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生上流》─ 被性別盲綁的階級困境 
                                             連家萱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昱名 /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性別隔離下的階級流動難題  

2019 年，熱門韓國電影《寄生上流》，憑藉著其寫實的首爾底層家庭半地下室繭居拮

据場景、演員們對於階級矛盾所產生的思想與行為上的人性扭曲，以及受限於社會結

構身不由己的深切刻畫，加上巧妙融合了黑色幽默與懸疑驚悚的優秀劇本，成為該年

度臺灣的熱門電影之一，並在 2020 年的奧斯卡獎上大放異彩。《寄生上流》也引發了

國際社會對於亞洲競爭型社會下高房價、低薪、低福利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統治政策

的討論，引發許多從產業經濟生態與社會資源分配政策視角出發的階級流動可能性的

討論，許多影評也由此出發，探討「貧窮 vs. 富有」、「有產 vs. 無產」的階級互動

文化與生活模式間的理解與溝通鴻溝，但這些鉅視結構的宏觀討論，基本上在當前無

可撼動的資本主義與全球化資金流動所衍生競爭至上的世界體系運作架構下，除非國

家政府對於社會資源分配的價值觀與正當性追求有重大的變革 ( 例如將國家治理的

目標從追求個人市場產值轉向對於公民權利與多元文化的保障 )，因此總留給觀影者

不勝唏噓之感，對於影片中情節既感到痛心惋惜卻又似乎無可奈何。「難道就沒有甚麼

改變的可能性嗎？」、「如果身處電影中的底層階級，難道就只能落入貧窮的惡性循環

翻身無望，進而絕望犯罪寄生嗎？」相信是許多影評者和觀眾觀影後共同揮之不去的

無奈念想，但筆者發現，若從性別意識覺醒與平權推動的角度來看，其實該片反而是

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父權體制下性別秩序的權力與資源誤置  

儘管我們身處在講究適才適性、發揮競爭、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體制中，理

論上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與興趣去取得生存的空間和資源；但父權社會

下的性別建構卻控制了人們的選擇與自由，使得人不論是在家或出外工作都無法各盡

其才，故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壓迫秩序有改變的需要。但如此顯而易見的清晰觀點為何

無法產生實際上的改變？錯誤總是一再的複製呢？那是因為「父權體制在本質論上，

就把父權秩序建構、詮釋成根植於萬物的自然秩序，透過偏頗的觀點強化壓迫支配的

正當性與性別隔離」( 成令方等譯，2008)，所以儘管我們可以從影片中看出階級觀點

下貧富差距與貧窮文化所造成相對剝奪感的嚴重性，但卻無視其中的性別壓迫意識形

態所造成的生存策略錯誤，正是本文想要點出之處。 



 

 

 

 

 

 

 

 

 

 

 

 

 

 

 

 

 

 

 

 

 

 

 

 

 

 

 

 

 

 

 

 

 

 

 

 

 

 

 

 

 

不適合領導卻被綁在父權領袖位置的父︰金基澤 

首先從最實際的家庭經濟問題來看，就看到性別刻板印象對職業選擇與家庭權力分配

束縛的錯置影響，影片中貧困代表的金家 ( 父：金基澤、母：忠淑、子：金基宇、 女：

金基婷 )，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從金父一連串的創業失敗虧損欠債，家境就一蹶不振，

金父所做的投資，是近代韓國普遍認為是一窩蜂類型的短期投機 ( 如臺灣古早味蛋

糕連鎖加盟 )，接著又連兼職也都做不穩，連做家庭代工折比薩盒也都品質堪慮，既

產生了自我社會角色認同危機，封閉自我沒有朋友，也產生經濟收入不穩定的問題，

三餐不繼，只是喝啤酒吃吐司邊瞌睡度日，連帶產生與外界社會網絡接觸的恐懼，甚

至連醉漢騷擾居家環境或清潔隊噴藥消毒，也都喪失自信去反應，離崩潰恐僅懸一

線。若從金家四人的真實能力來看，最不適合擔任家庭決策與實際運作維繫的就是金

父，但這個家庭的運作決策模式又偏偏呈現出最傳統的東亞儒家父權體制性別秩序的

分工，理想上就應該是男性支配 (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 (male-identified)、

