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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摘要 

    電影所呈現的內容即是人生、生活的縮影，也是人類智慧與思想的寄託和傳

達，利用電影作為通識教育課程之輔助教材，正是透過影像藝術來啟發學生思考

生命之意義、探索自我與生涯歷程、瞭解社會文化情境的一種極佳媒介。本文試

闡述西片「金法尤物」應用於女性文學課程教學上之啟示，以引領學生就影片之

情節與人物分析，進而探究女性自覺、瞭解女性心理與相關之女性議題，希冀選

讀的女學生得以藉此更加認識自己；使男學生客觀、正確地體會女人的心靈、思

維，最終達成人文教育教學目標之一─建立學子對異性尊重的觀念，繼之化為行

動，促成兩性關係之和諧。 

關鍵詞：人文教育、女性文學、金法尤物、教學、電影 

一、 前言 

  在文學(國文)教學的方法運用上，若純粹是書面文字和口頭講述似乎已讓許多

老師感到「技窮」，甚至是力不從心。因為面對所謂的Ｅ世代學生時，傳統教學方

法恐怕不能完全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故如何設計能夠闡釋課程主題，又

能引起學生高度學習意願的教學活動，儼然成為現代孔夫子的新挑戰。 

  由於台灣升學主義盛行，國、高中的語文教育方式—考試領導教學—使許多

大學新鮮人對於文學(大一國文)教學的印象仍停留在刻板模式裡。事實上，早已有

不少的教師先進們開始突破傳統方式，嘗試以多元化的教材、教具和影視媒體來

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動機，而電影則是可以輔助教學的媒材之一。 

  除去電影藝術的專業知識與術語，電影所呈現的內容即是人生、生活的縮影，

                                                 
1 本文於 96 年 9 月 30 日收稿，96 年 11 月 26 日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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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類智慧與思想的寄託和傳達，所以我個人認為利用電影作為通識教育課程

之教材，正是透過影像藝術來啟發學生思考生命之意義、探索生涯歷程、瞭解社

會文化情境的一種極佳媒介。換言之，教學者「有目的」的讓受教者看電影，即

要求學生在欣賞的過程當中去尋找影片的主題意念，並進一步去討論、領悟，以

達特定單元教學之目標。 

  筆者曾經開設「女性文學」課程，除了安排古典詩詞歌賦、小說中所呈現的

女性形象、古今中外女作家其作品介紹等單元外，也運用中西影片的欣賞來引領

學生探究女性相關議題、瞭解女性心理，希冀選讀的女學生得以藉此更加認識自

己；使男學生客觀、正確地體會女人的心靈、思維，最終促成兩性互相尊重、關

係和諧的教學宗旨。在此單元裡，本人嘗試選擇國片「徵婚啟事」與西片「金法

尤物」做為切入點，然後讓學生分組討論已設計好的相關問題或是同學們自影片

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去挖掘主題的內涵，同時透過學生的報告分享以訓練其表達能

力。這樣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夠投入學習情境，參與感增強，一掃由老師唱獨腳

戲的枯燥與無奈，而學生們對於此般寓教於樂的課程設計也頗有好評。 

   本文試以西片「金法尤物」為例，闡述其運用於「女性文學」課程上的啟示。 

二、 「金法尤物」析論 

   「金法尤物」(Legally Blonde)係由勞勃路克提擔任導演，主要演員有瑞絲薇斯

朋、莎曼布萊爾、路克威爾森、馬修戴維斯以及拉寇兒薇茲等人。該片之製片馬

克普雷特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在律師雅曼達布朗的桌上發現了一份凌亂手稿，其中

有一位主人翁─艾兒伍茲深深吸引了這位製片先生，於是便邀請凱倫麥庫蘭(編寫

過「對面惡女看過來」) 與柯史丹史密聯手將「金法尤物」的原著小說改編成電影

劇本，一部富有明快的現代感且挾帶著卡通式趣味的電影於是誕生2。以下即是筆

者針對選片緣由與劇情內容及人物塑造做一介紹說明。 

（一）選片緣由 

    大一、大二的學生是大學通識教育的主要受教群，其生活歷練較為單純，因

                                                 
2 雅曼達布朗係一位金髮女子，畢業於史丹佛法學院。她認為能夠就讀法學院的學生，具有自成一

格的人種特質，其思考模式異於常人，可作為人類學田野調查的最佳題材；雅曼達布朗獨到的觀察

於是催生了「金法尤物」的原著小說。(參見http://movie.king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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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人文學課程之規劃上必然要考慮同學們的接受度，換言之，從貼近年輕學

