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六期 

2021 年 1 月 頁 97-143 

‧97‧ 

 
 

 
 

BL 事結 與 性 現之研究 
 

* 

 

投稿日期：2020 年 4 月 29 日；通過日期：2020 年 8 月 24 日。 
 
* 為 中 大學 研究所 ，e-mail: rebecca041043@gmail.com。 
 為 中 大學 研究所教授，e-mail: telsiw@cc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2021）。〈 BL 事結 與 性 現之研究〉，《新

聞學研究》，146: 97-143。DOI: 10.30386/MCR.202101.0003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六期  2021 年 1 月 

‧98‧ 

要》 

作為 BL（Boy’s Love）文本之一，BL 年來

， 其是在 。本研究以六 2017 2019

年 出之 BL 文本為 對 行 。在 法上

用 事 與 學 為 ， 事中的

面向對文本 行解 中 出 事 式。本研

究 時 與對 ， 一 文本中 現的

性 。 

研究結果顯 BL 然是新 的特 題 ， 其 仍

於 事 ，與 有的 事結 。BL

是 以 為 向的流行文 ， 時 現

性別 的理 ， 現 並 有 線的

，由 一 性別 之論 。 BL 在生

中 面 的 問題 ，

中仍然 在 的 ，無 中 對

性 的刻 。 

 
 
 
 
 
 

關鍵 ： 性 現 事 學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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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劇是 幾年 BL 文本新類型，是以男男 為題 的 視劇，也

有人 之為「 劇」或「 美劇」。2017 年二 臺灣 OTT 影音 臺

CHOCO TV 首次推出自製 BL 劇 HIStory 系列，成功以特殊分眾題

引發社會大眾 目（ 理 ，2017 年 11 3 日）。 

CHOCO TV 的 HIStory 系列第一 在播出後創下超過 的

次數，並被網 自發地 成 文、日文、 文、 文、法文等

多種語言推 各地。第二 HIStory2 開 前發起群眾 資，

兩 得超過 224 ， 臺灣戲劇 資 錄（ ，2017 年 11 19

日）。2018 年三 播 之後，合 已有 的點 數 ，其中

HIStory2 系列的 界 入圍了 最 迷 劇集 、也

開 影 ，表現令外界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 產業 ，

2018 年 8 29 日）。 

BL 劇為一種新 並 發展的流行文化產品，相關研究尚處於

階段。目前以臺灣 BL 劇為主題的相關研究僅有一 研究 BL 劇之閱

聽人（ ，2019）。該研究發現 BL 劇閱聽人是為了 解壓力、追

求 等因素觀看 BL 劇。而 BL 劇對年 族群在多元性別包容方面可

能具有正面效果。除此之外，並無 何從 BL 劇文本角度著手的研究，

亦缺少關於文本的討論。因此本研究試圖 這方面文獻的空白，以臺

灣 BL 劇文本為研究對象。 

BL 男男 題 常見於小說、 、同人 等文本形式。過 研究

將 BL 解讀為女性建立主體性、提出性別抗爭，與對抗傳統異性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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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權體制的投 對象，1 並藉此以觀者 態，展現女性情慾、 視男

體以及 轉女性被 視的位置（ 心、張 ，2009；張 ，

2005；張 ，2007）。 然 BL 期被認為是由女性創作書 、閱

讀，是 屬於女性的產物，但是經過 時間發展，BL 讀者並非 一色

全為女性，而是包含男性、 性 、同性 等多樣化的讀者。 來 多

的女性、男性、男同志、各種類別和不能／不 被分類的人們 成為受

眾（ ，2017；張 ，2007）。 

現實生活中，能夠與 BL 劇中展現的男男同性 情故事相呼應的，

是臺灣社會對於性別議題日漸開 的氣圍。同志、性別意識、性別認同

等議題在臺灣社會的關注度與討論度日益高 ，從同志權益提 的訴

求，打 傳統性別刻 象的框架，到同志大遊行 年增加的參與人數

成 。尤其是 2016 年的同性 釋 聲 案，大法 公布第 748

號解釋文判定 法未 同性 屬 ，臺灣自 2019 年 5 24 日

起，成為 第一個同性 合法化的 ，這也是臺灣同志 權運動

史上 具意義的 程 （程 ，2017 年 5 24 日）。 

然 BL 文本 被研究者認為是一種 構的作品、描繪與現實

的 想 界，但是 來 多 BL 文本以現代的社會環境作為故事背景、

貼 日常生活。研究指出 BL 文本中展現的同性 情特徵，將無可避

地與真實生活中男同志的處境與文化產生互文關係，進而模 BL 文本

中之男性角色，以及現實生活中男同志之間的界線（ ，2017；

品志，2014）。BL 劇以 視劇作為大眾流行文化的 勢，讓觀眾快

、傳播與流通，將少見的男男同性 情形象呈現在 前，創造

更多能見度與影響力。臺灣社會擁有逐漸開 的性別議題討論環境，觀

                                                        
1 傳統異性 意 在兩性共構的社會將性別分工二元化，強調男強女弱、男 女

以及男主外女主內之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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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劇影像媒介中所展現與建構的同性 情意 具有時代意義。因此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從媒介再現的觀點，並運用文本敘事與符號學

分析策略， 入探討臺灣 BL 劇的敘事特色與再現何種男男同性 情的

樣貌，而其內容是否 或複製傳統性別意識？ 

 

一 BL  

（一）BL（Boy’s Love）的定義 

日本知名 BL 研究者 口 （2015／ 大 ，2016）之定

義，BL 是 文 “Boys’ Love” 的縮 。此類型文本是以女性閱聽人為訴

求對象，並以女性慾 為導向描述男性同性之間的 情或情色故事的作

品。BL 是女性創作者的 想作品，文本中 有美化的作用（ ，

2011），作為一種為女性服 的類型，提供浪 的 想以及女性情慾

流動的場所（ 心，2015）。創作媒介形式包含小說、 、動 、

戲劇、 播劇等多種呈現方式（ 口 ，2015／ 大 ，2016）。 

（ ） BL 的發  

臺灣最 推出有關 BL 題 的戲劇，是 LINE TV 在 2016 年製播的

網路劇 同 會 ，在劇情中 入男同性 情 的故事（中 社，2016

年 3 5 日）。2017 年影音串流 臺 CHOCO TV 首度以 BL 劇為名，

推出作品 HIStory 系列受到好評，開始於 BL 劇市場 有一 之地

（ 美 ，2019 年 5 14 日）。CHOCO TV（現與 LINE TV 整 ）、

KKTV 及 臺分別推出自製 BL 劇於 OTT 影音 臺播 ，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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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及網路討論聲量（ 志 ，2017 年 11 11 日）。 HIStory

第一 分為三個單元的 劇，分別以 身、再 中的 及重

生 人為題 （ 如，2018 年 2 17 日）。 

CHOCO TV 方網 ，2018 年 CHOCO TV 的 HIStory 系

列第二 是非 、 界 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不僅 權外 日

本，在八 於 視無線臺播出，更入圍了第 53 迷 劇集（

，2018 年 9 3 日）。 合各 數 來看，目前所有臺灣 OTT 影

音 臺製播的 BL 劇當中，CHOCO TV HIStory 系列續集中的

界 得成 最為 。 

第三單元 承載前兩 之期待，首次增加 將集數

20 集，其於 PTT 臺劇 的討論度在播出期間 高不下，超 第二

同期的聲量， 在 兩 中突 觀看次數（ ，2019

年 5 4 日）。 然評 貶參 ，但仍擁有高人氣，主要演 除了臺

灣外， 能夠 日本、中 、 、 等地的 見面會。表 1

列出所有臺灣製作與播 之 BL 劇。 

：  

播出 臺 播出年  劇名 

CHOCO TV 
（LINE TV） 

2017 HIStory 1 – My Hero 
2017 HIStory 1 – 我 一點 
2017 HIStory 1 – 著  
2018 HIStory 2 – 是非 
2018 HIStory 2 – 界 
2019 HIStory 3 –  
2019 HIStory 3 – 那一天 

