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電視劇劇情與表現手法的 

科幻或奇幻元素 

一、 前言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原著散文集是家教吳曉樂對九個家庭的觀察與

紀實，呈現升學主義至上社會中扭曲的親子關係，公視選出其中五篇，去除家

教的旁觀視角，加入科幻或奇幻元素，製作出寓言式的獨立單元電視劇。本劇

製作人巫知諭認為：｢如果以類型戲劇來包裝，就能讓觀眾先接觸、喜歡戲劇之

後，更進一步去探討戲劇中想傳達的意涵。｣1導演陳慧翎進而表示：｢科幻有種

寓言式的距離跟美感，以這樣的類型來講非常通俗的家庭瑣事，可以有一個全

新的切入點，反差很大，而且故事已經很沉重，我希望有些聲光娛樂的包裝，

給觀眾更多驚喜。｣2不過，電視劇又是如何改編和呈現來營造科幻或奇幻氛圍

的呢？前人研究大多是探討此劇親子關係與教育制度的議題，本論文將以文本

分析、文獻蒐集與整理的方式探討電視劇改編劇本在原著上加入的科幻或奇幻

元素與相關情節，也將分析電視劇營造科幻感與奇幻感的表現手法，讓觀眾在

省思親子關係與教育這些沉重的議題之餘，可以感受到充滿新意或更加深刻的

劇情張力和感官刺激。 

 

二、 電視劇劇情以原著為基礎所加入的科幻或奇幻元素與相關情節

之總論 

 

《貓的孩子》單元改編自原著〈人子與貓的孩子〉一篇，運用的科幻元素

為｢平行時空｣。科學上有不同的物理理論與數學的形式試圖證明它的存在，在

文學上不少科幻小說及影視作品則運用其無限可能性發想充滿想像力卻又合乎

邏輯的故事。男主角鍾國衍是個具有學習障礙的高中生，不過出於對媽媽的體

貼與愛，他不斷地勉強自己來達到媽媽的成績要求，卻總是事與願違，於是他

心理扭曲了，他不但看見藍色月亮，平行時空的他只要在現實世界每殺死一隻

貓，現實世界中的他成績就會名列前茅。在崇尚想像與傳遞內在情感的浪漫主

義作品中，月亮有時象徵無法實現的理想與殷切的渴望3，《貓的孩子》裡高懸

                                                      
1旻諭（2018 年 7 月 5 日）。公視類型影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製作團隊聊科幻－《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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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夜中並發出幽暗藍光的月亮散發神秘詭異的氛圍，也代表鍾國衍難以實現

的願望，在巧妙的安排下，藍色月亮成為開啟平行時空的鑰匙，只要他將貓的

生命作為代價，他就能實現遙不可及的目標。另外，為什麼貓是鍾國衍實現目

標的代價呢？在原著中有段敘述： 

 

貓的孩子不用讀書，只需要好好吃、安穩的睡。貓咪長大了，也沒有人舉

辦考試，給每一隻貓測量 PR值，檢驗牠們的程度。所以，小圓媽可以這

麼溫柔的疼愛一群他沒有血緣、不曾懷胎十月生下的小傢伙。4 

 

原著以小貓無憂無慮、惹人憐愛的形象對比人子為了滿足社會與父母期望需

面臨的壓力與責難；電視劇則是將貓比喻為神的孩子－耶穌，救贖的象徵5，貓的

生命是鍾國衍學業突飛猛進、脫離沉重壓力的短暫救贖，在他媽媽得知他殺害貓

而無視他時，家中唯一倖存的貓生孕的場景，新生命誕生的時刻成為母子跨過溝

通與理解代溝的契機，鍾國衍的媽媽不再自私地將期望加諸在兒子身上，以寬容

的態度讓兒子成為自己應該成為的樣子，因此貓的孩子是神派來的使者，讓人們

體認到自身的愚蠢，試圖挽救並請求原諒。 

 

