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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閉《證⼈》成了唯⼀⽬擊者，你會選擇相信
嗎？
記者 李旻珊 文  

以下影評有透漏劇情，請斟酌閱讀。

有別於⼀般的法律相關電影，以⾃閉症兒童捲入社會案件為主要題材，《證⼈》
中的⾃閉兒並不是殺⼈命案中的受害者，卻因為以⽬擊者的⾝分擔任證⼈，成為
世俗眼光聚焦下的攻擊對象。電影描繪了社會對⾃閉症的歧視與偏⾒，也刻劃出
社會上充斥的各種欺瞞與利益上的勾⼼鬥⾓，也因為如此，更凸顯了⾃閉症孩⼦
的真誠。

選擇當好⼈，放棄當律師
「因為他們是做幫助別⼈好事的⼈。你呢，是個好⼈嗎？」

當律師楊淳鎬發現證⼈林智友過去的夢想是當律師，問起原因時，他愣住了，並
開始反思最近的所作所為。這也是當他發現真相時，促使他決定⾛向正義的原因
之⼀。

並不是所有律師界都像電影所描繪的⼀樣，⼀定要在⼯作與品德間做抉擇。只是
楊淳鎬在這起殺⼈案件中，發現了他所做的抉擇環環相扣，正在⼀步步遠離原本
⾝為律師想要追求的正義。這也是故事的最後，並沒有交代楊淳鎬離開了公司後
何去何從的原因。

「楊淳鎬⼤叔是好⼈。」電影的最後，智友說。

楊淳鎬哽咽了，他雖然違反了律師的義務，但他卻成為了最真誠的證⼈⼼中的
「好⼈」，對他來說，⾃⼰已經是比當初⾝為律師，更接近好⼈的⼈。

相對於智友，因為⾃閉症患者的⾝分無法成為律師，卻期盼能克服⾃⼰的恐懼，
透過當證⼈，成為「幫助好⼈做好事」的⼈。這起命案中，兩⼈都因⾃⼰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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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朝向「好⼈」的⽬標前進。

每個⼈都是⼀樣的與眾不同
「想要和很難⾛從⾃⼰世界出去的⼈溝通的話，你進到那裏不就可以了嗎？」

電影中可以發現，辯護律師楊淳鎬嘗試在短時間之內取得智友的信任，此過程卻
花費了電影⼀半以上的時間。

楊淳鎬不停學習與林智友溝通的⽅法。（圖片來源：豆瓣電影）

當⾝為加害者的辯護律師，楊淳鎬利⽤⾃閉症者無法辨別⼈臉複雜的表情變化，
也無法理解⼈⼼的表裡不⼀，作為⼰⽅辯護立場的有利素材。在外⼈看似是⾃閉
症者的缺陷並都視他們為病患時，如果換個⾓度思考，他們只是無法理解甚麼是
表裡不⼀，也無法理解這個充滿謊⾔的世界。盯著⺟親製作給智友的臉部表情辨
識的教材試圖模仿上⾯的表情，智友的困惑也⼀再應證這點。除此之外，從嫌疑
犯吳美蘭的態度，到鄰居對她正⾯的評價，與最後結局真相⼤⽩的反差，都讓⼈
覺得⾃⼰與楊淳鎬從頭都被騙了⼀圈，更突顯智友在充滿謊⾔的⽣活中，是多麼
的真實。

「並不是與眾不同的⼈，就⼀定是低⼈⼀等的。」

在最後⼀場訴訟上，楊淳鎬表⽰過去⾃⼰因為智友的不同，所以不願相信、不願
意理解。並讓智友發揮她敏銳的聽⼒以及記憶，讓⾃⼰敗訴，卻也為這起案件帶
出真相。其實⾃閉症孩童跟⼀般⼈並沒有差別，跟每個與眾不同的⼈⼀樣，都有
⾃⼰獨特的才能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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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裡的同學）很奇怪，所以感覺很好。因為不⽤裝作正常⼈。」

智友轉到特殊學校就讀，也轉換學習環境，在她與楊淳鎬的談話中，我感受到的
是，她在那裏遇到⼀群更能接納彼此不同的⼈，不需要硬將⾃⼰塞進社會認定的
模⼦裡，也不⽤害怕因為⾃⼰的不同，受到同儕的嘲笑與欺凌，能真誠地做⾃
⼰，⽤⾃⼰最真實、最真誠的樣⼦⾯對彼此，因為他們都能接納每個⼈的不⼀
樣。

法庭之外的親情
楊淳鎬⽗親的⼀次出現，竟然是為了嚇唬下班回家的兒⼦，憋尿憋到尿褲⼦。⼀
別以往⽗親的⾓⾊的威嚴，個性逗趣的⽗親，常常有讓⼈會⼼⼀笑的可愛舉動，
雖然不是故事的主線，卻為原本沉重的劇情增添了不少趣味。

或許因為記憶的衰退，所以毫不猶豫的把握機會表達對兒⼦的愛。像是急於為兒
⼦找另⼀半，以及欣然接受兒⼦的所有決定，或許都是在還保有記憶以前，希望
能看到兒⼦快樂，因為兒⼦的幸福就是做⽗親的快樂。

