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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鐵軌發出的窟窿、窟窿聲響，是童年的記憶。玩具小火車的軌道，是孩子們通往快樂的路途

。綿延不盡的那一頭，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風景？或許，沿著這條軌道走，就會見到想見的人。

《軌道》（トロッコ）由日本導演川口浩史執導、在台灣拍攝，改編自日本知名文學家芥川龍之

芥的短篇小說《軌道礦車》，將原先設定的時代背景改為現代的臺灣。透過台日混血小男孩橫跨

日本與台灣的尋根之旅，以「離開日本、到訪台灣」和「在森林深處探訪軌道礦車」的雙重結構

，將孩子在旅程中所感受到的一切與心靈成長歷程，以溫柔的技法呈現，並帶出台日之間錯綜複

雜的歷史情緣及深感人心的三代親情、國族認同問題。

《軌道》是第一部台灣班底的日本電影，劇情深感人心。（圖片來源／軌道官方部落格）

 

尋根　軌道的另一端　尋根　軌道的另一端　 

八歲的敦和六歲的凱兩兄弟住在東京，父親孟真為台灣人，母親夕美子是日本人，父親時常嚷著

：「有機會我們一起回去台灣，去看看爸爸的故鄉！」沒想到，爸爸一直掛在嘴邊的話還來不及

實現，兩個孩子第一次到台灣，竟然是和媽媽一起將父親的遺骨送回東部的故鄉安葬。

電影中，敦和母親及弟弟乘坐新幹線列車準備離開日本時，不時望著車窗外快速移動的景色，露

出一絲沉悶、不安，象徵「離開日本、到訪台灣」的內心起伏。踏上台灣這片陌生的土地後，兩

兄弟見到爸爸成長的地方，握著爸爸遺留的一張軌道台車照片，敦和小凱對軌道萌起了好奇心，

推著台車在軌道上走著，「坐上軌道台車，是不是就可以見到在天國的爸爸呢？」男孩們不禁這

樣幻想著。

一張軌道台車的老照片，開啟一趟祖孫的尋根之旅。（圖片來源／軌道官方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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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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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與歸屬身分認同與歸屬

本片緊扣「軌道」為主軸，藉著一張泛黃的軌道台車舊照，祖孫決定共同尋找充滿歷史的軌道，

也因此拉近了兩個東京成長的孩子與神情嚴肅的阿公之間的情感，並打破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原鄉

隔閡。

阿公在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為日本人打仗，逐漸對日本抱著崇高的景仰，甚至把自己視為日本

人，沒想到日本戰敗，讓他「前一天還以身為日本人為榮，隔一天就被日本拋棄」，情何以堪？

但他卻始終等不到日本政府對台灣人民的道歉。曾經，阿公認為用來運送木材和礦產到下山的軌

道，就是通往日本的道路，如今卻只能望著廢棄的軌道傷心感嘆：「日本，怎麼變得這麼遠？」

皇民化統治後所遺留的國族認同問題，的確是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都會面臨的歷史宿命，但《軌

道》傾向將台灣人民對日本的認同思維描述得過於美好，而忽略了許多人是在時代的壓迫下而屈

就於日本政府，並不是人人都對日本存有嚮往與崇敬，有過度美化之嫌。

另一方面，在台灣生活日久的敦和凱，不免開始納悶自己的身分，敦以日語問道：「我是台灣人

？還是日本人？」阿公回答：「等你長大，再自己決定」。這是本片的突破性思維，不由大人的

血統或意識形態操控，不替孩子取捨，而是讓孩子自行抉擇，展現對傳統中一切由長輩論定的反

省與批判。

軌道承載著不同代人的嚮往。（圖片來源／軌道官方部落格）

對阿公來說，軌道是通往日本這個美好國度的道路；而對敦和凱來說，軌道是拼湊爸爸身影的可

能路途。一個走過日據時代的老人和兩個台日混血的孩子，何處是異鄉？何處是家鄉？又或者，

只要心對土地存有情感，其實，兩地都是故鄉。

 

親情　難捨的羈絆　　親情　難捨的羈絆　　

「你這個不肖子，今天竟然這樣回來見我！」電影前段，嚴肅的阿公依循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習