生的心智層面和生活經驗的角度切入施教，其學習效果應會更好。而「金法尤物」

是一部好萊塢典型的青春勵志喜劇，以大學校園生活為背景，容易使學生有切身

之感；再加上詼諧逗趣的角色，引人入勝的情節和耐人尋味的對白，讓觀眾沉浸

其中，笑聲、驚嘆聲不斷，寓教於樂的效果甚佳。 

    除此之外，該片長約九十分鐘，就兩節課一百分鐘而言(一學期兩學分)，放映

前十分鐘由教師將事先設計好的問題先與學生們做提示，使其在觀看影片時掌握

焦點，瞭解該學習單元之目標，同時亦可要求同學寫摘要、或受感動的對白、場

景……等，以便於下一星期分組討論時有所依據。 

    女性影展中有許多優質電影可供女性文學課堂上來討論，然而，不可諱言的，

其中不乏所謂的「藝術電影」，若擇此類影片讓大一、大二學生欣賞，難免會產生

「曲高和寡」之後遺症，如此一來，可能不容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致。基於此項

考量，我個人則較傾向選擇具有普遍性的大眾電影，當然該影片也要能配合教學

目標之需，有一定的水準之上而非過於商業化，如早期香港電影「賭神」、「古惑

仔」之類。 

    在女性文學課程裡運用電影以討論女性議題，「金法尤物」或許不是最具有代

表性的影片，但是就受教的大一、大二學生而言，該片之人物、故事以及其背後

所蘊含的意義，應能夠提供同學們一個省思的空間。且於以此類大眾化電影做為

文學課程學習之媒介的同時，累積、培養欣賞藝術電影的能力，由簡淺而深入，

開拓大學生的人文、藝術視野。 

（二）劇情介紹 

    艾兒伍茲是一位金髮美人，就讀於 UCLA 大學時裝行銷學系。她不但是學校

的榮譽學生，也是姐妹聯誼會主席，而且還擁有多項選美皇后的光鮮頭銜。如此

一位天之「嬌女」一心一意期待男友華納向她求婚，孰料男友卻在浪漫的晚餐約

會時提出分手，其理由是：他即將進入哈佛法學院受教，準備在未來仿效父兄進

軍政壇，因此，能夠讓他於從政之途獲得加分的伴侶應該是像賈桂琳這樣的貴婦，

而非賣弄風情的瑪麗蓮夢露。換言之，艾兒並不符合政治人物賢內助的條件。對

於這個晴天霹靂，艾兒傷心欲絕，為了挽回華納的心，她積極苦讀通過考試，以



 高醫通識教育學報 第二期 

76 

便申請進入哈佛法學院。經過一番努力，她如願以償，然而當她進入哈佛法學院

後，真正的挑戰與困難令她措手不及，諸如課業壓力和同學異樣的眼光都叫人難

以承受。所幸艾兒遇到了一位友善的學長恩麥特給她建議與鼓勵，再加上她個人

不服輸的毅力，終於使她突破了學業上的困境，成為系裡名列前茅的學生，並且

取得名律師事務所實習生的資格。 

    在此次實習的機會，艾兒參與研究一樁少妻被控謀殺老夫的命案，並獲得被

告的信賴而擔任其辯護律師，後來在艾兒善用美容相關知識的推論與學長的協助

下，漂亮打贏這場眾所囑目的官司，當然也使得華納對她刮目相看；不過此時的

艾兒已認清男友的為人而選擇放棄這段感情。 

    意氣風發的艾兒一新眾人耳目之後，準備朝法律事業發展，但是身為名律師

的學院教授竟對她做出曖昧的暗示而令她感到心灰意冷，原來她的努力還是沒能

改變其「波大無腦」的刻板印象。就在艾兒決定離開哈佛之際，教學相當認真嚴

格的女教授史東威即時點醒失望的艾兒，使她豁然領悟要走的人生方向。電影尾

聲所見到的艾兒伍茲是一位站在畢業舞臺上侃侃而談並散發著自信的現代女性。 

（三）人物塑造 

    電影藝術吸引觀眾之處，除了劇情之外，人物角色應是串場的主要靈魂。在

「金法尤物」影片裡所出現的角色，個個有其精彩，值得我們玩味、省思。以下

即就片中重要男女人物之塑造做一說明與分析： 

1.艾兒伍茲 

    艾兒是本片的女主角，金髮、身材姣好，此亮麗的形象可由其多次參加選美

奪冠而得到驗證。然而，金髮美女往往讓人聯想到「華而不實」，是中看不中用的

