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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與交流

   南方獎競賽的開辦

南方影展從最初以研討會的聯合放映活動起始，擴大成一個具觀

摩等級的影展，引介北部才看得到的藝術電影與獨立影像給南部

觀眾。2003 年逐步加入徵件、競賽等機制，開辦「南方獎」持續

至今，目的在於鼓勵有志於呈現前衛、獨特或爭議的影像美學視

野、同時具關注人文和環境、社會議題之穿透性的影像作品及其

創作者。

逐年定調出南方影展的「華人、獨立」兩大重點精神，以全球華

人影像創作為目標，共分劇情、動畫、紀錄、實驗等類別。除各

類型獎項外，最大獎為南方首獎，也逐步調整成創作者身份上不

限華人身分，僅拍攝主題為華人相關之作品均可參加。

華人、獨立與在地的影像連線——
南方影展的競賽和國際交流

撰文／王振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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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獎競賽的開辦──金馬獎前哨戰與培育搖籃

當時黃玉珊老師邀請吳乙峰導演創建了一套公平的評審機制，以

金馬獎賽制作為基礎：以第一階段分類（劇情、紀錄、動畫），邀

請各類均兩位專業評審加上影展代表組成類型小組，一同選出約

60 部作品進入第二階段。在評審們都看過所有初選作品的前提下，

將評審齊聚一堂，透過彼此交換意見後，以不分類方式評選出約

30 部最終入圍名單，並於頒獎典禮前，召集決選評審們參與最終

的會議，選出當年度南方獎的得獎名單。

從早期得獎影片觀察起，羅興階、顏蘭權、莊益增、黃淑梅、蔡

崇隆等紀錄片導演接力奪得南方首獎，可以看見 90 年代紀錄片工

作者人文精神的延續，也反應著當時臺灣電影紀錄片比劇情片較

為主流的生態樣貌。許多得獎紀錄片如《無米樂》、《翻滾吧！男

孩》等也陸續進入商業院線並獲得成功，期待成為臺灣新銳在金

穗獎到台北電影節之間中介的搖籃，也是全球華人影像創作者在

邁向金馬獎前的初登板，早期更有「金馬獎前哨戰」或「風向球」

之稱，可能也來自大家對於這些得獎紀錄片的關注。

另一個面向就是南方獎提倡鼓勵獨立新銳，因此也有「培育搖籃」

之稱，更創設「南方新人獎」，如這些年逐漸展露頭角的臺灣電影

中堅導演：程偉豪、郭臻、柯貞年、阮金紅等人，他們的首部作

品或是學生階段的畢業製作所獲得的第一個獎項就是來自南方影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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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3 年南方獎頒獎典禮現場，阮金紅導演《失婚記》獲頒新人獎。

左至右為導演郭臻、演員紀培慧頒發南方新人獎予《無名馬》導演柯貞年。

南方影展因為在徵件制度的開放性，以及鼓勵新銳與學生作品，

不同於臺北電影獎與金馬獎以年度電影總驗收為目的，有幾部後

續在臺北其他影展大放異彩與獲得廣大迴響的得獎片，其實在前

一年都先在南方影展獲得第一座獎項，被臺南觀眾熱情擁抱。這

也包括東南亞議題還未成為臺灣主流討論時，2008 年趙德胤導演

的《摩托車伕》就曾入圍過南方影展劇情片獎，以及 2013 年越南

籍新移民阮金紅導演的《失婚記》獲得了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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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獎──全球華人影片競賽」之改制

