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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跨國移動中的性政治，尤以兩部當代臺灣劇情短片曾英庭《高山

上的茶園》(2018)和劉純佑《紅色》(2020)為對象，分析影像如何解構移工在臺

灣的情欲和身體自主。兩部作品皆聚焦在目前移民工影像文本較少處理的情欲

題材，《高山上的茶園》刻畫來自泰國和越南的失聯移工，棲身在高山上的工

寮，不同國籍的移工在性和金錢的欲望中掙扎、衝突並引發留與歸的抉擇；《紅

色》改編自移民工文學獎同名得獎作品，描述印尼看護與其所照顧的長者跨越

勞雇關係，形成親密性，並且非預期懷孕，最終墮胎。這兩部作品以不同的敘

事策略探討雇主與移工、移工與移工之間的互動關係，重新思考階級、性別、

族裔與國籍等議題，在離鄉勞動或無法歸鄉之時，欲望如何滿足與展演。本文

認為這些影像中的移工再現皆為議題導向，揭露在移工身體與情感上所出現來

自內外不同層次的驅動力，以及移工性政治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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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文化生產即時回應社會現象，作品的創作與傳播影響乃至改變了當下

的文化景觀，亦乘載歷史上的文化記憶。自一九九〇年代開放國際移工以來，

直至今日已有超過七十萬移工在島嶼生活，文化創作者也從一九九〇年代開

始描繪移工的身影，尤以影像作品特別側重移工題材，劇情片如李奇《歧路

天堂》(2009)述說印尼女性移工在臺灣的冒險故事，何蔚庭《臺北星期天》

(2010)以兩個來自菲律賓的男性移工為主角，想像他們在臺北漫遊的奇遇，

紀錄片如徐小明《望鄉》(1997)聚焦一九九〇年代移民與移工對臺灣社會所

產生的影響，李道明《離鄉背井打工去》(2003)為同一時期泰國移工的勞動

經驗與抗爭行動留下紀錄，黃惠偵《八東病房》(2008)則將視角轉移至女性

看護工的勞動權益，蔡崇隆、阮金紅《再見，可愛陌生人》(2016)、曾文珍

《逃跑的人》(2020)以及蔡崇隆《九槍》(2022)探討失聯移工所遭遇的結構性

議題與工殤經歷，創作者紛紛以鏡頭探索、刻畫、認識與呈現移工，從政治

經濟、全球化、跨國勞動與政府政策等結構性的大敘事，深入細節，擴及移

工的主體性、勞動經驗、性別認同、性傾向、宗教信仰乃至親密關係等。相

較於紀錄片具有社會寫實與介入政治的特性，藉由攝影機揭露移工的職場困

境與權益問題，作為倡議的途徑之一，劇情片往往以劇情和表演貼近在紀錄

片中較難發揮的議題，例如移工的人際、情感、情欲又或階級與族群的利益

衝突等，結合不同形式的影像作品之討論，得以勾勒出這些經跨國移動而遷

徙至島嶼的移工群像。 

移工不只是勞動力，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具有靈魂血肉的個體，其

情感和欲望是在勞動之外，所必須納入考量的生命向度。目前臺灣的移民法

與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律，在聘用移工的過程中，時常出現種族化、階級化、

性別化等現象，對移工的性別與身體進行治理和規範，展現國族建構的排他

性、族裔邊界與差異，用以標示移工族裔與性別身分，移民／工女性的身體

尤其被視為國家機器監控的重點。藍佩嘉觀察到臺灣在其國族建構的過程

中，移民女性的身體往往被視為族裔邊界的標示，女性移工的形象則被建構

為「用完即棄的勞動力，去性化的女性」(disposable labor, desexualized women) 

(Lan Pei-Jia 2008a: 853)，「對於移工的規範，即我們所謂的『無性異化的工

具』(technologies of asexual alienness)，為確保他們維持的外人身分並減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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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危險，國家機器夥同仲介和雇主將這些看護工排除且邊緣化，奪走其經

濟與社會的福利和性與再生產的權益」(2008a: 857)，這些權力網絡皆指向對

女性移工身體、性欲和生育控制的合理化。龔宜君以臺越跨國婚姻為研究對

象，指出國家權力不僅作用於公領域，同時觸及私領域的家庭空間，乃至個

體生命，不論是媒體或者政府論述，「希望透過監控女性的子宮來達成期『想

像共同體』的目標」(88)，女性的子宮和生育權並非一致，而是依照族裔之

別進行區分，「誰該生小孩並不是一視同人的，是要看妳是誰？是屬於哪個

族群？女性身體子官的使用方式，依種族而定」(94)，再次揭露出移民工女

性身體的不自主，乃導因於國家機器和主流論述對其身體之控制。 

此外，基於遷移研究中尚未充分討論的緣由，陳美華進一步將性視為具

有相對獨立、有其自身的權力與政治邏輯的範疇(60)，提出「性化的國境管

理」之觀察，以中國移民和性工作者為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假結婚，真賣

淫』所指涉的污名，並不只是種／族群污名，更是娼妓的污名，性的污名。

至此，種／族群化的國境管理進一步和性交織，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為首

要排除對象」(95)，她認為此查察過程事實上彰顯國家治理對身體與性的控

制，性尤其被當作國境管理機制的核心，區分「好性」（移民女性將身體交

給個別男人／丈夫）與「壞性」（從事性工作），前者可以屬於「我族」，後者

則不(93)，可見移民女性身體纏繞著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交織性。 

關於女性移工的生育權，程念慈(Cheng Isabelle)的〈我們想要具生產力

的移工，而非具生育力的女性〉，指出臺灣政府所制定的相關法規不只是市

場導向，同時也是社會政治的權宜之計，引進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將他們

排除在國族社群中，剝奪其人權與社會保障，尤其對女性看護工的生育控制，

取消其身體自主權，希冀獲取看護工勞動力的同時，卻在各種政策上如居留

權和歸化等加以限制，拒絕她們在臺灣孕育下一代(453)。女性移工的身體和

生育權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上，政府為引入勞動力所制訂出的相應政策之際，

卻忽視女性移工的情欲、生育自主以及對家庭生活的想望，這些身為人最基

本的需求與權利，揭示移工法規的擬定並未將移工人權視為首要準則，而是

以臺灣的國家發展與社會需求為本位。另一方面，男性移工同樣有性需求，

即便不像女性移工的身體直接受制於法律規範，在工廠、建築工地或者遠洋

漁船上的男性移工，其工作與生活作息也受到雇主和勞動合約的掌控，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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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狹小的宿舍供空間，如何獲得欲望的滿足亦是他們在異鄉所面臨的生存挑