KK TV 2017 色氣球 
 2017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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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BL 劇出現的時間尚 ，缺 以之為主題的研究。但 BL 劇仍屬於

BL 文本的類型之一。經過整理 BL 文本相關研究，發現多以 BL 、

同人 、小說為主要分析對象。本研究整理探討 BL 文本中隱含的性別

意識與權力關係之相關研究如下： 

張 （2005）探討 少女創作與閱讀 BL 男性 同人 的現象，

並從中觀 少女如何藉由 BL 同人 文化實踐自我情慾主體，以及多

元性別認同的可能。研究發現女性在同人 創作 有書 權力，除了可

以重 男性形象外，也可以 自己的想像並 顯主體性。 

、 （2015）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來檢視 美小說的情慾

書 和快感機制。研究發現 美小說 了傳統異性 體制中男性主導

與女性 從的固定形式，以一種更加自由的態度來處理 密關係中的角

色 演、權力分 和快感產生， 可以為性與政治方面的 題提

供更多探 空間。 

（2017）探討臺灣 BL 業小說中的男性 情敘述，男體形

象與情慾如何呈現及轉變。研究指出女性想像並書 男體／男性情慾

時，會削弱受方的 性特質、賦 性特質，成為具 重特質的「中

性」 方，而後逐漸產生 「性別氣質流動」的模式，受方不再

性化、也不會認同自己是女性，但 將社會建構出的女性 責內化於受

方角色中（如 事、 等）。BL 文本 界中的男性角色依照女性的

想像、 視與書 ，進行各種不同面貌的展演與流動，展現女性 轉男

性／男體的樣貌。 

（2017）分析中 BL 網路劇中的同性 男性角色與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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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關係。研究以 理論對 BL 文本中主流 權的強「 」弱「受」

型文本進行批評，解讀流動的角色關係。其結果認為現 的 BL 文本，

尤其是中 BL 網路劇， 已超出「 」文化的範 而流向「大眾」，

BL 文本中的男性角色和現實生活中的男同志也非 不相關，而是相

的關係。 

（2018）分析日本 BL 以探討性別與權力關係的異動。

研究發現現代 BL 依 存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如 方較 、

受方較具 氣質等，主角 是男性的情形也讓女性不再成為被議論的

性 體。BL 然是描 兩位男性角色的 情，但內容仍 有明顯

的傳統異性 想像。BL 是女性視角 想的「同志故事」，呈現過

程中較少將重點 在角色對性向的認同，而是強調 情可以 性別。 

也有結合社會文化脈絡與性別意識型態的研究，如 （2011）

分析 BL 小說到 是複製父權下的性別結構還是女性自身情慾的產物。

其研究發現臺灣 BL 小說的發展可劃分為女性言情小說、女性色情文學

及 性文本 三個時期。女性情慾從隱匿到 出 面，而後能夠在

性文本中自在展現與 情書 情慾。 

（2011）的研究也以臺灣 BL 小說作為研究對象，梳理 BL

小說與同人 、言情小說之間的關係。研究認為 然 BL 小說看

傳統異性 權的模式，但是女性作者及讀者依然存在傳統異性 中心

的思想，只是將傳統異性 模式移 於男男 情上、女性角色由男性受

方取代。 

合上述，BL 文本 合於觀 社會中的性別意識，而文獻顯示 BL

文本主要展現女性的慾 主體性，時而 傳統異性 權以及傳統性

別權力關係；時而超 性別的想像與模 性向差異。然而 BL 文本仍然

存在 與受二元對立的思維，或只是移 傳統異性 模式於男男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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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Representation  

學者 Hanna Adoni 與 Sherrill Mane（1984）將社會真實分為具有互

動關係的三種類型，分別是不容質 、不需驗 之真理的 觀真實；以

文 、 術等媒介作為符號來表達呈現的「符號真實」（象徵真實，

symbolic reality）；及從閱聽人角度觀看、由社會情境或媒介建構各人

對真實解讀的主觀真實（ ，2011）。 

媒介再現論主張媒體並非反映社會現況，而是從 雜的多種社

會事件中主動進行 、重新編排等動作，以文 或圖像等符碼 成一

有 、可理解、有意義的敘述方式。語言作為可以產生特定意義的

中介， 章雜 、 視新 導、戲劇 節目等媒介使用特定的語言

方式建立有關社會的「真實效果」（effect of reality），亦即讓閱聽人

受媒介所呈現的 界觀、將媒介所展現的社會視為自然且真實。也就是

說，再現論注重的不是何謂真實，而是媒介重 社會景況時是否對閱聽

人產生真實效果（ ，1996）。透過以上三種觀點的解釋對 ，本

研究認為「再現論」實為詮釋媒介與社會真實建構間的最 取徑。 

學者 Stuart Hall（1997）定義所謂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將

語言、符號等系統作為中介，傳 不同文化中各自的共享意義，幫助人

們建構對應各種事物的概念。事物的意義並不存在，而是被建構、生產

出來的，也就是再現實踐的結果。再現透過語言連結符號與概念、產生

意義、而後形成符號與媒介真實。再現的過程包含 與建構，且再現

論中，重點並不是何謂真實，而是媒介在反映、重 社會狀況時所產生

的真實效果，特別是如何形 閱聽人對於這個 界的認知、建構自然的

「社會真實」（ ，199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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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1997）也認為再現 界的過程中，語言存在三種不同的解釋

方法。首先是反映取向，意義依 於事物本體，而本身無意義的語言則

像 一樣反映事物意義，因此語言符號也被認為具有 實描述 界的

能力，提供人們了解實體 界之樣貌；第二種為意圖取向，人們使用語

言再現事物的過程中並非 無意識的反映，而是會 機加入說 者的意

義詮釋，即語言承載的意義不只是事物的「真實」再現，更包含了說

者之人為意圖；第三種建構主義取向則說明語言文 的意義 自於社會

脈絡所建構出特定觀念與符號系統，人們認知的事物也存在於概念和語

言所建構出的 界。換 說，再現強調的是一個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是社會成 共享的意義地圖，也是人們能以概念來呈現與交

換意義的基礎（同上引，1997）。 

再現可以與各種複雜的社會概念 上等號，包括快 、生氣、難過

這種心理情緒狀態的表現，外 人、 人、 人這些社會族群分類

的標 ， 是 、勞工階 、性別意識這類社會形構的觀念產物，

可說是再現。 

簡言之，所有涉及到表意的活動都等同於再現，也就是將 多分散

的元素，聚集成為一種可明 、分 的形式，這個過程通常被 為「

」與「建構」（Taylor & Willis, 1999／簡妙如、 中 、 容、張

、 ，1999）。由於 哪些符號可被挑 合，藉此

創造目標對象或觀念的呈現意義，因此再現也可以說是意識型態的表

現。 

四  

BL 劇為 視劇的類型之一，以 視為媒介再現同性 情。 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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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真實 又象徵性地反映了隱藏其中的 觀與社會關係。而當媒

介再現某個特定現象議題時，也 以反映出社會上如何看待此議題（

，2015; Fiske & Hartley, 1978）。 

本研究整理臺灣影視作品中與同性 情再現相關的研究發現多以

影為研究對象， 少數以 視劇作為研究對象。無論是 影或 視劇

是藉由 、 輯、語言以及敘事結構等所建構的視 符碼，因此本研

究以 影和 視劇文本類型作為分類的依 整理如下。 

（一）  

同性 情再現在 影文本方面有最多相關研究。最 之研究可以追

到張 （1996）分析加 大 導演 理 製作影片描述出 男同

志之認同 與情色策略。 對 業性 影文本的分析可以進一 分

為單一作品或系列作品。 

在單一作品方面， 修（2009）分析 影 在臺灣同志

影脈絡中的意義，認為該 影挑戰父權與傳統異性 體制建構的傳統社

會規範，在臺灣 影史上具有承先 後的重大意義。 （2012）從

歷史的角度分析經典 影 與 ，發 其中女性同性

的 文本。 （2016, 2019）則聚焦於 影 聲 在同

志文學與 論述交 的時代意義。研究認為 聲 對於 層女

同志 密關係的大 露，不僅挑戰大眾對於女同志的刻 象也打

中產階 文學批評的視 ，同時 除主流性別體制作用於女同志情 展

演的 名與效力。 （2004）以 分析（psychoanalysis）理論為

基礎，探討 色大 如何透過影像美學，再現成人 界「觀視」與

「想像」中的 少 應有的性別形象與情慾流動。研究發現劇中角色展

現的性別形象符合成人 界的期待，而且在二元對立性別位置的焦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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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顯示挑戰成人主流社會文化 的可能性。 

