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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

時代背景



《悲慘世界》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是法國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政治體制不斷變

化，那時正值法國大革命、市民階級崛起，人民為了反抗政府而團結一致，但卻

不被所有人認同，最後也以失敗收場。剛興起的工業革命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窮人及失業人口增加，犯罪率不斷攀升，社會中充斥著恐慌與不安。

《悲慘世界》結合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

雨果說：「這部作品，是摻雜戲劇的歷史，是

從人生廣闊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實捕捉

住人性的一面巨大鏡子。」並且說：「但丁用

詩歌造出一個地獄，而我呢，我試圖用現實造

出一個地獄。」雨果把社會的現實反應在故事

中，使社會大眾開始重視下層社會的悲慘與不

幸，他認為唯有改變不完備且不公平的社會制

度及法律，才能改善社會問題。



世界為何悲慘？

結構性不平等

從尚萬强與芳婷的遭遇



尚萬强

芳婷

• 賈維：「編號 24601 的囚犯，可以假釋出

獄了，他因為偷了一條麵包給他姊姊快要

餓死的小孩，被判五年徒刑，但由於多

次試圖越獄，刑期延長到十九年...」

• 被情人拋棄，生下女兒珂賽特。後爲女工

因私生女被揭發遭工廠開除。為了孩子，

她賣掉一頭秀髮和兩顆門牙，最後淪為娼

妓，悲慘死去。

貧 窮 ➠ 社 會 定 義 下 的 「 罪 人 」

• 不缺乏道德，卻遭階級歧視

• 結構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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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兩極化形成的
社會分層

• 樂施會2018年的報告：「全世界創造的財富有82%到了最富有的
1%人口的口袋裏，而較為貧窮的那一半人的財富並未見增長。」
⚬ 「肥水不流別人田」——資金絕大部分留給企業、家族自用
⚬ 「用錢來賺錢」——美國1962-1989年間的個人財富增長，其
中有71%來自原有財富的增值

• 缺乏資金的小企業或個人難以發展
⚬ 沒有積累資金的能力
⚬ 缺乏財力，無法獲得銀行的貸款

• 擁有資產者➠更多資產；沒有資產➠排拒在資金流轉的過程外
• 「靠爸族」、「人生勝利組」➠「相對剝奪感」



《悲慘世界》

芳婷與勞工問題



芳婷為了工作刻意隱瞞未婚生子這

件事，帶著一個私生女珂賽特在身

邊，出生於19世紀法國的芳婷可能

是有點難找工作的。

雨果說：芳婷認為「必須隱瞞她的

過錯。她難過地看到有必要和女兒

分離。」

從同為工廠女工的七嘴八舌以及她

最後丟了工作，我們可以得知在19

世紀她這種「不檢點」的行為是不

被接受的。



即便芳婷是在尚萬強開的工廠底下工

作，在他一絲不苟的管理以及還未了

解為何芳婷有私生子的緣由之下，芳

婷還是被迫離職，開啟了下半輩子的

賣身人生。

但被電影細節所省略的是，實際上芳

婷有取得五十法郎的遣散費。若是在

現代的台灣，可能最多只會得到一張

自願離職說明書，由此可以發現，尚

萬強對工廠道德的意識很強。這種資

本家開工廠濟貧的行為，雖然有點紙

上談兵，卻也是雨果眼中對世界的期

望。



在電影畫面帶到芳婷的工廠前，我們可以看到貧民區裡一個失去右腳

的漢子拄著拐杖、可憐的婦女把孩子的屍體交給了別人、大部分男性

與女性都生了瘡，他們悲憤地唱著有關自己一天的悲慘生活。但是下

一幕，尚萬強的工廠女工也隨著同樣的曲調，平靜悠閒地唱出自己的

一日勞動。整齊乾淨的藍色系裝扮，有玻璃窗戶的明亮採光。我們可

以看到這群工人的工作環境跟其他人相較顯然是相當不錯的。



台灣常見的勞工問題有：低薪過勞、勞

保破產，勞工生活缺乏保障等等。即便

政客信誓旦旦的向人民保證：「責任制

工時，應修法限縮，並同步修定，針對

社會公眾生活正當需求的特殊工時型態

的立法規範。」但在當選之後，卻反其

道而行，擴大責任制人員，說一套、做

一套。

尚萬強與芳婷的雇主與員工關係雖有些

過於理想，但作者心中的烏托邦之一，

應該就是希望人民為生活而工作的同時

又可免受飽受勞工壓榨之苦。



《悲慘世界》

音樂劇與電影

兩種表演形式之差異



電影

音樂劇

• 只有三面墻

• 在當下☞同一空間和時間

• 觀衆自由度高：詮釋、取態

• 更著重欣賞性

• 存在“第四面墻”

• 錄製☞ “已發生”的暗示

• 固定的視角：剪接、鏡頭

• 更著重敍述性



《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
vs. 

真實世界



2019年的世界各地街頭，被多年未有

的抗議浪潮和政治震盪席捲。風暴此

起彼落，法國「黃背心」持續延燒；

春天，蘇丹人走上街頭，成功終結了

長年獨裁的巴希爾政權；初夏，香港

的「反修例」運動開始，沒有人料到

它會持續不止......

香港發起民主抗爭延燒，大學校園成

為新的戰場，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城市大學等學校先後遭到警方暴力攻

擊，甚至向校園和學生宿舍發射多枚

催淚彈，輿論為之譁然。



許多街頭運動，至今都沒有塵埃落

定。在權力與階級的壓迫下《悲慘

世界》彷彿就是真實世界的縮影，

裡面的人物無不存在每個社會中，

寫實的一幕幕上演。

不同地方的人群被不同議題調動，

紛紛走上街頭，對制度的失望、對

現狀不滿，而原有的政治版圖紛紛

碎裂、模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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