戰之一。性欲作為兩性共有的生理需求，然而長久以來又為一種無法言說的

禁忌，性的污名化牽涉個體欲望的展現、道德判斷乃至健康衛生等面向。當

我們不斷呼籲重視移工人權進行相關倡議時，情欲議題卻鮮少提及，看不見

又或視而不見，皆是指向社會仍將移工視為勞動工具而非人。 

以社會科學為大宗的前行研究，皆已歸結出國家、法律乃至主流媒體對

於移民工女性身體之監控與掌握的論述，關於性的知識化論述，米歇爾・傅

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已提出一套系統化的論述，其探問具有啟發性：

「為何人們談論性，而人們又說了些什麼？在對它談論中，引入了什麼樣的

權力效應？在這些論述、權力效應和被它們所投注的快感之間，存有什麼樣

的關聯？」(Foucault 2022: 20)，以這些提問為出發點，結合前述的研究觀點，

我們能夠察覺到論述的建構形式、發話者、傳播方式與效果迥然不同，且在

多種層次展開作用與延異，此即傅柯所定義的「權力的多樣態技術」

(techniques polymorphes de pouvoir) (2022: 21)，權力的結構、樣態、工具與策

略並非單一，而是由多重途徑實踐且發生效力。除了國家機器對其身體的管

理之外，移工被視為主流社群中的「他者」，移工的性欲和情欲因而被忽視、

壓抑、藐視、斥責甚至禁止，藉由性知識化與論述化的思考，我們可進一步

討論文化生產作為一種論述方式，文化創作者如何透過不同的媒介與表現形

式來處理移工的情欲與性政治，揭示哪些權力與技術作用其中，造成移工身

體自主權與生育權的喪失，補充既有移工論述中尚未開展的性政治面向。 

 壹、移工情愛與影像創作 

以移工為主角的劇情片創作，自初期的《歧路天堂》和《臺北星期天》

開始，多以移工的情感關係為焦點，《歧路天堂》講述女性失聯移工 Seita 和

泰國男友 Supayong 的跨族裔愛情故事，《臺北星期天》即使主軸在於移工與

臺北城市空間的關係、與臺灣人的相遇，但是片中仍刻畫工廠移工 Dado 和

看護 Anna 的婚外情，Manuel 對 Celia 的愛慕與追求，這些羅曼史的敘事傳

統，讓影像作品能夠突顯移工身為人的情感與生理需求，劇情片著重的故事

性張力，可描摹移工獨身在異鄉時的情感抒發和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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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情愛關係至少可非為三個主要的向度：私我的情感與親密關係、

與原鄉家人的親情、與臺灣雇主的勞雇關係以及長期相處衍生的情感，例如

看護工與其照護者產生的「類親情」等。原鄉親情與勞雇關係兩大主題曾有

多部影像作品觸及相關的情感層面，例如紀錄片阮金紅和蔡崇隆《再見，可

愛陌生人》(2016)探究失聯移工離開雇主的原因，並刻畫以家人為名的來臺

動機，同時赴越南追蹤移工遣返之後和家人重聚的畫面。黃惠偵《八東病房》

展現移工和照顧對象長時間下來累積的情感，在照顧對象過世之後流露傷心

的淚水。黃宗儀和李紀舍在討論影像中的移工情感勞動，指出任何形式所呈

現的親密性，如孝親論述、家人關係及羅曼史等，「衍生認同之際並沒有因

此去除工具化的生命政治，甚至可能應和了工具化的要求」(28)可見以影像

作品呈現移工對雇主的情感時，一方面使觀影者對移工產生同理，肯認移工

的付出，另一方面這些情感卻也是移工在進行看護工作時，被期待付出的情

感勞動(13)，而這樣的期待亦反映出移工情感的工具化，不再單純是真實的

人類情感展現，很多時候是在勞動過程中不得不的投入，以獲取「好看護」

的肯定，並取代其子女進行「孝子／女」的孝親行動。 

以私我的情感和親密關係為題材的影像作品，以陳素香所拍攝的《T 婆

工廠》(2010)及其續集《彩虹芭樂》(2012)最為人知。《T 婆工廠》為臺灣國

際勞工協會在協助飛盟國際電子公司的菲律賓女性移工處理勞資爭議時所

記錄下來的影像，並以其中七對女同志伴侶為主軸，探討她們在跨國勞動的

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性、性傾向與親密關係，而《彩虹芭樂》是追蹤這些

同志伴侶在經歷轉換雇主、離開臺灣回到菲律賓或者又展開另一次跨國旅程

後，她們的感情所面臨的轉變。郭力昕對於此兩部紀錄片有極高的評價：「記

錄團隊在彰顯這些小人物作為『人』的意義重量時，依然將她們的故事，放

在勞動力全球化的問題視野下，讓『人』的愛情故事，得到一個更為深刻的

認識向度。」(148)，即指出這兩部紀錄片的政治性所在，從女同志移工的愛

情出發，探究跨國勞動的前因後果和結構性問題。李淑君在分析《T 婆工廠》

時，闡述移工情欲在全球化的生產鏈影響之下，進入一種非穩定與非固著的

狀態，成為「液態之愛」，並且具有階級化和族群化的特性(101-102)。同樣討

論《T 婆工廠》，蔡知臻在其論文中試圖和李淑君進行對話，先釐清「性別政

治」與「性政治」的差異，強調性政治具有階級差異，包括性上層與性下層



66_《中山人文學報》 

／性底層的權力關係，在此部片中「同志情欲的展演受到的問題與限制非常

多種，在各地也會因社會環境、宗教信仰、人種、階級、制度而有所約束，

但相較於他們的原生國家，已經是相對開放的」(102)。這篇論文中提出跨國

移動帶給同志伴侶更多的空間得以延續或發展親密關係的觀點，尤其臺灣社

會的開放民主，對同志的相對友善，也讓菲律賓移工能夠實踐性別展演。這

三種情感的交纏與複雜，也可以讓我們看見作用其中的各種結構與權力，移

工的情感與情欲不再是私我的生命經驗，當移工身為全球生產鏈下重要的成

員，其身體與情感立即受制於各種法規與權力運作。 

此外，移工在跨國移動中，所產生的移動性(mobility)為他們帶來工作機

會與經濟收入，此移動性同時具有新的情感經驗，促成人際網絡的建立，如

彼得・艾迪(Peter Adey)所述：「當人們隨著彼此而移動，身體也延伸出去，

超越了個人的紐帶和關聯。情緒與情感在人際之間跳躍，產生回饋，將人們

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Adey 229)。然而，抵達接收國之後，不可輕易解約、