在系列作品方面，如 哲（2015）分析 部 影文本中的同志角

色形象，觀 影如何再現同志角色，依照展現的性 與性別氣質等不

同元素進行分類，得出幾種同志類型，分別是 少男型、浪 中年

型、高大 型、 體貼型、壓抑 型、 型、與部分 性氣質

強 的類型。 （2014）和 （2008） 以 、 面

兩部 影作為分析對象，其中 （2014）認為 影中再現了女

同志角色風 定、情慾展現、自我認同、與 人關係等方面的樣貌；

（2008）則是從 影文本中女同志身體／情慾的 ，建構女同

志認同與再現的正面意義。兩部 影中的主角最後都 然 受自己的性

向。 （2014）以 美 的三部同志 影 、

、 浪 為分析對象，發現 呈現

在面對傳統與性別認同的 突時的 ，再現多元性別氣質的同

志； 強調同志之間 情關係的 ；而 浪 則是再現

女同志一生會面 到的 題，包括 年時期的情慾 、 少年期自我

認同的 擾、以及老年時期的照護 題。 冠（2009）分析 部白先

小說 編為 影的作品，其中 與 呈現了同志的主

體性以及同志異質發聲在 業影視運作的可能性。 （2009）分析

六部臺灣學生 情 影中新 （LGBT）類型的同性 。研究發現最

常出現的是「同學之間的 情」，情慾描繪方面男同志之 的解

度大於女同志。 （2015）分析三部以同性 為題 的 業 影

女 學 、 與 聲 ，以檢視同性 再現的可見性

政治切入。論文認為三部 影無論是 或 ，都在當時傳統異性

社會中製造各種雜音並開拓 空間。 

合上述可以發現以同性 （或同志） 影文本作為研究對象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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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多將其置於政治、社會或文化脈絡中，以探討其在同志文化史的定位

與重要性。由於 影多由文學作品 編，相關論文也探討文學作品 編

為 影文本後與文學文本之間的對 。 於 影中所描繪的同性 情則

一方面建構正向的同性認同；另一方面也顯現了性別位置的 。 

（ ）  

分析 視劇同性 情再現的研究僅有一 。 （2015）從

2011 年 2014 年臺灣播出的 像劇中， 出六部有同志角色及描述同

志情感的 像劇，分析劇中以何種方式再現同志。研究發現在 像劇

中，同志角色的感情大多是以 劇收場、也有不 易出 的樣貌，

有些是被 化、回 傳統異性 體制。在呈現同志角色時， 像劇中

大多數仍是以同志的刻 象而 定，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再現同志

的方式也變得更加多元進 ，像是有同性 人 的 面、也 經出現

同性 的情節。因此，臺灣 視 像劇是從刻 象描述同性 情，

進展到較多元的呈現。 

合文獻檢閱可以發現 BL 文本和反映男同志真實處境的同志文學

具有差異。而作為 BL 文本延伸之 BL 劇不 與同志文學 編之影視作

品相提並論。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透過戲劇的敘事結構以及影視符號的

呈現，分析其所再現的同性 情以及隱含的性別意識。 

 

一 BL  

本研究依 美 結構主義學者 Seymour Benjamin Chatma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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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事分析架構作為理論基礎， 用 K. Rybacki 與 D. Rybacki（1991）

提出的敘事分析方法，以「角色」、「場景」、「情節」為首要分析要

素之重點， 以對 分析來了解角色性 及與他人的互動方式，以

文本背後展現的社會文化。本研究首先採用學者 （1997）提出的

視劇情節公式分析階段方法，依循「開場」、「目標」、「 」、

「結 」 個內容結構 研究，藉由敘事理論進行 BL 劇敘事文本架

構之分析，試圖梳理此種類型戲劇中呈現什麼樣的敘事公式。本研究

著運用學者 Roland Barthes（1967）符號學分析方法來解析 BL 劇中同

性 情的再現樣貌， 對文本內容作符號分析與詮釋。分析策略上主要

以影像符號與聲音對白符號作為分析對象， 析 BL 劇中符號的明示義

與隱含義，以及探討臺灣 BL 劇中同性 情再現的內 意義。本研究提

出文本分析架構如圖 1： 

： 本  

 
 

本研究依循上述分析架構對臺灣 BL 劇進行文本解構，並提出以下

之研究 題： 

研究 題 1：臺灣 BL 劇如何再現同性 情？ 

研究 題 1a：臺灣 BL 劇敘事結構為何？有何敘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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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題 1b：臺灣 BL 劇中影音符號如何再現同性 情？ 

研究 題 2：臺灣 BL 劇是否 或複製傳統性別意識？ 

 

本研究採用立意 樣方法，從臺灣 幾年播出的 BL 劇中 出

CHOCO TV 的 HIStory 系列當中三 六部作品 My Hero 、

我 一點 、 著 、 是非 、 界 、 ，來進行

分析。第三 作品 那一天 尚在播映中，因此不 入分析。

HIStory 系列作為研究對象一方面 因其為臺灣自製 BL 劇，另一方

面則因其播出後無論在收視（點 突 ）和評 （入圍 ）

上均 ，具有代表性。六部劇集的基本資料與故事大 見 錄。 

 

對研究 題 1a，本研究運用敘事分析策略解析臺灣 BL 劇之敘事

公式。 對研究 題 1b，本研究運用符號學分析策略探討臺灣 BL 劇影

音符號如何再現同性 情。最後，本研究 合敘事分析與符號學分析結

果，解 研究 題 2 之提 ：臺灣 BL 劇是否 或複製傳統性別意

識？以下分別說明敘事分析與符號學分析策略。 

（一） 事  

運用敘事分析解構敘事文本的方法，與敘事理論同樣 自於結構主

義的基礎（ 哲，2015）。Chatman（1978）在 Story and Discourse

一書中，集結過去學者 Barthes、Gennette 等人的觀點，進一 確立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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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二 元 分 立 的 主 。 Chatman 所 提 出 的 故 事 （ story ） 與 論 述

（discourse）二元結構，已成為現 敘事分析的重要 例之一（

，2014）。 元（2005）則是認為採用文本分析中的敘事分析，能

夠從文本中尋 故事情節的規 、發生背景、事件過程、角色互動情

形、以及結 安排等，進而了解媒介如何再現。 

學者 K. Rybacki 與 D. Rybacki（1991）和 Chatman 同樣將敘事視為

二元對立結構，認為敘事結構本身包含了「故事」及「論述」兩個不同

的層面，除了將敘事定義為以故事型態展現的語 活動外，也主張進行

敘事分析實作時，可將「角色」、「場景」以及「情節」作為主要分析

要素。這也是本研究進行 BL 劇文本之分析時 採 的面向，依此整理

並 出敘事公式。 

（ ） 學  

視是一 再現的系統化語言， 視 面中所有出現的影像與

聲音對白，均為可分析的符號（ ，2006）。其中影像符號包括

影 、 、場景、 容、服 等視 符碼，以及 面呈現當下的背

景音 聲音效果（ ，2004），聲音對白則是角色間互動時的對

內容。 

藉由 、 影機運作、 、音 等符號具（signifier）的分

析，可以對 視節目（如連續劇、單元劇等）所要傳達的 象、概念與

意義，有更 一層的了解（Berger, 1992）。 例來說，大 景、 動

作（slow motion）或 ，以及特 （close-up shot） ，經常被用

來 造 美浪 的意象。大 景符號具在 視景框中呈現人物與 環

境事物，符號意 表現整體 面的場面氣氛； 動作符號具是以 快的

，再以正常的 映，符號隱含 情、著重展現人物情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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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特 符號則是聚焦於某事物， 顯其重要性， 示某種象徵

