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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以賽亞書42:3）」秋日的蘆葦迎風搖曳，

成群的花穗有如白茫茫的浪花，強風肆虐而過，它只懂彎腰，但不輕易倒下。紀錄片「蘆葦之

歌」藉著蘆葦堅毅、不屈不撓的意象，娓娓道出慰安婦阿嬤們面段歷史傷痛和自我療癒的成長歷

程。

2010年，台灣慰安婦受害者的年齡已邁入九字頭，於是長期關懷慰安婦身心健康的婦女救援基金

會興起了一個念頭，邀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助理教授吳秀菁擔任導演，將阿嬤們晚年的生活樣

貌，用影像記錄下來。「蘆葦之歌」花費兩年時間拍攝，有別以往，焦點不再只著墨於記錄沉痛

的歷史真相，反倒更關注在紀錄6位台籍慰安婦的人生故事，以及阿嬤們透過工作坊自我療癒的

過程。紀錄片特別挑選於2015年國際慰安婦紀念日8月14日上映，間接喚起錐心刺骨的歷史記

憶，不該就此沉睡。

 

「蘆葦之歌」預告片。（影片來源／YouTube）

 

慰安婦　慰安婦　命運轉變的起頭命運轉變的起頭

一晃眼就是七十多個年頭，拖著貧病交集的身軀，為了一句遲來的道歉、一個歷史的真理、一個

自我的原諒，阿嬤們挺過來了。1991年，一位前韓籍慰安婦金學順首度於螢光幕前，公開控訴日

本政府當年的罪行，並將埋藏已久的慰安婦制度公諸於世。1999年8位前臺籍慰安婦，在婦女救

援基金會的援助下，共同向日本政府提起國際訴訟，勇敢說出過去所遭受的慘痛境遇。這些年

他們對日本政府的控訴從未停止，但2005年日本東京最高法院最終仍宣判求償案敗訴，沒留下半

句道歉，而這樣血淋淋的事實，就像在阿嬤癒合中的傷口狠狠地撒了一把鹽，換來的是二度傷

害。

受害之前，阿嬤們是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能恣意地笑著，對於婚姻有著無限憧憬，假如不小心

在路上巧遇年紀相仿的男生，對上眼還會露出幾分羞澀。然而原有對未來一切美好的想像，卻在

戰爭的操控下，在逼迫、欺騙、暴力中破滅。

臺籍慰安婦受害者陳桃是受害天數最多的一位，她回憶起那段在海外的日子，可說是生不如死，

多次自殺卻始終沒成功，只能被迫繼續滿足日本士兵的生理需求，才有一絲回家的希望。一千多

個日子裡所受的欺虐只能埋藏在心底，再多的淚水，也無法宣洩生理的疼痛和殘破不堪的心。

二戰結束，阿嬤們幸運地存活下來，終於如願返回台灣，但迎接她們的卻是接二連三的夢靨。一

段段支離破碎的婚姻、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親人的不諒解和無法再生育的身體，種種莫須有的

罪名強冠在她們身上，於是，有些阿嬤選擇一輩子埋藏這天大的秘密。

  Tweet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幽默人生　插畫家馬克幽默人生　插畫家馬克

● 女人走味女人走味

● 牙刷小日常　轉動物聯網牙刷小日常　轉動物聯網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鄧涵文鄧涵文

本期喀報第兩百四十

七期，共二十二篇稿

件。包含藝文評論一

篇、文化現象五篇、

科技新知五篇、人物特寫三篇、照

片故事兩篇、自由創作五篇及影音

新聞一篇，側欄廣告為「2016哈
客流行列車音樂會」。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凃易暄凃易暄

試圖成為新一代文青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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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桃阿嬤走在街道上的背影。（圖片來源／影劇圈圈）

 

