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日晚上十點半，一群人在西門路一幢大

樓的騎樓下簇擁著，往來的機車也頻頻投以好奇的

目光。通常入夜後的臺南市區，人車減少的速度很

快，尤其是非假日，呼應了這裡的商業區性質。但

今夜的人群讓氣氛格外不同，沒有太多喧鬧，只有

窸窸窣窣的聲響，像是預告有什麼大事要發生——

是的，確實有事，但卻不是一件所有人都會注意到

的大事件——那是一間戲院的歇業。

「鐵捲門拉上後，明天醒來，生活不會有什麼不

同，但卻沒有真善美了。」這是當晚聚集在這邊的

人群，許多人放在心底卻沒有說出口的話。

戲院的萌生

只開業了不過六年的時間，「臺南真善美劇院」就

像一道彗星匆匆劃過，而當初它的出現，也確實如

同星叢一樣引人注目。是什麼原因使得真善美得到

有別於其他戲院的目光？來自於它所座落的位置。

不過在此之前，得先將時光的膠卷，稍微往前倒退

一段。

電影是十九世紀末誕生的摩登事物，從西方跨越了

海峽而來，跟隨著日本人進入臺灣，而作為全臺

最早發展的城市之一，臺南電影的發展史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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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最早出現的戲院，是「臺南座」（約1903-

1915）與「大黑座」（1905前後），前者位在當時

臺南廳的「內新街」（今民生路和西門路交叉口一

帶），後者位在「大井頭街」（今民權路），那是

府城城牆還未拆除的時期，戲院的位置與繁華的五

條港區，以及大西門外的風化區都有著城牆相隔，

顯示出戲院選址並非從臺灣人固有的娛樂活動範圍

做考量。

那麼，這兩座戲院是為了誰而蓋呢？比對鄰近的地

標，會發現它們都在日軍憲屯所、十五憲兵本部、

步兵營、旅團司令部等軍事機構的步行範圍之內，

而提供的演出活動，也都是日式演藝節目，此時的

戲院，可說是供駐紮日軍娛樂慰安之用。

電影要像今日一樣，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則要

到1910年代前後了。

此時期，日本政府開始有計劃地進行「市區改正」

（現都市計畫），包含了拆除城牆、疏濬運河、整

理交通道路等，這時的臺南不再是被高聳城牆包圍

的清代古城，而是有著筆直道路、圓環，相通至市

場、政府機關、醫院等設施的現代都市，日本和臺

灣商人紛紛在原有的遊廓（性交易特定區）附近設

置戲院，包含了「南座」（1908-約1928）、「大舞

臺」（1911-1945）、「高松活動寫真會常設館」

（1911前後）、「戎座」（1912-1934）、「新泉

座」（約1915-1924），凸顯了戲院與特定消費族群

的關係。

而時間再晚進一點，因為運河的整治完工，使得末

廣町通（今中正路）與西門町通（今西門路）交叉

的地段，成為當時最繁盛的十字街區，沿線也隨之

出現的三間戲院：「宮古座」（1928-1945年，戰後

改為延平戲院）、「世界館」（1930-1945，戰後改

為世界戲院）、「戎館」（1934-1961，戰後改為赤

崁戲院），則象徵了戲院正式走入了一般百姓的生

活，成為新式的娛樂方式之一。

延續的電影史
在這些戲院之中，或許是因開業年代最長，並且延伸

至戰後，宮古座在臺南人心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開業於1928年，建築樣式參考東京歌舞伎座，內部

為日式木造二樓格局，起初為觀眾席為榻榻米，因

此被不習慣跪坐看戲的臺灣人戲稱是「艱苦座」

（臺語），直到1936年才改造觀眾席增設椅子席。

在演出內容上也有所改變，初期以演劇為主，後期

隨著帶有聲光效果的映畫越來越受歡迎，逐步增加

比例，到1938年已有七到八成是映畫播映，和現代

戲院的性質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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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影城前後有延平戲院、中影經營，百貨曾有延平、第
一、金典、圓典、大千等，出自：〈圓典百貨賣場  捲土
重來〉，《聯合報》，2002年1月18日；〈政大書城來了 6
月駐延平大樓〉，《聯合報》，2013年3月19日。

