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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一會兒《讓子彈飛》一會兒

2011-09-23  記者 陳祐元 文

「其實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來說很重要！」一句電影台詞，讓姜文的新片《讓子

彈飛》，再次掀起風波。

 

《讓子彈飛》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Google）

片長130分鐘的《讓子彈飛》，是姜文改編自馬識途的小說《盜官記》，敘述一場土匪鬥惡霸的

故事。故事發生在1920年代的中國，新官上任的縣長馬邦德（葛優飾）、夫人（劉嘉玲飾）與師

爺等，坐火車欲前往縣城就任，途中卻遇到土匪的襲擊，為首的張麻子（姜文飾）率領一班兄弟

，把師爺跟他的手下都殺死了，張麻子抓到了馬邦德並詢問他錢在何處，怕死的馬邦德索性撒了

個謊，說自己不是縣長是師爺，而且他願意讓張麻子當縣長，再教他如何斂財。

一行人到了馬邦德就任的鵝城，得知在鵝城有個叫黃四郎（周潤發飾）的豪紳，專門販賣人口、

菸草，張麻子起初不以為意，也不想管事，直到有次黃四郎的手下傷了一個賣涼粉的小老百姓，

張麻子要審他，卻看到黃四郎的手下囂張跋扈，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裡，於是他決定要認真當個縣

長，為民伸冤，不過黃四郎也不是省油的燈，透過激將法使張麻子的義子慘死，張麻子發誓一定

要擺平黃四郎，替義子報仇，於是假冒縣長的張麻子、貪財怕死的馬邦德與奸詐狡猾的黃四郎展

開一場鬥智鬥力的較量。

三個主角由左到右分別為：黃四郎、張麻子和馬邦德，三人

在電影中有許多精彩的對手戲。 （圖片來源／Google）

 

 

禁演十年禁演十年  傲氣依舊傲氣依舊

提到《讓子彈飛》這部片，就不能不提姜文這名大陸導演，他除了被喻為「為電影而生的鬼才」

之外，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的處事態度，絕不向惡勢力低頭。1998年由姜文執導並主演的《鬼子

來了》，描述中日八年抗戰時一個小村莊的故事，有別於傳統抗日片的窠臼，片中的中國人並不

會非常痛恨日本兵，日本人也不會無故殺害村民，雙方只是為了能活下去而努力，不過也因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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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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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凡的敘事手法，中國政府認為這部電影宣揚日本人的威風、將中國人視為愚民，最後以「立

場有問題」為由，使得此片無法在大陸公開上演。

事隔12年，2010年上映的新作《讓子彈飛》，一樣是姜文自導自演的電影，首周票房高達1.8億

人民幣，單日票房也有6000萬，與《阿凡達》並列中國電影史之最，最後以6.6億的票房拿下中

國電影排行榜第一名。《讓子彈飛》的成功，除了充滿商業片色彩外，更讓人吃驚的是電影中隱

藏的敘事，也因為這個原因，在上映第三週時，中國各大電影院接到通知說，由於《讓子彈飛》

涉及敏感話題，要刪減場次，這個通知等於幫《讓子彈飛》做足了廣告，政府越是禁止，越會吸

引民眾去電影院一探究竟，而一部成功的電影除了畫面、對白、劇情吸引人之外，最重要的是它

的中心思想，也就是這部電影想要傳達給觀眾的訊息。

 

電影一開始，馬拉著列車的荒謬畫面。 （圖片來源／Google）

 

明喻暗喻明喻暗喻  穿插其中穿插其中

《讓子彈飛》一開始馬邦德坐著火車前往縣城，這火車不是用煤炭做為動力，而是用馬來拉，看

似充滿戲劇性的荒謬場面，其實是姜文想要表達馬列主義的荒謬，於是創造出了「馬」拉「列」

車的場景。劇中主要反派黃四郎暗喻高壓政府，藉著壓榨老百姓獲取錢財，張麻子則是正義的代

表，直接跟黃四郎對抗。劇中有一段是馬邦德欲教張麻子如何從百姓身上掙錢，卻發現前幾任的

縣官早已把他們的稅收到2010年了，他們一分錢也撈不到，諷刺政府從以前到現在壓榨人民財產

的事，早已見怪不怪了。馬邦德也跟張麻子說，如果要賺錢就要跪著賺錢，因為凡事都要聽控制

鵝城的黃四郎，向他屈服才可能賺到錢，張麻子卻說他要站著把錢賺了，絕不下跪，這裡暗示導

演姜文自身的遭遇，1998年執導的那部《鬼子來了》被中共下令禁演，過了十多年再出的《讓子

彈飛》，不僅把姜文對禁演這件事的觀感說的一清二楚，更強調了他永不妥協的心態，就像電影

中絕不下跪的張麻子，只跟隨自己心中的真理，不向現實環境低頭。

最後張麻子決定以武力打敗黃四郎，把槍砲彈藥通通發給了老百姓，百姓雖然拿了槍、上了膛，

但是由於長期臣服在黃四郎的淫威之下，沒有人敢和張麻子並肩作戰，張麻子也知道，老百姓只

支持贏的那方，所以這場仗不能輸，最後張麻子別出心裁的妙計，讓老百姓以為黃四郎已死，老

百姓就一窩蜂地衝進黃宅，奪回屬於自己的東西，而黃四郎的勢力就此消失。一般人民對於高壓

統治，大多敢怒不敢言，憋在心裡，儘管大家有推翻高壓政府的念頭，但是沒有人敢當第一個，

這時候就需要有人出來登高一呼：「槍在手，跟我走，殺四郎，搶碉樓。」不過電影中也可以看

出，要推翻一個高壓政府，光靠武力是不行的，所以張麻子選擇智取。

抓到黃四郎的張麻子凱旋回歸，百姓開心的揮舞著武器。（圖片來源／Google）

 

 

藉由電影批判社會不公藉由電影批判社會不公

電影後半有一齣黃四郎與張麻子的對手戲，黃四郎問張麻子為什麼要把錢發給窮人，張麻子講了

一句讓人深思的台詞：「其實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來說很重要！」也就是這句對

白引起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因為這裡的「你」暗指高壓政府，而高壓統治跟金銀財寶，其實都不

是人民內心想要的東西，沒有高壓政權人民才有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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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恐怖情人　當深愛變成殺害

近年來，情殺案件頻傳的現象，來自於社交媒
介轉換、媒體的連鎖效應及教育體制的根源，
情感問題是大眾關注且必須學習的議題。

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這部電影講的內容套用在全世界皆可適用，沒有人想要生活在一個充滿壓榨、不公的社會之中，

大家都希望活在一個公平安逸、沒有恐懼的社會裡。最後黃四郎被平定了，張麻子的手下要去上

海討生活，而張麻子則是騎馬目送他們離開，這裡令人意外的是，他的下屬也是坐在馬拉的列車

上，這裡也許是說，畢竟太平的社會只是個烏托邦，別的地方也許仍被邪惡掌控，但是只要有願

意為百姓著想的人挺身而出，不公不義最終將被消滅。

《讓子彈飛》這部電影還有一個膾炙人口的特點就是片名，電影中張麻子開完槍後總是會說：「

讓子彈飛一會兒。」其實也是姜文希望大家看完本片後，可以回去細細品嚐電影中的意涵，了解

《讓子彈飛》所訴說的中心思想：改革也許不是那麼容易，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一點一滴

的改變，最後達成目標。

子彈就像是正義的化身，伸張正義的過程也許會碰到挫折，但是它最終仍會粉碎邪惡，迎向光明

！

 

《讓子彈飛》電影預告片 。（影片來源／YouTub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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