與其怨恨　與其怨恨　我學會放下我學會放下

導演曾提到比起精彩的畫面，她選擇了與主角們的「關係」。「蘆葦之歌」有別於以往記述史實

的紀錄片，並沒有企圖去還原寫實的歷史發展，反而更著重在刻畫阿嬤們當下的生活，以及現在

的心理狀態。紀錄片以五次身心照顧工作坊為主軸，中間穿插他們過去個別的遭遇，不僅藉此與

受害者家屬有了更多對話，阿嬤們心中的痛也有了出口。

縱使對日本政府的訴訟失敗，他們仍不忘在僅剩的歲月裡，用生命換來一句道歉。而傷口總不能

永遠擱著，任由它腐敗，基金會為了幫助阿嬤治癒心理傷痛，開辦了工作坊，在專業心理諮商師

和社工的帶領下，藉由不同的媒材，引導他們有更多與自我對話的機會，漸漸的也更願意揭開心

中的傷疤，放下對日本的仇恨，肯定自己的價值。

一位在拍片過程中過世的受害者吳秀妹，在最後一次工作坊中，對著比擬為日本政府的椅子說

道：「不管過去你和我有什麼牽連，我現在讓你自由，我原諒你。」那一剎那，秀妹不只將自由

還給了日本，也釋放了她封閉已久的心，就算在辭世前仍未獲得道歉，但心中的痛已慢慢癒合、

結痂。

秀妹阿嬤在工作坊中與諮商師談話。（圖片來源／影劇圈圈）

一生三分之二以上的日子都在痛苦中度過，這樣的人生還會快樂嗎？曾經有位阿嬤在分享自己生

命經驗時提到：「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快樂過。」為了填補記憶的空缺，基金會替阿嬤們圓夢的

過程也被記錄在片中，透過拍攝婚紗照，當一日空姐、警察等等，利用現在的光陰，彌補錯過的

青春，給予阿嬤最真切的陪伴。

 

一隻眼　一隻眼　兩個境界兩個境界

由導演楊家雲所指導的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同為婦女救援基金會所製作，於1998年榮獲第三

十五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有別於「蘆葦之歌」，「阿媽的秘密」更聚焦於紀錄慰安婦受害的經

驗，並與受害者一同重返慰安所遺址。透過訪談，引導受害者講述當年實情，不堪的事實一層層

揭開，阿嬤們身軀上大大小小的傷疤，是罪證確鑿的指控，凸顯女性是戰爭底下的犧牲品。寫實

的紀錄方式，能加深觀眾對慰安婦議題的認識，但過於真實的拍攝，對情緒上造成的衝擊並不

小，甚至有時害怕的情緒會大於同情，在觀眾心中投下一顆震撼彈。

而「蘆葦之歌」以較柔軟的方式切入慰安婦議題，且在回顧殘酷的歷史片段中參雜阿嬤們歡愉的

模樣，慰安婦紀錄片不再沈重，反而多了點溫馨與欣慰。尤其導演更擅長拍攝以人物為主的紀錄

片，情感刻畫細膩，能將人與人之間最真情的互動，透過鏡頭自然的表露出來。

但整部片在情緒鋪陳上較為平淡，並沒有在喜怒哀樂間做出很大的區隔，因此無法讓觀眾有切身

之痛的感受。然而透過「蘆葦之歌」與「阿媽的秘密」兩部紀錄片的搭配，對於阿嬤們的血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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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眼罩　調整睡眠問題智慧型眼罩　調整睡眠問題

介紹睡眠相關科技產品，以及結合穿戴式科技
的助眠技術。

追求美食　咀嚼心理滋味追求美食　咀嚼心理滋味

現代人瘋美食的現象相當嚴重，藉此去探討享
受美食的背後，究竟深受哪些心理意義的影
響。

訴將會有更深一層的體悟，同時情緒的張力也更為強烈，歷史不再是歷史，而成了活生生的生命

故事。

台灣慰安婦受害者與面具一同合照。（圖片來源／痞客邦）

小桃阿嬤曾向日本記者這麼說道：「雖然官司輸了，但是我的心沒有輸。」時間終究留不住阿嬤

們的青春，即使等不到道歉，真相卻給了最好的安慰，從阿嬤們經過歲月淬煉的心，看見了女性

對生命的韌性，也看見了她們對人生永不放棄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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