意義（ ，2006； ，2004）。 

另外， 的 手法是 影機由下 上 、增加被 物的高 ，

縮小環境範圍，增強人物角色的重要地位，呈現權力、威嚴、引起 人

的意象；相反的， 是 影機由上 下 ，凸顯 景物的環

境，使環境看 可以 角色，角色顯現 小微弱的意義。兩種 角

度的目的在於體現劇中人物與角色之間的權 關係。 手法是藉影像

加影像漸現，表達空間時間的轉換與 。 入／ 出則是以影

像漸現／漸 於 的符號具，代表開始與結 的 義（ ，

2006； ，2004）。 

Barthes 提出符號表意系統具有兩個層次的概念，第一層是符號的

外延意義（denotation），為符號本身所代表指涉的意義，第二層是符

號的內 意義（connotation），是符號在其依 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引

出的含意，意義由使用者與文化 觀互動後而建立（Barthes, 1972／

、 ，1997）。 視劇文本中無論是人物角色、或是情節

， 隱含時代意義與內在結構關係。本研究 引 Barthes 符號學分

析方法，將符號分為明示義、隱含義兩個層次分析臺灣 BL 劇文本，藉

此探討 BL 劇敘事中所再現的同性 情之內 意義。 

 

一  

俄 學者 Vladimir Propp（1994）分析一 則 故事後，從中發

現的角色功能與情節結構，對於 視劇的敘事情節公式與人物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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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來 多 發。Propp 提出之故事結構中的角色功能主要可 為七

種，角色彼此間具有相關功能，從人物的行為動作可觀 出角色間對立

或和 的關係、與對整個故事產生的 助作用（Propp, 1994；轉引自

，2000）。 細介紹如下表 2。 

： 的  

角色類型 功能 

惡人 
行與 （主角）對立的的行為，有時是反 、或是

某種 主角追尋目標的力量。 

者 
助 得某種形式的 力量（magical power），

以 成動作目標。 

助手 
與 一同行動，以 成追求的目標。另外也負責解

的 或 助 解決 難。 

公主（被追尋者）

與其父  

追尋的目標， 透過此功能在故事中 下 難 ，

突顯主動行為。 惡人或 得 也屬此類功

能。 

使者 當不 時， 成 的人。 

 
劇中主角，因某種目標而主動或被動的 行抵抗惡人的

與行為，最後成功 得追尋的目標。 

 
與 一同 成部分 ，聲 自己同為 ，有意

名領取 。 

資料來 ： 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 （ 104-105）， ，

2000，臺 ： 視文化研究 會。 

 
本研究將六部研究文本 My Hero 、 我 一點 、 著

、 是非 、 界 、 中的角色在劇中的表現與故事

述依七種角色功能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BL 事結 與 性 現之研究 

‧115‧ 

：  

角色類型 
功能 

劇名 
惡人 者 助手 公主（被

追尋者） 使者   

My Hero  白常常   白常常 思   

我 一點     母  程  * 

著  依  依  白、

哲   重   * 

是非 心如 
 

（非 哲

母 ） 

、

紹安、

 

是 、

 是可  非 哲 * 

界 均、

如 

承 、

何小小、

文 

文、

 
、

排球  何中中  * 

 

、

文 、

冠志、

大  

左 、

、

真、

 

立安、

Jack、 
德、 
道一 

、

年前

案的真相 
大  少  * 

資料來 ：本研究整理，參考 Propp（1994）角色功能理論研究，「*」表

示為無角色。 

 
經過分析後顯示， 的角色類型在六部 視劇中僅一部有對應

人物出場。 的功能是和 一同 成部分 、聲 自己同樣是

並有意 名領取 。 My Hero 劇中 與 思 有同樣的追

尋目標， 得 的 ， 的 身在 思 的身體上共同

，但最 ，由 思 成 。 

其他分類的角色類型 有對應的不同功能，在故事中發 作用。惡

人角色為 主角前進的力量，但未 是十惡不 之人，例如 我

一點 、 著 中的 和 依 然 出 主角的 動，但出發

點都是為了幫助推進主角兩人的感情； 是非 的前 心如 是

與非 哲、使兩人的感情面 重大考驗； 界 的 均在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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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時常挑釁 、產生口角與 體 突； 如身為 的

，為主角 追求 情中最大的 。 中的惡人角色則是

較為典型的反 人物， 文 為毒 首 、 大 和 冠志是 法

的 。 

此外， 和公主（被追尋者）兩種角色類型功能是影響整個故事

發展最大的關鍵，BL 劇中的主角屬於 的角色類型，透過「追尋某

人或某物」的角色功能可以判 何者為 ，因此本研究將 先在劇中

流露出 意之人視為 ，而公主（被追尋者）的角色類型功能則是體

現劇中 的主要追尋目標（ ，2000）。依 上述分類顯示，不同

於過去 以為常的、分別是一男一女的 與公主，BL 劇中 與公

主（被追尋者）的角色功能由兩位男性角色 ， 公主（被追尋

者）的角色功能也包括其引 出的某個具體目標。 

上所述，依 Propp 的角色類型分類分析可以 BL 劇中的角

色均具有不同的功能存在，從人物之間的互動行為和發生的事件，分

彼此之間的關係、相互影響之作用，及其對應之角色功能。故事中敘事

者可能對於基本的人物功能 定進行編排 動或增 ，藉由變動的創作

過程使人物功能 富，呈現更加 的故事劇情結構。 

 

在場景時間與場景地點方面，六部 BL 劇均無強調歷史或特定時代

環境。除了 外，其 五部 BL 劇的環境背景相 ，都是在

中發生的 情故事。場景地點也有些 同之處，例如學 、教室、運

動場、球場、 等等，整理如表 4。這些地點對於觀眾來說十分

，因為 生活是 個人都 經歷過的人生階段，劇中呈現場景與觀

眾的認知結合、符合共同記 ，因此觀眾也更容易投 想像與情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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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發現 BL 劇的某些場景地點具 相同的功能性。 如 My 

Hero 中的「 」， 我 一點 中的「 場」，與

界 中的「體育 排球場」、「 教室」和「教室」等都是讓主角感

情增 的地點； 著 中的「 地」、 是非 的「 」、

界 的「集 地」與 中的「 」等則是 突和變動產生的

地方； 是非 中的「是 」以及 界 的「體育 排球場」作

為分別 兩部劇的重要場景，也是 密戲和最後結 時所在的地點。 

：  

劇名 場景地點 

My Hero 、 白空間、學 教室、 、 、運動場 

我 一點 場、 、學 、 場、球場、 外 地 

著  
、學 （社 教室、運動場、圖書 ）、 地、

、  

是非 
是 （ 、餐 、 ）、運動場、研究室、非 哲

、 、  

界 
體育 排球場、社 公室、夜 後 、 教室、教室、

間、 間、天臺、集 地（ 室、通 、球

場） 

 
三 公室、 （ 、 、會議室、 室）、

少 、 中小 、 、餐 、 、天臺、  
 

 

（1997）在探討臺灣 視劇情節時，提出「開場」、「目

標」、「 」、「結 」 個敘事階段來分析文本， 整理類型、

並從中 出情節公式。本研究將六部 BL 劇的故事情節核心事件依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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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對照，得出結果如表 5。 

