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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報  告  內  容 

一、相關書訊： 

   

  2004 年，魏德聖導演不惜借貸兩百萬，斥資拍攝「塞德克‧巴萊」五分鐘試片，經由網

友  們轉寄，在網路上造成了熱烈的迴響；2008 年，他所執導的「海角七號」，成為史上最

賣座的台灣電影；2011 年，他籌備多年，耗資七億台幣，終於拍出了備受國際矚目、令台灣

人感到驕傲的電影─「塞德克‧巴萊」! 小說裡的主人翁莫那魯道有一個夢想，就是將那些

外來侵略者趕出賽德克族的土地，堅持驕傲的生存下去！小說幕後的主人翁『小導演』魏德

聖也有一個『大夢想』，他想拍一部能讓國際影壇對台灣電影刮目相看的大製作，不僅叫好，

更要叫座，讓不看國片的人都願意到電影院去！  

 

二、內容摘錄： 

 

  是不是人的靈魂也像溪水一樣，總得有一個最後的歸處?在回歸到那個終點之前，人會經

歷過幸福的時光，但也會受傷、失望、甚至死亡，那過程是不是就像溪水有許多不同的型態

一樣，不管是激流、漩渦、深淵、還是平潭，最後都會匯集到海洋去，它們經過昇華，在經

過重生的降雨，不斷又不斷地重複著宿命的輪迴?（P.134） 

 

  如果每一個生命誕生最後的目的都是死亡，那麼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死亡該用什麼形式到

來，是不是呢?（P.134） 

 

三、我的觀點： 

 

  《塞德克‧巴萊》是一個民族以防抗的行動捍衛靈魂上的自由並成為「真正的人」的壯

烈史詩，劇中的英雄人物，塞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之子莫那魯道勇猛善戰、深具謀略，他率

領族人以寡敵眾，循著祖靈的訓示奪回屬於他們的獵場，在歷史上寫下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

 

  《塞德克‧巴萊》全書共 16 節 2 記。前文敘述塞德克人原本寧靜的生活及莫那魯道成年



時的驍勇善戰，直到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戰敗後簽下馬關條約，蓋下了同意割讓台灣、澎湖

列島給日本的印璽。 

 

  原本日本指派樺山紀久接收台灣成為日本版圖時，樺山紀久曾經說過:「台灣是我大日本

帝國的新版圖，未浴皇恩之地!今天我們進入這一塊土地，便要以受育輔為原則，使人民歡喜

歸於我皇覆載之仁，但同時也要恩威並行，使人民不得聲起狎悔之心……」 

 

  原本認為接收台灣會受到清廷軍隊抵抗，但事實上，真正站起來反抗日本人的，不是清

軍，而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泱泱眾生!樺山萬萬沒想到台灣民間的抵抗力量比預估來得

猛烈許多!樺山紀久必須動用原先預估的四倍軍力，花近半年的時間，才勉強掌控住整個台灣

的情勢。 

 

  然而，在樺山好不容易抵制住台灣民眾的暴動，準備進入台灣山區採伐檜木時，才發現，

事情只是剛開始。在台灣山區裡，生活著日本人口中所謂的番人，他們個個驍勇善戰，不肯

讓外人進入他們的獵場。樺山曾派遣軍隊進入山區，卻都以失敗落幕。然而一九三零年終於

將番人收編。 

 

  在日本人統治台灣後，開始建立學校、醫療所、雜貨店、郵局、旅館，並看上了台灣山

區的檜木、杉木還有樟腦。並且驅役原住民開採，還不斷的壓榨排擠原住民，將他們當成空

有一身蠻力的番人，使得大家對日本人敢怒不敢言。然而在一次因緣巧合下，塞德克與日本

警察發生衝突，塞德克人唯恐被日本人報復，所以聯合其他族人決定再日本人舉辦運動會時

執行出草。 

 

  一九三零年十月二十七日，塞德克人發起反抗，佔據了霧社地區，中途不斷屠殺日本派

遣過來的日本軍隊，一直到一九三零年十一月日本人在霧社投下『糜爛性炸彈』與實施以番

制番政策，才使塞德克人落敗，但是所有的塞德克人都不願投降，全部都選擇了自殺。這場

持續五十幾天的反抗事件最終才得以落幕，這場反抗事件被後人稱為霧社事件，這次的事件，

造成塞德克人在台灣絕跡，也讓日本人深深的體會到他們寧願失去身體也不願輸去靈魂的精

神，雖然這次的反抗事件沒有成功，也讓日本看到台灣人民之前隱埋在心中的抱怨，或許這

也讓日本真正的看見台灣。 

 

  這本小說在 2004 年被導演魏德聖關注，然後默默籌備 7年，終於在 2011 年被拍成電影，

引起台灣及國外人士熱烈迴響，曾幾何時，這段歷史慢慢被大家淡忘，直到被翻拍成電影，

才再出現在大家面前。 

 

四、討論議題： 

 

雖然日本人讓台灣人與原住民受到許多不平等待遇，但日本人在台灣建設了學校、鐵路

及其他相關單位，為台灣奠定了以前所沒擁有的文明。雖然日本人或許不是抱持著幫助台灣

的心態，而是想利用台灣賺錢，但日本人對台灣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如果沒有日本，台灣

現在會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