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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鬥牛》中，黃渤與乳牛有精彩的互動。（圖片來源／新浪網）

大陸演員黃渤以《鬥牛》這部作品獲得第46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在電影裡，他與牛的互動令所
有觀眾印象深刻，而除了最佳男主角外，導演兼編劇管虎也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獎，讓這部電影更
加受到注目及肯定。

 

戰爭底下　人性的墮落戰爭底下　人性的墮落

電影的背景設定在對日抗戰時期，主要描述當時男主角牛二在農村裡，看管了一頭由八路軍從國

外引進的乳牛，許多八路軍的傷員與村民都靠這頭乳牛來過活，但乳牛太重，所以在日軍空襲時

無法帶走，所以就透過抽籤抽出牛二來管理這頭牛，並且承諾幾個月後就回來。接管乳牛後的牛

二面臨許多危險，除了村莊裡所有人都被燒死外，還要面對把村中視為根據地的日軍，與應付其

他外來的難民，他面臨許多次的死亡威脅，但每次卻都能死裡逃生，繼續守護這頭乳牛。

 

《鬥牛》是以小人物的視角來表現大時代中流動的一切，與姜文所執導的《鬼子來了》有異曲同

工之妙，但《鬼子來了》著重在農民與日本兵的互動中；而《鬥牛》卻是用農民與牛的互動去帶

出所有事件，這種別出心裁的手法，看得出編劇的用心與獨特。此外，片中對人性的探討也值得

注意，在戰爭底下，到底人要救人？還是要救牛？導演的刻意安排嘲笑了人性，像是牛二犧牲乳

牛的健康，強制擠奶來援助其他村莊的難民，但這些難民後來卻只想殺了那頭牛來吃，最後落得

被地雷炸死的下場，這種善與惡對比，說明了人性在戰爭中的墮落，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

 

《鬥牛》除了入圍金馬獎最佳編劇獎與演員獎外，此片也同時進入最佳攝影獎的決選，導演在開

頭與結尾皆使用了特別的廣角鏡頭，用以代替牛的眼睛，開頭時所見到的吵鬧景象象徵當時的動

亂，而結尾的鏡頭中只有牛二一人與無邊界的荒涼景象，代表著苦難結束要重新開始的意象。另

外，電影中所呈現的造型、化妝以及場景也是值得注意，要表現出三零年代的陝北農村人家，所

需花費的功夫一點都不能少，除此之外，還有戰爭場面的營造，《鬥牛》的劇組顯然做足功夫，

在這些方面所表現出來得讓人無法挑剔。

運用象徵　過去與現在交會運用象徵　過去與現在交會

《鬥牛》的敘事手法採用穿插法，讓過去與現實在觀眾眼裡輪流呈
現，一方面交代過去事情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現在所面臨的
危機，而在使用穿插法的同時，導演還加入銀手環當象徵物，貫穿
過去與現在；這條銀手環具有一定的意義，交代了他與未婚妻九兒
間的感情，而他又如何把這感情投射到乳牛身上，除了把乳牛也稱
為九兒外，他與乳牛間相互依賴的情感，在鏡頭底下被無比的放大
，對比現實中的風風雨雨，這樣的感情更難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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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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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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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牛》的電影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新浪網）

片子裡也運用許多對比的物件加以製造衝突，讓觀眾跳脫出對於原

本物件的想像，例如牛二與日軍士兵的互動，牛二是不識字的養牛

人，但士兵卻是高材生，在最後牛二要殺士兵時，士兵喊了許多讀

書人才懂的話，牛二完完全全地聽不懂，但導演卻刻意出現字幕讓

觀眾看懂。大意是指人與人之間沒有道理要互相殺害，這樣的話在

觀眾眼裡看起來很有道理，但傳到牛二耳朵裡只是對牛彈琴，只曉

得現在不殺你，以後會遭到你的毒手，類似這樣的許多衝突加深了

觀眾思考的空間。

 

牛二這樣的小人物是導演用來嘲諷現實的，片子裡他遭遇到許多次

的危難，遇到了日軍、難民、國軍與山賊，但每次都是他存活下來

，其餘的人都死去，可以說所有的野心者或貪婪者，儘管擁有武力

，最後卻不敵憨厚且純真的牛二，代表了一種小人物式的勝利，卻

也批判了所有引起戰爭的人，都不會有好的下場。另外，乳牛的在

劇中的定位也值得討論，牠雖然只是牲畜，不會評斷誰對誰錯，但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因此而

救活了許多人，相對於現實中許多人為生計而砍砍殺殺，這樣的性格才是和平盛世所需要的。

戰爭的反思　誰對誰錯戰爭的反思　誰對誰錯

導演管虎在《鬥牛》中提供了許多對於戰爭的反思，留給觀眾去思考。一般來說，大家都會認為

軍人是加害者，難民是被害者，但他卻顛覆此種觀念，讓難民在片中看似被害者，但最後卻因為

食物變成殺害同胞的加害者，而日軍看似加害者，最後卻淪為莫名死掉的被害者，觀眾會對於戰

爭中誰是誰非的立場產生懷疑，但卻對戰爭的無奈多了一份更深刻的想像。

 

導演管虎曾在接受專訪時說道：「我感到在自己身上缺失一些動物性的東西，像忠誠、忍耐、堅

守等，所以在拍電影時，就想把戰爭、人性的光輝、民族感，同一個普通的生命給結合起來。」

電影裡對戰爭並不採用譴責的模式，也不用許多戰鬥、血腥畫面去呈現，而是使用牛二這樣的小

人物，拿他本身的特質：堅守、忍耐與誠信，去對比戰爭下人性的殘酷，讓觀眾去思考戰爭的本

質，以及帶來的所有後果。

 

《鬥牛》是一部熟度高的作品，除了電影中太依賴黃渤個人演出外，幾乎沒有其他缺點可以提出

，整部片雖被歸類為喜劇片，但看完後所留給人的卻是笑中帶淚，甚至是淚流滿面，但若要歸為

戰爭片卻又一點都不像，因此將之定位為黑色幽默片再適合不過。片子裡最後留下一句話：「別

害怕，什麼都能過去啊！」為電影做了最好的結尾，不同於傳統的大團圓式結局，雖然人與牛最

後一樣仍繼續廝守，但那麼多的苦難，由這一句話做註解，並不會讓觀眾感到開心，只感受到淡

淡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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