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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沸腾的血
□和运超

对于电影的好坏，我向来
无法评定。我总觉得那是专业
的人才能去做的鉴定。例如电
影 的 结 构 、叙述、画 质 、剪
接……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普
通影迷所能清楚了解得了的。
所以，大多数人对于一部电影
的喜爱或是感觉平平，更多的
是来自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
了怎样的感受和体悟。

从侧面的角度看，我们
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对侵
略者的反抗；从民族信仰的
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看到
了因为信仰而抛洒的坚贞
热血；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野蛮与
所谓文明的矛盾；从人性的
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看到
了 人 性 不 可 预 知 的 力
量……不管你站在怎样的
角度，看到了怎样的东西。
那群赛德克人都那样真实
地存在着，在你眼里他们或
许野蛮暴力，但是他们有自
己的信仰和快乐。

“若明知前方是绝路，
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往前
吗？”赛德克人的答案是肯
定的，而我们却是犹疑的。
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的我们
太懂得趋利避害，太懂得活
着得学会忍受，太懂得如何
保护自己。而他们比起活着
更在乎的是信仰，更在乎的
是传承而不仅仅是繁衍。当
赛德克的女人为了不拖累
男人战斗而选择集体上吊
自杀的时候，那样的勇敢，
那样笃定的信念，汇成了一
股强大的力量直击我心。记
得莫那的儿子对自己的妹
妹说“死很容易而活着才是
艰难，你们活着要多忍耐要
延续赛德克的血脉”。

他明知会死，还是义无
反顾地选择战斗到底。生不
如死的凉薄或许很少有人
能体会到，那时的他们一定
深感这凉薄。关于民族关于
信仰有太多的感受无法诉
说清楚。

“比起无力反抗，更可
怕的是愚昧”。这是影片后
半部分带给我的强烈感受。
赛德克人分为很多的部落，
当绝大部分的部族都联合
起来抵抗日军的时候，却有
一小撮人为了自己的仇恨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矛头
指向自己的族人。赛德克人
在河里相互厮杀的那一幕，
让人抑制不住心痛和焦急。
恨 不 能 冲 进 荧 幕 告 诉 他

“快，将你的刀刺向真正的
敌人，不要在这里做无谓的
牺牲了。”他们的愚昧来自
没有文明的教育，没有人告
诉他们当外敌来袭时最重
要的是一致对外，内部的矛
盾在灭族的威胁下其实根
本不值一提。

但是我想所谓文明并不
是指一定要改变他们的生活
方式、生活习惯，毕竟千百年
来他们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生
活并且他们快乐。文明要带给
他们的是思维上的改变和前
进，让他们知道在面对问题
时这样做或许比那样做的
结果更好。然而却总是有人
想要用绝对文明的方式铲
除异己连根拔起。野蛮和文
明 间 的 矛 盾 ，产 生 于“ 绝
对”。还有太多的细腻感受
就不在这里赘述了，相信若
去看了这部电影的人定会
得到很多的触动。我想或许
你不要用战争片的绝对要
求去看待它，会喜爱它多一
点。

《赛德克·巴莱》非常打
动人，倒不是影片有多完
美，而是树立了一种精神，
书写了一段绕不开的历史，

《赛德克·巴莱》表达的是一
种“人”的价值。

台湾电影中不缺少日据
时代的光影，反思台湾文化的
主题也有不少。但以原住民为
主角的恐怕从未有过，以原住
民来对照今天台湾人，《赛德
克·巴莱》高人一等的手法就
是互相参照。因为，从历史来
看，赛德克人或许才是真正的
台湾人，他们生活了许多年，
从元代起，就有为自己家园抗
争的事迹。多少年过去，台湾
如今什么都有，学校、邮局、商
店和种种现代文明，但多少人
还有自己内心的“图腾”？灵魂
的丧失尤为可怕。

在真实历史和民间传
说之间，导演采取折中的态
度，并不是一个完全赞颂赛
德克英雄抗日的“主旋律”。
对于原始的猎杀文明，显然
是不可取的，而且部族内的
种种仇恨也是不应该的。导
演的处理是偏重原始信仰，
他们是没多少现代文明的
人，不可能过高看待民族和
国家问题。因此，只能站在
守护猎场、成为勇士的高
度。但是，对于日本这样的
异族来到台湾20年后，有的
赛德克人一样和他们建立
了密切关系，甚至有不少人