南方影展歷年評審團組成也相當多元，除了影視領域的專業人士，

也時常邀請文學、當代藝術、文化評論等跨界的專家，一同激盪

出不同的火花，開展出多元觀點的討論，也使得南方獎的得獎名

單常常都讓人為之驚喜。

此外，影展同仁除了擔任評審會議主持人，目前在賽制上也擁有

投票權，能夠與外部評審共同參與討論、票選。主因就在於許多

獨立影像創作者較難在其他中大型影展展露頭角，長期在這方面

有所觀察的同仁，擔心他們的作品如果不在南方影展被鼓勵的話，

實為可惜，因此在針對當年度影展總體的個性與定調下，南方影

展的同仁都會在尊重評審意見下，適時給予方向和意見表達。

南方獎從 2003 年開辦，在 2011 年因遇上經費極端不足的情況下，

忍痛停辦一屆，卻同時給了當時影展團隊一個思索舉辦競賽意義

的機會。隔年 2012 年，影展將「南方獎」名稱修改為「南方獎——

全球華人影片競賽」，最大的改變除修改限定華語電影方可參賽之

規則，放寬為凡關注華人議題之國內外影像創作者皆可參賽，更

在當年破天荒嘗試以「不分類」進行獎選評選，打破過去以影像

類型作為區分的賽制。

這個大幅度的改制完全改變影展的習慣邏輯，當年與隔年也以主

題方式給獎，包括出現了獨立精神獎、當代觀點獎、勇於創新獎

等獨特的獎項名稱，企圖打破影像定義的界線，這也牽引連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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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競賽單元的片單規劃上，不以類型而改以專題與議題分類

呈現。

這個突破性、大幅度的改制卻衍生出單一評審看片量過多，或是

一般觀眾與創作者對於獎項明確度的陌生等狀況，在內部討論過

後，2013 年又改回傳統分類徵件的機制。這樣的嘗試未必失敗，

也直接促成 2014 年南方獎增加實驗片類別的獎項徵件，2018 年

競賽策略上，為鼓勵更多元的影像類型，劇情類評選再以片長區

隔，試圖強化敘事與非敘事電影的疆界，期盼在觀影視野創造更

多可能性。

2018 年頒獎典禮，臺南市文化局長葉澤山 ( 左一 ) 頒發最佳劇情長片予
《中英街 1 號》趙崇基導演 ( 左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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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不分類到實驗類與冠名特殊獎

實驗精神一直內建在南方影展的 DNA 中，從前述將原先類型給獎
原則修改為「不分類」給獎。此一想法的改變在於同仁有感於慣
常以電影類型分類的給獎方式，並不足以跟上當今影像創作者在
面對新時代，及其對應之當代社會、人文、科技與環境等議題所
進行多元美學的嘗試，進一步期望在賽制上做出調整。這也直接
體現在「勇於創新獎」與「獨立精神獎」兩個獎項名稱上，前者
鼓勵影像美學探索，後者鼓勵穿透社會的議題討論。

另外，南方影展在 2012 年起至今由「財團法人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贊助創辦「人權關懷獎」，期望鼓勵當年度挖掘人權議題、促進社
會平等的入圍影片，曾獲選作品包括觸及同志婚姻平權的《牧者》
與《我和我的 T 媽媽》、推進司法改革的《徐自強的練習題》、紀
錄原住民認同與部落文化的《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等。

2016 年頒獎典禮。( 左至右：育合春基金會董事長、南方影展人權關懷
獎評審王淑英女士與紀錄片導演黃惠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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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南方獎增加實驗類作品的徵件，更直接地鼓勵創作者進行
具前衛性質的影像探索，也有感於過去臺灣在討論實驗影像都是
繼承西方脈絡和語境，對於媒材實驗上是與在地經驗脫節，因此
期待能創建出不管在敘事或形式上，皆能呼當代華人視野的實驗
影像。當然，所謂實驗就是一直探索的過程！

因此當初南方影展在設定評選框架上，並沒有一個參照系譜可以
對照，尤其在面對全球華人這樣廣大的範圍上，即使回到臺灣創
作者自己的標準，這個標準也會是浮動的。這個想像的偏差在於
實驗影像的無法定義，必須探究到創作者其自身文化脈絡和語境
上，實踐上是否呼應著他們想要進行的實驗及其美學的選擇，這
或許可以是評選的參照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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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全球華人與臺南市民的影像

如果說南方影展的「南方獎——全球華人影片競賽」是面向整個
世界華人影像的平台，那麼 2013 年創辦了外縣市沒有的「臺南市
民影像競賽」，則可以說是南方影展深根與接地臺南地方的重要嘗
試，2019 年更首次將「臺南影像獎」納入影展的正式競賽，不管
任何資格條件，只要影片場景選定在臺南都可投件。