：  

故事情節 
核心事件 

敘事階段 

開場 目標  結  

My Hero 
� 思 與

相識。 

� 思 與 逐漸

。 
� 發現自己真正

的心意。 

� 兩人的關係陷

入 。 

� 思 的 回

到自己的身體，

與 在一

起。 

我 一點 
� 與程 相

識。 

� 與程 開始同

，朝 相處下變得

。 

� 兩人發生爭

戰。 

� 與程 和

好，向彼此

。 

著  
� 重生，與

重新相

識。 

� 進

，兩人關係 和加

。 

� 兩人的關係

可 。 
� 與

重修 好。 

是非 
� 是 與非 哲

的重 與相識。 

� 是 與非 哲兩人

感情的轉變與加 。 
� 是 與非 哲確認

彼此心意與交 。 

� 是 與非

哲之間的感情

面 考驗。 

� 是 與非 哲

服 難後 來

結 。 

界 

� 加入排球

。 
� 排球 集 活動。 

� 兩人的關係陷

入 機。 

� 明白自己

的心意並 受

。 � 與

相識。 

� 與 之間

的關係和 並 。 
� 發 自己的心

意後 白。 

 

� 年前 案的

背景。 
� 少 追 案情，

追 不 。 
� 解真相的過

程。 

� 入 服 ，

少 下等待

的承 。 � 少 與 的

相識經過。 

� 少 與 間的對

立 ，兩人變得

。 
� 兩人確認彼此的感情

後決定交 。 

� 相 但立場對

立的兩人時常

產生 突。 

 
六部 BL 劇安排之核心事件發展 符合先前研究者提出的 視劇敘

事階段。「開場」階段中描述主角的身分及故事發生的背景，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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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 思 、因父母再 成為 的 和程 、重生的 、是

與非 哲的 生關係、 與 相 的起點在排球 、因

年前 案產生交集的 與 少 等情節。 

「目標」階段為 定最 達成之標的或 解決的 題。BL 劇以

男性之間的 情故事為主 ，因而六部 BL 劇的目標階段 將主角間感

情的變化與進程作為主要描述的重點。「 」階段描述主角面對

時發生的故事，透過一個個 連發生的小事件來 出 機，也就

是主角兩人的感情面 考驗之過程。而「結 」階段包含劇中高潮與最

後各劇情線收 部分， My Hero 以 出成全作為結 ； 我

一點 和 界 敘述主角兩人的感情 於明 、確認交 關係；

著 中有主角激 密戲和解開 會後的 重 ； 是非 中除

了有主角兩人的 密戲外，也呈現兩年後真正結 成為 人的

面； 界 描 兩人確定自己的心意並 受彼此； 則是以解

決 案真相以及 下等待的承 作為 點。 

四 BL  

依照前述的「開場」、「目標」、「 」、「結 」 視劇敘事

結構來看，BL 劇的兩位男主角在「開場」階段時多會與對方產生

、發生 突；「目標」階段呈現化解 爭、在重新認識的過程中加

感情， 描 主角領 情的存在與如何表白； 著「 」部分以

解決 為主要內容，主角面對性向的 是 BL 劇中常見的 題，

我 一點 的 和 是非 中的非 哲便是其一且受到 大影

響， 界 中的 也是但影響較小， 中主角間的 不

是性向，而是身分立場相異（ vs. 道 ）產生的分歧與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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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結 」則是呼應目標所求， 得美 的 情。本研究發現 BL

劇中最常描述的故事單元是因故發生 突、在相處中日 生情、發現自

己的感情與表白、對性向的迷 、情敵的出現、 手解決 、相 而

後得以相 等情節。依循此種故事單元 ，可以排列出如圖 2 的敘事

公式結構： 

（2011）分析 BL 小說 經指出主角在面對同性情 時，對

於身分認同的 題較少有 入探討。其所重視的並非同志身分認同的層

面，而是注重他們所認同的「 一無二的對象」。此種情節在臺灣 BL

劇中也經常出現。 

六部 BL 劇中 一對於主角之性向有 細描述的僅有 是非 。非

哲在惡 中回 起高中時期，因為 同性而被 、 被背 的

經過。如此情節再現同性 在社會上處於弱勢的形象，在成 過程中可

能因此 受同 排擠、 的 題。過去 的經歷也導 非 哲變得

、對於自己的性向感到自 。 

過 在同性 影視作品中常見的主角自我身分與性向認知的歷程中

（ ，2016），如迷 、 、壓抑、 避到認同等的情緒，在

BL 劇中多不是敘述的主 。僅 是非 一劇中有一點相關情節。 

對於主角 狀況的描 ，BL 劇也和其他再現同性 情的影視作

品也有差異。同性 出 一 以來都是嚴 的議題，出 時 考量面

對的社會現實壓力，或是 人無法理解的情景（ 冠，2009），這在

BL 劇中 少發生。六部 BL 劇中，主角的父母有些 已 、有些

只存在於對 中 有相關情節，僅 是非 中有出現正式和 人面對出

的 段。 界 中的 如則是 無異議、 然 受。此種將

人成 弱化的 定，也讓 BL 劇的主角 於與 人的 突。 

從上述分析中得知，BL 劇中再現出主角相 的 因，與他們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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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並無 大關 性。不是因為對方是男性而產生 情，而是強調 上的

那個 一無二的人「 好」是男性。性別或身分認同不會造成 題，

人與 好 也不會 決反對而產生 突，即使有也會在 時間內

服，並且更加 固兩人的感情。 

不同於臺灣過去經典的、以同性 為主角的連續劇，如 、

女 中展現對性向的無 、壓抑、 、 是 的壓力，描述

同志 情的 業影視作品也多是以 劇或 別收 （ ，2015；

，2009）。BL 劇作品的基調大多是 鬆的 故事，即使過程中

有 或是性向 題的 機，也會很快得到解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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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BL 劇中的影像符號與聲音對白符號作為分析對象，包括

人物的外觀服 、場景 面、 影 與場面調度等視 符碼， 是

背景音 的聲音效果，聲音對白符號則是以人物之間的對 為主。經由

分析過程， 析符號的明示義與隱含義，闡述 HIStory 系列六部 BL

劇中再現同性 情之內 意義。 

一  

BL 劇中除了主角間真正發生的 行為動作外，另外還存在 多

藉由角色 想而生成的影像 面。例如 我 一點 中， 女

地 想 與程 發生 密 的 想情節。相較於劇中其他情節，

想 面的整體色調 白 、不真實，呈現浪 的風 。整段 面

主要由程 將 壓制在 上、兩人貼 彼此、發出 的 息聲，加

上 人的音 所 成， 無實質性 場景，但 富含情慾 示。

得一提的是，此段影像符號對於整體劇情來說並不是 的，之所以會

出現此段 想 面，也 是為了觀眾的 視慾 所 置。 

界 劇中同樣也 出現 想情節，是 時發生的場

景 面。整體色調 色 有 ，與真實 界有 ，呈現 浪

又 的影像符號。整段影像在挑 人的音 聲響起後開始，兩人從

對方嘴 、 、 ，到 地 下 ，展現 又 美

的情慾，其中內含的情緒張力更使觀者不由自主地 氣息。 

六部 BL 劇中有三部在故事裡具有真實發生的性 情節。例如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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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角兩人解開前 的 會，而化解心結重修 好。便以激 的

方式表達對彼此的 ，並 去 服的動作，展現兩人激 的情

緒。其中一 向 的 口 心 的位置，這個動作符號

的隱含意義是 重視，將 而復得的 人 在心上，對白符號中也顯

示出對 人的 有 。 

：不 未來， 是現在，我都是我 的。 

： 一 ？ 

： 是我的。（第四 ） 

是非 劇中呈現的 密行為，是在非 哲二十 生日當天，兩人

在確定感情後首度發生性關係。進 後一路從 室，一一

除身上的物品，如背包、 、 服等，藉由一 到 的 面，與

美 的 ，展現 美的情 以及 的 情。影像符號以全景

出兩人的移動路線，特 激情 彼此時 上 的表

情，對白符號中的「 物」則象徵兩人發生性關係這件事。 

： 生 ？ 在 ？ 

是 ：來不 的 生日 物，把 物

。 

從以上的例 中可以發現，在 BL 劇中「 」這個動作的確被賦

一種特別的意義，即主角向對方真 白或是 示交 的決心。而當

再現主角間的情慾或是性關係時，BL 劇主要著重於 、 身體等

動。並多會 以合乎氛圍的音 ，以浪 美的 面為訴求，美化男

男性行為、將交合的細節重點動作 全模 化，提供觀眾自行想像與慾

投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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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定  