轉換雇主或者休假回家的工作契約所強加於他們身上的不可移動性

(immobility)，間接造成身體的無法自主，生理與心理欲望的無法滿足，由此

可知這樣的契約不只明文規定移工的勞動原則，更象徵性地規範其身體的自

主性。相對於前述提及的移工紀錄片，在呈現情感主題時往往纏繞在與原生

家庭的牽絆以及對於照顧者的情感勞動等面向，對於情感和性欲的挖掘，受

限於紀錄片的寫實風格因而較難以這樣的形式處理，而劇情片透過敘事推動

與演員表演，得以用虛構的方式進入這些議題。 

奠基於前行研究聚焦在紀錄片與劇情長片的討論上，本文另闢蹊徑以劇

情短片中的情欲與性政治為焦點，藉由兩部短片的影像解讀——曾英庭《高

山上的茶園》(2018)和劉純佑《紅色》(2020)，思索移工欲望的複雜性，以此

出發所牽動的移工主體性、跨族群親密性乃至國家機器對於移工身體的宰制

等。有別於劇情長片和紀錄片的敘事策略與影像美學，劇情短片[1] 的片長較

短，許多初入電影工作的新銳創作者藉此開啟拍攝之路，而資金成為第一道

門檻，「當電影教育沒有與時俱進，未能跳脫完整而龐大的劇組編制、要求

制式規格的攝影燈光美術、難以在既有的場景條件內變通的時候，預算與拍

攝的彈性便失去了，這反倒讓許多學院出身的創作者，根深蒂固地認定用一

兩百萬拍短片才是正道」（孫志熙）。為此，新銳導演即以各項補助與競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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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如文化部短片輔導金（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公視學生劇

展或高雄拍等，在有限的資源中進行短片創作。本文所選的兩部移工短片皆

出自於新銳導演之手，拍攝《高山上的茶園》前，曾英庭已有多部短片作品

和一部同樣以失聯移工為題材的電視電影《椰仔》(2012)，短片《煙火》則

為「公視學生劇展」的作品，有了之前短片創作的經驗，《高山上的茶園》的

成熟也獲得金穗獎與金鐘獎的肯定。《紅色》則為劉純佑的第一部作品，也

是由公共電視監製的短片，另獲臺灣大哥大資助拍攝以移工所生下的無國籍

寶寶為題的短片《透明的孩子》(2021)。除了資金考量外，曾英庭在訪談中

曾提及：「拍攝短片與電影的最大差別是壓力，拍短片靈活度更大，相較可

以『玩』」（彭紹宇），所謂的「玩」即是自由度，敘事方式與影像美學層次的

創新，就本文所分析的兩部短片而言，題材亦是重點，劇情長片需顧及票房

與市場，移工議題的小眾將會是門檻，因此短片成了許多導演處理移工議題

的途徑[2]，嘗試以不同的影像策略將移工議題帶進臺灣社會。 

貳、我的身體是你們的戰場： 

《高山上的茶園》性與錢之跨族裔衝突 

曾英庭繼以失聯移工和新二代為題材的劇情長片《椰仔》之後，再次聚

焦失聯移工推出劇情短片《高山上的茶園》，這部短片的特色在於將焦點放

在目前移工影像較少觸及不同國家移工之間的跨族裔關係，性欲和金錢方面

的利益衝突，尤以女性身體作為欲望與暴力的空間。承繼《椰仔》查緝失聯

移工和協尋移工母親的推理敘事與類型電影形式(Chen Tzu-Chin Insky 188)，

《高山上的茶園》的導火線在於泰國男性移工阿辛的暴斃死亡，他計畫帶回

家鄉的大筆積蓄，下落不明，其餘的移工開始互相猜忌，探詢這筆錢究竟落

在誰的手中。這部短片的主要角色為女性泰國移工安（Sajee Apiwong 飾）、

兩位男性泰國移工差（施泰鑫飾）、辛（Wasit Seehawong 飾）以及一對越南

移工姊弟陳氏燕（陳秋貞飾）、陳氏東（Sy Toan 飾），劇情圍繞在五人在高

山茶園組成的失聯移工聯盟，以採茶維生，暫居工寮，日漸對彼此產生情愫，

並在喝酒狂歡之後，迸發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欲望。然而，女主角安卻悶悶不

樂，只因為在臺灣的情人差即將返回泰國，她卻無法阻止。跨國移動而形成

的人際關係為時空限定，根據康瑞德森與萊瑟姆(Conradson, and Latham)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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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型態的移動性(mobilities)特質為「在特定地理區域出現一起來到

(coming together)的人群、建築、科技和不同形式的非人類生活(non-human 

life)，這些群體間的互動將促成能量與情感的暫時聚合，接著出現衝突，而

後可能於其他地方重生」(238)。這群失聯移工來自不同的國家，卻因為來到

高山上工作而相識，一同經歷職場與生活與的風風雨雨，在勞動日常之外，

日久生情，因而產生情欲流動，不論是在臺灣居留的工作期限，或者因此形

成的情愛關係，都反映出前述兩位研究者所言的不穩定性。 

故事的開頭從警察至高山工寮查緝失聯移工開始，五位移工再次成功藏

匿後，夜晚於工寮中玩仙女棒、喝酒、抽煙、親吻、狂歡，犒賞自己白天辛

苦的勞動。攝影機以中景捕捉移工臉上開心的表情以及彼此之間親暱的嬉戲

互動，透過運鏡與對話，可得知這些移工之間的關係，泰國男性移工辛和女

性移工安是異性戀伴侶，泰國男性移工差和越南女性移工阿燕是另一對情

人，兩位越南移工則是親生姊弟，弟弟對安有曖昧情愫。值得留意的是這個

段落中，導演使用中景描繪泰國女移工安不悅的表情，叼菸的動作，縱使旁

人在身旁歌唱、玩仙女棒，她仍愁眉不展、鬱鬱寡歡，預示她的生命將有巨

大的變化。由場面調度跟運鏡，我們可以得知安將是這部短片的主要角色，

而她的性別身分將是推動劇情的重要關鍵。 

移工的跨國勞動依照合約規定開始與結束，具有時效性，在得知阿辛即

將返家後，安情緒低落，阿辛接著從後面抱住安開始親熱，安以泰語對阿辛

說「你回不去了」，阿辛回答「那我只好去你的身體裏」，兩人激情之中，安

說出「我把你的錢藏起來了」且希望阿辛可以多留一年，阿辛接著說「我老

婆小孩已經等七年了」，也對安承諾，會在家鄉等她歸來。從這段互動可以

得知，阿辛與安的情愛關係是來到臺灣才建立的，而阿辛在原鄉已有家庭和

小孩，他與安的情愛即是所謂的 F.T.O (For Taiwan Only)模式，意即「在臺灣

工作的外勞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愛關係，男女外勞在其原生國可能各有其家庭

或伴侶，但在國外移工期間因生理與心理支持薄弱，而意外發展出的情愛關

係；但當合約期滿後就必需中止關係，互不聯繫」（宋法南 193）。阿辛在異

鄉工作，妻子在遠方，情感和性欲需要得到慰藉與滿足時，嘗試在當地尋找

伴侶，發展出新的感情，或可視為跨國移動連帶產生的「速食愛情」。但是

這樣的情愛關係，終究成為一種羈絆，原先來臺灣工作的目的即是賺到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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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錢回家，然而因為彼此擁有了愛情，也以愛為名來懇求或者脅迫對方留在

