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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的力量，可以是如潮水迅猛澎

湃衝擊，但轉瞬間便消退；也可以像滴水穿

石慢慢滲透，影響深遠。鳳飛飛，這個臺灣

演藝界的瑰寶，她縱橫影歌視數個年代，輝

煌的演藝成就，比之鄧麗君等人是有過之而

無不及，在鳳飛飛身上所展現的流行文化力

量，只要親身參與過她近期的演唱會，看見

超越族群、國界、年齡、性別的觀眾齊聚，

就足以證明她的魅力不僅是滴水穿石式的，

也是澎湃不息的潮水，邁入第四十二年的演

藝生涯，魅力未曾減損一分一毫，反而持續

累進中，甚至吸引更多新的粉絲加入。

陳建志便是這樣一位晚近加入的新鳳

迷。他自述是「半路殺出的鳳迷」因為：

「在我感覺青黃不接的時候，鳳飛飛出現在

我的生命裡。我又驚又喜，彷彿心上有塊缺

口被補滿了。原來我仍然是幸福的。」（頁

9）較之其他鳳迷，陳建志不同在於他擁有作

家的才能更擅長使用文字敘事；加上他也是

學者，學者研究本色發揮，使他可以

靜心埋首文獻，佈下天羅地網去搜羅

鳳飛飛演藝生涯的記錄，沿著歷史軌

跡追溯，按著她的音樂、電視、電影等

作品分析，順著社會文化背景觀察，於是

《流水年華鳳飛飛》這樣一本既有學術價值

卻又不艱澀難讀，又處處顯現一個鳳迷抒情

感懷之聲的著作誕生，雖然來得有點晚，卻

讓我們覺得珍惜。

《流水年華鳳飛飛》的出現，和坊間許

多找人執筆的偶像口述傳記不同，更不是泛

泛的隨筆簡介，然後放一堆明星照片了事的

圖文書。依陳建志所言，他意圖透過這本書

啟動「鳳學」研究的開端，那麼《流水年華

鳳飛飛》奠立了哪些礎石可供後來研究者參

考？細看這本書的文章編排至少已切割出三

大塊領域：首先是「舞臺與人生」，如果我

們同意鳳飛飛儼然已是一種象徵臺灣文化的

圖騰、記憶，那這個特殊的文化象徵是如何

形成、又如何被接受的？

鳳飛飛從生長於大溪的一個愛唱歌小

女孩林秋鸞，及至遠離家鄉到臺北駐唱，化

名成林茜，再到後來演了電視、出了唱片蛻

變成鳳飛飛，從此不斷展翅飛翔的奮鬥史，

整個過程層次轉折起伏的豐富，富有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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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年華鳳飛飛》開啟「鳳學」的先聲