戰後這棟有著日式建築外觀的宮古座，改稱「延

平戲院」，繼續播映著各式電影，在早期電影票

價不高的年代，陪伴著許多臺南人的娛樂生活，

一直到1977年才拆除建築。

兩年後，這裡改建為有著12層樓的「延平商業大

樓」，內部有電影城、商店街、點心城、百貨、

出租套房和辦公室，曾和遠東百貨、東帝士百貨

齊名 1，直到1997年百貨和戲院陸續結束營業。

昔日的指標性建築變成閒置大樓，商圈跟著沒

落，老臺南看著這樣的景象感到惋惜。也因此，

當真善美戲院宣布要進駐，「老戲院要回來

了」——這個老戲院可以是老一輩的宮古座，後

來的延平戲院、中影電影城，跨世代對於青春的

電影回憶在此湧現。

21 世紀的臺南真善美
2018年，昔日的西門町四丁目，現在的西門路四

段，新世代的電影記憶將在此展開。對於一位非

臺南人、只從書面的文史資料認識宮古座的我而

言，能以不同形式再次踏入這間傳奇戲院，自然

是悸動不已，開幕不久，便與同事相偕看電影。

還記得一走出電梯，看到的是復古的販賣部，

賣的爆米花和飲料，不像大型影城般印上影院

logo，只是樸素的用一般紙袋紙杯裝著，還有許

多古早味的小包零食，價位也如同路邊非連鎖小

商店般親民。在空間設計上也很用心，黃澄澄的

燈光打在長長的走道上，一邊是仿日式建築的雨

淋板，一邊是貼著電影海報、老招牌、廣告單的

公佈欄，沿路則裝飾了老鐵馬、木頭電線竿、石

臼、木箱、板凳等，營造出時光隧道的氛圍，大

家都表情雀躍地駐足拍照，彷彿見證歷史一刻。

老實說，在真善美看的第一部電影究竟是哪一

部，已經不記得了。但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情，那是在電影開演前，一位戴著眼鏡斯文模樣

的男子拿起麥克風：「歡迎來到真善美戲院，大

家可以稍微用力背往後躺一下，我們的座椅跟別

人稍微有點不一樣，可以往後躺十五度，讓自己

坐得更舒服。」後來才知道，說話的人正是這裡

的經理，在戲院開張之初，他就這樣走進一間間

放映廳，在一部部電影開演前，只為了向觀眾介

紹椅子。

宮古座 (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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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展示票根。

往後的六年，真善美就在這個具意義性的地標，

以電影走入了臺南人的生活。真善美以放映藝文

電影為主，偶有商業類型的片，但無論是哪一種，

都是以能啟發人性的目的來選片。2在我開始接觸藝

文電影的那幾年，要看到這種電影，大多得等到國

賓影城每年一度的「光芒影展」，或是「TIDF台灣

國際紀錄片影展」、「南方影展」等，而在真善美

出現後，想看的片不一定要等到影展，買票入場就

可以。

作為歷史工作者，因為真善美，得以在院線時就看

到了許多相對冷門的歷史改編作品，記得描述二戰

前臺灣人至日本沖繩西表島的「西表礦坑」開採煤礦

的〈綠色牢籠〉，是在週日晚上看的，原本該是熱門

的假日時段，觀眾卻只有兩位，我和另一個人；而

以二戰後西伯利亞日本戰俘為背景的〈來自雪國的遺

書〉，則是在平日中午，觀眾稀疏，但注意到了兩個

2  〈傳遞電影眞善美的堅持：專訪臺南眞善美戲院廖
介山經理〉，「臺南市音像文化發展協會」網站，
網址： h t t p s : / / w w w . a n i m e d u . o r g . t w / 2 3 5 6 0 3 5 3 7 0 2 5 9 9 1 -
20659369583865124433304952189232654303402253325345.
html，瀏覽日期：20240901。

2 5

○○○○●○○○ 		



最後一場電影開演前，廖經理致詞。

滿頭白髮的老先生，在燈亮散場時抹著眼淚。鬼才

導演魏斯安德森的每一部作品：〈歡迎來到布達佩

斯大飯店〉、〈犬之島〉、〈法蘭西特派週報〉、

〈小行星城〉不曾錯過，當然也有〈神人之家〉、

〈悲情城市〉等跨世代來自臺灣導演的作品。

真善美，再見
沒有想過這樣的日常會有結束的一天。2024年，看

到了真善美戲院宣布歇業的消息。

提前一個月的公告，讓許多影迷紛紛回籠，只為了

再看最後一眼。這個月戲院又迎來了往常未有的熱

鬧，彷彿她剛風光開幕的那陣子，每個人都用了自

己的方式，和這座戲院道別，有影迷包場，也有人

帶著了這六年來看過的電影票根，自己選了一張桌

子展示。最後一個營業日，通道上擠滿了人潮，爆

米花甚至來不及製作，必須在電影結束後才能拿給

觀眾。

在我看的最後一場電影〈不死戀人〉播映前，有一個

人影拿著麥克風，走進了影廳。「有沒有第一次來

的觀眾朋友？」經理笑笑地詢問，開始了熟悉的椅子

介紹。依著建議，把背稍微往後壓，椅背傾斜了，下

方的坐墊跟著往前，變成舒適的沙發，一邊聽著經

理感性的致詞，接著燈暗，最後一場電影開始了。

晚上9點53分，〈不死戀人〉播畢，真善美也結束了

她的任務。影迷們魚貫下樓，自主地聚集在一樓大

門前，拿著民眾獻花的廖經理，把前員工、現任員

工都找來，一起在售票口前的階梯，和所有人一同

見證招牌熄燈、鐵捲門拉下。

這裡不會再有真善美，而未來是否還會出現類似性

質的戲院也未可知。只能鄭重地謝謝真善美，過去

六年帶來有哭有笑的每一刻。

戲院散場了。

經理熄燈前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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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再打開的售票口。

鐵捲門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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