真的被异化了，成了一郎、
二郎，当了山地警察。赛德
克人随着日本人的统治，慢
慢感到了文化的影响力，好
比当今被西方文化侵蚀的
东方文化一样，从某种意义
而言，文化早已经是一种国
家战略。

在选择身份的情节线
里，剧情尽管有些单薄，但
莫那鲁道和达奇斯的对话
还是很打动人心，达奇斯
说：“头目，被日本人统治不
好吗？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
生活，有学校，有邮局，不必
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猎
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
不好吗？”莫那说：“被日本
人统治好吗？(我们 )男人被
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
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

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
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喝醉
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
能怎样？！邮局？商店？学校？
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
得更好？反倒让人看见自己
有多贫穷了！”达奇斯：“头
目，我们能再忍二十年吗？”
莫那：“再等二十年就不是
赛德克了！就没有猎场！孩
子就全是日本人了！”

放在今天看，这些对白
多半显得有些矫情。而矫情
是因为大都市的年轻人，这
些白白净净的脸早把“那些
年”忘得干干净净。历史，几
乎到了用来遗忘的地步，就
连自己民族的历史都忘得
七七八八了，谁又会去在意
那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在当
今的社会，谁还在乎图腾和

骄傲是什么。
因为莫那鲁道本人的

传奇色彩，影片中也会有点
魔幻的超现实画面，彩虹桥
的寓意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也是对逝去历史的缅怀。从
历史本身而言，当时的反抗
族人几乎全死了，余下的也
大多离开了当地，影片的描
绘也就好比一曲缅怀的哀
歌，所以，《赛德克·巴莱》是
今天魏德圣展现的自己的
心灵史，寓意着历史上的赛
德克人的精神，在当下面对
人生困境时需要爆发的血
性，重新唤起自己的图腾和
骄傲。魏德圣用漫长的12年
和面对无数的债务危机最
终做到了，那么，我们呢？我
们的身躯里还有一腔沸腾
的血吗？

让荷尔蒙飞一会儿！
□奔跑的辣椒

这是一部重量级的电影，它的重
量不是表现在它的时长或者影片里
宏大的场景，也不是表现在它是十几
年怀胎的产物，更不是表现在它是一
部台湾电影。而是，这部电影所直面
的事实本身、所表现的人性解读以及
这部电影背后的真诚而心酸的付出。
如果说一部史诗片从一开始就已经
赋予了一定的重量的话，那么用一颗
真诚的心去探究历史的真相并用一
种虔诚的态度展现出来的电影，绝对
不是添上一两个沙袋那么简单。

影片像所有堪称经典的电影一
样，有着较为漫长时长，却几乎腾不
出尿点。《教父》曾一度憋坏了不少人
的膀胱却迎来铺天盖地的赞誉，《赛
德克》在这一点上好像并不逊色。而
电影本身所展现出来的宏大叙事和
热血情节，则为电影在太阳过后立马
抹上一道彩虹。当我们看到两个族群
为了自身的自由和信仰而不惜一切
地抵抗和争取的震撼画面时，我们所
能做的便是奉上最诚挚的敬仰。尽管
影片中近乎所有的时间里都在流淌
着暴力和血腥的元素，但其中所贯穿

和表达的情感，足以直达人心并产生
一种刚强的震撼。

有人对这种充满暴力和血腥以
及夹杂着近乎鸟语的电影嗤之以鼻，
觉得这根本就算不上一部与梦想相
关联的电影。甚至有人讥讽和诋毁电
影最后所呈现的结局，认为这部电影
充斥着魏德圣的汉奸嘴脸。这些人的
存在让这部电影变得更加宝贵，好比
一块宝玉被发觉时身边总是会有一
坨又一坨的杂土。撇开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不说，单就电影本身而言，从某
个真实角度出发去展现某种价值观
的时候，任何不怀好意的批评都只是
照出自己丑陋的一块镜子。