花瓶。艾兒擁有一頭金髮，再加上天使般的臉孔與魔鬼般的身材，使她得背上這

個原罪。該片的導演就從傳統的角度來呈現女主角的形象，強調她在服飾、化妝

以及美容方面的知識3，同時也留下伏筆暗示艾兒的精明與潛能。 

    此外，艾兒也是一位單純、善良又體貼的女孩。她出生在父母恩愛、生活富

                                                 
3 艾兒與好友相偕購物，狡猾的女店員以為又是一位胸大無腦，只會刷爆父母信用卡的敗金女上  
門，而想以過季的服裝當作最新一季的熱門服飾來賣給艾兒，殊不知艾兒已充分掌握流行資訊與豐

富的相關知識，故識破其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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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家庭裡，而且深受同學好友的愛戴；與華納交往時，就認定他是今生的新郎，

其心思之單純由此可見。又如艾兒明白華納要的妻子典型時，她拚命爭取進入法

學院就讀的機會，以為如此一來便能匹配男友……，想法純真之情充分流露，亦

叫觀眾罵其癡傻，憐其純情。 

    再如艾兒探監時，她為被告—著名的運動塑身專家布魯克溫漢，也是愛美的

同好，準備了許多女性不可或缺的精神糧食—《柯夢波丹》流行雜誌一事，就可

以看到她體貼、善解人意的特質。 

    艾兒伍茲這個角色在影片中是個帶有卡通色彩的人物，她把自己打扮得像個

芭比娃娃，在迎新舞會上化身為兔女郎4，其誇張的造型和莊嚴肅穆的哈佛法學院

學風格格不入，當然，她在同學的眼中不啻是個笑話或搞不清楚狀況的傻妞。但

是，我個人則認為這是導演有心的安排，她塑造一位單純愛美的人物，透過對比

方式來反諷法學院制式的穿著、勢利自私又虛偽的菁英文化。 

2.薇薇安坎辛頓 

    薇薇安和艾兒在劇中是情敵，她是華納認為可以與其家世相當，將來在仕途

上能夠助他一臂之力的女孩。薇薇安衣著呆板、保守，甚至乏味單調，與艾兒形

成一強烈對比。雖然她和華納已訂了婚，但是仍處處提防艾兒，因為她很清楚自

己在外貌上不是艾兒的對手，更深知婚約並非是占有對方或擁有愛情的保證，唯

恐華納和艾兒舊情復燃。 

就薇薇安的行徑而言，一位哈佛法學院的高材生仍不免陷於依附未婚夫（男

性）；或甘於接受門當戶對的婚姻安排；或好強心態作祟，因此產生與同性競爭的

心理，顯見其缺乏自主性與自信心。所幸，薇薇安終於誠實面對華納的華而不實，

同時改變了自己與艾兒對立的關係，進而成為摯友。 

3.華納漢庭頓 

    華納是一位女孩子心目中典型的白馬王子，艾兒迷戀他，對他專情痴心。然

而華納並不是誠心與艾兒交往，他以為艾兒不過是個愛美愛玩的富家女，完全無

                                                 
4 華納的未婚妻薇薇安虛情假意邀請艾兒參加新生舞會，然卻誑稱是化妝舞會，使艾兒信以為真 而

打扮成兔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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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匹配出身議員世家的自己，甚至還可能成為他從政的絆腳石，因此，他向艾兒

提出分手。如此之行為顯現其自私、玩世不恭的心態；再如他之所以能進入哈佛

就讀，也是拜其父利用關係要求校方通融錄取所賜。與艾兒苦讀通過測驗相較之

下，華納才是金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大草包！ 

4.恩麥特(學長) 

