山水。」fm這裏提到的「古老的傳說

的境界中去」，聯繫到劉三姐故事的

民間性和神話性，可以理解為評論者

希望電影裏的桂林山水能持有神話的

詩意和原初性的特徵。

其實電影對桂林山水的呈現，有

階段性的細微變化和意義上的不穩定

性：電影一開始長達兩分鐘的純風景

片段，主要的視點是由竹筏順水流帶

出的傳統中國山水畫徐徐打開的觀看

模式，但劉三姐的歌聲，其具有階級

鬥爭內容的歌詞打破了這種「意境」，

給桂林山水注入一種革命的激情。這

種激情在對歌部分達到高潮，輪流對

歌的鄉民群體也逐漸取代電影一開始

所凸顯個體性的劉三姐形象。與之相

連，群像式的充滿鬥爭激情的民眾臉

部特寫、半身特寫及全身特寫通常佔

滿整個鏡頭的大部分，而桂林山水退

為對歌的背景。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的最後

一段：阿牛和劉三姐隨着歌聲同划一

艘船出現，郎情妾意，手持繡球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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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歌，呈現的是一對戀愛中的青年

男女。最後，兩人一起划船慢慢消失

於青山綠水，與自然融為一體，有傳

統隱逸山水的意境。也就是說，電影

最後還是以傳說中的愛情故事為結

尾，而富含階級鬥爭激情的對歌部分

主要在電影的中段出現。總的來說，

與朱羽討論的「紅色山水」和1954年

《梁祝》中借鑒戲曲舞台方式、用傳

統山水畫象徵虛擬的江南風景都有所

區別的是，《劉三姐》對桂林山水所

呈現的這種不完全的革命化和寫實化

表現方式。這樣的風景形塑方式也呼

應了電影在新加坡民眾中所激起的左

翼衝動和原鄉式的情感共鳴。

《劉三姐》上映後，如紀錄片效果 

的桂林山水美景卻成為在海外上映時

重要的賣點。《劉三姐》的電影廣告

經常引用中國諺語「桂林山水甲天下」 

來形容廣西的美景fn。從香港和東

南亞觀眾對於電影的反應來看，中國

西南邊陲的風景緩解了他們的思鄉之

情，也在他們與原鄉之間建構了更緊

密的情感和身份認同的聯繫。《劉三

姐》在新加坡上映時，有影評仔細分

析其受歡迎的原因，電影的「天然風

景」是重要元素：「《劉三姐》盡量利 

用天然風景，曠達觀眾的胸懷，平添

無限美感，玲瓏剔透，彩色適度，江

山如此多嬌，彷彿自己置身畫景中，

漁船晚唱，漓山流幾，小橋流水，茶

樹對歌，峰巒倒影，優美抒情，使人

感到桂林氣候清爽，未到中國看過山

水甲天下的桂林，不必抱憾，從本片

如雲彩，如浮雕的桂林群山，陽朔水

景，大飽眼福。」fo

當邵氏兄弟重拍電影，自然風景

仍然得到強調。《山歌戀》在香港拍

攝，而《山歌姻緣》則在台灣製作，

這些選擇可以被視為一種締造替代性

的政治關聯的方式，可能引發觀眾內

部不同的政治文化認同，將他們的情

緒引向不同方向。對比《劉三姐》，

它們改變了風景的地理起源，但沒有

像之後出現的歌舞片如《香江花月

夜》那樣完全「去中國化」。為了將山

歌和香港的聯繫合理化，一則對《山

歌戀》的評論強調香港是一個海島，

有許多漁村和農民，山歌也是他們用

來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山歌戀』

是以香港鄉村背景拍攝的，它描寫村

民的生活和愛情，有純樸而粗豪的鄉

土氣息，優美的鄉村景色都盡量收入

鏡頭，而映現在七彩銀幕上，讓觀眾

和劇中人一起去享受寧靜自然之美，

和在銀幕上見得多的都市榮華，比較

一下，另有不同的視覺享受。」fp

（四）電影的商業和意識形態競爭

邵氏兄弟着力進行山歌實驗，但

因電影和《劉三姐》類似，一些評論

認為《山歌戀》不應該在台灣上映：

「該片於春節期間在台南上映時，被

人向電影審查處告了一狀，說該片與

大陸出品『劉三姐』的歌曲雷同。」 

這些批評促使台北電影審查委員會 

重新審視這部電影，邀請專家逐首比

對它和《劉三姐》中的歌曲。雖然最

終結果顯示只有少量歌曲是相似的，

而且歌詞完全不同，《山歌戀》也被

允許在影院上映fq，但重審意味着

山歌經常被認為已被左翼意識形態所

滲透。

雖然南影與邵氏兄弟為了爭奪香

港觀眾的支持展開激烈競爭，但是前

者對《劉三姐》的營銷策略與後者對

兩部改編版本的營銷策略有着明顯的

相似性，包括在報紙廣告強調票房紀

錄、對歌，出版電影的插圖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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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戀》在1964年的亞洲影展獲得

