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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班」三個字對綠營網友的心理

傷害有多深，這類的標題子版標題

有：「別再講塔綠班好嗎？」、「一

直塔綠班不煩嗎？」、「可不可以

閉嘴不要再說塔綠班了」、「一直

講塔綠班　真的讓我氣到發抖」、

「想出塔綠班這個詞的人是智障對

吧？」、「誰在講塔綠班，我就截

圖給 AIT 看」、「再講塔綠班就告

訴 isis」、「誰在講塔綠班　我考慮

提告社維法」…不過，這些不滿與

反擊反而替「塔綠班」添加材火，

越燒越旺，演變成虛擬世界的「塔

綠班之亂」。

被檢舉恐怖主義臉書官方不認同
在現實的世界中，則有宅神朱學

恆在臉書上秀出一張印有「塔綠班」

的 T-shirt 照片，就被麻醉專科醫師

邱豑慶不滿，號召網友在臉書一起

檢舉朱學恆：寫下「大家一起來跟

面冊檢舉恐怖主義」。不過，臉書

官方認為「朱學恒的發文並未明確

違反任何一條臉的社群守則」，檢

舉沒有成功。這樣的結果讓一位網

友不滿，在自己的版面上留言「FB

不認為那是恐怖主義，X 你 X 中國

人」，此舉卻踩中臉書底線，該名

網友被臉書禁言三天。事後，朱學

恆則反脣相譏：媽呀！塔綠班真的

會發動鍵盤聖戰欸！好可怕啊！

批踢踢上也有網路鄉民另闢子

版探討：「塔綠班好笑在哪？」、

「為什麼塔綠班可以打到蟑螂 G 點

啊？」，網路鄉民的意見有：「塔

綠班有諧音梗」、「主要是貼切」、

「神對應」、「真的好笑啊！塔綠

班神覺士要去聖地邁家朝聖嗎」、

「騙神學士，看幾次都覺得很好

笑」、「害我上班笑出來，騙神學

士」、「邁家跟親貞寺真的救了這

個梗」、「邁家最好笑，第一眼看

到就狂笑」、「賓拉登輝最好笑」、

「塔綠斑宇宙真的很猛，怎麼這麼

多梗」、「聖蟑士我覺得很好笑啊

　也很符合極端」、「時業派吧？

時鐘、造業、很派」、「高端聖蟑

士、邁家、阿拉花媽、塔綠班、貞

主至大、騙神學士，這幾個有戳到

笑點」、「最會撥別人髒水的，現

在哭撥髒水？笑死」、「現在推文

塔綠班純粹就是因為有些人反應太

好玩了，讓人忍不住一戳再戳」、

「塔綠班神覺士很生氣厚　堵藍經

多唸啦　阿拉花媽」、「看到塔綠

班聖戰士崩潰好開心」、「看到這

些塔綠班氣噗噗的，真的爽」、「你

是不是很氣？沒人調侃你家人，也

能氣成這樣噢…好好笑」、「反應

越大表示酸到點，越看越好笑」…

（記者／蔡曜陽、洪嘉欣）

建構嘲諷的虛擬世界

盧廣仲演唱的電影主題曲《刻

在我心底的名字》奪下第三十二屆

金曲獎「年度歌曲獎」，去年在金

馬獎也獲頒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卻

遭到藝人吳宗憲指稱抄襲西洋老歌

《Reality》，演變成抄襲風波。而後，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陸續被挖出

與大陸鋼琴家 JINBAO 於 2019 年發

表的作品〈自由が丘〉前三十秒旋

律雷同，前奏主歌更是幾乎一模一

樣；有網友也爆料指出《刻在我心

底的名字》更像是早在二〇一五年

就上傳的詩歌《主は我らの太陽》

（主祢是我們的太陽）。

不只歌曲抄襲連電影都是抄襲
除此之外，批踢踢上更有網友爆

料《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不只抄歌，

電影的原編劇另有他人，電影《刻

在你心底的名字》的監製瞿友寧根

本是抄襲慣犯！甚至批評「瞿友寧

現在在文化部當了一大堆相關影片

輔導金的評審，不知道如果給這種

人主導台灣電影產業的生殺大權，

最後會又是什麼樣的影響啊～」，

把評審、文化部都拉進這場抄襲風

波。

整個抄襲風波其實涉及了三個層

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是創作者有

無抄襲的問題，第二個層次則是評

審有無嚴格把關的問題，第三個層