    恩麥特和華納是一組對比人物，他穩重誠懇，善於發掘艾兒的潛能，後來成

為艾兒的終生伴侶。常言「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女性」，而恩麥特所扮

演的卻是「成功女性背後的男人」。 

在女權主義運動與女性主義思潮之風起雲湧後，中西方許多傳統的性別價值

與態度已受到相當程度的解構，女性爭取了應有之受教權、工作權……而能獨立

自主。然而一旦走入婚姻，操持家務或養育子女的責任勢必接踵而來5，倘若男性

們可以如同恩麥特多方支持艾兒（身為職業婦女的妻子們），相信女性在家庭社會

體制中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同時得以進一步追求成功與展現自我。 

    除此上述主要人物的介紹分析，其餘相關之配角人物將於本文「三、『金法尤

物』在女性文學課程上的啟示」予以探討。 

三、 「金法尤物」在女性文學課程上的啟示 

    「金法尤物」雖然是一部喜劇，帶給觀眾歡笑九十分鐘，但是在笑聲裡卻隱

含著許多值得吾輩反思的啟示。 

（一）女性議題之探討 

1.女性與政治 

    無論中西古今，即使經過多年的積極爭取，女性的定位似乎還遊走在「同志

仍須努力」的階段6。 

                                                 
5 周嘉辰：「家庭之內的分工也常是造成男女職場不平等的原因，特別是當女性被等同於家長的私

人財產……。」（《女人與政治》，台北：揚智，2003 年 8 月，頁 51）此所謂「家長的私人財產」應

可解讀為公婆對媳婦的態度與要求，東方社會裡，尤其是台灣已婚女性的家庭壓力多緣此而生。 
6 林幸謙：「男性以主體身分進入宗法父權體制，而女性則被排除在邊緣地位中。但弔詭的是，女

性並非完全被逐於體制之外，而是收編在體制內的邊緣位置之上，置於家庭婚姻秩序之內，扮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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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華納所提出的分手理由看來，女性(妻子)只不過是政治人物的陪襯角色，她

必須要能為從政的丈夫「加分」，如賈桂琳雍容華貴的形象方能上得了檯面，成為

母儀天下的第一夫人。而在中國的宗法體制甚至過渡到現代的台灣社會，女性還

繼續扮演從屬的角色，她應該是那位成功男人背後的賢內助。反之，女性(妻子)

若要忘記自己的身分而干涉丈夫的事業，尤其是政治，那麽，她便成了眾人所指

的「禍水」。以現代西方為例，美國總統雷根的夫人－南茜就曾遭到人民的批判，

指陳她喜愛干預總統先生的決策7；又如前南斯拉夫科索沃危機的關鍵人物－塞爾

維亞的總統米羅塞維奇，其妻瑪科維琪也同樣被指控是一位邪惡的女人，於幕後

操控丈夫，才會導致米羅塞維奇變成一位殺人不眨眼的劊子手8。這種將女性和禍

水劃上等號的例子在中國政治史上多得不勝枚舉，於此不多贅述。然而，此一警

惕女人不得參與政治的教條的確讓近代女性在從政之路走來倍加辛苦。 

    此外，目前台灣的政壇上，無論是政治人物的談話或媒體的政治論述，其中

隱藏許多「性別的語言」9，換言之，在這些政治語言背後仍殘留兩性刻板印象的

餘毒。例如：談論兩岸關係時，李登輝總統接受《紐約時報》專訪做出這樣的譬

喻，他說「就像男女交往一樣，不可逼婚；台灣人之所以不從，乃因害怕失去自

由。我們寧可維持現狀，保持單身」。依照李前總統之說法，箇中透露的意涵是：

台灣扮演的是被逼婚的角色，受中共的武力恫嚇，因此台灣的處境正如同一位遭

惡霸強取的無助女子，屈居劣勢。就此應可解讀李老先生的刻板觀念－女人是弱

者。又如：民進黨領袖陳水扁在二○○○年總統大選前，面對同志許信良為參選總

統而不惜脫黨出走時，他呼籲道： 

政黨好比一個家庭，做媽媽的雖然面對丈夫和小孩一直「碎碎念」，但媽媽

                                                                                                                                               
性主體的他者。」又說：「在這男尊女卑定位上，傳統宗法父權的思想體系把女性設置在天與君的

男性概念之下，將其貶壓於權力和欲望的最底層。」(《歷史、女性與性別政治》，台北：麥田，民

國 89 年，頁 52、53)再加上目前還有許多兩性不平權的制度和規定，都是婦運界仍在追求改革的

重要訴求。 
7 白宮幕僚長芮根出版了《留作紀錄：從華爾街到華府》一書，書中談到南茜˙雷根有聽信星相家

預言的習慣，常從華府打電話給西岸的名星相家瓊˙奎格萊女士諮詢意見。一時之間，美國群眾譁

然，交相指責南茜的迷信，甚至擔心雷根在軍國大事的處理上，會受到南茜婦人之見的影響，更擔

心這一通通長途電話正提供了蘇俄情報分子竊聽美國樞要機密的大好良機。（參見張小虹《後現代/
女人：權力、慾望與性別表演》，台北：聯合文學，2006 年 8 月，頁 266-267） 
8 《聯合報》民國 88 年 4 月 29 日，第 11 版與《中國時報》，民國 88 年 5 月 4 日，第 13 版，兩報