男性中心的 (man-centered)( 成令方等譯， 2008)，所以無論金父如何退縮、自卑、

短視、無能，他就是只能被僵固地綑綁在一個應該全知全能並能協調平衡各方的領導

性角色，但實際上他卻無能為力，甚至在各種極端的狀態底下都必須擔當家庭對外的

代表，但卻又不見得能夠得體應對。被雇主夫婦抱怨經常有差點逾矩越線的言行，實

施詐騙的對話過程都必須由他的子女幫忙構思腳本、陪同練習微調，甚至後來遭遇到

暴雨成災、家園傾頹的時候，子女期盼父親能夠扮演好家庭領袖所以徵詢他意見的時

候，雖然誇口計畫成竹在胸、大家不用擔心，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他除了自卑衝動外，

根本只是徒有氣勢卻沒有解決的方法，甚至說出「沒有計畫，才是最好的計畫，因為

就不會落空」的空話，最後闖下大禍殺人逃亡躲藏。從金父的故事脈絡與角色設定來

看，他並不具備家庭領袖與運籌指揮的能力，不如當一個受指揮者，凡是劇中他接受

妻子或子女指揮的事情，反而都較為順利，但傳統僵固的性別刻板印象，卻使得他不

得不扮演 這個他不稱職的角色，反倒暴露他更多的能力短絀與個性缺點。 

撐不起家卻一定得扛起的長子：金基宇 

另外一個傳統家父長家庭秩序中可能擔任家長位置的角色是長子基宇，他也是本片所

有故事的起點，因為高中同學的關係，被推薦到富有家庭擔任英文家教，但整部片中

卻看不到他的實力，只有虛張聲勢，大學落榜四次卻仍只將頂尖大學列為志願，從第

一堂課所展現出來的教學內容也是自信心與解題的氣勢，而非技巧或知識，詐騙用的

假證件也要委託妹妹製作。整個故事中，他不斷守著那顆象徵著財富與幸運的山水景 

石，卻不知何用，連起了惡膽想要滅口卻反而被撂倒，石頭還被奪走反而成為自己被

攻擊的凶器，想得到的致富之道就只是跟有錢人家的女兒結婚；甚至是故事結尾立定

志向要買下豪宅讓父親光明正大走出地下世界，卻只能是一場夢，都反映他是一個 



 

 

 

 

 

 

 

 

 

 

 

 

 

 

 

 

 

 

 

 

 

 

 

 

 

 

 

 

 

 

 

 

 

 

 

 

 

 

 

自信心與實力有極大的落差的人，但他是長子長兄，是父親口中的驕傲，所以他才能

得到家庭資源去補習，而不是成績與能力看起來都較優秀的妹妹，即便能力不足，重

振這個家甚至買下豪宅讓父親光明正大走出來這個夢，還是只能有長子來做，而非下

文所提及的有能力得多的媽媽。 

無姓、無酬下隱形的母職︰忠淑 

反觀影片中始終不見姓氏的金家母親忠淑，曾經獲得全國田徑比賽的鏈球優勝獎牌，

是家中唯一在社會上取得過正式被承認輝煌紀錄的人，不僅個性上較為沉穩低調，在

影片中的許多對白也都展現出她的社會經驗與智慧，例如遇事敢於據理力爭，或者說

出「不是有錢而且善良，是有錢所以可以很善良，如果我有錢也可以很善良」這樣饒

富社會批判意味的話，看穿了階級意識影響下的價值選擇，只是被社會結構所迫所做

出的選擇，還有著令丈夫不敢對她家暴的戰鬥力和口才，會勸丈夫鼓勵子女，對家庭

決策的建議也往往比較中肯理性，甚至擁有優秀的廚藝，能把過去從未聽聞的炸醬烏

龍麵加韓牛，烹煮到讓雇主一家讚不絕口搶著吃。 

忠淑顯然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市場中比較有能力獲取高薪資的人，但她卻始終只能自願

在家中擔任輔佐性的角色，情願埋沒自己的本領而屈守在主婦的位置，找工作也是家

務延伸出的管家。儘管在片中她其實比較適合「家長」這個領袖的角色功能，能在悲

劇發生後帶著腦傷的兒子打官司謀生、處理女兒的喪事，重新把家庭運作拉回平衡狀

態，但卻始終被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刻板印象束縛，不見己姓，跟富家太太一樣是片

中那一群看不到姓氏的人，只能從夫家的從屬角色認同自己，從而無力扭轉這個悲劇。  

因為是女兒，只能「欠栽培」︰金基婷 

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金家女兒基婷身上，她的電腦技術高超到連哥哥的朋友都廣有耳