／受 定在 BL 文本中可說是不成文的規定。 口 （2015／

大 ，2016）認為 BL 是傳統異性 女性 想具現化的成品，

如果兩個男主角都具 十 的男性特質，便無法為「異」性 的

想代言。因此， 然 BL 作品的主角擁有男性的身體 ，但在外觀、

性 、 人的 象、 是性行為中的表現， 具 相當的異質性，以

受眾的 想（同上引，2016）。而 BL 劇中如何再現 ／受角色在

同性 情中的形象？ 

例來說， My Hero 的兩位主角是 思 與 ， 具

有典型「男」主角的形象，包括外型 、身 高大 、見義 為等

特色，男性氣質強 ； 思 的外型與之相比，則顯得單 弱，較不

，且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是 身，因此在劇中 造的形象也更

顯 氣質，如會和 一起 面 ，並使用可 的造型 固定

， 手呈現 指的 勢。 面 這個 動具有 性的社會意

義，而 也自 是「 」（同志中較 的類型），這是屬於 角

的身分認同。影像符號中的隱含義以 性化、說 音調高等刻 象的

形式呈現同志族群。 

從故事情節中顯示出的各種線 ，觀眾可以明確地判 是

，而 思 是受。影像符號中也經常強調 的男性氣質，例如在

他 出現時， 從上到下，特 露 且線條明顯的上 身，

同時對比 在 發上 面 的 思 等。這些動作是父權體制觀念下性

別角色被期待的行為模式，進而對應到想像中受方應具 的 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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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點 對白符號中也 呈現 細心 的形象，程

則是 道、以自我為中心。 

： 的 不 以這 ，我

放在 。…… ， 要 是

的，不 以就這 放在 ……。 

：好 我都 ， 我 不 。（第四 ） 

著 中 的身 明顯比 有力的 來得 弱，除了

主角在外觀上的差異外，劇中關於情慾的描 同樣能夠明確分 出兩人

的 受定位。BL 文本中性關係的書 通常 用傳統異性 性行為的概

念，有進入者（ ）與被進入者（受）之分。下方的影像符號中，

處於上方、強行壓制 ，隱藏意義是表現 主動方，

與其發生性關係的 。 

是非 故事中是 非 哲成為 的 並 助處理 中

事 ，如 、打 、為父女兩人 餐和便當、 功

等等。除了 經 過非 哲 的 外，是 還 對他說過：「 都

被 …… 的 以 （第 ）。」從上述對白符號與

情節中可以看出，非 哲在這個 中 演的角色其實是傳統 觀

中的「母 」位置，負責處裡 內的 事，是 則是作為一 之主

的「父 」角色，負責在外工作、 取 中大小開 ，也對應到 BL 的

／受 定。 

影像符號則是以 景 的方式呈現三人用餐的 面， 一 明

的 映 著餐 上 的氣氛，呈現就像是真正一 人的 義。而在

兩人發生性行為後的談 中，是 出：「 好 ？ 是第一

，我 （第 ）。」這樣的 也 示非 哲在 密關

係中是處於 受的一方（受），兩人展現的情慾結構較為 過去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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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異性 情感模式。 

相較於前幾部 BL 劇故事中再現出的主角形象能夠 易 別 受，

界 中主角的 ／受 定則較為不明確。主角之一是 動 打架、

義氣的轉學生 ，另一個則是 明、 理 的排球 經理

，性 上呈現明顯對比，兩人的外觀樣貌也 向高大 ，男性氣

質強 。在更 時或 後的影像符號 面，更是 不避 地展現兩人

的身 ，強調兩人的 特質。 

除了外顯的男性特質外，兩位男主角也 流露出部分固有 象中

屬於 特質，例如 會細心地 承 整理打 的領 、

出乎意料地 等。劇中減少刻意將某一方 化的再現形

式，而是以自然的方式 造人物形象。 

的主角是 的 少 ，和 心重的 道

少主 ，從性 到身分，兩人呈現出對立的角色形象。劇中同樣不強

調主角的 受定位，兩人的外型身 相 ， 屬於高挑 的類型，

有一方特別 弱。當在 餐時，更是兩人一起 上圍 ， 心

力、分工合作，影像符號中展現 的意 。不過， 的 左

經 少 為「 」，藉此 呼來認同他們的感情，從對白符

號中可以發現，即使是再現同性 情的 BL 劇，仍 存在傳統異性

觀的框架。 

：這 把這 來， 不 有

， ？（第 ） 

（ ）不 與 動的 關  

除了角色形象外，BL 文本中的主從權力關係也是經常被評論的

題。由於文本中的 ／受 定，即使主角 方 為男性，在 情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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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仍常見一方強勢、一方弱勢的權力關係運作模式。先前研究者

以 BL 同人 為分析對象，發現從角色外表中可以明顯 別 受關

係、情 互動中兩者的上下權力關係也 可見，例如 方通常會 主

導位置、有 受方的權力，受方則是會受到 方的 與 護等（張

，2005）。而由真人演 演出、以影像及聲音為媒介的 BL 劇中，

又如何再現同性 情中的權力關係？ 

過 文獻顯示 BL 文本中 ／受在 情的互動關係中，經常能夠對

應到主動／被動與強／弱這種二分機制（ ，2016； ，

2011； ，2018），部分 BL 劇也符合此類規則。 如 My 

Hero 中 的 思 ，在日記裡 下與 相處時的開心過

程， 自己的心情不由自主隨他 動的樣 ，口白聲音說道：「 這

是在關 我的 嗎（第 ）？」意味著隱含在 語中的期 ，影像

符號中則是使用 手法，呈現 思 在不同的位置都是想念著

的心意，默默地 不 說出口。與之對比的是 方 ，在明白

自己心意後便果 主動 表白。 

我 一點 劇中兩位主角的相處模式為一方強勢、一方弱勢的

類型，日常生活中程 隨心所 的個性經常主導、發號 令，如要求

餐、 他對戲等； 則是 包容地 受，如默默收 程

的 、為他 餐。當程 會 向他 白時，他 地 受

後便 向 ，不明所以的 上 著 的表情。影像符號中

特 兩人的位置，也再次強調了程 作為主動方的定位。但最後兩人的

關係是否能進一 發展的權力反 是 在 手上，由於他的 不

前，使得程 成為被動 受決定的一方，對白符號中語氣 然 下，顯

示出以 為主的含意：「 ：如果這是 要的 ，我 一

點（第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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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的主角同樣是一方強勢、一方弱勢的 合，其中 方

性 道 ，在故事中經常以 令的語 向受方 說 ，

是 出強 的行為。例如在露 地強行 走 並說：「我要

只有我 ……我 的對 有 （第 ）。」、或者是「我 要的，

來 有 不 （第 ）。」、「我 ， 我 的， 點

（第 ） 」等 語。對白符號一再強化兩人權力關係中 強勢

道的形象，以及 無法 、 從低下的從屬樣貌；影像符號中

展現情慾時，更是以上 下 視的 強調 的主導地位。 

：我就是有 有 就 不下去的 …我要

我，我要 只有我一 。 

： 的是 來一 ，我 是

。（第四 ） 

是非 劇中的兩位主角 造出一種對立感，身分地位上，是

是生 學的代 老 、非 哲是 上的學生；年 上，一個是三十幾

有小 的大 、一個是正 年少的大學生；身 外型上，一

個 而且高大 、一個 相 且高挑 ；性 上，一個對於自

己想要的 會不 一切的追求、一個因性向自 而常有 避的行為。

因此在兩人的權力關係中，容易產生是 作為主動、強勢方、非 哲

則是被動方的 象，這樣的結果在兩人的對白符號中也可看出端 ，是

時常以 令期待的語氣說 ， 是以傳統異性 的 謂來

呼非 哲，再現兩人間的主從權力關係。 

是 ：我 下。 

：不 以 這 ， 這 我們這

， 生不 要的期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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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就好好 要 我，我不 這