臺灣，不要返鄉和妻小團聚，電影中的安和阿辛的關係即反映出移工在臺灣

的情感不穩定性。此外，安的身體成為阿辛發洩欲望的對象，同時也是安牽

制阿辛的工具，金錢作為移工在異鄉奮力工作的目標，安將阿辛勤奮工作攢

下的積蓄偷藏起來，試圖阻擋阿辛離開但仍無效，性與金錢在兩人之間成為

動態的權力拉扯，女性依舊屬於弱勢被動的地位。 

女性身體作為男性欲望的投射，在這部短片中，安的身體同時體現多重

欲望折射與暴力展演。除了固定的伴侶阿辛以外，安的身體亦是同處深山工

寮的另一位越南男性移工陳氏東的欲望對象，導演藉此複雜情愛關係的安

排，說明五位移工在深山工寮的團體生活中，有一人落單時，往往會因為嫉

妒或爭權引發衝突。在狂歡的那場戲中，越南男性移工陳氏東趁著阿辛酒醉，

試圖搏取安的好感，同時對阿辛說「要不要我去幫你照顧她」，此刻便埋下

伏筆，他對安同樣有愛慕之情，希望可以征服她並取代阿辛，安的身體即成

為男性的戰場，男性的欲望可透過口語爭奪或性愛獲得滿足，並且物化女性

身體，視之可轉化、可侵略之物。而後，陳氏東洗好澡出來經過窗邊聽到阿

辛和安所發出的呻吟聲，並在屋內窺視兩人的性行為，導演以觀點鏡頭(point 

of view shot)揭露陳氏東所看到的性愛場面，強調這樣的畫面引發越南男性

移工的性欲，再用遠景刻畫他在窗邊偷窺同時自慰，屋內屋外共構的情欲流

動。當他人兩兩成雙時，自慰成為單身者的性需求解方，泰國女性移工安的

身體是男性移工們共同的欲望投射，不同於以往將焦點放在勞動生活的移工

影像作品，這部短片所呈現的移工日常與情欲，更使觀影者能夠理解移工作

為人的本質，同樣具有情感與性欲的需求。此處值得留意的是，空間與性的

關係，五人所處的工寮可視為茶園勞動後的私領域空間，夜晚雇主下山，工

寮只剩下五人，暫時擺脫雇主的監視，移工在工寮裏能夠暫時奪回作為人的

權利，抒發情感，滿足性欲，在此空間裏，男性和女性移工的情欲並未被國

家機制和法律規範所控制。 

然而，情欲流動除了激發移工對性的渴望，同時也導致了跨族裔的衝突，

破壞他們原本建立起的同盟情感，產生嫌隙，移工的跨族裔互動是這部電影

的另一主題，而女性身體再次成為戰場，只是這一次從欲望轉化為暴力。在

阿辛與安發生性愛關係後，阿辛在睡眠中暴斃身亡，當他們要將阿辛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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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時，發現他的積蓄不翼而飛，所有人將矛頭指向阿辛的親密愛人安，開

始一連串的推測、相互質疑因而引發衝突。阿辛之死，造成工寮裏氣氛低迷，

時而兩兩一組交談、試探彼此的口風，大家都覬覦那筆高額的金錢，例如阿

燕懷疑偷竊者是安，就對她說：「我答應妳不跟別人說，但是我們分一半」。

越南姊弟用越南語對話時，弟弟推測是泰國移工阿差，但是姊姊因為跟阿差

是情侶關係，就立刻否決弟弟的推測，因為愛所以相信阿差的為人。弟弟進

一步提醒姊姊：「魚肉在眼前，哪隻貓不會想吃」，點出眾人都把利益擺在眼

前的事實，並且說「這麼一大筆錢，我們就可以回家，媽媽也有新房子可以

住」，再次引出「回家」這個關鍵是所有移工日日夜夜渴望的目標。從情欲

到性需求，再到金錢的想望，都打破了族裔、性別與階級的差異，成為人人

心中共有的欲望。 

金錢除了造成移工之間的衝突之外，再次讓女性身體成為父權的加害對

象。同是來自泰國的安和阿差，因原鄉親近性在異鄉形成友誼關係後，卻因

為金錢產生了嫌隙。阿差和阿燕同樣懷疑是安所為，他將安壓到茶園裏，掐

住她的脖子逼問，影片以正反拍鏡頭強化兩人情感的張力，阿差的咄咄逼人、

夾帶仇恨，安的痛苦辯解、面露恐懼，藏匿金錢以外，阿差更懷疑安是殺害

阿辛的兇手，對此安強力地反駁，並要阿差將屍體挖出來去驗屍。此一場景，

可視為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暴力，因為懷疑猜忌，而將所有的怒氣都透過施暴

發洩，展現阿差對同鄉女性移工的父權掌控與監視。 

然而，片中仍賦予女性移工些許的能動性，用以抵抗男性的性欲和暴力。

受到其他移工的質疑和施暴後，安躲進浴室中，不斷潑水將自己的身體洗淨，

同時哭泣。導演以固定鏡位的中景，將安的裸體置於畫面中央，身體的擺盪

也反映她激動的情緒，唯有在這個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中，可以奪回身體的

自主權，能夠恣意發洩自己的情緒。當她走出浴室外，卻立即迎來陳氏東的

目光，可見她的一舉一動受到越南男性移工的偷窺與監視。即便浴室是短暫

逃離的棲身處，安仍無時無刻置身於男性的視線與權力範圍。此一場景的空

間內外之對照，強調女性身體的自主性與空間轉化密切關聯。此外，安的能

動性亦展現在她試圖帶著阿辛留下來的畢生積蓄逃離工寮，然而失敗。阿差

發現後，拿著鏟子再次對安施暴，企圖將安打死，背著昏迷的安到埋葬阿辛

的地點，重新把土挖開，欲將安埋葬在阿辛的旁邊，但是安並沒有死，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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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以特寫鏡頭捕捉安張開眼睛對著阿差痛苦地說著：「我只是想要回家」，最