《必須過動》單元改編自原著同名篇章，同樣有運用到｢平行時空｣的科幻元

素，有別於《貓的孩子》中平行時空與現實世界亦虛亦實的交集，《必須過動》

以「一個事件的不同過程和不同決定，會出現不同後續發展的平行時空。」6為概

念，以原著中女主角若娃面臨的升學處境為原型，建構一個信奉｢成績決定一切

｣的反烏托邦，以寓言的形式讓觀眾思考台灣現行教育制度的隱患。 

 

反烏托邦（dystopia）一詞源於烏托邦（utopia），它是一種不得人心、令人恐

懼的假想社會，表面看來是公平有序、沒有貧困和紛爭的理想社會，實際上受到

全方位管控，人的尊嚴和人性受到否定7。《必須過動》所建構的反烏托邦是個醫

學與科技發達、以成績決定社會階級的極權社會：電視劇中所呈現的科技是｢當

代科技的延伸運用｣，例如劇中若娃的母親楊娟以即時影像監控女兒的一言一行，

另外，這監控並限制女兒自由的行為改編自原著中楊娟偷看女兒與朋友的聊天紀

錄後干預其交友自由的情節；電視劇中孩子在 15 及 18 歲所需面臨的鑑定考對應

到現實世界中青少年為了升學所需參加的會考與學測，若是在鑑定考中達到一定

的標準，小孩與母親可以居住在寬敞高級的｢都心好宅｣，否則須住在被稱為｢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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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籠｣的簡陋屋舍，更殘酷的是，若低於最低標準，孩子美其名會被送去｢精進｣，

提升胚胎狀態，事實上是為了不浪費社會資源在無法滿足社會期待的孩子上而予

以銷毀，另外，這個假想社會是高壓集權的，容不下民眾的聲音，主張｢讓孩子

順應其天賦自由發展｣的民間組織被視為異端、叛亂組織，被政府趕盡殺絕。此

單元所塑造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非人性、極權的反烏托邦影射台灣社會升學主義

下不少家庭面臨各種殘酷的現實，以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 

 

《媽媽的遙控器》改編自原著〈怪獸都聚在一起了〉一篇，本單元加入的科

幻元素為｢時空之旅｣，運用此元素的科幻作品往往藉由操控時間或穿越時空，試

圖｢彌補過去的錯誤｣或｢阻止未來的危機｣8。《媽媽的遙控器》將母親陳淑麗對兒

子紀培偉的控制慾具象化，猶如我們可以用遙控器隨心所欲地切換頻道觀看喜歡

的節目，只要兒子的行為違背自己的期待，陳淑麗就操作遙控器，將兒子的生命

倒轉，重新來過，迫使兒子成為魁儡，依照自己的期望活下去。原著中紀培偉的

父母因為不滿兒子國中時的女友來自單親家庭，因此私底下幫兒子辦理轉學，並

對兒子說：｢在新的學校，忘掉那個女生，好好展開人生的新頁吧。｣9現實中的人

生無法重來，因此原著中的紀培偉藉由自我放逐來表達反抗，而電視劇中陳淑麗

則是認為紀培偉女友｢髮色過於鮮豔，一定是不良少女。｣10逼迫兒子停止與她來

往，在兒子的堅決反對之下，陳淑麗拿出遙控器，將時間倒轉回兒子與初戀女友

相識之前，紀培偉悲痛欲絕，數度自我了斷，卻也因為媽媽神通廣大的遙控器而

無法如願。原著中故事的末段因為紀培偉始終無法滿足父母的期待，因此即將被

送出國改造，電視劇中的紀培偉則是在媽媽遙控器的操縱與威脅下長大，成為大

家眼中的成功人士，電視劇呈現給觀眾的是母親成功控制兒子的人生，欲透過此

荒謬殘忍的故事讓觀眾思考父母與孩子人生的界線。 

 