最佳音樂獎，同年7月中旬到8月下

旬在香港的五家影院上映。同一時間

《劉三姐》也在進行第二輪放映，報

紙廣告將電影譽為「山歌片王」，還

寫道：「真金不怕紅爐火，三姐越唱

歌越亮」，「你歌那有我歌多，我有十

萬八千籮。前年來港唱一次，香港九

龍都是歌」fr。南影也在香港組織唱

山歌比賽，讓觀眾學習電影中的山

歌。超過二百人參與了比賽，南影還

舉行了盛大的頒獎典禮，並邀請著名

電影明星出席，同時由香港商業電台

播放山歌比賽決賽時的歌唱情況fs。 

《山歌戀》的宣傳材料則強調電影中

靚麗的女演員、超過一百首山歌和愛

情故事。為了吸引觀眾，電影的插圖

故事也在《華僑日報》進行連載ft，

麗的電視台還播放了電影相關的特別

節目gk。同樣地，借鑒南影的策略， 

香港商業電台也播報了電影中的山 

歌gl，組織了相應的歌唱比賽，吸

引超過五百人報名。電影的兩名主演

葉楓和關山，還有邵氏兄弟其他電影

明星一起擔任評審，決賽也通過廣播

播放gm。所有這些活動都極大地促

成電影在香港的轟動。

《山歌戀》和《劉三姐》都聲稱自己 

是真正的「山歌片」，由此引發了二者

的競爭。媒體直接將二者的對抗比喻

為「冷戰」gn，這一說法也在電影的

報紙廣告中得到生動的體現。例如，

《山歌戀》的一則報紙廣告聲稱：「街

頭巷尾唱山歌，舊歌舊戲走下坡，推

陳出新應及時，陳舊之歌多嚕囌」，顯

然「陳舊之歌」指的是《劉三姐》中的山 

歌。《山歌戀》也聲稱其為「香港第一

部山歌片，最合本地觀眾口味」go。

另一方面，《山歌戀》和《山歌姻

緣》都通過山歌構建愛情故事。香港

報紙在介紹《山歌戀》的內容時，也強

調「葉楓人靚歌妙，劇情曲折動人」：

「此片的劇情，更是曲折動人，導演

羅臻，先以抒情的筆觸描寫葉楓與關

山由歌生情，繼而以利落的手法，刻

畫愛海生波，更有人從中作梗，橫刀

奪愛，將故事編織得高潮起伏，引人

入勝，統而言之，這是內容多彩多

圖片來源：〈劉三姐〉，《華僑日報》，1964年7月12日，第7張，第4頁。

c197-202110004.indd   133c197-202110004.indd   133 6/6/2023   下午2:066/6/2023   下午2:06



