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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婷芳 ╱ 人物

莫翰奇有天使般的臉孔、純淨的天籟，
也是本片的第二主角。（圖片來源／電
影截圖）

天使野男孩　《放牛班的春天》天使野男孩　《放牛班的春天》

2010-04-04  記者 賴合新 報導

兒童教育以及家庭問題在各國電影中經常是被拿來發揮的主題，然而最強大的電影工業國，美國

的好萊塢，卻鮮少有這類的影片誕生；反而是法國、匈牙利、義大利、伊朗、柬埔寨等歐亞國家

常有佳作。《放牛班的春天》，一部來自法國的文藝片，導演Christophe Barratier第一次掌鏡

的自傳式作品，便超越了許多大導演無法達到的完整，細膩地刻劃了孩子們在面對鐵的紀律下的

不安與叛逆，以及失意音樂家不放棄教學理念，善導野孩子們各個成為會發光的小天使。《放牛

班的春天》，是一部節奏緊湊，用色由暗轉明，劇情堆疊感人至深，在歡笑中卻會偷偷拭淚的片

子。

 

 《放牛班的春天》，敘述一名音樂老師與一群野男孩的故事。 （圖片來源／
CnMDb）

野男孩出頭天野男孩出頭天
《放牛班的春天》中的池塘底寄宿學校，專門收留別人眼中各式各樣的野男孩，有的來自低收入
家庭、有的是過度頑劣被母親趕出家門、還有雙親在二戰戰死的孤兒，他們被親人遺棄、被社會
遺忘，但卻是一群落入凡間的天使。

故事從帕皮諾帶來的一本泛黃日記本開始，日記的主人馬
修是一名音樂家，來到這所專門寄宿兒童的池塘底學校，
從他見到第一名小孩帕皮諾開始，便在不被眾人期待的狀
態下開始進行他的教學理念。學校清一色無藥可救的壞學
生、校長巴森以暴制暴的高壓統治，馬修覺得這所學校從
上到下都生病了；然而，他發現了這群孩子們各個有自己
的理想，人性本善的信念在他心中開始蔓延。一直到合唱
班的成立，馬修循循善誘每一個純潔的好聲音，其中莫翰
奇俊美的輪廓、純靜動人的天籟更是本部戲給觀眾最大的
驚喜。

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教育 後天的挑戰後天的挑戰
在每個社會的角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在家人的呵護下成長，有的人天生
就帶著殘疾來到人世，有的孩子在後天人格養成走偏了，而生命中的伯樂卻始終未出現。別說孩
子們自己有選擇的權利，更別提人生下來就懂得分辨是非善惡，就像《放牛班》中池塘底學校的
孩子，犯了錯就等著被處罰，巴森校長的「行動－反應」政策，讓池塘底宛如一個監獄，被囚禁
的孩子們只想努力掙脫這個枷鎖。

孩子人格的養成，由誰來塑造？最多數人想到的無非就是父母親以及老師，而當有一群孩子們的
父母親已經放棄了教育、養育孩子的責任，那這個重擔很自然地就丟給了國家和社會來承受，也
許是學校師長、社會機構或是慈善團體，他們有能力給予孩子們失去的愛。而最糟糕的情況莫過
於被老師放棄、被社會遺忘，就像池塘底的老師們僅負責養活孩子，若連最重要的教育、陪伴功
能都喪失，誰又會期待這群孩子將來在社會能走上正途？有人說，「一個好老師，勝過一百個警
察」，在《放牛班的春天》裡足以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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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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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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修不放棄任何教育孩子的機會，帶領他們走向
人生的光明。（圖片來源／電影截圖）

《放牛班的春天》送給這群孩子們一個最大的禮物，就是馬修老師。馬修用音樂的魔法點醒了池
塘底的孩子，展現了身為老師春風化雨的風範，對於那些反骨、行為偏差、有勇無謀的學童分別
採取適當的教育方式，面對冷酷暴虐的校長，馬修不畏高壓的風骨更是令人激賞。然而電影並沒
有將馬修捧為英雄人物，他也有自己失意的時刻，當他煩惱著如何帶領孩子走進下一步，平時眼
中自信、慈愛的眼神也透露出黯淡。

被遺忘的孩子被遺忘的孩子 落入凡間的天使落入凡間的天使
另一部匈牙利的劇情片，《被天堂遺忘的天使》，這部片敘述一九六○年代，發生在匈牙利一所
孤兒院的一段真實故事。九歲男童小亞倫的爸爸因為忙於工作而將他留在一間孤兒院，類似《放
牛班》裡的池塘底學校，那是一個採取嚴格高壓管理的地方，院長卡斯波是一個瘋狂的宗教戒律
者，不錯過每個能夠處罰孩子的機會，性格也與《放牛班》中的巴森校長不謀而合。片中的亞倫
從一開始被院中其他孩子們欺負，直到最後彼此成為共患難的夥伴，並帶頭計畫一場求自由的大
逃亡。

這兩部片，一部產在法國、一部生在匈牙利，情節相似度卻是極高。同樣描述一群被非人道待遇
的孩子們，同樣有一位熱愛音樂的老師扮演正面誘導的角色，也都有一名看了令人唏噓的冷酷院
長，然而兩部戲的某些鏡頭也試著表達身為校長的無奈與關愛，並非單單負面的形象而已，可見
作者對校長角色的期待。《放牛班的春天》以馬修老師為故事主軸，從他的眼中看這一群參差不
齊的孩子，使他們的生命中出現一道曙光。而《被天堂遺忘的天使》則是以新來的院童亞倫為主
角，從他在孤兒院成長的過程窺知當時匈牙利的社會體制和文化背景，以及孩子們追求善良不得
不與大人反抗的高能動性。

左：匈牙利的《被遺忘的天使》（圖片來

源／Photowant.com）

右：法國的《放牛班的春天》（圖片來源

／放牛班的春天官方網站）

欣賞《放牛班》一片是相當輕鬆的，層出不窮的笑點，以及孩子們足以洗滌心靈的天籟，儘管聽
不懂歌詞也能夠清晰看見他們心裡態度的由暗轉明；快節奏的敘事、明亮的用色，導演想塑造一
個愉悅的情境讓觀眾進入。而《被天堂遺忘的天使》則大相逕庭，從頭到尾使用偏低彩度的灰暗
色調，安靜、慢的節奏營造出一股不安的壓力，而這些不安也來自孩子們的眼神。這部片的結局
恐怕讓人失望了，亞倫站在疾駛的火車廂車門前，不是成功尋得自由，而是又得開始面對下一次
的逃離。

不同的國情，卻不約而同拍攝了相似的故事，顯示這類社會問題舉世皆存在，儘管有一群孩子們
不被社會抱有期望，但他們從未喪失純潔善良的本性，他們等待被人發掘，那份潛藏在心裡的才
能和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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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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片的高潮，孩子們向伯爵夫人獻唱。（圖片來源／Cn
MDb）

回到《放牛班的春天》，整部戲以現在、過去、現在為脈絡的鏡框式敘述，觀眾必須看到最後才

能了解，馬修一生的故事。故事的結尾，馬修離開了池塘底，從窗外飛出的紙飛機以及悠揚不絕

的歌聲，取代了孩子們在門口依依不捨的呼喊和眼淚，算是不落俗套也令人會心一笑的收尾。這

部戲會動人的原因，也許是在每個人在心裡都曾期盼遇到一位像馬修這樣的老師，他寬恕、他嚴

格、他擇善固執，不以成績、品行做為評斷學生的指標，要了解這世界上每個人有不同的個別差

異性，這樣生活才會變得有趣，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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