終阿差念著同鄉之情，留給安一條生路，將阿辛的屍體抬出來，隔天清晨將

屍體運下山，帶他回家，成為影片的完結。 

這部短片中，泰國女性移工安的身體，具有雙重意義：其一，安的身體

是阿辛與陳氏東的性欲投射，不同族裔男性同樣幻想佔有的對象，其二，在

阿辛死後，安成為阿差的仇恨對象，阿差將所有的憤怒與恩怨轉化成暴力加

諸安的身體，不論阿差是為了替阿辛報仇，又或想奪回安竊取的金錢，這些

驅力都轉化成暴力，使得安的身體成為一切的欲望和情感載體，男性的性需

求、暴力、跨族群的衝突等所有的權力作用於此，導致安成為男性凝視下的

他者，利益衝突中的犧牲者。 

跳脫移工影像作品既有的敘述框架，舉凡職場安全、勞動權益、移工與

雇主的關係等既定的敘事模式，這些在本片中可視為次文本(subtext)，相對

值得留意的是《高山上的茶園》別具心裁創造出另一種移工影像，以推理模

式包裝移工的情欲議題，先吸引觀影者進入敘事，再帶出影像所要回應的議

題，包括移工的情感、欲望、性、金錢與衝突，即使觀影者在故事的開頭就

已得知誰是加害者，仍然可以由影像所提供的線索和人物關係的發展，跟著

劇情去推敲最後的結局。這部短片並沒有涉入太多勞雇關係，死亡事件發生

後，雇主即以「你們自己解決」脫身，尤其是失聯移工的身分讓雇主想要避

免各種麻煩，雙手一攤便不顧員工的死亡，阿辛之死所帶來的難題，只能由

移工自己解決，也因此突顯了本片的移工視角去推動故事的發展，尤其回到

移工為人的特質，強調在勞動之外與我們同樣具有欲望，以情欲和金錢為兩

大欲望需求，展開跨族裔的移工連結、互動與衝突敘事，而女性的身體成為

跨越族裔的男性戰場，仍處在性別、族裔與國家的權力牢籠之中。 

參、我的子宮不是我的子宮：《紅色》不倫與非預期懷孕 

移工的「F.T.O」愛情模式，除了和同具移工身分的對象交往以外，也發

生在移工與臺灣雇主、照護者之間的日久生情，這之中可能包含親情、友情、

愛情等複雜的情感交錯，甚至跨越倫常而引發婚外情，尤以家庭幫傭和看護

工較常見，因這些女性移工寄居於雇主家中，長時間貼身照顧雇主家人，家

庭作為情感交流和親密互動的私領域，更易使這些愛苗萌發。短片《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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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二〇一七年移民工文學獎的青少年評審推薦獎同名作品〈紅色〉，作

者為印尼移工 Etik Nurhalimah，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描寫印尼女性移工 Arini

（雇主稱她 Lili）和她照顧的「萬爺爺」產生若有似無的情愫，在停電的大

雨夜晚兩人發生性行爲，Lili 因此懷孕，充滿罪惡的她最終選擇墮胎。這篇

作品因採用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觀點得以敘述更多細節，包括 Lili 因先生

車禍受傷，失去高中教師工作，全家人陷入經濟困境，Lili 決定來臺灣工作、

萬爺爺退伍軍人的身分背景、兩人的情感發展、懷孕後 Lili 的罪惡感、掙扎

與選擇，以及她對這段不倫戀的矛盾：「我與萬爺爺被困在一個不應該的關

係裏，一個突發而充滿罪惡的關係。他因為寂寞而需要我，而我接受了他對

我的好。錢不停地從他手中流到我的戶頭，變成了我在鄉下家人的希望」（東

南亞移民工 196），Lili 的情感轉變和思緒糾結都在小說中清楚呈現，讓讀者

能夠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藉由這篇小說聽到移工內心的掙扎與感受。 

移民工文學獎在二〇一四年創立，鼓勵移工、移民及其子女以母語創作，

徵件語言包括越南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泰文、緬甸文，得獎作品亦集結

成書，為移民工開創一個書寫自己故事的園地，因此「被視為移民工發聲、

賦權的重要文化場域」（吳慧娟 91）。移民工文學獎的意義除了讓移民工發

聲以外，同時也拓展臺灣文學裏族群與移民書寫的邊界，肯認移民工創作者

在文化場域的存在。這些以移民工生命經驗出發的得獎作品，可視為臺灣作

家視角的另一種對照。 

相較於文學作品的細膩，以文字抒發移工的情緒轉折為創作的主軸，劉

純佑透過影像改編而成的《紅色》則具有強烈的創作意識和目的性，嵌入移

工相關的社會議題，並且把移工的非預期懷孕放置更廣泛的結構性層次，將

焦點從移工的私我情感轉移至多重社會結構對於印尼移工的身體所產生的

宰制，舉凡僱傭關係、父權、宗教乃至政府政策，最終選擇墮胎不再只是個

人的罪惡感或羞恥心導致的，外在的驅動力作用在移工的身心靈上，造成內

外雙重夾擊而導向墮胎的結果，在此我們可見文學改編影像的雙重翻譯，一

重為文字到影像，另一重則為移民工觀點到臺灣導演視角。導演在創作論述

中，清楚說明採用文學作品改編並進行臺印合作之目的：「企圖消弭移民工

電影中，可能出現的偏差視角問題」（劉純佑 4），改編自以印尼移工視角書

寫的文學作品，佐以臺灣導演的編劇、拍攝與詮釋，可刺激印尼女性移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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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議題的多面向思考。在性別與族裔向度之外，穆斯林信仰更在印尼移工