134		研究筆記 姿，極具娛樂性之影片。」gp邵氏兄

弟官方雜誌《南國電影》上的一篇文

章也將《山歌戀》描述為一個由聲音

而一見鍾情的故事。這對年輕的戀人

首先是因為歌聲引起對方的注意，然

後才見面並慢慢喜歡上對方gq。根

據余偉康的說法，「《劉三姐》著名場

景中的對歌活動，是中國南方、西南

和西北地區流行的消遣方式。在對歌

中，雙方用民間風格的歌唱輪流問

答。因為主題幾乎不設限，優秀的即

興創作能力成為取勝的必要條件」gr。 

換句話說，對歌強調的是即興創作和

自發性。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通過

唱歌來尋找配偶是壯族和其他少數民

族的傳統，這些山歌可以為電影增添

新鮮感和「野性」。

意識地強化了階級鬥爭的色彩，但

「由於地主莫海〔懷〕仁及其僱用的三

秀才（陶秀才，李秀才，羅秀才）皆屬 

漢族男權社會的中堅份子，這個階級

對立的故事，就不能不同時也是壯家

反抗大漢族壓迫的故事，壯族婦女反

抗漢族男權社會的故事」gs。喬羽將

歌舞劇版本進一步改編成電影版本

後，山歌集會被顛覆性地「改造」為

表現階級鬥爭，而不是自發傳達愛慕

的情感；壯族文化進一步被削弱，劉

三姐與莫懷仁的對歌成為電影高潮，

而且在對歌中更多地強調劉三姐的階

級屬性，而不是其作為少數民族女性

的特徵。

與《劉三姐》不同的是，兩部改

編版本保留了通過對歌表達愛意的 

少數民族習俗，而且將對歌情景再現

為浪漫愛情故事的高潮時刻，《山歌

姻緣》是這方面的典型。和《劉三姐》

非常相似，電影中對歌被設置在靠近

小河的山坡上。山上的宋玉蘭和她的

同伴俯視着胡三寶和他請來的客人，

還有一群村民。兩組人開始一場聲 

勢浩大的「對抗」：胡三寶僱用了一些

身材奇異的歌手參加對歌，包括一個

侏儒、一個駝背和一個禿子；宋玉蘭

用歌聲回應並打敗了他們。之後男主

人公李春陽出現，最終用歌聲贏得 

宋玉蘭的芳心和觀眾的祝福。《山歌

姻緣》在香港上映後，被認為有「江

南情調」和「民間情調」：「片中大場

面很多，如美女集體採茶，端午賽龍

舟，山歌比賽大會等人物眾多，熱鬧

壯麗，堪稱洋洋大觀，為一般古裝片

所罕見。」gt電影對相關風俗的正面

展示，暗示了對《劉三姐》等電影背

後意識形態的異議。

不過，在兩部改編版本中，《劉

三姐》中最主要的階級鬥爭主題幾乎

圖片來源：〈山歌戀〉，《華僑日報》，1964年7月15日，第6張，第4頁。

少數民族通過歌曲表達愛慕的習

俗在傳統主流的儒家文化中被視為異

端，因此有些被要求改造甚或被禁

止，這一觀念為新中國所繼承。劉禾

在對歌舞劇《劉三姐》的分析中曾敏

銳地提出，劉三姐的故事中還包含經

常被人忽略的「壯族文化與漢族文化

的衝突，聰明的壯族女兒與愚蠢、貪

婪的漢族男權勢力之間的衝突等」，

而改編後的歌舞劇《劉三姐》雖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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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但對抗社會不公和貧富矛盾