《茉莉的最後一天》改編自原著中的〈高材生的獨白〉，使用的科幻元素為

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科技。原著中的茉莉的母親明玉具有狹隘的教育觀念與強

烈的控制慾，期望她的孩子能成績優異，長大後在職業取得穩定、可供辨識的成

就，雖然茉莉長大後成就不凡，卻因成長過程中母親過度的介入以及自私的否定，

對她造成難以抹滅的創傷；電視劇中的茉莉承受不了母親過度的控制與否定而跳

樓自殺，明玉透過朋友利用科學儀器解讀女兒生前的腦波影像，讓她以旁觀者的

立場觀看茉莉過去的記憶，並得知是她自私的教育方針讓女兒喘不過氣。科學儀

器是個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發明，電視劇有介紹其運作方式與原理：透過針頭注

射高單位乳酸，活化茉莉死去的腦細胞，接著植入晶片，讀取茉莉大腦的活動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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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再透過儀器掃描晶片，並加以整理與分析。電視劇的最後一幕明玉透過科學

儀器重溫茉莉的最後一天，觀眾透過明玉看見的幻象，看見茉莉向媽媽試圖了解

自己表示感謝，也為自己的離去道歉，這溫暖又殘酷的奇幻場景使人鼻酸，讓觀

眾不得不省思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對孩子所造成的影響，並體認到生命的不可回

復性。 

 

《孔雀》改編自原著〈私的迷思〉一篇，有別於其他單元，此單元所添加的

是奇幻元素－一隻會說人話的孔雀。原著中巧藝出生於平民家庭，學歷不高的爸

媽希望小孩不要像他們一樣，因此他們辛苦工作，讓巧藝在辦學嚴謹、升學率高

的私立維德中學就讀，一開始巧藝因為同儕都來自優渥的家庭而感到格格不入，

不過最後他不負爸媽的辛勞與期望考上頂尖的大學。電視劇則是藉由孔雀來探討

人類的慾望以及滿足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清代孔雀的羽毛是官員官帽的飾品，

有三眼、雙眼、單眼之分，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員才可以用具有單眼圖文的孔雀羽

毛來裝飾官帽，因此孔雀的羽毛成為官階、權勢的象徵11；編劇之一的夏康真也

表示，｢孔雀是華麗而無用的、驕傲的、虛榮的，在劇中牠如同人心慾望的集合

體，類似撒旦這種魔物。｣12孔雀羽毛上各種鮮麗的顏色猶如人們形形色色的慾望

與渴求。劇中巧藝為了融入同儕和滿足虛榮心，他與學校豢養的孔雀做了交易，

他獲得大把大把的鈔票，得以和同學去吃昂貴的法式料理，卻失去了他傑出的藝

術天分，之後與孔雀一個個的交易使她漸漸成為孔雀，自我快要被吞噬；維德中

學的校長以健康換取學校的高升學率；巧藝的媽媽最後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換取女兒恢復原狀和巧藝與弟弟都能考上優秀的學校。人們往往付出時間、金錢、

精力與健康等等換取相對應的成果，而當慾望與渴望過於龐大，超出能力所及，

所需付出的代價可能是毀滅性的、難以挽回的。 

 

三、 電視劇在視覺與聽覺上營造科幻與奇幻氛圍的表現手法 

 

此部分將以鏡頭語言、布景與構圖和配樂等三方面探討電視劇如何營造出

科幻與奇幻的氛圍。在鏡頭語言方面，缺少只呈現環境與空間的鏡頭，鏡頭聚

焦在角色的行為與互動。除此之外，以特寫的長鏡頭撇除環境的干擾，並以高

曝光、淺景深的鏡頭模糊剩餘的背景，專心勾勒人物所表達的情緒，增強戲劇

張力，有時此鏡頭也運用在怪誕情節，營造與現實脫離的詭異氛圍，例如《貓

的孩子》中鐘國衍考學測時聽到不明貓聲而坐立難安的片段（圖一），以及《茉

莉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幕茉莉媽媽看見死去的茉莉出現（圖二）。另外，底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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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營造出超自然、恐怖的氛圍14，例如《茉莉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幕茉莉

媽媽看見死去的茉莉時的臉部特寫（圖三）。 

 
圖一15：鍾國衍聽到不明貓聲 

 
圖二16：死去的茉莉出現 

 