的生命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穆斯林信仰的國家背景、成長環境對她們

對選擇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羞恥感」(7)。田野調查中，導演

曾訪問清真寺長老馬良棣，他表示「印尼移工大多篤信伊斯蘭教，但回教法

嚴格禁止墮胎，婚外情也相當嚴重，所以部分在臺的移工，若婚外情又懷孕，

時常面臨相當艱難的抉擇」(10)。此外，許多移工因擔心懷孕而失去工作，

又或無法接收國得到健全的醫療資源和母嬰安置，因而選擇墮胎

(Loganathan, Chan, de Smalen, Pocock 5376; Freeman, Miles, Ying, Yasin, Lai 

949)。由此可知，印尼女性移工的身體自主權受到內外多重權力結構的牽制，

而此議題之複雜性亦成為劉純佑創作的核心關懷，後續他亦拍攝另一部以無

國籍寶寶為主角的微電影《透明的孩子》，片中透過鏡頭讓觀影者意識到在

臺灣有一群移工生下的小孩，因各種因素與法律規定而成為無國籍，無法享

有醫療與教育等社會福利。這兩部作品皆有強烈的議題導向，引導觀眾思索

在資本主義下，跨國勞動者及其無國籍子女其身心所受的剝削。 

劉純佑執導的《紅色》省略不少文學作品中起承轉合的敘事與情感起伏，

直接切入女主角 Lily（Joanna Dyah 飾）懷孕。片頭以倒敘法從 Lily 在樹林

埋葬嬰靈，跳接到爺孫戀的羅曼史，爺爺（柯恩飾）為 Lily 戴上白色頭紗，

模擬婚禮，兩人在客廳相視而笑、翩翩起舞，搭配背影音樂和光影，形成幸

福的畫面。即便影像敘事沒有梳理背景的來龍去脈，從人物角色的設定，可

知兩人是勞雇關係，女主角餵男主角吃藥，白髮蒼蒼的臺灣男性是印尼移工

的照顧對象，看護往往照顧的是年邁生病或臥床的長者，但片中的爺爺是位

健康開朗與行動自如的男性，有別於其他國籍的家庭看護，印尼女性在臺灣

的族裔化過程中，往往被建構為具有忠誠度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在勞動市場

中處於最受剝削的位置(Loveband 345)，也因此除了照顧長者以外，還需要

肩負其他家務工作，如打掃家裏、煮飯等重擔，《紅色》的女主角形象亦遵

循這樣的族裔形象建構，Lily 雖被聘來照顧爺爺，因兒媳不同居，爺爺家的

所有家務都由她承擔。 

開頭畫面，爺爺輕輕呼喚 Lily，將頭紗綁在她的馬尾上，模擬婚禮場景，

流露出兩人的親密性。起舞之際，兩人的關係不再是雇主和移工，而是一對

戀人，享受短暫而美好的愛情，鏡頭對兩人親密關係的描摹，象徵 Lily 在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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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獨居的家中，儼然成為女主人的角色，但是具有年齡差的跨族裔戀情，尤

其是雇主和移工的階級差異，終究不被社會所容許，浪漫甜蜜的羅曼史在爺

爺兒子世維（李英宏飾）開門進屋時，嘎然而止，此刻起，世維展現雇主對

移工情感與身體的監視，打斷爺爺與 Lily 的談情說愛，雇主家庭作為公領域

的職場，移工沒有越界的權利，爺爺與 Lily 的情感，唯有在沒有外人的家庭

空間中，得以實踐。 

劇中的 Lily 兼具多重身分，對其主體性產生較多影響的應是「已婚印尼

女性移工」這個族裔與性別交織的角色，而此身分的建構牽動各種社會制度

與結構，包含婚姻、族裔、性別與職業等，藉由身分的多重性，此片試圖呈

現移工的身體如何受到各種驅力的監控，使之逐漸失去身體自主權。爺爺兒

子世維發現兩人的異常關係後，立即從公事包中拿出驗孕棒遞給 Lily，導演

以特寫鏡頭呈現，印有「快速驗孕試劑」的字樣清晰可見，世維對 Lily 説「仲

介最近比較忙，他請我跟妳確認一下」，世維的話語夾帶雙重權力，以兒子

之名，並以仲介之名，彰顯他對 Lily 身體自主權的父權掌控，禁止她懷孕的

權利。 

傅柯在《性史》中，曾歸納出權力的特徵之一，即是「手段的一致性」，

在不同層次與空間中，權力的實踐也突顯從屬關係： 

權力對於性的征服在任何層次上使用的都是同一種方法。自上

而下，總體決策也好，細枝末節的干涉也好，無論它依賴何種辦

法或制度，它總是以一種相同的普遍姿態出現；它根據法律、禁

忌和檢查作用的這些簡單而不斷被再生的機制行事；從國家到

家庭，從王子到父親，從法庭到日常懲處的小變化，從社會統治

機構到組成臣民本身的各種結構，都可以找到權力的一般形式，

只是規模不同而已。(1990: 76) 

片中，世維的舉動無疑是以兒子身分來確認 Lily 是否懷孕，乃導因於對父親

的關心與擔心，深怕自己父親與移工發生不倫，破壞家庭倫常與和諧。替代

仲介監控 Lily，所隱含的事實上是國家法律對移工身體的控制，否決其生殖

權力，此即回應前文引述學者程念慈之論點，臺灣在利用且剝削移工勞動力

的同時，卻拒絕將他們納入臺灣國族建構的一環，透過生育控制，阻斷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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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子女成為臺灣人的可能性。根據程念慈的研究，外籍移工來臺從事就業

服務法針對女性移工生育權和定期的懷孕監測進行多次修法，二〇一五年終

於撤銷了最後一項來臺前的監測要求(Cheng Isabelle 459-460)。移工懷孕將影

響其勞動行為，也可能導致工作權被剝奪，勞動署所制定的「移工在臺工作

須知」，明文規定：「全面取消移工妊娠檢查規定，如您在臺工作期間有懷孕

情形時，雇主不得以此理由單方面解約，強制令您出國。您如因懷孕等因素，

而有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時，雇主得主張終止契約。……不適用勞動基準

法者（如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則由勞雇雙方協議終止契約事宜」（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 75）。家庭幫傭和看護工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移工所受到的保

障更少，上述的規定同時強化雇主的權力，能夠主動提出解約，剝奪移工的

工作權。即使妊娠檢查在法規中已全面取消，我們仍然可以在影片看到雇主

世維以仲介之名，同時隱藏國家權力，對 Lily 提出驗孕的要求，不論是否合

法，雇主、仲介乃至其身後所象徵的公權力時時刻刻對移工的身體進行管理。 

基於對 Lily 的愛情和關愛，爺爺持續給予各種承諾，並向 Lily 求婚，

會給她和小孩一個溫暖的家，但是來自各方的壓力排山倒海。除了爺爺家人

和仲介以外，移工同儕亦是壓力來源之一。劇中 Lily 和同樣來自印尼的 Arti

在市場相遇，Lily 將驗孕幫塞到 Arti 的塑膠袋中，暗示要她幫忙驗孕，Arti

完成後將驗孕棒跟墮胎藥一併交給 Lily，攝影機以特寫鏡頭突顯出這兩樣物

品，搭配 Arti 以印尼語發出半督促半提醒的聲音，要求 Lily 快速做個了斷，

以免傷身。Lily 身邊的所有人彷彿都是她身體的擁有者，過於著急地替她決

定寶寶的去留。然而，最讓她糾結與恐懼的仍是爺爺兒子世維是否會因此要

她離開，遣送她回印尼。懷孕造成工作難保，是長久以來臺灣和移工女性所

共同面臨的職場困境，但是對於印尼移工 Lily 而言，解聘代表全家人將失去

經濟來源，難以維生，保住工作是在異鄉打拼的她最需守護的目標。另一方

面，由於宗教與經濟因素，移工經常會選擇不安全與不合法的墮胎方式

(Loganathan, Chan, de Smalen, Pocock 5)，如短片中 Lily 從同鄉手上取得來路

不明的口服藥，亦暗示臺灣醫療體系對於移工非預期懷孕的資源缺乏。 

導演在片中善用各種場面調度來展現 Lily 在留下寶寶或者墮胎的兩難

中所出現的掙扎，也使得這部短片具有獨特的影像美學。舉例而言，Lily 坐

上公車從市場回雇主家時，攝影機由窗外捕捉 Lily 哼唱印尼歌曲的倒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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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上同時映照樹影扶疏，與 Lily 的臉龐重疊，象徵曖昧不明的糾結，歌詞聲