的劇情仍然存在。例如前面提到，在

《山歌姻緣》中，胡三寶闖入年輕戀

人的婚禮，綁架了男主人公，最後作

為官員的胡三寶父親彌補了兒子的過

錯。電影中一群漁民帶着農具湧入胡

父的宅邸，要求其兒子釋放男主人

公，這一場景與《劉三姐》中阿牛父

親和一群農民試圖衝進莫懷仁的房子

營救劉三姐十分相似。然而，兩者主

要的差別在於《山歌姻緣》中通過胡

父幫助解決問題，最後是有情人終成

眷屬的大團圓結局。即使這樣，也說

明了《劉三姐》與兩部改編版本之間

的界限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後者並不

全然摒棄對社會不公現象批評的部

分，而《劉三姐》也依舊保留情愛故

事和用年輕靚麗的女演員來扮演劉三

姐等流行文化的通用元素。這反映了

在冷戰壁壘分明的情況下，三部山歌

片都試圖沖淡自身的意識形態色彩來

吸引觀眾，達致商業和意識形態宣傳

的雙重成效。

此外，邵氏兄弟製作的兩部改編

版本主要想複製《劉三姐》在香港的

成功並獲得商業利益，而當時的觀眾

可能更多地欣賞電影中的美景、電影

明星的青春靚麗、山歌清新的節奏。

電影《劉三姐》1962年在香港上映

時，被認為是「影壇又掀起了熱潮」，

而其影評中也出現「觀眾普遍感到滿

意」、「笑聲不絕景色怡人」、「百首山

歌支支悅耳」、「黃婉秋嬌嗔之時最

美」等讚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

影評中也有強調觀眾觀影中「不時的

爆出得意的笑聲」，但重點是強調其

由劉三姐與秀才對歌之間鬥智鬥勇所

呈現的民間智慧和「風趣幽默」，而

不是笑聲所帶來的階級批判之效果：

「這笑聲，由頭到尾貫串於全片。但

笑得最痛快的還是『山茶對歌』『河邊

對歌』和最後在灕江上捉弄那老狐狸

這三場戲。觀眾笑，是被那風趣幽

默，妙語雙關的歌詞逗起來的笑，是

讚賞劉三姐的聰明睿智勇敢的笑，也

有的是被那三個自以為聰明的秀才逼

得發笑，尤其是故事中出乎意料的情

節引得哈哈大笑。」hk實際上，這也

是南影廣告中所突出的「軟性」特點，

以避免港英殖民地當局的審查。

與《劉三姐》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 

同，兩部香港改編版本先後於1964年 

在新加坡上映，卻遭到不少批評。《山 

歌戀》先在2月上映，一則評論批評

電影中的三角戀是不健康的，特別是

漁夫和獵人通過決鬥來決定新娘歸屬

權的部分hl。評論者對於電影中的

山歌也不滿意，在他看來，這些歌詞

都是無意義的：「說到歌詞方面，一

點精僻〔闢〕都沒有，好像葉楓問關山 

『你知道天上星星有多少？你知道海水 

有多深⋯⋯』」hm《山歌姻緣》在7月於 

新加坡上映之際，曾被譽為「場面偉

大，風光旖旎，插曲四十餘支」，電

影中「山歌賽會場面」被特別推薦hn。 

另一個評論者以「別具情調」一詞來描

述電影，將之歸為「在台灣拍攝，寶

島的著名風景勝地日月潭等處，均攝

入鏡頭」的「古裝巨製」ho。不過，還

是有人提出了相當負面的批評，認為

其沒有「一點創作性」：「這個舊題材

新製作的電影，故事平凡簡單，戲劇

情節模模糊糊；導演只落力在尋求畫

面風景的美化，講究演員服飾的彩

色，其所能表達的手法就是外觀的

美。⋯⋯在山歌對唱的大場面，倒有 

幾個噱頭讓觀眾笑一笑；如果用這個

場面作為電影的高潮，是太勉強了；

其他一些小場戲，不過是幾個小動作

的男女求愛的鏡頭。」hp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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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研究筆記 是，當時的評論並沒有明確地將兩部

改編版本和《劉三姐》聯繫在一起。

不過在口述採訪中，一些在1960年

代曾是左傾知識份子的觀眾直接用

「假」來形容兩部改編版本。在他們

看來，它們僅僅是抄襲中國大陸的版

本，無法再現山歌片的「真」hq。

三　結論

如戴（Tony Day）所說，「這一時

期〔二戰後〕東南亞冷戰的文化表達

主要被肇始於殖民時期的東南亞對國

家認同、現代性和獨立的長期探索所

形塑。同時被1945年之後的國際語境 

強烈影響，包括全球性的美蘇對抗，

1949年後中國作為第三勢力、開始成

為冷戰時期影響東南亞政治和文化事

務的主要競爭者」hr。在新加坡，《劉 

三姐》的大獲成功與當地的反殖民運

動緊密交織在一起。作為傳達自身觀

點和動員民眾支持的載體，電影在政

治運動中為不同的政治黨派所利用，

完全切合1960年代新加坡所經歷的衝 

突和對抗的特殊時期。《劉三姐》以

及兩部香港改編版本的流行，在一定

程度上呈現了當時華人社群多元文化

和身份認同的糾結。時至今日，《劉

三姐》在新加坡仍然有其追隨者。黃

婉秋多次受邀訪問新加坡hs；2023年 

3月新加坡當地報紙例如《聯合早報》

等對黃婉秋的病逝消息進行了追蹤報

導ht，並一連多天刊登當地影迷紀念 

黃婉秋以及追憶《劉三姐》的文章ik。 

僅從懷舊的角度很難解釋電影持續的

流行；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思考這

一問題，可以說《劉三姐》在新加坡

當代的繼續流行與60年代那代人的

政治激情與青春理想相關：我們也許

可以將電影在當代的迴響視為一種文

化症候，反映了今日新加坡仍然倖存

的左傾知識份子或左派支持者的歷史

創傷il。

如果說《劉三姐》在新加坡的流

行與1960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殖民運

動息息相關，電影中由對歌所代表的

對抗修辭在冷戰時期的香港又有着非

常不同的意義：這種對抗更多地呈現

為《劉三姐》和兩部改編版本間的商

業競爭，意識形態層面在商業競爭下

被刻意沖淡。

從更廣的層面看，通過研究《劉

三姐》在東南亞地區和香港的傳播和

接受，逐漸明朗化的1950、60年代

新加坡和香港電影工業的互動和競爭

也將得以窺見全貌。1949年以後，

區域冷戰對立促使新生的新中國竭 

力爭奪海外華人社群的支持，而電影

作為當時大眾文化的重要形式，成為

贏得海外華人情感和心靈（hearts and 

minds）的重要工具，特別是那些身

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具有重要地緣政治

意義地區的海外華人im。因此，冷戰 

時期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東南 

亞地區）三地的離散華人社群電影聯

繫的跨界歷史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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