《赛德克》的美学表现也恰恰在
这些充斥全程的暴力和血腥，蜿蜒
陡峭的山路和湍急奔流的河水，还
有浓密潮湿的森林都构成了一部
电影最刺激的视觉元素，但作为一
部反映历史事件的电影，在事实的
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渲染毫不为过。
也许值得深入探究的是，历史的真
相里，会比电影中的暴力和血腥更温
柔吗？

直逼心灵感受的是，电影中的暴
力和血腥场景不仅没有催人恶心，反
而更直接地增强了对历史的震撼。电
影中肌肉晃动的男人们在面对日寇
和敌对族群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和
不屈，足以证明具有某种信仰的人是
多么具有伟大性。他们是蛮夷，他们
是粗野，但他们却值得尊敬，因为他
们有信仰，他们有血性。尤其是影片
中最富男人魅力的莫那鲁道，尽管从
结局来看，他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英
雄，但从整个影片中他所展现的领袖
的责任和坚毅、血性，却足以凌驾于
所有男人之上。他不是英雄，因为他
没有改变大家所期望的最终结局；他
高于男人，因为他用最凌厉的方式展
现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血性，却又用
一种责任感和坚毅的信仰将自己升
华。

看着汗光闪闪的一块块结实的
肌肉，令人交集着兴奋和激动，我们
能够通过一部电影，感受到令人振奋
的男人气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
淡的人生；真的男人，敢于挥洒四溢
的荷尔蒙！

凭借着《海角七号》
在台湾地区掀起狂潮的
魏德圣，不仅催熟了

“超过世代”的崛起，还
无形中促进了台湾本土
电影的复兴，他耗资7

亿新台币的野心之作
《赛德克·巴莱》(上集
“太阳旗”及下集“彩虹
桥”)，则是一曲台湾原住民
英雄的悲歌。

影片主要讲述上世纪30

年代台湾地区的雾社
事件。但导演的野
心显然不仅是停
留在血腥的杀戮
上，而是先以19世
纪末的原住民生活
来表现当地的风土人
情、部落之间的矛盾等，进入
上世纪30年代背景后，导演
也在描写日本侵略者的殖民
策略与残暴统治，同时还表
现出当地在殖民统治下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
使得影片在反思殖民文化上
进了一步；而影片的后半部分
进入雾社事件的矛盾爆发
后，影片也不仅是要表现原
住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敌
对关系，甚至还涉及原住民
之间的分歧，如其中一个部
落，他拒绝了莫那鲁道的邀
请一起抗击侵略者，但担当
起保护这些部落的妇女、儿
童的重任，而那些妇女为了让
家人更无牵挂地抗敌，集体自
杀的那一幕，也表现得非常悲
壮而感人。

影片当时在威尼斯电影
节上映国际版时口碑一般，但
就笔者所看所感来说，其影片
的品质显然要比某些同类题
材影片胜出不少，加上导演很
真诚地试图还原历史、反思殖
民文化(在《海角七号》中魏德
圣同样也在反思殖民文化，而
不是单纯地批评)，使得影片在
近期华语同题材影片里无疑
是数一数二的。影片在台湾地
区上映后反响不俗，上下集在
台北地区已经取得约3 . 4亿新
台币的票房，经过导演重新剪
辑将以约150分钟的版本在内
地市场上映。

原本定于4月中发行台三
区DVD的《赛德克·巴莱》(上下
集)，一再延后至5月中下旬才
发行，但港三区DVD则已经在
4月18日推出，收录了《赛德克·
巴莱》的上下集完整版正片，
并带有导演魏德圣与监制吴
宇森的专访，再加上影片的制
作全记录“未尽之路”，尤其是
这制作全记录很值得一看。

台湾的

英雄悲歌
□阿木

台湾电影一向以温婉的格调在华语电影中独树一帜。取材于甲午战争后台
湾少数民族抵抗倭寇的《赛德克·巴莱》，则表现了台湾电影的又一面——— 血性和
挣扎。影片中不断的血腥暴力场面，是一种对现实不公的抵抗，也是一种自我意
识觉醒和呼唤灵魂的表现。当然，也有媒体批《赛》嗜杀为伪史诗片。但是片中原
住民以“骄傲的野蛮”和热血张扬着灵魂和尊严的旗帜。 ——— 编者

多怕被遗忘

□ShaS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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