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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自我的《心靈之歌》聆聽自我的《心靈之歌》

2009-03-22  記者 黃湘茹 文

長久生活於都市叢林的競爭壓力下，多數人最終往往安於周而復始的日子，卻同時對生活感到茫

然失措，或許僅為求保住一份工作，而在與老闆的爭辯中漸漸妥協，殊不知自己已經活在妥協的

人生慢慢流失自我。《心靈之歌》的導演吳宏翔，一面讓主角透過在山林中找尋自我心中的真實

聲音，也一面讓觀眾看見他所喜愛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原住民自然、樂天的生活方式。

世界上有這麼多人，每天都有不同的交談、傾聽，但是有誰能聽到自

己心裡的聲音呢？圖片來源

 通過部落生活　尋找真實自己通過部落生活　尋找真實自己

故事一開始即將主角李桐哲（邱凱偉飾）從都市抽離，在工作的需要下，李桐哲心中即便有再多

的不情願，也必須遵從經理（林美秀飾）的指示來到了台灣中部深山的布農族部落。由於工作需

花費兩、三天，李桐哲住進了當地牧師的家中，也因此與當地的布農族小孩Quisuel彼此有了交集

，更在當地認識了Quisuel老師的余祖慧（張鈞甯飾），以及祖慧的哥哥Wuma（小馬飾），彼此

成為知心朋友。

原先心不甘情不願來到部落中的李桐哲為電台DJ，一邊找尋可收錄的聲音，卻在不知不覺中深深

受部落的吸引，留在部落長達一個月之久，在公司經理大發雷霆之下，李桐哲才被帶回台北。回

到台北生活，讓李桐哲突然驚覺，在山中生活時那段日子的他，才是最真實的自己，這念頭促使

他開始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決定。

《心靈之歌》的劇情發展主要在訴說著人們為求生活，卻忽略了自我心中的真實想法。劇中李桐

哲說過：「世界上有這麼多人，每天都有不同的交談、傾聽，但是有誰能聽到自己心裡的聲音呢

？」每個人為了基本生存，在不斷地競爭之下壓抑自我，也為了人生每個階段的選擇做出妥協，

埋沒自我心中的聲音。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卻是無可避免的事，在壓力之下總難免感到茫然和

疲乏，究竟下一步該何去何從，導演吳宏翔已讓主角在片中結局表現出他心中的答案。

剖析原住民文化　導正人們的認知剖析原住民文化　導正人們的認知

導演也透過《心靈之歌》的劇情，藉此向大眾介紹原住民文化，更將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原住民

議題拿至檯面上討論。不論是小米酒、教育、資源不足、人口不斷外移等這些問題，透過劇中的

原住民演員們的詮釋，表現出另一種看待這些問題的角度。

在影片開始約五分鐘，導演即使用布農族著名的「八部合音」作為電影的片頭音樂，引導主角進
入的山林為布農族部落的明顯提示，也向觀眾介紹此
布農族最聞名的音樂，不需任何樂器伴奏，純粹人聲
音律分部交疊而成的和諧合音。而後更拍攝了許多原
住民傳統文化，讓布農族的傳統服飾、舞蹈、語言、
裝飾得以在各個場景中出現。

然而除了介紹八部合音以及部落景色之美外，導演對

於拍攝有所爭議的議題也毫不避諱。劇中導演即大膽

讓李桐哲詢問Wuma原住民是否都喝小米酒，而Wuma

的回答卻讓人感到會心一笑，他毫不猶豫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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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26
http://movie.kingnet.com.tw/search/index.html?act=movie&r=1142850319
http://movie.kingnet.com.tw/search/index.html?act=movie&r=114285031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主角李桐哲為電台DJ，平時到處收錄各種聲音來剪
輯，此次來到部落後，終於聆聽到自我內心的聲音。

圖片來源

阿」，甚至誇讚李桐哲帶來的小米酒很高級。此後，

李桐哲在與原住民們相處時，不論何時何地，小米酒

就成了原住民社會中宴客的重要物品。如此看來，在

導演的心目中，小米酒似乎只是表現原住民們樂天性

格的代表物品之一，其爭議性相對縮小不少。

另外資源不足、教育以及人口外移的問題，導演採用

的表現手法則是讓身為原住民的祖慧和Wuma兩人來訴

說。「外面的世界這麼大，你有權利選擇更好的生活

方式，你為什麼要回來這裡……我常在想，如果小時

後有念過書，我現在一定在外面打拼，我才不想留在這個地方。」Wuma說。Wuma的話語代表了

許多人的心聲，不論是原住民或不是，大家心中都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待在其他縣市但心中所

想就是要到台北發展，到了台北心裡想的卻是到國外，因此對於原住民來說，或許離開家鄉是追

求更好的發展的方法。

然而曾受過教育的祖慧卻抱持著跟哥哥相反的意見，她曾說：「大家都想去山下發展，可是我覺

得只有去過的人才能真的體會，只有這邊才是我們的家，我們的根。」導演透過這兩個角色表達

出自己的看法，也讓對於原住民文化不了解的人，能透過影片理解到不是原住民小孩不聰明，就

如同祖慧所說：「是因為這裡的環境不好，是因為這裡的小孩沒有機會受好的教育」。藉由一個

原住民知識分子的角色來剖析整個部落問題，比起站在不同族群的立場提出改進方法，此角度或

許讓人較能接受也較無爭議。

 雖劇情張力弱　部落生活依讓人嚮往雖劇情張力弱　部落生活依讓人嚮往

整體而言，《心靈之歌》在劇情的部分稍嫌微弱，李桐哲的轉折過程以及與Quisuel之間的互動較

少，反而讓人感覺Wuma才是關鍵人物。但導演在介紹原住民文化以及討論原住民議題的部分則

相當周嚴，如同導演當初所設想，導正部分人對於原住民的誤認，那誤以為原住民很需要大家投

注極大關注的想法。

《心靈之歌》以不同的角度敘述原住民的生活，當外界傳媒認為需要為原住民在九二一地震災後

製作專題報導時，原住民在部落中卻依舊自在地過生活，時而聊天飲酒，時而歌唱。影片中主角

在山中所體會的風土民情、觀看的山中美景，在導演的鏡頭下，更讓人有所嚮往。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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