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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花浪蕊
檳榔西施我愛你

展覽時間：97年3月6日至4月2日

展覽地點：法國巴黎世界文化館

文/蘇盈龍（高雄市立美術館助理編輯）

進程中，並非徒然僅是今日我們所認知的代表「惡

習」、「髒亂」、「癌症」，甚至是道德精神層面的

「低俗」、「犯罪」與「色情」。

檳榔與消費行為

根據保守的估計，台灣對於檳榔的消費族群約

有兩百萬之譜，而依賴於檳榔此一產業為生的人口則

約有百萬人之多，
６
其實若是相對於各街道、公路、

交流道等隨處可見的大、小檳榔攤，這樣的數字一點

也無須意外。但就目前台灣社會一般而言，大多數人

對於檳榔或者是相關之產業、消費等，皆抱持著一種

負面的眼光，例如：檳榔樹對於水土保持的影響、檳

榔對於人體健康的傷害，甚至延伸至販賣檳榔的「檳

榔西施」與常消費檳榔的勞動階級（事實不止於勞

動階級）等的道德與階級意識評斷，尤其是「檳榔西

施」更在90年代引起一陣討論。雖然檳榔及與之對應

的相關產業範圍涵蓋廣泛，但或許是基於檳榔予人的

印象以負面為多，若是不列入以醫學與健康相關的研

究，諸如與文化或社會議題相關的研究論述則相當闕

如。即使以「檳榔西施」為討論對象的專文，亦多停

留在田野調查階段，或是此一行業對於社會風俗與

道德價值之影響，鮮少涉及因檳

榔此一「經濟作物」而發展出的

行銷手法－檳榔西施及其舞台－

檳榔攤，這兩者對於消費行為及

習慣的變異、消費族群的選擇、

城市文化與景觀等子題進行更

客觀的討論與審視。
７
對一般人

而言，「檳榔西施」象徵著「失

序」、「墮落」與「庸俗」，有

時甚至與色情犯罪劃上等號。這

樣的看法不能說不存在著「類別

化」與「階級化」的偏見，忽略

了個別差異，同時也無視於此一

現象背後複雜的社會與文化因

素。

如果將「檳榔西施」現象放

諸於台灣的歷史背景之中，或許

得以推演出其在社會變遷中出現

的前因後果。從清朝、日治時期

的蜈蚣閣、藝閣，70－80年代風

行全台灣的電子花車，以至於90

年代出現的檳榔西施，其實彼此

之間存在著共同點。
８
例如：表演

（活動）空間皆在一個限定的範

檳榔

檳榔為檳榔樹的果實，台灣俗稱「菁仔」，別

名：賓門、仁頻、洗療丹、檳榔椰子、檳榔玉、榔玉

等。
１
依《本草綱目》記載：「嶺南人以檳榔代茶禦

瘴，其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食之久，則薰

然頰赤，若飲酒然，蘇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也。

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

頓解，朱晦庵所謂檳榔收得為去痰也。三曰：飢能

使之飽。蓋空腹食之，則充然氣盛如飽，飽後食之，

則飲食快然易消。」晉代《南方草木狀》：「檳榔樹

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出林吧，彼人以

為貴，婚族客必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

門藥餞。
２
」《台灣通史‧風俗志》載有「檳榔可癖

瘴，故台人多喜食之，親友往來，以此相贈，…。
３
 

」而且檳榔對於台灣原住民而言，更是具有特殊意

義。以排灣族為例，檳榔即是其族人交際應酬與婚禮

必備之物，每年的第一把檳榔更是獻給頭目當作地

租的象徵。而對阿美族而言，檳榔則是談情說愛的表

示、祭品、訂婚結婚的禮品…等。
４
依台灣早期婚姻

習俗，檳榔甚至是男女雙方文定十二項禮品中不可

或缺的一種。
５

從以上敘述其實可以得知，檳榔在歷史文化的

●	黃庭輔《黃屋手記》53	min.紀錄片	DVD	2006

●	鄧文貞《宴饗—檳榔》複合媒材	2003-2004

圍內，且這範圍多為一箱型空間，裝飾繁複華麗；對

於外貌及裝扮的講究，以吸引路人目光焦點為主要

訴求；以表演（裝扮）為行銷手段進而達成商業目的

等。就檳榔西施本身而言，其實是既本土又國際，融

合了電子花車（台灣）、角色扮演（日本）等，顯現

了異文化交流的創意。這樣的文化，是存在於台灣的

社會脈絡之中且自行演化而出，開放出其獨樹一幟的

風格。也許過於赤裸，也許過於張揚，但細觀其組成

之元素卻無一不是早已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只是藉由

不同的手法重新組合包裝，賦予新的生命力而已。也

許其品味並不能見容於一般，但標準也永遠不該只

有一種，在燦爛的霓虹燈閃爍與玻璃櫥窗中，西施也

同時成為空間裝置的一部份。那一座座小小的屋子或

貨櫃，也不再僅是一處販賣檳榔的所在，而是一個舞

台、一個通向夢境的劇場，
９
演出的則是一齣齣試探

人性慾望的戲碼。

浮花浪蕊

施工忠昊以檳榔攤及檳榔西施作為主體，以藝

術之名「入侵」美術館，透過重新組裝的霓虹燈火與

高學歷的扮裝檳榔西施將此一般認為難入大雅之堂

的艷俗文化於美術館中展出，其追求反差對比的意圖

顯而易見，以常人認定的標準反向設定，如找來擁有