性，〈流水年華鳳飛飛〉一文幫助我們理解

在不同的社會及歷史情境下，一個生命運轉

的獨特性。就此角度而言，陳建志的書寫頗

似「生命史研究法」（life history method）的

記錄導引，個體故事的組織成篇，個體的形

象、人格特質、生命經驗俱在文字底呈現，

和傳記稍有不同的是，這樣的研究方法還帶

有研究者的自省意味，且能引發讀者重新評

估自身的經驗、命運以及存在的各種可能

性。陳建志寫下的這段話可為明證：「這就

是為什麼我不是要懷舊，而更看重當下一個

藝人的表現，因為這就牽涉到了我自身，乃

至千萬鳳迷對於邁入中年之後的態度，乃至

對於生命本身的信心。到底，堅持與續航才

是一切。這是無論天才或凡人在青春過去

之後，都必須面對的人生之路。」（頁27）

懷舊因為消逝而生，但這裡對鳳飛飛的禮

讚，不止是由於她一直屹立不搖未曾消失，

還能突破挑戰自我；更將鳳飛飛引為模範，

像是生命同行的同伴，而她總是跑在前面鼓

舞著我們，又不時停下來撫慰受挫的我們。

一如鳳飛飛的經典名曲〈祝你幸福〉所唱

的：「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堅強意

志。」這般比軍歌更勵志、更溫暖，絕非時

下的靡靡之音，抑或假借饒舌宣洩憤世情緒

的流行歌曲更有意義，流傳也更久遠！

《流水年華鳳飛飛》第二部分論述的

面向是「演藝成就」，陳建志分別用〈從寒

星到巨星〉、〈風兒踢踏踩〉、〈做個快樂

歌手〉討論鳳飛飛的綜藝節目、電影與音

樂，倘若我們借用電影「作者論」一詞詮釋

鳳飛飛所有作品，將會發現她的表演主題、

風格、與技巧的一致性與統一性，皆具有鮮

明獨特的標誌。事實上光是這三個作品類型

任一類就足夠獨立成書深論，陳建志做到的

是先從文獻報導資料中編整，再逐一提點出

特色與時代性。例如他認為《我愛週末》這

個節目把觀眾納進節目的結構中，把鳳飛飛

與觀眾的親切互動當作重要的元素，此舉加

深了鳳飛飛鄰家女孩和藹可親的形象，使鳳

飛飛的真性情表露無遺，對廣大觀眾而言，

雖已是巨星的鳳飛飛卻不是遙不可及的鳳

后，在臺灣的明星譜系裡，恐怕很難再找到

第二人了。〈做個快樂歌手〉更是精采的把

鳳飛飛的歌藝之旅分成五個時期，言之有據

且見解獨到，文末引用美國學者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西方正典》的概念，把斷

定何為文學正典（cannon）檢驗的標準—

殊異性，拿來檢驗鳳飛飛的歌藝時看出她自

在出入國語、台語歌曲，又融會貫通日本演

歌、乃至西方爵士、R&B等曲風，最後轉變

成獨一無二的鳳腔鳳味，因此殊異形成而

顯珍稀，正典的地位遂確定。值得再深究的

是，陳建志並未提到哈洛‧卜倫把莎士比亞

的戲劇視為所有正典的核心，意即後世不論

何種類型的文學正典皆以莎士比亞的戲劇精

神為依歸，受其影響；鳳飛飛的歌藝能不能

進一步成為臺灣流行音樂正典核心，則是未

來研究者可以持續關注的議題。

本書最後一部分「風格與文化」討論

了鳳飛飛塑造出來的「帽子歌后」形象，及

其跨性別的色彩如何在保守的年代中突圍而

出，從當代性別研究可以提出一籮筐理論與

術語喋喋不休的辯證，但陳建志選擇了向讀

者大眾靠攏，捨棄了理論的叨叨不休，盡可

能的用淺白易懂的語言表述，讀來通曉明



46 ．閱讀是一場永不停止的盛宴，會不斷地帶來驚喜 ◆ 邱立本

書 評

暢，把鳳飛飛不囿於傳統性別二分框限的魅

力與影響力析解的頭頭是道。換言之，《流

水年華鳳飛飛》雖標榜要做「鳳學」，但它

又不全然是學院派的學術論著寫法，反而像

鳳飛飛一般有意擁抱群眾。這樣的書寫策略

是聰明的，因為擁有臺灣第一個歌迷組織後

援的鳳飛飛，這群長年跟隨支持的鳳迷，我

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透過陳建志這本書

得到激勵與啟發，接續「鳳學」的建設大

業，當然，陳建志本人繼續寫出第二、第

三，甚至更多本專書也是我們所樂見的。

關於鳳飛飛形塑的風格與文化，還談到

了她與臺語歌謠的美麗牽繫，尤其是1990年

代兩張《想要彈同調》專輯亟力搜尋、保留

臺語歌謠，濃重的文化傳承心意，雅入人心

肺腑的曲調與歌聲，不禁讓人要引用「飛入

尋常百姓家」的詩句來形容。1992年小野同

時出版了一本《想要彈同調》的專書，雖也

略記了鳳飛飛製作這張專輯的始末，但更多

篇幅是在刻記這些臺語歌謠的身世與時代的

脈動；不過該書由民俗研究者莊永銘寫的序

形容鳳飛飛的演唱「著味」，這個詞實已傳

神又細膩的傳達了鳳飛飛的演唱風格。

〈我是出外人〉是《流水年華鳳飛飛》

壓軸的文章，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翻轉了我

們對「臺客」的負面定義，給予「臺客」新

的解釋與肯定，陳建志以主體性、客體性、

開創性的思考，奉道道地地臺灣製造的鳳飛

飛為「臺女至尊」，大力讚揚她身上渾然天

成的臺客精神，跟著其文章與思路走，會不

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這本書開啟「鳳學」研究的先聲，感性

與理性兼具的發聲評點一個藝人的生命與形

象、作品與風格、影響力與文化，整個書寫

模式不時讓我想提出香港洛楓撰寫的《禁色

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2008），同

樣具有跨性別特質的張國榮傳奇只能追憶，

但鳳飛飛依舊長青未褪色，她不僅是彩蝶，

更是尊貴的鳳凰；而且她不僅在舞臺之上，

也在舞臺之下、在市井之間，陪伴我們度過

歲歲年年，如是想來，《流水年華鳳飛飛》

也是陳建志代替所有鳳迷向鳳飛飛的致敬與

感謝還贈的禮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