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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與抵達
張友漁《悶蛋小鎮》、建今天好嗎?公主殿下》中的家與地方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蔡明原

創作題材相當多元的張友漁在 20I3 、 20I4 年分別出版了〈悶蛋小鎮》與〈今天好嗎?公主殿

下〉兩部少年小說，前者敘述的是父母親離異(家庭失能)的主角丁一丁的生活裡(被拋棄的少年)

不斷出現的衝突(父親毆打母親、搶劫被捕後在警局吵鬧)情景、自我否定和對人生不抱持期待

等各種心理狀態。這些衝突對主角來說產生了不少影響;例如難以和同儕產生互動、跟不上一般

的生活節奏(新的住居地)以及一直想要逃離現地或現狀的念頭。自從主角有記憶以來，因為有

著舉止不停脫序父親的關係讓他得一直遭受旁人異樣的眼光、也因此養成了超齡的生活自理能力。

後者描繪了尚未成年的女學生在初嘗性事後有了身孕，整個家庭因此面臨皇巨變。對尋常家庭而言

發生這樣的事情不管是在親屬關係還是個人的生涯規劃可能是一種裂碎的預兆:首先它將招致鄰

里友朋多事、帶有歧視與輕視的眼光與言語，而事主也勢必得改變現有的生活模式去處理這個「問

題」。小說中的主角黃宜方在得知懷孕之際整個身心都十分混亂，但在幾次折衝(墮胎、人格的

質疑)後很快她的思緒就回復正軌並以一種熟慮負責的姿態宣示自己的作法。這和同樣是為學生

的方耀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怯懦、輕賤生命與逃避的立場有關:歡愉的經驗是在每次性關係中唯

J想得到的，所以在他眼裡這是一樁意料之外且亟欲擺脫的大麻煩。受到最大衝擊的黃宜方在和

男方爭吵、討論如何處理情緒高張的狀態中反而幾乎沒有遲疑或困難地便釐清了事件本質 í 一

個新生命在我肚子裡'他會聽到我們正在想辦法如何謀殺他嗎? J 這個想法的出現已經讓主角遠

遠的走在方耀文前面，為母則強的性別形象在此刻成形、確定7日後生命旅程中已經不再是獨自

一人。

兩部小說中的主角在衝突事件發生之後都離開了原來居住的地方，來到了一個相對陌生的環

境生活。《悶蛋小鎮》的丁一丁從南部城市遷移至偏遠的東部鄉鎮阿體家、〈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的黃宜方則是從彰化的鄉下搬到了高雄鼓山外婆家，兩個人移動的事實意謂著他們得在新的環境

試圖讓身心安頓並且回到生活的軌道上。有趣的是，正是因為離開了原本熟悉的環境讓許多問題

開始出現了轉變的契機;而這契機來自於透過履踏異鄉的各個地方的方式，主角們原本逐漸疏離

的情~有了實踐、依靠的可能。

所以在文中筆者將討論幾個問題:第一，從家鄉到異鄉這之間的心境是如何轉換的?第二，

地方在這種狀況下如何成為一種答案?或者說它會是讓現狀變的更好、更壞的原因是?當主角們

都身陷在目前的生命歷程中最難堪的處境裡的時候，換個環境生活這樣看似簡單的做法為何可以

完成改變的使命，這之中關鍵因素會是什麼?筆者將藉助人文主義地理學家在空間與地方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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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辯證與研究資源來探討上列問題，以及希望能夠進一步梳理、證明「家」的意涵是多重且繁複的。

*家在何方?

人文地理學者段義芋認為人類社會中「家」是行動、出走後的一個頓點或返回點，人們可

以在這裡戚覺到安全並得到放鬆，如此一來「地方」的意義也能得到彰顯。在《悶蛋小鎮》裡的

T-T是這樣陳述自己的 I 就像一顆種在盆栽裡的植物，不斷地被搬移...他會像拔起一棵樹那

樣，將我連根拔起，隨便還種哪兒就種在哪見，從來不管那稟的土壤和氣是不是適合我。」因為

父親沒有固定的職業使得居無定所變成是兩人生活的常態，所以主角以「棲身之處」來形容自己

的住所便是因為它充滿了不確定性以及找不到情戚依託對象，自然不會有「家」的想像。因此當

來到了在主角眼中是一個「一直沉睡不想醒來」、「連一根草也長不出來」阿#畫家的時候，它被

還不能「決定自己的位置」的主角視為是暫時的住所以及接連出現帶有排斥意味、不合時宜的表

現、舉止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這種離家的情節發生在〈今天好嗎?公主殿下〉裡則是以完全不同的情境演繹;在眾人決