或許就跟⼀般的孩⼦⼀樣，也會對於失智⽗親無厘頭的⾏為感到厭煩。當他以為
⽗親⼜不死⼼地誤將他⺟親年輕時的照片塞進信封，要他相親時，裡⾯卻是⼀封
情感滿滿的、真摯的⼿信，讓他在⾝處重⼤抉擇時更加的相信⾃⼰，也再度想起
了⾃⼰的初衷。

雖然⽗親不是這個故事的重點，卻是楊淳鎬⽣命中的重要⾓⾊。（圖片來
源：豆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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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任的顏⾊
藍⾊，在⾊彩⼼理學中，常常與信賴、智慧、寧靜連結在⼀起，帶給⼈值得信任
與安⼼的感覺。喜歡藍⾊的⼈，也需要被相信的感覺。

「藍⾊的軟糖可以相信。」
「因為藍⾊是值得信任的顏⾊。」

《證⼈》中對於顏⾊有⼀個有趣的設定，就是將藍⾊設為林智友覺得值得信任的
顏⾊，並以軟糖作為呈現⽅式。第⼀次出現，是在律師楊淳鎬為了要找智友作為
證⼈刻意接近她時，發現她只吃藍⾊的軟糖，只願意分其他顏⾊的軟糖給楊淳鎬
吃。或許在⾃閉症患者的⽣命歷程中，在⼈際相處上對他⼈產⽣不信任，所以讓
智友以特定顏⾊作為值得信任的象徵，也是電影中的⼀種比喻。除此之外，才智
過⼈、對解謎有興趣的智友，也非常能夠與象徵「智慧」的藍⾊做連結。

在電影的最後，楊淳鎬在⽣⽇時送了她⼀罐滿滿的藍⾊軟糖，在⼀場場交錯的騙
局中，唯有智友⼀路上保持著她的純真，讓真相終於⼤⽩。藍⾊軟糖象徵⼀路上
智友是最值得信任的⼈，⽽這樣的舉動也再度透露楊淳鎬已經融入了她溝通的⽅
式，以她的⾓度與想法來思考。透過藍⾊軟糖的呈現，也讓電影更添增了⼀股可
愛⼜溫馨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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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智友來說，「藍⾊的軟糖可以相信。」（圖片來源：Yahoo奇摩電影）

韓國電影中刻劃⾝處殘酷社會的弱勢
韓國電影⼀向以寫實的描述社會上⼈、事、物的險惡著名，⼤膽的呈現利益世界
與⼈⼼的⾃私⾃利。

如本片中的殺⼈犯吳美蘭，在勝訴前後的態度差異，以及欺騙⾏為，甚⾄是私下
進入校園對智友出⾔恐嚇，那樣的⾏為以及神情都令⼈看了咬牙切齒。

以家暴及受虐兒童為主題的《救贖》（⼜譯：《⽩⼩姐》），對於施暴者的⾏為
花了更多篇幅，在孩⼦以及他⼈⾯前的⼼態變化也逐漸病態，相比下《證⼈》對
反派⾓⾊的呈現其實溫和許多，在吳美蘭⼼態的刻畫也較為簡單，在⼼態糾結的
篇幅著重於楊淳鎬⾝上；近期受到注⽬的《寄⽣上流》，同為描述社會上的弱勢
族群，在善良的定義與⼈內⼼的掙扎等情節，帶給觀眾思考的空間，⽽在掙扎過
程中，⾓⾊⾏為從病態逐漸扭曲⾄瘋狂的地步，並失去控制。

比起《救贖》與《寄⽣上流》兩部描述社會弱勢的⼀⾯的電影，《證⼈》是⼀部
更溫馨、溫暖的⼀部韓國電影，已經習慣韓劇及韓國電影「重⼝味」的⼈，不妨
看看《證⼈》緩緩⼼情。

關鍵字：證⼈、⾃閉症、律師、凶殺案、⽬擊者

縮圖來源：Yahoo奇摩電影

      

 記者 李旻珊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photos.html/id=9552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photos.html/id=9552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961?issueID=742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961?issueID=742
https://twitter.com/share?text=%E7%95%B6%E8%87%AA%E9%96%89%E3%80%8A%E8%AD%89%E4%BA%BA%E3%80%8B%E6%88%90%E4%BA%86%E5%94%AF%E4%B8%80%E7%9B%AE%E6%93%8A%E8%80%85%EF%BC%8C%E4%BD%A0%E6%9C%83%E9%81%B8%E6%93%87%E7%9B%B8%E4%BF%A1%E5%97%8E%EF%BC%9F&url=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3961?issueID=742
javascript:void(0);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968


 記者 李旻珊

編輯 Amanda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996

	當自閉《證人》成了唯一目擊者，你會選擇相信嗎？
	選擇當好人，放棄當律師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與眾不同
	法庭之外的親情
	值得信任的顏色
	韓國電影中刻劃身處殘酷社會的弱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