碩士學歷或是明星等扮演檳榔西施，刻意製造出與

現實生活中檳榔西施多數知識教育程度為高中、專

科程度的反差，並且嘗試以「反女體販賣」來替代西

施原有以吸引男性眼光達到販賣檳榔的消費動機；或

是嚼食檳榔總避免不了吐渣、吐汁，藝術家卻可能是

由文獻中的「以檳榔代茶」得到靈感，開發出風格獨

具的檳榔茶，試圖令人聯想至茶道或雅逸閒情，一反

多數消費階層為勞工階級的情形。而這樣的衝突美感

本展覽藉由「檳榔西施」相關主題之創作，希望從藝術面窺探檳榔西施所處之環境，從民間美學的開放

角度審視這些西施及其相關文化場域的張力與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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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敬寶《片刻濃粧》攝影	110×110㎝	2005

●	吳瓊華《檳榔西施系列—待價而沽、驚艷台灣》複合媒材	34×34×

60cm×11	2000	 	

●	施工忠昊《美術館檳榔攤》29min.紀錄片	DV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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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照，即如藝術家所言，仍然借用了不對稱平行的

雅俗對立來進行所謂的「檳榔攤視聽美學」。

吳瓊華的作品也與施工忠昊一樣，以對比反差

作為其主要創作精神，不同的是，吳瓊華是以女性主

義的自我呈現與獨立主張去對照於傳統女性風範所

產生的反差。她一方面認為檳榔西施對於自己的身

體具有自主權，因此敢於在自己的工作上以大膽豔麗

的打扮作為手段，進行需求與供給的商品販賣，但又

同時是被制約於男性統治權力之下所做出的選擇，是

為了滿足對色相的渴望，因此在販賣檳榔的同時也販

賣了青春與美色，與傳統婦女的三從四德，似乎只是

立在不同點上的選擇。

陳敬寶求學的過程中，藉由實際的面對與接觸，

在其有限的時間中，如實地記錄了檳榔西施們的日常

言行，從最初的一個檳榔攤到逐漸擴及台灣南北。從

要求這些女孩們有意識地面對鏡頭的照片，到從旁記

錄她們工作時的身影，這些作品彷彿是無聲的小說靜

止的音樂，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故事，但作者僅給予

線索而不描述，他希望觀眾看見的是這些檳榔西施

的主體本身，而不是檳榔西施這一個名詞或是其代

表的含意。

鄧文貞長期以來一直以食物為其創作的重心之

一，她從食物所引發的味覺、觸覺、視覺等五官的滿

足，延伸到心理的渴望，檳榔與檳榔西施的結合恰是

將表象的飲食與情慾的想像結合為一。以軟雕塑形

式呈現的作品，讓人不禁想一探究竟，就如同對檳榔

西施的一親芳澤，但藉由藝術的形式，卻又明白限制

著禁止觸碰，雖是以色誘人，但又必須止乎禮，就像

西施們的重點還是在於檳榔，她們僅是一個誘因，卻

不是目的。

林慶芳從「台客」觀點描繪檳榔西施，以噴漆的

方式營造畫面的輕透與空間感，顏色看似單純，卻實

質存在著深淺不同相近的色調，看似簡單但層次分

明，將眾人印象中檳榔西施炫目大膽的穿衣哲學淨化

為漸層式的柔美但其表情卻看不出情緒；並且在每

一個圖像中加上了光環與翅膀，加上作品背後的霓虹

燈管在黑暗中隱隱透出光暈，遠觀彷彿在迷亂的現實

中忽然出現一股聖潔的氣息，但近看則發現壓克力框

或霓虹燈在在都是檳榔攤與西施具代表的語彙，天

使－檳榔西施之間的界線似乎也不再涇渭分明。

在《黃屋手記》裡，黃庭輔記錄了檳榔西施們的

美麗與哀愁，從與情人的關係到業績的憂慮，這些女

孩們在鏡頭前顯露出真實的每一天，在霓虹與錦衣的

遮掩下，她們其實面對著跟我們類似的問題，無關道

德無關是非，只是生活中的需求與情感。

後記

檳榔從原先的儀式用品轉為消費物，雖然還是

被認為台灣的代表圖像之一，但隱含其中的歷史意義

也隨著社會價值與階級意識的轉變而消失。若單純

就產業目的而言，檳榔所創造的社會利益其實不容小

覷，生產者、販運商、零售商、消費者一路下來，以

經濟角度衡量，檳榔西施也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行銷

手段，只是由於其尺度過於臨界法與風俗習慣的邊

緣，難免引起眾多關於道德層次的討論，而非是深層

集體潛意識、文化品味階層化等更深入的概念。

本展覽藉由以「檳榔西施」相關主題之創作，希

望能從藝術面窺探一二檳榔西施所處之環境，從民

間美學的開放角度審視這些西施及其相關文化場域

的張力與寓意。但也由於選擇了從單一視點進行此一

現象的討論，因此在論述的觀點上難免失之偏頗，亦

無法達成前述之更深層與全面的討論，僅只是吉光

片羽地呈現檳榔西施此茫茫汪洋中的浮花浪蕊。

●	林慶芳《聖台妹-天使系列2部曲#10（小愛檳榔天使10號）》油彩、壓

克力、麻布、霓虹燈管、噴漆	175×160×11cm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