聲呼喚寶寶，訴說母愛，由這個場景可推測 Lily 對肚中胎兒的難以割捨。另

一個框中框的構圖，用以刻畫 Lily 在廚房煮飯勞動的身影和不安的神情，當

世維走進廚房翻箱倒櫃時，Lily 詢問是否要幫忙，世維冷淡回絕，接著從櫃

子裏拿出藥罐似乎在確認什麼。此處以框中框來處理 Lily 的情感反應，尤其

框中有框更體現她受困其中，層層的壓力和權力限制著她，使她難以逃脫。

由於這部短片是以女性移工的情感和情欲為焦點，導演藉由電影語言來描繪

女性細膩且微妙的情感變化，懷孕的煎熬、負罪感和不安，以鏡頭講述移工

的欲望和抉擇。 

這部片的劇情發展，轉折點是 Lily 在印尼商店和女兒視訊，原鄉家人仍

舊是移工最珍貴的牽掛，尤其是年幼的女兒，致使 Lily 做了墮胎的決定。到

商店匯款回家，和家人視訊，皆是移工在臺灣的生活日常，手機成為維繫家

人親密性的媒介。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論及家務移工手機使用與權力的

關係，「她們用行動電話來協商私領域邊界及展示消費能力。行動電話可以

幫助她們削弱或抵抗勞動控制，但它也可能變成雇主監控的工具」(2008: 

237)。此外，「跨國移工仍可藉由這項無線科技維繫『遊牧式的親密關係』

(nomadic intimacy) (Fortunati 516)。跨國家庭的情感連帶建立在許多越洋電話

及簡訊上」(2008: 242)，《紅色》的導演亦在創作中，加入「手機」的道具，

展演手機與跨國親密性建構的因果關係，獨自離開雇主家到印尼商店，亦展

現 Lily 的能動性，以外出拓展私領域空間，並取得和原鄉的聯繫。通話過程

中，Lily 的女兒發現她精神似乎不好，就鼓勵媽媽說等她長大就可以出國工

作，換媽媽回家生活，而 Lily 也一再安撫，告訴女兒只要好好長大，不要擔

心家計。女兒之所以能夠觀察到母親 Lily 的狀況，是因為她們不僅通話，同

時也視訊，聲音和影像的雙重連結，縮短彼此之間實質的時空距離。江婉琦

透過田野調查所書寫的《移工怎麼都在直播》，解開讀者對於移工時刻打開

手機直播的困惑，她觀察到「他們（移工）希望別人看見自己在臺灣很好」

(232)，也指出「手機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息」(235)，回應藍佩嘉

所提及「手機後臺」(2008: 237)的觀點，影像作為媒介，展示即時的畫面，

讓手機兩端的接收者皆可見證彼此的當下，Lily 藉由視訊抒發對女兒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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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思念，而女兒同樣也可透過此媒介獲知母親的現況，手機無疑成為跨國教

養與家庭親密性建構的關鍵渠道。 

此外，母親形象之於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女工，具有深層意義。王愛華

(Ong Aihwa)以馬來家庭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家政策與伊斯蘭教改革對馬來

女性的性、家庭與行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即便伊斯蘭教主張女性應成為一

個理想母親，且將丈夫與小孩視為優先，但是隨著快速的資本主義發展，女

性工作機會的增加，女性主體性的建構往往和自身興趣與族群認同相關

(272)。劇中的 Lily 是外出工作、賺錢養家的母親，她與女兒的關愛，可見其

母職之展演，然而，離家遠赴臺灣工作，或許有悖伊斯蘭教理想母親的形象，

但卻因跨國移動的過程，跨國母職和職業女性的雙重實踐使印尼女性移工重

新建立的主體性，亦體現她在家庭私領域、宗教信仰與兩個國家政策之間的

多重協商。 

片中如此平常的母女對話以及移工與原鄉家人的親密性，經常出現在移

工主題的影像作品中，映照出移工為了家人遠渡重洋的辛苦與心酸，象徵與

原鄉的連結。但是這段視訊通話放在《紅色》中，可視為 Lily 痛下決心墮胎

的關鍵，也是導演在影像敘事中置入的重要訊息，傳達 Lily 墮胎抉擇過程的

諸多考量因素，身體與多方權力的掛鉤。這段視訊傳遞出 Lily 在印尼已婚，

育有一個女兒的訊息，因為對女兒的思念與關愛，鼓勵她必須繼續工作賺錢，

儲備女兒的教育基金，因此比起肚中尚未來到世界的嬰兒，她更需要的是保

住這份工作，以維持家計，此段劇情的設計也顯示原鄉與家人為牽制女性移

工身體和欲望的另種權力。 

另一段家人視訊的情節，發生在雇主家，畫面是 Lily 在整理餐桌，搭配

畫內音(diegetic sound)，觀影者能聽到爺爺正在和孫子視訊，此刻 Lily 的移

工身分被強化，當爺爺一家透過手機共享天倫之樂時，展演親密性時，她瞬

間只剩下家庭幫傭這個身分，是外人，不是爺爺的情人。手機另一端，爺爺

的媳婦用責備的口氣詢問為何 Lily 沒有照顧好他，從影像和聲音的並置，我

們知道在這個家庭裏 Lily 是替代媳婦完成家務和孝親行為，臺灣女性成為

在遠端陪伴、操控移工的雇主，如同藍佩嘉的觀察，對於中產階級的職業婦

女而言，聘雇移工成為必要，分擔她們母職與孝親的責任，同時也可以和男

性一樣追求職業成就(Lan Pei-Jia 2008a: 839)，這部影片再次驗證女性移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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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性別與職業身分，是幫傭、情人，同時也兒子與媳婦的代理人，承擔臺