編譯皆有類似的外電翻譯文章。 
9 參見黃競涓〈政治語言中的性別意涵〉收錄於《性別：解讀與跨越》，謝臥龍主編，台北：五南， 
民國 91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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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只有離家出走一途，還是會留下來一起奮鬥，營造幸福美滿的家庭。(《聯

合報》，民國 88 年 5 月 1 日，第 2 版) 

由此性別比喻論述下，可理解：許信良是不應當離家出走的媽媽，「她」要忍耐丈

夫和小孩的一切行為，即使受到不合理的對待，也不能棄之不顧，因為留下來一

起奮鬥，營造幸福美滿的家庭是媽媽的責任。黃競涓對陳總統這一番話亦做以下

的解讀，她說： 

陳水扁的一席話，除了強化女性忍耐與奉獻的刻板印象外，更隱含對許信

良一廂情願的要求，彷彿以父親或丈夫的口吻，甚或是社會輿論的語氣，

對一位企圖逃家的女性再三規勸與提出道德的恫嚇－女人畢竟是沒有逃家

的正當性，一旦逃家則是千夫所指10。 

諸如此類的政治論述一再出現，在這些政治人物與相關媒體公開廣為傳播之下，

期望我們的新生代能夠建立兩性平權、相互尊重的觀念，何時才能實現？這實在

頗讓教育工作者感到無奈。 

2.女性友誼 

    在「金法尤物」影片裡，艾兒與同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可歸納為四種： 

(1)艾兒與 UCLA 的手帕交 

    這三位女孩的友誼誠如所謂的「死黨」，分享彼此的喜怒哀樂。在艾兒失戀時

伸出援手，讓他走出自我封閉、悲傷憤怒的情境。然而這兩位手帕交屬於非智慧

型的女性，甚至可以說極為天真無辜，在電影中扮演甘草型人物的角色，是艾兒

不須設防的同性朋友。 

(2)從情敵變成好友 

    華納和艾兒分手後隨即與薇薇安訂婚，三人冤家路窄成了哈佛法學院的同

窗，薇薇安與艾兒情敵相見分外眼紅。薇薇安明白自己的形貌不能和艾兒相比，

但是又心有不甘，時常有意無意向艾兒炫耀才學與華納為她戴上的結婚戒指。更

令人為之氣結的是薇薇安欺騙了善良的艾兒，使艾兒在迎新舞會上出糗－她故作

                                                 
10 同上。 



電影於人文教育教學中之應用－以「金法尤物」在女性文學課程上的啟示為例   

81 

好心告訴艾兒那是一場化妝舞會，而讓願意信賴他人的艾兒扮成兔女郎出席，成

為哈佛新生舞會的大笑話。其捉弄艾兒的目的達到了，但是卻使觀眾不恥她卑劣

的手段。同性之間的妒嫉演變成女人為難女人－為了一個男人，女性選擇對立的

態度來處理同性關係11。 

    後來，薇薇安也感受到艾兒的善良，而改變其嫉妒仇視的態度，與艾兒成為

朋友。但是在劇情進行中仍發生一段插曲，薇薇安誤解艾兒，以為她與教授有不

可告人的關係12，而再度使二人的友誼生變。該段情節除了要揭露教授衣冠禽獸的

真面目之外，同時也點出薇薇安對艾兒的偏見仍然存在，雖然同為女性，但是薇

薇安還是承襲了一般人對於金髮美女的刻板印象。換言之，「才貌兼備」、「色藝雙

全」者鮮矣的觀念13，無論男女多已深入人心。嗟呼！金髮何罪？美女何辜？女性

形貌與聰慧與否豈有必然之關連，就連現代哈佛法學院的高材生也未能跳脫出這

不合邏輯的桎梏。 

    經過此次風波，薇薇安與艾兒的友情更加穩固，終成莫逆之交。兩位女孩由

情敵而變成好友的例子在現實生活當中其實並不多見，但是對情竇初開的年輕人

來說，是一個值得學習的課題。社會新聞裡不乏情敵相互傷害甚至鬧出人命的案

例，如清華大學研究生洪曉惠事件，就是由於不健康的愛情觀和嫉妒之心作祟而

做出非理性的行為，最後導致以悲劇收場。因此，我個人在引導學生做討論時，

一定要求他們思考此一相關問題。 

(3)萍水相逢進而拔刀相助 

    艾兒雖躋身於一流學府，然而在課業與人際關係上卻遭遇困境，她唯一能夠

暫時逃離這一切的不如意，便是上美容院去放鬆自己。在那裡，艾兒與波麗萍水

相逢，她是一位替客人修剪指甲的美容師，沒受到好教育，認為自己又胖又醜、