聞，偽造文件的精緻程度更令父親稱讚︰「如果首爾大學有偽造文書系，基婷一定可

以第一名錄取」。她也有畫畫的藝術天分，儘管在自家聚餐時謙稱只是把網路上查到的 

藝術治療與心理學的內容背下來，卻是電影中唯一真正有發揮功能的家教，讓不受拘

束我行我素的難搞小孩變得謙恭有禮，畫作水準也大有進步；相較於父兄家道中落後

完全退縮的窘狀，基婷也是金家成員中唯一抗拒殺蟲消毒氣上身、甚至還主動出外找

兼職的人，多次稱職扮演他人詐騙婚禮情境中的演員，還能搶到捧花積極加薪，去富

家面試前還會把背景資料，用韓國人從小到大持續被教育的愛國歌曲《獨島是我們的

領土》旋律編成順口溜記憶。比起父兄虛張聲勢和臨時抱佛腳的應變風格，來得沉穩

並有準備得多，但她卻因為家裡沒錢並把資源傾盡給哥哥而無法進一步補習深造，變

成一個傳統東方社會中，因家境困苦把家庭階級流動資本傾讓給兄弟的「欠栽培」典

型犧牲角色，使得她不習慣規劃未來，對於夢想不甚積極，即便已經寄生於豪宅，在

奢華的空間中用著昂貴的用具吃、喝、泡澡，卻對哥哥閒聊作夢的話題不感興趣，畢

竟，未來 如何走，家中的資源要如何分配，是父親與哥哥在決定的，她只能聽命配合，

儘管她有更好的能力和知識。 

 



 

改變︰性別充權從觀念與日常生活開始 

所以總體來看、簡單來說，金家之所以寄生失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父權體制

思維下的錯誤方針決定權力與資源分配所導致的悲劇。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因為性別刻

板印象操演下的職業分化觀念，導致每個人都無法適才適性的在自己能發揮的角色上

作用，儘管我們身處的自由主義社會強調的意識形態認為，「個人自由與市場競爭這一

隻無形的手，將會促進所有參與者的利益」，但一旦「讓每個人都能自由發揮、追尋最

大競爭力」這樣的重要前提，被性別刻板印象打破時，自由市場下的互利共生榮景就

不存在可能性，只能是相互壓迫爭奪控制的不理性失靈市場，無可避免導致崩潰的結

局。不知是否有讀者跟作者們一樣，我們常常提到的性別平權與反性別歧視的價值觀

與做法，其實不過就是一般的常理與社會共識，例如平等、自由、人權、正義等，但

不知為何，當輿論在討論社會問題的解決或是社會觀念的調整時，卻總是很輕易忽略

性別視角的重要性。這是「性別盲」現象 ( 賴美言，2007，頁 46)，因為男性霸權已

經由各種社會制度與論述的強化與灌輸，確保其得以不斷延續和再製衍生，使大眾自

然認同性別歧視的種種基礎，成為「男造環境」，即以男性為主體的世界觀建構之社會，

而漠視這其實是一連串文化與語言論述所形塑建構的，不管是從生理差異論或文化建

構論的父權社會，其論述底蘊其實都充塞著決定論色彩，天生之生理性別已決定好一

切的人生軌跡與角色價值，忽略了多元社會變遷的可能性和個人的能動性與自由。 

簡言之，無論是依據生理性別或是社會性別所建構出的性別角色分化與職業隔離論

述，性別差異都被視為既定的、僵化的封閉系統，構成了性別盲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自

我認同與職涯發展的集體性束縛。是故解決之道便在性別敏感度的「充權 

(empowerment)」，在個人層次上的生活實踐中，要認知到因性別所造成的權力不均與

角色束縛，雖然在過去有一定的習慣，但隨著社會結構與家庭價值的改變，性別已經

不能成為現在社會造成地位區隔與權力傾斜的正當性理由，更不是以知識經濟為主的

就業型態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能力考量、專業考量才能是適才適性發揮作用的關鍵；

在社會結構的鉅視面向上，例如教育內容、政府文宣或者媒體報導自律上，都應該要

落實性別平權的內涵，不複製或增強性別刻板印象，並透過媒體力量導正性別迷思與

性別職業分化，讓性別平權的概念與實踐成為日常社會化中規律正常的呈現。如此，

自由、多 元的人權平等社會方能成真，不再徒缺性別平權這塊很重要的價值與行動拼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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