灣核心家庭的家務責任。 

伴隨各方的壓力，電影後段最終 Lily 選擇吞下墮胎藥，並在廁所將臍帶

剪掉，胚胎留在馬桶裏，特寫鏡頭定焦在鮮血與若隱若現的胎兒，並以畫外

音(non-diegetic sound)置入詩句朗讀：「紅色，一切都是紅色的／我的眼睛是

紅的／我的心也變成紅的／我把我的未來以紅色來交換／這是我在餘生，在

死後與真主見面的那天／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段詩句曾出現在原著作品中，

但是原文並沒有「真主」，原文為「這是我在未來、在後世需要付出的代價」

（東南亞移民工 197），可見「真主」是改編劇本中新增的詞彙，用以強調宗

教對於印尼移工的影響。先前的劇情中，曾出現清真寺，當 Lily 發現自己懷

孕，和爺爺散步經過清真寺，聽進古蘭經誦經聲時，爺爺詢問她要不要進去，

她搖頭拒絕，當時已暗示非預期懷孕讓 Lily 產生罪惡感，尤其對阿拉的不

敬。墮胎時，她再次向阿拉懺悔，表示自己這一生將要在負罪中生活。片尾

Lily 到樹林裏埋葬嬰靈，與片頭同樣的場景，創造頭尾呼應，片頭以黑幕搭

配旁白：「以至仁慈的阿拉之名，對不起」，是向嬰靈道歉，也是向阿拉贖罪。

此段落點出宗教信仰之於印尼女性的重要性，負罪感亦是 Lily 墮胎的原因

之一。林津如以跨國女性主義的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思考移民女性

時，曾提醒我們：「身體自主權的意義，絕不只是放進一個『普世性別平等

的想像』，它必須在跨文化脈絡下被理解」(507)。並以印尼移工女性為例，

說明這些移工來到臺灣工作後，是否能如常地戴頭巾、不吃豬肉、上清真寺，

這些多元文化信仰的展演都和身體自主權有關(507)。本片在影像創作中加入

宗教元素，間接回應林津如所提出的移工跨文化實踐與性別展演，一方面強

化印尼移工的宗教信仰對他們生命抉擇和身體自主權所造成的影響，另一方

面也回應前文所述，這部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短片非常有意識地要將移工的

情欲和非預期懷孕的議題置於核心，尤其省略原著作品中描寫爺爺和 Lily 的

情感發展和性行為的細節，將焦點放在移工的懷孕上，從私我情感的層面跳

脫，進入到社會結構對女性移工子宮的管理，促使非預期懷孕議題化，揭露

此議題所牽涉到各種權力對於移工身體和生育權的控制。 

本文前言所指出的三種移工情感經驗，恰好都匯集在《紅色》，Lily 對

家人和女兒的牽掛（原生家庭的親情）、Lily 和爺爺的不倫戀（移工與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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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偽親情、真愛情）和 Lily 本人的情欲和身體自主權，這部片不僅呈現

移工情感的複雜化，同時展現其中的情感政治彼此互相角力，而社會結構強

加於女性移工身體的各種驅動力，也讓 Lily 的身體自主權不再掌握在自己

手中，即使她決定墮胎，親手剪斷臍帶，最終的結果都是來自多重驅動力而

造成的非自願行為。 

結 語 

本文以《高山上的茶園》和《紅色》討論影像如何再現移工情欲和性政

治，《高山上的茶園》將重點放在失聯移工的情欲展演和跨族群的情感關係，

再進一步探究女性移工的身體從欲望投射轉化成暴力對象，挖掘移工在私欲

和利益上的人性考驗，同時造成跨族群的衝突。《紅色》則關注女性看護工

的身體自主權如何成為各種權力和社會結構角力的戰場，層層推進非預期懷

孕所引發的掙扎，以及印尼女性移工的多重身分所象徵的跨文化實踐。本文

所討論的兩部短片在移工影像的創作上具有特殊意義，題材的選擇和影像語

言的使用，都強化移工為人的特質，並層層揭露女性身體與移工性政治的多

重辯證性，別於既有的移工影像作品著重結構性議題、社會介入與倡議目的，

更突顯出移工人權中，性欲與身體自主權和其他權利同等重要。 

雖然兩部作品同樣從情欲和性政治出發，但在創作背景、敘事手法與批

判力道上略有差異。《高山上的茶園》延續導演曾英庭對失聯移工議題的關

注以及常用的推理敘事，失聯的狀態反倒讓移工在深山工寮中獲得解放，因

此促成情欲流動和利益衝突。將女性移工的身體再現為一種戰場，突顯出不

同族裔移工的性別角力，然而就移工所遭受因結構性議題的不平等待遇較少

著墨。相對地，《紅色》的批判力道較強，著眼於移工的非預期懷孕背後的

因素，女性身體和生育權受到雇主、仲介和國家多重父權的牽制，同時處理

印尼女性移工的多重性別身分，包括母職、妻職和雇主情人。此外，以移民

工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進行文學改編，一方面則從臺灣導演的視角對移工生命

故事進行影像轉譯，另一方面呈現出目前移工論述較少側重的生育和墮胎議

題。兩部短片對移工情欲和性政治的探討，皆反映出情欲亦為移工人權敘事

重要的一環，從個人到國家，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受到不同驅動力的影響，

而女性移工在跨國勞動日常所面臨的多重壓迫也需要更多重視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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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國科會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跨境‧交混‧連結：當代臺灣電影中的移

動者與跨國性(5/5)〉(NSTC 112-2636-H-002-003-)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

曾發表於「2021 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研討會」，特別感謝兩位審查人

細心閱讀並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讓本文更臻完整，亦感謝研究助理蔡

詠絮、高于婷、林軒羽在撰稿與修改期間的協助。 

註 釋 

1.  不同影展與競賽對於短片長度規定不同，根據金馬獎競賽規章（臺北金

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2023）與文化部短片輔導金（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

產業局 2023），短片指片長六十分鐘以內（含演職人員表），其他重要競

賽如「高雄拍」規定為二十五分鐘，「公視學生劇展」則為三十分鐘以

內。（孫志熙 2017）。 

2.  另有其他導演以移工議題為題材創作短片，如廖克發《妮雅的門》

(2015)、鄒隆娜《阿尼》(2016)、蘇哲賢《九發子彈》(2019)、吳郁芬《入

世》(2020)、曹仕翰《貓與蒼蠅》(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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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Bodies and (Im-)mobility 

Migrant Workers’ Lust and Sex Politics in Tea Land and Merah 

HSIEH Hsin-Ch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sex 

politics by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w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hort films—Tseng 

Ying-Ting’s Tea Land (2018) and Liu Chun-Yu’s Merah (2020), to elicit how they 

portray migrant workers’ lust and bodily autonomy in Taiwanese media. Both the 

films address sexual expression and related issues, which is rarely explored in 

existing films on migrants. Tea Land portrays a group of 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from Thailand and Vietnam who struggle with their desires for sex and 

money, and the decision between staying in and leaving Taiwan while living in a 

mountain hut. Furthermore, Merah, adapted from a literary work that won the Taiwan 

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s, describes an unus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 and her employer, leading to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and eventually an abortion. Both films adopt distinct narrative strategies 

to examine the dynamics between employers and migrant workers, and reflect upon 

various issues, including class, gender,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ilmic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issue-oriented that 

unpack multi-layered forces driven on migrant workers’ bodies and emotio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sex politics. Additionally,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double dialectic 

thinking about body autonomy and stigmat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ust. 

KEYWORDS: migrant worker, body, lust, emotion, sex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