被同居男友拋棄，生活失去盼望……。但是經過一些時日的交往後，波麗成了艾

兒的異鄉知己，後來艾兒還運用法律專業的知識力量，替波麗向前男友要回了心 

                                                 
11 王振逢亦曰：「由於孤獨、為男人而競爭或相信女性的低下，許多婦女對自己的同性會產生敵意。」

參見《女性主義》台北：揚智，1997 年，頁 88。 
12 教授將艾兒請進辦公室，對她說道：「有沒有想過你的暑期實習？」「你知道競爭的本質吧？」「兇

狠、殺戮、平衡人類智慧與動物本能，洞悉本身的需求以及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艾兒願意付

出多少呢？」「你是個漂亮的女孩，而我是個洞悉本身需求的男人。」話一說完，便用手撫摸艾兒

的腿部。 
13 中國對美人還有一種刻板觀念，認為紅顏多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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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小狗，更幫助她建立自信心而找到人生的幸福。 

該段情節的安排再次映襯出艾兒的善良與熱情，為了慰解朋友思狗之苦，她

勇敢挑戰無賴莽漢，善用所學而順利地達成目的。這樣體貼扶持同性的舉動，讓

人感受到女性友誼一點也不遜色於男性之間所謂的朋友義氣。 

(4)崇拜仰慕的對象委以重任 

    「金法尤物」裡發生了一件謀殺案，嫌犯也是一位金髮美女，著名的運動塑

身專家－布魯克。三十多歲的她下嫁六十幾歲的富翁，一日，富翁在家中遇害陳

屍客廳，富翁的女兒一口咬定年輕的繼母布魯克是兇手，而布魯克又無法提出不

在場證明，原因是倡導運動塑身的她在案發當天到醫院去做抽脂手術，倘若她交

代了自己的行蹤就等於毀了一手建立的事業。 

    由於布魯克不願意配合律師的要求提出不在場證明，因此使得律師難以釐清

頭緒，甚至還懷疑自己的當事人真是兇手。就在所有的實習生和律師們誤解的情

況下，只有艾兒相信布魯克是無辜的。艾兒認為喜歡運動的人有健康的身心14，不

會犯罪，再加上她對人的信任，艾兒始終相信布魯克沒有殺人。後來布魯克發現

艾兒是唯一相信她又體貼她的實習生，於是決定告訴艾兒實情，而艾兒也答應要

保守這個秘密，兩人就在互信的基礎上建立彼此的情誼。 

    在這段情節當中，我想引領學生思考—現代人與人之間何以如是猜忌？甚至

連應該站在同一陣線上的律師和當事人也無法互相坦誠信賴？此外，從艾兒身上

再次獲得證實，互信是建立友誼的基礎，亦是維繫社會穩定發展的原動力。 

    女性友誼是一種表達性的友誼，也就是分享情感的友情，通常會以三、五人

聚在一起討論私人事情或彼此互相吐露心事的形式出現15。這樣的互動對女性而

言，應可以提升彼此的生命層次，建立多元的思維模式；而且，也只有身為現代

女性才能擁有如此自由的交友空間，不像舊社會的閨閣女子，受制於傳統的束縛，

接受愚女制度下種種不合理的對待16。所以，我個人認為女性更要相互扶持，成就

                                                 
14 適度的運動使人的腦部分泌恩多啡（Endorphins），會帶給身體一種自然的暢快和愉悅感，故艾

兒由此判斷布魯克是身心健康的女性，不至於謀害親夫。 
15 參見Diana Dwyer《人際關係》第八章〈關係中的個體、社會和文化變異〉頁 169-173。 
16 林幸謙對張愛玲〈創世紀〉作品中的女性角色紫微的遭遇有如是之陳述：「紫微八歲進書房，十

二歲就已輟學，每天忙著學習弱勢藝術的『諸般細活』，以防她『胡思亂想』。至於自己到底喜歡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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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重塑女性健康的人格，找到自我的定位。 