圖三17：茉莉媽媽看見死去的茉莉出現時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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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的布景缺乏平凡生活、有溫度的氣息，營造與現實脫離的氛圍和未來感
18。以親子互動最常發生的客廳為例，《媽媽的遙控器》、《茉莉的最後一天》及《必

須過動》中的客廳寬敞且裝潢極簡奢華，帶來冰冷疏離的感受（圖四）（圖五）

（圖六），《貓的孩子》中的客廳狹小且物件繁雜，光線幽暗，具有詭異、令人不

安的神祕感（圖七）。《孔雀》中的客廳則以飽和度高的鮮明色牆、帶有俗麗花色

的裝潢呈現不和諧的怪誕氛圍（圖八）。 

 

 

 

圖四19：《媽媽的遙控器》中的客廳 

 

 

 

圖五20：《茉莉的最後一天》中的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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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巫知諭（製作人）、陳慧翎（導演）（2018）。茉莉的最後一天【電視單元劇】。你的孩子不是

你的孩子。台北市：公視。 

 

https://reurl.cc/3DVdLO


 
圖六21：《必須過動》中的客廳 

 

圖七22：《貓的孩子》中的客廳 

 

圖八23：《孔雀》中的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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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劇在構圖上以不設置視覺焦點為原則，讓觀眾關注詭譎的劇情發展24，不

過在《孔雀》與《必須過動》中的美術設計與用色帶有特殊的含義，以視覺使奇

幻感與科幻感更加濃烈。《孔雀》中巧藝一家的服裝及居家裝潢在構圖上多運用

飽和度高、對比的顏色與俗艷的圖案（圖九），營造不和諧的氛圍，呼應孔雀羽

毛的華麗，並象徵巧藝一家迎合主流社會價值、不切實際的慾望，以及不惜代價

追逐慾望的荒誕。《必須過動》中的社會是個科技發達且集權的反烏托邦，和平

只是個假象，根據不同的階級與身分有不同規定的裝扮，例如住在都心好宅的媽

媽身著白色長裙、頭綁兩個向下的包子頭，而劇中都心好宅家庭空間的布置、人

物裝扮都運用了大量代表高貴、和平與科技的白色（圖十），象徵虛偽表面的和

平以及冰冷的高科技。 

 

圖九25：《孔雀》在構圖上多運用鮮明的顏色和俗艷的圖案 

 

    

圖十26：《必須過動》在構圖上運用大量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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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樂的使用也會增加怪誕情節的戲劇張力，營造鮮明強烈的奇幻感或科幻

感，例如《媽媽的遙控器》中紀培偉發現重複過著同一天的片段，低沉延續的

樂音和明亮的鋼琴聲搭配重低音的節奏聲營造出詭異怪誕的氛圍；《孔雀》中巧

藝和孔雀做交易後獲得許多千元鈔時，清脆明亮的樂音以急促且輕重分明的節

奏帶來輕快卻隱含不安的感受，使巧藝既驚訝又高興的模樣有一種荒誕危險的

氣氛，為巧藝發現自己以失去藝術天分為代價作伏筆。 

 

四、 結論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電視劇去除了原著作品中家教的視角，在劇情中

加入科幻或奇幻的元素，並給予每篇故事發人深省結局，這些科幻或奇幻的元素

包含平行時空、反烏托邦、時空之旅、不存在於現實的科技以及具有人性的動物，

這些元素讓劇情富有戲劇性，更加曲折深刻，也使五篇故事成為結合當前台灣社

會的教育議題、卻又與現實世界保有一定距離的寓言式作品。另一方面，此電視

劇在鏡頭語言、布景與構圖和配樂等表現方面運用巧思，營造科幻與奇幻的氛圍，

強化戲劇張力，並刺激觀眾的視聽感官，帶給觀眾新鮮感。《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孩子》以科幻或奇幻的題材探討台灣社會僵化的教育制度與理念及扭曲的親子關

係，讓觀眾以全新的角度在荒誕的情節中思考難解的現象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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