次則是制度面的政府對於文化事業

經費補助。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一曲由馬

來西亞創作者謝佳旺和陳文華、許

媛婷共同完成詞曲，作曲團隊已經

透過華納音樂的律師聲明「否認抄

襲」。而盧廣仲只是演唱者，本來

就不是創作團隊，只不過本屆金曲

獎評審團主席鍾成虎，同時也是盧

廣仲所屬公司添翼音樂的創辦人，

這層特殊的關係，不免讓盧廣仲陷

入尷尬，也有網友將抄襲風波的檢

討方向指向評審。

西洋老歌《Reality》是一九八〇

電影《第一次接觸》的主題曲，這

部電影是法國知名影星蘇菲瑪索的

電影處女作，也是蘇菲瑪索的成名

代表。在台灣，由於當時《第一次

接觸》電影的轟動，主題曲《Reality》

也膾炙人口被廣泛傳唱，許多四五

年級生也都是耳熟能詳。不過，歌

曲再怎麼紅，畢竟《Reality》也都是

四十年前的老歌了，很多年輕的創

作者沒聽過這首老歌，也在情理之

中。

文化部獎勵金評審嚴重政治化
抄襲風波發生之後，《刻在我心

底的名字》的創作團隊否認抄襲、

覺得委屈、為自己喊冤，確實是情

有可原。但是作為專業評審，對音

樂涉獵的層面應該比創作者更為寬

廣而深遠。如果作為專業的評審也

覺得自己可以因為年輕而沒聽過那

些老歌，對於自己如何評審歌曲創

作可以雲淡風輕若無事然，恐怕難

度眾人悠悠之口。

文化部在一一〇年度總預算中，

僅僅列於「影視及流行音樂策畫與

發展」項下就編列了將近八億元的

獎勵補助經費，而這些補助經費的

大餅誰分得到、誰分不到，主要是

掌控在主管機關及各個領域的評審

團獲評審委員會手中。主管機關可

以藉由經費的分配掌握政府對文化

發展的方向，評審團及評審委員會

的成員如果在專業之外私下拉幫結

派，則可以發展成文化界的派閥、

權貴，文化界的芸芸眾生只要能投

其所好，就能以各種名義分配到更

多的政府輔導或經費補助。日前備

受爭議的公共電視大戲《斯卡羅》，

改編自小說《傀儡花》，而《傀儡花》

被作家批評本身就是本充滿知識分

子優越感的台獨小說，裡面錯誤百

出，不勝枚舉，依然能符合目前政

府的政治正確而獲得公共電視的大

力支持。電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則是一部男同志電影，曾經被譽為

男同志電影的新型突破，剛好又符

合目前政府的政治正確，也剛好贏

得各項獎項而大放異彩。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電影主題

曲爆出抄襲風波，或許在歌曲的旋

律上確有若干授人以柄的小瑕疵，

但是歌詞的寫作以及所有傳達的意

境，應該完全符合目前政府與同志

們的期待。

認錯道歉與退獎才能止住風暴
在抄襲事件中，盧廣仲是受池魚

之殃，他不是填詞譜曲的創作者，

只是歌曲的演唱者，本來就可以全

身而退。偏偏，盧廣仲擁有廣大的

歌迷，歌迷更多是喜歡盧廣仲的歌

聲，而不是歌曲的一小段旋律，廣

大歌迷成為盧廣仲、創作團隊、金

曲獎評審團乃至於上面文化部的文

化政策頂住壓力的堅實後盾。如今，

文化部已公開表示要經過冗長的訴

訟程序才會處理，又有盧廣仲粉絲

及特定團體的力挺，即使音樂旋律

稍有瑕疵，也是瑕不掩瑜，豈能輕

言承認錯誤、繳回獎項。

道歉認錯只是個態度，在不知情

的情況下誤陷抄襲風波，也是情有

可原，更何況，盧廣仲不是創作者，

連替別人認錯道歉的資格都沒有。

如果盧廣仲不能頂住輿論壓力，連

累的不只是盧廣仲的合作夥伴，連

金曲獎評審團、文化界的派閥權貴

也可能被攤開來檢視。揭開潘朵拉

的盒子乃事關文化界的「大義」，

反而讓盧廣仲難以啟齒對抄襲事件

有所表態。

（記者／蔡曜陽、洪嘉欣）

《抄襲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盧廣仲騎驢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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