定讓黃宜方搬到南部待產之際她說 I 我有預戚，我不會再回來了，忽然悲從中來，鼻子一酸，

眼淚滾了下來。」這句話讓「家」的特性表現得更為鮮明:它是可靠的存在地，所有出走的旅程

一旦開歐、回歸的期待也隨著為之展開。「不會再回來」這種消極、喪氣的預戚除了反映出對家

的渴求之外，也是一種來自於他人(意識形態、社會觀國)與自身的否定評價。但在小說裡主角

的個性、思考在同齡層中算是佼佼者，這一點從她會為生活裡的疑難雜問設計條理清晰、題意犀

利卻饒富趣味的問卷便可以看出其思慮周延、心思續密的特質。既然如此，為何不運用這種曾經

向同學成功追回積欠已久的借款的專長說服家人打消把她送往南部的念頭?除了為避免鄰坊的耳

語讓父母難堪的體貼性格外，懷有身孕這件事情所牽引出來的評價體現在黃宜方身上已經轉化為

一種罪咎凰我像個帶著贓物的通緝犯，偷偷的溜進高雄這個陌生的城市，待產。」此外再加

上做出了重新開始的決定. I離家 J (被動地)這種原本想像不到的事情終究成為了一位中學生

不得不面對的沉重事實。

*地方廳A的凝聚

從丁一丁和黃宜方在離去這件事情上兩人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可以知道「家」的成立

「人」這個因素的滿足仍是不可或缺，來到了異鄉的他們首先面臨到的課題頗為相似:她們要如

何在陌生環境安住?透過丁一丁的觀察他以為這個東部小鎮的許多現況例如人口稀少、年齡層差

距大、無意義的地景變動等都會讓人戚到無趣。原本居住在高雄的主角習慣的是城市(中心)的

生活步調與結構(人口、建設等) .這讓他總是以刻板的印象去解釋小鎮(邊陣)的種種事物。

不過就如段義芋所說的 I 地方的價值是從特殊人際關係的親切戚借來的，地方本身沒有提供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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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際結合以外的條件。 J (注 1 )在邁入生活常軌後的這位原本彷如失根植物的少年卻在此地逐

漸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圍繞在身旁的親人、同學、鄰里是主要的關鍵。這一點可以從小說各篇

章的結尾得到印證，主角在第四章認識了鄰居阿英(教導騎單車)、得知了璞玉傳說後認為「這

個悶蛋小鎮要不是還有阿姆、粉園、悶蛋圍環、阿塘牌單車、阿英和白色璞玉的傳說，簡直就無

藥可救。」這個「要不是」還有什麼小鎮就會怎樣(荒涼如沙漠、被掩埋也不可惜、使人絕望)

的名單隨著情節的進行越來越長，包括了他的暗戀對象、自行車隊隊友們、自強號、光華號(地

方奇人)等。而他們都變成了丁一丁住在小鎮上不可或缺的理由，不然「簡直就可以離開花蓮搬

到無人島去了。」對比主角在高雄時時刻刻意和同學保持距離、即便是有人釋出善意也要明確的

拒絕的立場，這個沒有父親在場的小鎮讓他開始有了長居的念頭。

同樣是身處異地的黃宜方則是要面對更嚴峻的考驗，畢竟異樣的眼光不會因此消失。只是

她融入新的環境的速度相當迅速也非常願意主動認識身旁的人事物，市場的吃食以及攤販老闆們

是她和地方互動的開始;外婆家前的街道日夜都有人做生意， I這熱鬧對我而言是很新鮮的」。

這份新鮮戚使得她相當好奇地方的種種、許多嶄新體驗都是從這裡開始的，例如走進圖書館、閱

讀繪本書籍甚至是買水果過程中和老闆娘饒富趣味的問答等。這看似平常、或者微不足道的事物

都會讓主角迫不及待的想跟肚子裡的孩子分享;段義芋認為「卑微的事件可能即時建立強烈的地

方戚」並舉例來闡述這種關係 I 雞、蛋、番茄都是農地中平凡的物體，準備作食物或銷售，它

們不是美嵐的對象，但有時卻顯露出美的本質，因為它們使人安慰。 J (注 2) ，這樣的說法可以

幫助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體會她之所以能忘卻離家之苦、開始偏愛以外婆家為中心的這塊地方了。

以食物為例子，在市場內吃的各項美味小吃(孕期的營養補給)和外婆準備的愛心餐食都具備了

安定心神的效用: I和外婆住在一起讓我覺得好幸福 J '那都是黃宜方決定要把孩子留住後所真

切需要的。主角參與、接納了地方的作息(運作) ，經由這些看似不起眼東西建立起了雙方的連

繫與情凰上的交流並且萌生了想要在此地長住的想法: I如果外婆同意，我想留在高雄，白天你

和外婆待在家裡'我去上學，晚土我可以一邊做功課，一邊照顧你;寒暑假我還可以去打工，我

知道市場裡很多攤位需要幫手。 J (注 3)