3.女性自覺 

    女性主義理論代表人物貝蒂‧傅瑞丹（Betty Friedan,1921-）指出：父權社會

的文化機制竭盡所能的塑造一個快樂、滿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使得女性

自幼就嚮往這個形象，並把自己的一生寄託在家庭與婚姻的關係17。「金法尤物」

的女主角艾兒就如同傅瑞丹所言，期待大學畢業後即與男友華納步入禮堂，開始

甜蜜的婚姻生活。影片開始時，純真的艾兒雖然是個所謂的「高級知識分子」，但

是，她仍然未能從父權社會形塑女性的思想程式中憬悟，因為她還陷在這個理想

形象的迷思當中。 

    近代女性有幸接受教育後，女智終於能夠有機會受到啟蒙與開發18，身為現代

女性即應把握女權前輩努力爭取來的權益與空間，而不要再走回老路，甘心屈居

為男性的附屬。所謂的把握方法就是要意識到女性同樣與男性具有人性、理性，

因此必須要被公平對待。既然擁有了受教權，那麼就盡力去學習專業知識技能、

發展自我、培養獨立自主的人格。所幸，影片中的女主角在遭遇情變之後，讓她

有機會開發潛藏的生命能量，由進入哈佛法學院一連串的刺激、打擊而覺醒，領

悟到女性—尤其是美麗的女性必須拿出實力、能力來證明自己的存在，決不是依

附男人的花瓶。艾兒為自我尋找定位的實際行動比起極端的女權運動者，也是同

班同學—恩尼韋勒要來得高明多了。在新生舞會裡，恩尼韋勒與男同學論辯著造

字上對女性（陰性）存有歧視的現象19。我個人認為與其逞口舌之能為女權運動造

勢，不如以優質的表現來印證女性的才能與聰慧。 

                                                                                                                                               
麼 ，自己也不知道。這無疑就是愚女制度下最大的危機與悲哀：『一直她住在天津衙門裡，到十六

歲為止沒出過大門一步。』不僅止反映女性種種成長的困境，也把隱匿在閨閣深居的種種有關教育、

婚姻和人格方面的隱痛帶出。女性的身體自小就受到嚴密的監控。宗法社會的諸多壓制，構成鐵閨

閣內眾多閨閣身體的陰暗界。」 
17 詳見《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顧燕翎主編，台北：女書文化，1996 年；以及《女性主義》，王

逢振，台北：揚智，1997 年。 
18 清末，西洋傳教士提倡解放纏足，興辦女學。1884 年臺灣成立第一所女校－淡水女學堂。日據

時代，日本殖民政府亦倡解放纏足，興辦女學；而西方則自十五世紀開始有了專門論及婦女權利與

價值的文章。1789 年法國革命女志士古傑發表「婦女權力宣言」，婦女運動至今才有兩百多年的歷

史。 
19 文字話語是討論性差異裡相當重要的議題之一，女性主義者極為關注。達爾˙斯賓賽（Dale 
Spenser）認為婦女所受的壓迫，基本上是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語言的壓迫。(參見王振逢《女性主

義》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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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片人物形塑上的啟發 

   不同於東方女性文學中的「壓抑主題」20，「金法尤物」以具有卡通色彩（艾

兒有如芭比娃娃）的女性人物來呈現另一類女性觀點：劇中艾兒由不諳世俗、喜

愛追求流行的富家女蛻變成一位美貌才學兼具，又充滿自信且善體人意的新女

性，此一理想典型與中國宗法制度下慘遭迫害的女性人物有著天壤之別。這樣強

烈的對比，使筆者感觸深刻，在滿載悲情基調的中國（包括臺灣）女性文學，其

作品中的弱女、怨婦飽受欺凌、剝削、壓抑，甚至因而精神崩潰、自戕性命的結

局21，總讓同為女性的我為之憐惜且忿忿不平。 

    面對現今社會，學生所見的負面事件已不少，若在文學、電影的解讀與賞析

課程上安排太多悲劇人物又顯得太過沈重，也未必適宜。因此，以喜劇「金法尤

物」做為女性文學的教材有平衡的效用，同時亦提醒同學，特別是女同學，能夠

生在現代是多麼幸運、多麼值得感謝，感謝女權先鋒的開疆拓土，提升女性的地

位，使女人不再被恐懼、害怕、膽小所宰制，或應當表現可愛、乖巧、貞潔以博

取男性的認同、喜愛；更積極的還要瞭解女性生存的目的與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22。 

四、 結語 

   使用電影作為輔教媒材的確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諸多書面文字的教材

中，有一新同學耳目的效果23。然而完全運用影像來吸引學生學習，也不妥適。猶

如作家唐諾所言： 

文字和影像最大的不同，在於影像無需轉譯的過程，而是一個立即可解的

事實。但文字則需高度轉譯的過程。因而，文字是辛苦的，相對而言，影

像是容易的。當人們要探索世界，對事物做細膩的分割，乃至提升為概念

                                                 
20 所謂的「壓抑主題」係指闡述宗法父權社會壓迫女性的書寫主題。 
21 例如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男性作品有關女性敘寫，或以男性詩人身分為女性代言的閨怨與宮怨