這個獎項其實結合了臺南市政府新聞處長期進行的「社區影像紀
錄人才培訓班」，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家鄉紀錄手」之專案，嘗試
將競賽獎項與影像推廣兩者機制結合起來。市民影像的主旨不在
追求完美的電影藝術，而是為在地市民、關注臺南這塊土地的創
作者而生。借影展平台連結並關懷這座城市相關的人事時地物，
期望未來能夠累積成為一個常民影像資料庫，為快速變動中的臺
南進行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紀錄和保存。

綜觀「南方獎」歷屆入圍與得獎作品，不難理解華語獨立電影創
作策略上的轉向，在面對當代多元媒體與信息爆炸的閱聽情境下，
過往極度個人觀感抒發的故事挖掘、單純現場直擊式的拍攝形式，
將難以跟上當代影像創作之美學核心，2016 年南方首獎之作《日
曜日式散步者》便是典範轉移的重要代表作。

此片導演黃亞歷遊走於實驗、劇情與紀錄等影像形式的光譜間，
難以透過傳統類型分類定義此作品，恰恰是南方影展心目中所欲
追求並呈現給觀眾的好作品。在面對當代華人社會的各式議題，
回溯己身歷史並轉化敘事部署實踐，影像的更加無邊無際、難以
定義，南方影展將持續觀察追蹤，提出屬於華語獨立影像的動向
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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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臺港中的電影聯盟

將視角從南方影展的競賽場域，轉向到影展的國際交流上。如果

要回溯這段歷程，可以推至早期影展團隊自費西進，前往中國三

大獨立電影節：中國獨立影像展（CIFF）、北京獨立電影節、昆明

「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以及廣東藝術節。最開始只是前往宣傳南

方影展的徵件項目，後來同仁們陸續認識了吳文光導演、張獻民

教授等中國獨立影像領域的代表人物，進而開啟不同形式的互動

交流。

除了西進中國的獨立影展，同仁們每年也都會飛往香港國際電影

節觀賞影展新片，進一步從中選片。2008 年香港電影導演曾翠珊

以《戀人路上》獲得南方影展最佳劇情影片，可以視為一個重要

的關鍵時間點，同一年香港獨立電影節、香港國際紀錄片節相繼

成立，南方影展與香港獨立電影界展開更為緊密的互動：「到香

港吃頓飯，就可以認識很多獨立影像的好朋友們！」

2016 年南方影展開幕片《風景》映後座談。
( 左至右：香港演員盧鎮業、香港音樂家黃衍仁、香港導演許雅舒、
澳門演員高凱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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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影展及學會也開始與這兩個影展主辦方——影意志有限公司、

采風電影建立起長期的夥伴關係，陸續進行專題節目交換、作品

與創作者資訊引介、租用字幕等。又或是采風開辦的「長洲誌——

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過去常邀請臺灣紀錄片工作者擔任課程講

師，南方影展也曾邀請來自中、港的專家來到臺南擔任評審等實

質的合作。

以歷屆徵件比例來看，2008 年也是個重要的時間點，在此之前來

自中國的參賽作品是極端少數，評審過程中還曾思考是否需要有

保障名額，為其增加能見度。沒想到從那一年開始，中港的獨立

影像投件數量屢屢創下新高，而且在議題與形式的生猛程度都勇

於臺灣創作者，入圍比例都能佔上四分之一強，其中 2009 年張天

輝導演的《再見北京》、2013 年王利波導演《三峽啊》相繼獲得

南方首獎，可說是見證當時的趨勢。

2014 年攝於北京亞洲電影節策展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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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港中三方的獨立影像創作者與工作者們，藉由文化和藝術進行