*:1;也景作為記懦地方的方式

〈悶蛋小鎮》裡的丁一丁心境轉折的原因並不是小鎮開始有任何「進步」的表現，它依舊

保持著原有的模樣。這一點從「悶蛋」這個詞彙就能看出端倪，它所指涉的事物不曾改變:小鎮

人口不多、地景地物沒有變化和平淡無奇的生活。差別在於主角觀看視角有了轉變，一開始他說

小鎮「多悶蛋啊! J 來形容它的無趣與自己的無奈，不過最後可以發現被冠上「悶蛋」的事物如

圓環、大橋等其實都是T一丁開始與地方產生連結的證據。就是說這個詞已經不再僅是一種膚淺

表徵，它的內涵被漸漸充實後其價值也得到了彰顯。 Mike Crang 認為 I 我們把地景視為一套

表意系統( signifying system ) ，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信念。據此，地景可以解讀為文本( text) , 



闡述著人群的信念。地景的塑造被視為表達了社會的意識形態，然後意識形態又困地景的支持而

不朽。 J (注 4 )因此我們便能理解在小說中看不到小鎮的原生居民對地方有何抱怨或廠到有何不

足之處，這並不是他們沒有如丁一下一樣的城市經驗作為參照對象而是種根植於地方所建構出來

的認同結構。從文中的每一位對地方有著深刻認識在地人不管大人小孩都能說上一段璞玉傳說來

看的話就更清楚了，不論這些傳說或知識是來親族的口耳相傳、師長在課堂上的教導，都是無法

被取代且具有絕對獨特性。例如莊志芳以驕傲口吻告訴主角小鎮上有一座全世界唯二會年年長高

的大橋的事情，這都是地方之所以會如此特殊的憑藉。

〈今天好嗎?公主骰下〉的黃宜方在離開家鄉前特地到老樹前的土地公廟向神明辭別並且

祈求保佑平安。作為地方小小的信仰中心在此時發揮了極大的效用，它不僅是一個被賦與重責大

任的地景、更包容了牽繫著住民的喜怒安樂。它的意義必須被更細緻的考察方能得到彰顯，畢竟

「三春老樹的土地公」是眾人傾訴的對象、知曉所有人的秘密。從此地村民的角度來看的話，祂

的重要性和差異性也就因此被標誌出來。

*代結語:自主的權力

離開原本熟悉、舒適的住居、家園畢竟會夾雜著不捨的情緒，主角們在這當中面對的責難、

要求是否有決定的權力?從丁一丁在小說裡成長的脈絡可以知道原本以為未來是模糊不清的他在

親人同學友善的對待下第一次對地方產生情戚， I 家」的形意也被一筆一筆的勾勒出來。在媽媽

帶著繼父和弟弟來看探望時，換他扮演起訴說者的角色對兩位小弟說著玉石的故事。承擔起說故

事這個原本都是由在地人負責的任務表示主角的身分已然轉換，像是種宣示般想要讓其他人知道

自己不是外人而是地方的一份子。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一文中關於身體的空間與自主權是一個值得再繼續深論的議題;

小說中針對未成年未婚懷孕這件事情主要有著墮胎與生育兩種後續處理方法並呈現了不同的思考

與顧慮。必須注意的是，主角身體在面臨重大的轉變的同時想法並不會一眛聽隨長輩的意見來決

定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 J 反而在過程中因為「身體」的變化而意識到自己即將擁有更多重的

身分位置(女生/女見/學生/母親)展現出了超乎以往的堅韌意識。

丁-T在異地(對他來說哪裡都算是異地)出乎預料地找到情厲的歸屬，父親已經不再是

生命的阻礙反而能堅定誠懇希望他能改過自新。「家」的定義在黃宜方身上是層次繁複的，我們

可以這樣看:最外層是原生家庭、再來是外婆家最內則是她和公主組成的生命共同體。因此黃宜

方能以罵定無懼姿態面對外人的質疑與問題就是她終於明瞭自己的身體就是生命的起點，這是她

的使命、也是「家」不證自明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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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國段義享著，潘桂成譯，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 <臺北回國立編譯館， 1998) ，頁 133 0 

2. 同上注，頁 136 0

3. 張友漁，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臺北且巴巴文化， 2014) ，頁 2的。

4. M i ke Crang 著，王志弘等人譯， <<文化地理學)) (臺北-巨流， 200日) ，頁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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