詩詞比比皆是。又如張愛玲小說中的女性人物曹七巧、柴銀娣……，與臺灣文學作家楊華筆下的薄

命女愛娥等，不勝枚舉。 
22 瑪麗沃爾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在 1792 年發表了「女權的辯護」，文中批評

盧梭不當認為女性應該被恐懼、害怕、膽小所控制，表現出可愛乖巧的一面，無論何時男子想要輕

鬆休閒的時刻，她要風情萬種地做出賣弄的姿態，成為富於誘惑力的尤物，才是男子的良伴。瑪麗

沃爾斯考夫特認為這種說法實在荒謬之至。 
23 大陸知名作家阿城在論及影像魅力時，他以蒼鷹目窮千里，聚焦獵物本能為例，說明人們天   生

對於活動的影像就有著生物性的敏銳，不經學習就能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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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層次時，影像的表達始終還是會遇到瓶頸，因故，人們還是不可避

免地，得走較為困難的路。(《中國時報》，91 年 11 月 24 日，40 版) 

是的，電影和文字（典籍）確實各有其藝術興味，但不能否認的是在有限的時間

裡，電影要能達到文字上鉅細靡遺的刻劃效果仍有困難；若要跟文字競逐哲學等

內在深層思考的問題，電影恐怕還力猶未逮。因此，我個人認為把電影當做教學

媒材就像是戲曲的楔子，是一種引起，帶領學生入門，然後再鼓勵他們進一步去

探索、思考屬於哲理性的層面。 

    此外，我個人對「金法尤物」運用在女性文學課程上，還有幾點心得分享： 

（一）我希望從影片中讓學生體認人與人之間彼此的尊重與信任。換言之，男性  

應尊重女性是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個體，她不附屬於任何人，與男人一樣可

以追求心靈上的充實、智識的成長、理性與創造力的開發。而互信則能消

弭爾虞我詐的猜疑，解除偽裝自我的精神壓力，相信兩性世界會更和諧融

洽。 

（二）女性當自覺、自強，但是不盲從激進女性主義的論調。陳幸蕙曾說： 

積極「安排此生」，必須以個人自覺為前提。一個人若不能意識到創造開拓

人生的必要，那麼所謂責任與意義的問題，也就根本不存在了24。 

      由是可見，女性必先覺知人生是自己的，換言之，自我就是存在的目的，   

而非為了做妻子與母親而存在。然而若是在自主的情境下選擇走入婚姻，

當然，母性責任的問題便產生。 

       現代有些走極端的女性主義者，似乎太過度強調自我而摒棄傳統的女

性觀，已然認同了男性角色，以為欲立足於社會，就必須一如男性化的表

現，並企圖以事業成就來證明自己超越男性的能力，而採取好強、爭鬥的

態度來面對環境中的一切。殊不知天地間之所以有男女兩性自有其道理，

女性在爭取做「人」後，也應當發揮女性的特質，扮演好自己所安排的人

生角色。 

                                                 
24 參見〈遼闊的成長空間〉，本文係陳幸蕙為劉惠琴《從心理學看女人》（張老師出版社）一書所

寫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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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論男性或女性都應該破除世俗縛加於兩性不公允的價值觀盲點，不在不

經意之下使用歧視女性的隱喻性語言。如此一來，這些迂腐愚昧的思想才

不會再繼續誤導我們的下一代。 

（四）除了本文已探討的課題外，還有一些可以深入研究部分，例如：從「金法

尤物」檢視兩性互動模式（華納與艾兒的戀愛、學長恩麥特尊重信任艾兒

並開發其潛力、教授挾其學術權勢企圖引誘艾兒與之發展不倫的男女關

係），以及專業如何與通識整合。在影片裡，我們看到法律人的盲點：徒具

法律專業，而對其他領域或常識等問題疏於觀照25。 

（五）現今是科技整合的時代，無論專攻任何一門學科技能都應該要配合潮流脈

動－換言之，勿僅以專業菁英自居而自滿，而要能盡力使自己的眼界和胸

襟更為寬廣、心思更加細膩敏銳，樂於學習各種術業、新知，如此方能下

學上達，通曉人情世故，成為一位有智慧、有世界觀與人文關懷的知識分

子。這也是通識教育最主要的教學宗旨。 

                                                 
25 誠如影片中的執業律師群就不瞭解燙髮後不可沖水洗頭，以免破壞藥劑中氨銻醣酵的定型作

用，以及同性戀男子較異性戀者更為注意、熟悉名牌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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