良善的互動關係，南方影展也成為他們邁向更高殿堂——金馬

獎——試水溫的重要平台，或是獨立製片得以獲得鼓勵及被看見

的重要管道。美好的光景卻隨著近年兩岸三地政治環境的丕變，

直接影響著多方影展間實際交流的情況。

2017 年，香港獨立電影節藝術總監崔允信在回顧其影展 10 週年

專書中就曾提及：「想要建立一個華語片的聯盟——聯合臺港澳

中的電影，但在構思這一聯盟時，碰巧大陸在封殺電影節，重慶

獨立電影節也是差不多時候被封了，北京及南京的電影節陸續被

打壓，最後只剩臺港澳。然而，臺北的電影節很商業，所以與我

們關係較好的是南方影展。」

中國內部相繼打壓多個獨立電影節，最終都導致影展選擇停辦。

2018 年金馬獎風波後，中港的影像作品都無法參與臺灣幾個大型

影展，影人之間也無法像過去一樣頻繁交流，但這些創作者的能

量從沒有熄滅，只是缺乏出口，南方影展則是避開主流視角外，

一個特殊的映演管道，還未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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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港擴及東亞的國際交流

因為南方影展特殊的獨立性格與規模，在國際交流經驗上也較為

特殊，常常都是透過關鍵人物的引介，從個體與個體間的互動開

始，才擴及到組織和影展之間更為正式的合作。除了前述與中港

獨立影像單位間的來往，近年也積極拓展至東亞不同地區的國際

交流。

過去澳門國際電影節策展人林鍵均在東歐留學時，畢業製作就曾

入圍過南方影展，這也是他第一次參與華人所創建的影展。當他

回到澳門後，當地的藝術發展局也希望能有影展活動辦理，經由

林鍵均的努力後做了第一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當時也選了

南方影展的專題節目。後續也曾邀請南方影展同仁到澳門分享相

關經驗，談及包括獨立性格的選片、市民影像競賽與在地關聯、

映後座談的特殊性等主題。

日本與韓國的交流上，同樣透過單一影像導演串聯起雙方的互動。

對口日本，由香港影意志引介下，認識了馬來西亞籍林家威導演，

他過去因為唸書關係長期旅日，透過他與日本獨立電影領域搭起

關係，也認識了大阪國際電影節的同仁。每一年南方影展都有幾

部日本獨立電影能夠被選入觀摩中，也透過他推薦了不少在日本

進行華人題材創作的導演，如 2017 年獲得南方新人獎的伊藤丈紘

導演，其作品《他方》就是拍攝臺灣留學生在日本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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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方面，過去曾入圍過南方獎的吳敏旭（OH Min-Wook）導演，

目前擔任釜山獨立電影協會理事長，並主辦「釜山城際電影節」

(Busan Inter-city Film Festival，UNESCO)，為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下以電影為文化交流目標而創立之影展，是亞洲資歷最深的

老牌短片影展，共有南韓釜山、澳洲雪梨、日本山形、義大利羅

馬、英國布里斯托、中國青島、波蘭洛茲等會員城市加入其中。

每年舉辦大型電影工作坊與電影展演活動，南方影展為該影展有

史以來，唯一一個非聯合國成員國受邀參展之獨立電影節，並與

其簽訂合作備忘錄，期待後續能在亞洲不同城市間進行獨立電影、

非商業影展交流。

2019 年，延續當年度南方影展受釜山獨立電影協會之邀請，以「臺

南城市的南方影展」為名參與當年度釜山城際電影節之論壇環節，

介紹南方影展之於臺南市與華人獨立電影節之特色。該年度觀摩

2017 年南方影展新人獎《他方》( 後更名為《離開彼地》) 映後座談。
( 左至右，導演伊藤丈紘、男主角馬君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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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便由釜山獨立電影協會引薦而邀請釜山之獨立劇情長片《零

下之風》（Sub-Zero Wind）作為影展開幕片，同時邀請導演金俞

利（KIM Yuri）與觀眾映後座談。2021 年「釜山城際電影節」所

放映的臺灣主題專題，也由南方影展規劃引介，在疫情期間仍透

過線上方式進行。

南方影展 x 釜山城際電影節，「南國再見」論壇 (2019)。
( 左一影展時任執行長賴育章、左三策展人黃柏喬、右二釜山獨立電影
協會理事長吳敏旭 )

釜山獨立電影協會理事長吳敏旭 2019 年開幕片《零下之風》映後
座談。( 左一，導演金俞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