俗，拿著拐杖敲打著兒子的骨灰大罵，他的過世也讓兩個原本關係淡如水、生活在不同國家、過

著各自生活的家庭有了新的連結，讓面臨崩壞邊緣的現代家庭的再生，產生跨越國界的親情羈絆

。

不論是對母子、夫妻、祖孫、婆媳關係，或者兄弟、翁媳、妯娌間的互動，《軌道》中都有深刻

又細膩的描摹，觀眾可以從微小的互動中感受真誠的感動。飾演阿公的資深演員洪流，從一開始

的深沉內斂，轉而對來自日本的兒媳和孫子們敞開心房、享受天倫之樂，精湛的演技演活了老人

家晚年能夠與兒孫相聚的喜樂，和敦、凱兩兄弟的祖孫情誼更是令人動容。阿嬤由梅芳飾演，她

的戲分雖然不多，但始終展現早期婦女默默扶持丈夫的美德，溫柔的形象也恰如其分展現在戲中

對日本媳婦的包容、呵護。

《軌道》有許多令人感動的親情互動。（圖片來源／軌道官方部落格）

整部片中，飾演母親夕美子的日本女星尾野真千子表現得可圈可點。尾野是2010年東京日劇大賞

最佳女配角獎得主，在《軌道》裡扮演一個有事業、獨立自主的妻子與母親，卻在如此年輕時面

臨喪夫打擊，從強忍悲痛、為了孩子而故作堅強，到受不了壓力和對丈夫的思念而崩潰，接著逐

步找到親子相處之道並重拾笑顏。對於詮釋單親媽媽、身為日本人的台灣媳婦兩種角色，尾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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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子有相當精彩的演出。

尾野真千子在片中飾演的母親角色，有非常精彩的內心戲。（圖片來源／軌道官方部落格）

 

打動人心的心靈成長打動人心的心靈成長

《軌道》的另一個重點便是呈現孩子成長的心路歷程，身為長兄的敦（原田賢人飾）可以說是非

常鮮明的角色。

電影中，八歲的敦自然比年僅六歲的弟弟凱（大前喬一飾）要成熟許多，面對父親早逝，他幾乎

可以說以沉默回應一切，要不就是以欺負弟弟來取代失去父親的空虛。做為長子，敦所承受的期

待和責任便更為重大，母親也較寵愛年紀較小的弟弟，因而常受到責罵，而忽略他的感受，年幼

的敦一直認為母親不愛自己，但仍隱忍著受傷的心靈。直到一個睡不著的夜晚，敦看見母親卸下

平日剛毅、堅強的模樣，在阿嬤面前嚎啕大哭，他毅然挑起「長兄如父」的職責，成了弟弟的靠

山，也受阿公的囑咐，希望能代替死去的父親照顧媽媽。

最後，本片在敦哭著問母親「我不在會比較好嗎？」、「我，重要嗎？」達到高潮，母子三人緊

緊擁抱在一塊兒，更加深了彼此的親情，並且呈現孩子在面臨家庭劇變的過程中，心靈逐步調適

、學習及成長的過程，也提醒父母不要忘了注意兒女的感受。

敦與凱的兄弟情誼及成長心路歷程，是《軌道》的另一個重點。（圖片來源／軌道官方部落格）

 

跨國合作　兼容並蓄　跨國合作　兼容並蓄　

《軌道》除了三位日本演員外，其餘都是台灣演員，因此劇中穿插日語、華語及閩南語三種語言

，表達了對文化的謙遜及尊重，非常難能可貴。即便如此，這部電影的語言多樣性雖然展現高度

的文化包容性、豐富性，卻讓從沒到訪過台灣的小兄弟聽得懂華語，甚至能開口表達淺顯的詞句

，有失合理性，是這部片的缺點。

配樂方面，本片由台灣錄音界大師杜篤之執掌音效，並邀請日本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家川井郁子錄

製配樂。以自然的純音樂為背景，表現溫和的原鄉之情，台車滑過鐵軌的層次感、山林間鳥叫的

飄渺，都可以說是大製作的小調交響，餘韻無窮。

做為第一部臺灣班底的日本電影，《軌道》是台日電影合作的新嘗試，透過與台、日電影人的合

作，讓台灣邁向更有國際影響力的電影產業「軌道」，期待看到更多品質優良、跨足國際的台灣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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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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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軌道》中文版電影預告。（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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