。（第六 ） 

：醫生有 ，不 ，只 。 

是 ：是， （第 ） 

界 主角之一 作為學 和排球 經理，在 時

強勢 道、 他惡 功 時也 主導位置，但是在聽到 白時，第一個

反應 是 張、不 面對，「我現在 有 法 這 ，……不要 我

（第六 ） 」，在感情上被動； 然在 球過程中對

是從、處於低地位，但在發現自己的感情後，採取的行動是義無反

地向前 ，主動 表明自己的心意去追求 情，「我 我 ，

這不是 。 ，我 （第六 ） 。彼此間的權力關係

較無固定模式，而是勢均力敵。如兩人確認關係後， 想

時，他 是先避開，而後主動將 ，以特 呈現影

像。 

對白符號中可以發現， 然 的主角 少 在兩人的 情關

係中屬於較主動的一方， 先向 表白心意並作出追求 言，「我

定 ， （第 一 ） ，但實際上兩人在相處過程中， 是

相當、互不相讓。例如 回 少 的 白時， 行的動作是

大 向前 上 少 。影像符號中 以 手 少 的 ，象

徵 的意 ， 以特 不同角度的形式呈現 面。下方的對 則是

發生在兩人互相挑 對方前，一來一 的對白中， 有一方顯得特別弱

勢，反映出兩人不相上下的權力關係。 

： 我現在就 一 機 ， 引我。 

： 不要以為我不 ，我 承 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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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從上述影像符號與對白符號的分析結果來看，可以發現部分 BL 劇

與過去典型的 BL 文本相同，仍 依循 ／受 定在 情中一方強勢主

動、一方弱勢被動的權力關係運作模式，如 著 、 是非 ；但也

出現了 方 有 對的強勢或弱勢，而是隨著情節故事發展，不 變動

的權力關係結構，如 界 、 。再現同性 情時，複製傳統

異性 模式、制式化的權力結構固然可以使觀眾快 入劇情，但存在

加 同性 情刻 象的 題，變動的權力關係反 顯得不單調 味，

更 可看性。BL 劇中同樣依循演變， 然固有的「強 弱受」 定依

是 元素，但也出現不再只是模 傳統異性 相 模式，而是以

等的角色形象與流動的權力關係再現同性 情的 BL 劇。 

 

相較於其他 BL 文本，BL 劇包含敘事結構與影音符號的內容，可

以提供更 富的觀 。本研究以敘事分析以及符號學分析 對在臺灣上

映之 My Hero 、 我 一點 、 著 、 是非 、

界 、 等六部 BL 視劇，分別從敘事結構以及影音符號探討

其所再現之同性 情，分析結果的確呈現出較為細緻的層面。 

經過敘事結構分析以及影像符號與聲音對白符號之分析，可以得知

臺灣 BL 劇中再現的同性 情呈現一種「無關性別，真 無敵」的

觀。故事中大部分主角的性向或自我認知並不是大 描 的重點，僅

有 是非 一劇有較多相關情節。因此現實生活中同志族群可能 的

境，並不是 BL 劇中主要敘述的要點。劇情主 多置於人物之間的感

情變化，以及如何相 的過程。性別取向並非劇中主角 上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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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將目 聚焦於兩人的情感發展歷程，藉由事件的串 ，自然而

然地對彼此產生好感，最後 上 好性別同為男性的對方。此 結果呼

應過 研究顯示 BL 文本強調 性別之 情（ ，2011）。 

臺灣 BL 劇之敘事結構採取傳統 視劇敘事公式。劇中的故事角色

能發 其角色類型應有的功能，包括惡人、 者、助手、使者等

等， 時 劇情發展或推動故事前進。 作為主角時，他 的

人、所 的對象即為公主（被追尋者）的角色；而場景則多以 為

背景， 全不強調歷史或特定時代環境，意即架空時代環境的 情故

事，如此 的角色 定以及單 的場景 都有利於觀眾集中關注於

主角人物的 過程。上述分析結果 過 BL 文本相關文獻未 重視

之一環。本研究 析 BL 劇透過固定形式之敘事手段， 各種角色的

功能，基本上符合人類心 流傳的運作模式，並有利於吸引閱聽眾

的目 。 

臺灣 BL 劇特別注重「真 」的重要性，在故事中不一定會特別去

刻劃同性 的身分或是描述性取向，而是強調「 」和「 」如何在

兩個人之間產生化學作用。故事也試圖築起一個擁有理想 情的 界，

的 情力量促使 方 以及具 面對一切的 氣。作為一種流行

文化 品，臺灣 BL 劇向觀眾 構想像中同性 情的 界，不 是主角

對於性向的態度、 人同 得知的反應，或是交 後 面 的

，均以 化的手法呈現，著重於 般的 ，這凸顯 BL 劇和同志

文學 影的差異。同志文學影視作品中常見的性別認同 以及出 所

面 之社會壓力均 少在 BL 劇中出現。 

再者，臺灣 BL 劇中再現的同性 情， 力於 觀眾對 情的美

好想像。透過主角們相處得以互相吸引、產生好感，而後心動相 。當

某些導 主角心 加 的 動出現時， 會出現特 或 、或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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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響起符合當下情感的浪 ，這些影像是刻意製造出來的，目的就

是為了讓閱聽人能夠與主角一同 在理想 情的 界，隨之心動

迷。 

而 BL 劇中再現的同性 密行為也是如此。 動作象徵著展開浪

情，情慾 面則是 情的體現。並不是 部 BL 劇都有情慾戲

的場景，但若有情慾戲，影像 面的氛圍可能會是激情 、也可能會

是 美浪 ，尤其著重 、 等展現情感的動作。 

文獻（ 若 ，2012） 指出女性對於理想 情的 與對男性／

體的慾 之訴求，體現於 BL 小說的高度 想性質。這樣的說法也 用

於臺灣 BL 劇。臺灣 BL 劇中呈現天 行空的 想情節也像是強調故事

的非真實性。臺灣 BL 劇是 想的故事，並提供觀眾對於 情的美

好想像。 

最後，臺灣 BL 劇能 傳統的性別意識態 ？抑或是加 既有關

於同性 情的刻 象？理想上， 視劇敘事除了讓觀眾體驗新 的故

事外，還可以修 社會集體記 、 是重新 定大眾的社會認同，但

也有可能造成負面效果， 了文化真相或是過度 業化而 真（

，2000）。臺灣 BL 劇再現的同性 情能否打 傳統異性 權，可

分成正反兩面來論述。 

從正面影響的觀點來看，過去研究中顯示 BL 讀者大多 向 受性

別並非二元對立的想法。透過 BL 閱讀更能夠體會男同志的處境，而且

對於同志族群的態度是相較 的（張 ，2007； 品志，2014）。

BL 劇中再現的同性 情， 力於展現 情不分性別的 觀，認為所

謂的「 」並 有界線，當然性別也不會構成 題，建立一種性別

的論述，只要真心相 ，就不應該被 何外在條件限制或歧視，同性別

的兩人也可以過著 快 的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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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劇是一種非傳統異性 中心的文本，藉由其中再現的觀點，與

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日常，閱聽人能夠進一 反思自己的思想是否被強

制傳統異性 規範所 制、批判社會上傳統異性 權的現象等，

因為 受作品中強調「 情無關性別」的 觀，可能促使 發自身的

性 向認同與提 性別意識，並且以 的態度 持同志與性別弱勢族

群。如同過去研究中認為， BL 的 女們從文本作品中建構出一

同志 的性別論述，因此較一般大眾更容易 、關 同志族群（

品志，2014）。 

有別於過 研究發現 BL 文本仍然存在 與受二元對立的思維，或

只是移 傳統異性 模式於男男 情（ ，2016； ，2011；

，2018），本研究則發現有部分 BL 劇的主角同時呈現 或者

的角色形象，而彼此的權力關係也被 化而顯現 乎 等的狀態，

如此或可鬆動傳統之 ／ 、強／弱二元對立之模式。後現代女性

主義學者 Judith Butler（1990）為 傳統女性主義對於性別的劃分，

提出「性別 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強調性別特性並非

與生 來，只是藉由 演出的角色。此種標 性別認同的不確定，被

認為或 可以 轉傳統二元對立的次 。而同性 藉由對傳統異性 性

慾的模 ，暴露出傳統異性 的本身，其實也是種透過持續 演所形成

的。在此過程中 露了性別本身的可模 性以及傳統異性 權的 ，

也突顯了 何一種性別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為流動性且不穩定的。BL

劇中角色 演性別的流動性，以及不 全移 傳統異性 模式的情節提

供 人思考，或 無 明確定義 BL 為男男 而只是相 的兩個主體。

同樣邏輯 乎也可以運用於 GL（Girl’s Love）文本的檢視。 

但是 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不 以單一觀點來解釋。從負面影響

的角度來看，臺灣 BL 劇以女性觀點再現的男男同性 情過度美化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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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現實生活中的同志族群相差 。故事中將主角對性向的迷

、對 人 出 的不安、或是交 後可能會 到的 等 突 題

化，而是呈現美好 的相 過程，以及 可以 服一切 難的

念。這呼應 McLellend（2000） 對日本 BL 之分析，認為 BL 文本

是在傳統異性 的反烏托邦 界建立同性浪 情的烏托邦。而在角色

形象方面，部分 BL 劇主角仍依循 ／弱 、主動／被動、強勢主

導／弱勢 受這些不對等的 定。在 製傳統異性 模式的同時，無形

中可能強化了閱聽人對於同性 情的刻 象。 

研究 認為 BL 文本是一種文化 品，象徵的是女性對 情的美好

與 行為，而非性別 （ ，2011）。然而，BL 劇作為

流行文化 品，真的只有 社會大眾的功能 ？流行文化 品是否能

展現社會 、成為 變社會的公共力量？ 

再現同性 情的影視作品文本在過 被 名化的時期較為少見、而

後出現以壓抑 為主調的同志影視作品，到 幾年美好 、強調

情不分性別的 BL 劇，可以看出社會逐漸開 的程度，同性 情不再是

不可明說的 ，反 以「真 」為名將其美化。 然 BL 劇在現 社

會當中尚屬小眾文化，但能否藉由流行文化通 的特質，對社會大眾的

觀念造成 移默化的 變仍 得研究者進行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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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  

基本資  

 劇名 導演 編劇 製作公司 

HIStory 1 

My Hero    

巧 技新媒體有

限 公 司 （ CHOCO 
Media），2018 年

與 LINE TV 合 。 

我 一點    

著  Adiamond Lee  

HIStory 2 
是非    

界    

HIStory 3    

資料來 ：本研究整理 

 

一 My Hero  

由於 白常常 的 ，導 不該 的 去。為了

，白常常讓她 身在 思 的男 身上，並要求 要在七天內得到

她的男 的真 之 才能成功復活。藉由 思 的身體與 互

動的過程中， 發現 多過去自己 注意到的事， 來 與自己

交 時並不快 ，他和 思 相處時才能夠更 鬆自在。同時， 也

發現 來 思 生前 的人就是 。最後， 出，讓兩個

真正相 的人能夠在一起。 

一  

的 再 後，他突然多了一個 像明 程 。程 不

念書面 被 學的 機。受 所 ， 負起照 程 與指導他功

的責 ，兩人開 又 的同 生活。 的 女好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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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人的關係不單 ，便 了 情書讓 對程 白。程 以為

真、 然 受， 縮 ，此 讓兩人間關係變得 張。 心

情後， 決定 實面對自己的內心， 受兩人的感情。 

 

在與男 認識九 年的 念日當天，得知男 要與其

他女人（依 ）結 的 息，傷心 之下發生意外 ，

重生回到了九年前的大學入學日與 次相識的那一天。這一次

決定不再與 有 何 。但天不從人 ，當他在 高中時

期 所 的 日記時，一 風 過使得部分日記 巧落

入 手中，導 他對 產生 並強勢追求。 

新 時 對 上 ，兩人在追逐的過程中，

護 意外 落 傷 部而 。 為了 便把

回 中照 ，兩人在朝 相處中增進感情。為讓兩人 除

、對彼此 白，依 向 發 的事實， 在

爭 過程中流露出自己 弱的一面並 白， 也在 中得知 來前

以為的背 是 會，兩人重修 好。 

四  

是 是考 學系的 ， 後 力 女 。非 哲則是

他的學生並作為 幫 照 ，兩人就此介入彼此的生活。 本常

常因為工作 不上 時間的是 ，開始感受到 中有人照 、

三餐、有人等待的 ，對非 哲的感情逐漸產生變化。 

非 哲高中時因為性向的關係 受同學 ， 被 的學 背

， 心 志下 經想要自 落，後來因為是 的出現避 了

機。兩人之間的情 日益增 。由於對自己的性向感到自 ，非 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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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受是 的好感，後來在是 的強勢 白後兩人正式確認交

關係。 

 

因為 義氣而打架 事，被 轉學到志 高中， 文與

他 有 關係的 也一起轉學。在一次 的行動中，

被排球 承 與球 經理 發現他的排球天賦， 承

開始 他加入排球 。在一次次的 過程中，與因傷無法

續打球的 相互 、 ，相知相 的兩人感情逐漸 、 出

的 。 

文與 著 一起加入排球 ， 文知道自己對

有著不同於 間的情 ，開始 避 、害 自己的感情被

發現，而 對於 文的照 更是無微不 、對 十分 。兩

的心中相互隱 著對彼此的情感，在加入排球 後 開始有了不一

樣的變化。 

六  

三 少 為了追尋 年前一起 案的真相， 期對行天

少主 追不 。 案的現場除了 一的生還者 外， 了一

個 ，是 少 亦 亦 的 前 真。在 明真相的過程中，

少 與 從最 的 相對， 轉變為理解彼此、 互相吸引

而交 。 

在一起的兩人由於身分的對立，衍生出不少 突場面。追 手時

也 出 的身 之謎、行天 中有 等 題。當 氣 之下

對 害 的 手處以私 時， 少 身而出 下 、也讓

然 。最 入 服 ， 少 下等待的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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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Representa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aiwanese BL TV Dramas 

 

Wan-Chun Wen, Song-In Wang * 

ABSTRACT 

Boy’s Love (BL) TV drama is a genre depicting homosexual love 
between two male characters and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in Taiwan. The 
present study thus examin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s of six Taiwanese BL TV 
dramas broadcast from 2017 to 2019 by employing dramatic structural 
methods developed by Vladimir Propp and using semiotic analysis to 
uncover the implied homosexuality represented in these six dramas. The first 
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s of Taiwanese BL TV 
drama and to investigate if they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traditional TV 
drama. The results of narrative analysis show that all the characters in the six 
BL TV dramas could be resolved into six abstract character functions (villain, 
dispatcher, helper, princess, donor, and hero), except for the character 
function of the false hero, and that the plot structures perfectly follow the 
traditional sequences of narratemes: initial situation, counteraction of heroes, 
resolution of problems, and happy ending.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BL TV 
dramas attempt to create a utopia where romance takes precedent over the 
gender of the subjects, creating a homonormative discourse. While this may 
create a gender-friendly discourse, BL dramas also downplay the strug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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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and conflicts that gay people may face in real life, such as the 
problem of self-identity, relationships with conservative parents, and peer 
pressure. Some dramas also emphasize differences in the role-playing of 
“seme” (“the man”) and “uke” (“the woman”). 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s 
of Taiwanese BL TV drama could thus reinforce the stereotypes of 
homosexualit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narrative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of homosexuality, semiotic 
analysis, Taiwanese BL TV dr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