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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螢火蟲之墓》因為表現了普遍人性，而成為了經典。人們總

是因為曾經的貧窮，使自己一旦有了錢之後就急著向全世界的人炫

耀，甚至毫不猶豫的花錢，忘記自己之前是多麼艱辛的過生活；也

因為曾經遭受欺凌，使自己的內心變的更強大無比，一旦有了勢利，

就開始欺壓了無辜的人，忘了自己當初是怎麼被欺負。從電影中我

們可以領悟到的是，歷史中更多的是像節子那樣心地單純，但卻因

為戰爭的無情使自己單純幼小的心靈因而被毀滅。一部描述歷史的

經典作品，不該忽略表現普通人、表現自己、表現普遍人性這些事，

並不是一味的愚蠢的「示強」，一味的意淫，做既沒有思想，也無

藝術可言的電影。因為戰爭導致大家的無奈，人性的顯現，所以本研究想

要因此藉此作為反戰。本研究想要表達的是：很多事情並不是只有戰爭能夠

解決，處理事情的方法並不是只有殘忍相待，何不嘗試一些較無傷害力的方

法，使這個世界能夠變得更溫暖呢? 

 

二、研究目的 

 

這個影片在戰亂時代中，主要是要探討人們的本性都會隨著生活的艱苦

而逐漸的顯現出來，而且在人物性格裡寫作分明，在男主角清太及女主角節

子身邊的人物，也把人性刻畫得極為分明，其次內容也有呼應反戰意味，也

呼應了內個時代裡的悲劇。 

 

三、研究架構與方法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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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些參考文獻和小說以及導師們的想法、組員的心得，看到新聞上

一些戰爭新聞所呈現的作品。 

 

貳●正文 

一、 劇情介紹 

《螢火蟲之墓》原為野坂昭如於 1967 年 10 月在《 オール讀物》雜誌上

發表的短篇小說，隔年與另一篇著作《美國羊栖菜》（アメリカひじき）合

併；以《美國羊栖菜・螢火蟲之墓》（アメリカひじき・火垂るの墓）成冊

發行。[3] 

小說的內容靈感取材於作者在中學期間遇到神戶大空襲時，為了避難所

經歷的一連串事蹟。[4]當時為別人門戶下養子的野坂昭如，帶著與他同樣為

別人認養、沒有血緣關係、年齡約一歲多的乾妹妹一路逃難疏散。[5] 

而作者事後坦白表示著，年少的他本身未能像在他筆下《螢火蟲之墓》

小說裡的清太竭盡一切所能地照料妹妹，[4]反而也曾經因受不了乾妹妹的哭

鬧而拍打她的頭。[6]事後疏散到福井縣的妹妹因營養不足而逝世，當時妹妹

瘦弱死去的模樣，則深深烙在作者的心中。而《螢火蟲之墓》小說，則是野

坂帶著懊悔心情所創作出的故事。[7][8] 

作品標題未使用日文中常用來代表螢火蟲的「蛍」字，而使用同音異字

的「火垂る」表示，有意突顯螢火蟲「火球」之義。日本文化中，螢火蟲象

徵人的靈魂；靈魂被描述成為一顆漂浮、搖曳的火球，而螢火蟲與之相似。 

 

二、人物的介紹與評價 

 

(一)堅毅任性的清太，在戰爭時代，為了和妹妹一起生存下去用盡各種

方式好讓他們存活。而一直貶低自己的身價。拋棄了身為海軍兒子應有

的榮耀而去偷竊。哥哥的態度太過於寵結子。受不了嬸嬸冷嘲熱諷，而

逃避現實，和妹妹一起躲進山洞裡，導致體弱多病的妹妹嚴重的營養不

良，也沒有溫暖的地方讓他們避寒。寄人籬下者，不僅要謹言慎行，凡

事更要積極主動。清太彷彿都沒有考慮過未來，而一直在等待父親回來

接他招致他人的閒言閒語也是無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態度害死

了自己與妹妹。 

 

(二)天真活潑的節子，依賴著哥哥，當哥哥生活上的支柱。每當哥哥瀕

臨崩潰節子都會去安慰哥哥。可是小孩子的能力可以到哪裡。想了媽媽

就哭可看出小孩子在戰爭中的無奈與無助。節子在這個年紀，看到了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E%E5%9D%82%E6%98%AD%E5%A6%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6%88%B6%E5%A4%A7%E7%A9%BA%E8%A5%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novelpage306-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novelpage306-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4%BA%9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4%E7%81%AB%E8%99%AB%E4%B9%8B%E5%A2%93#cite_note-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E%A2%E7%81%AB%E8%9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E%A2%E7%81%AB%E8%9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9%AD%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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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的時代應該就要減少哭泣，好讓哥哥少擔心。 

 

(三)為了生存的嬸嬸，在戰亂時代糧食缺乏嬸嬸為了自己的小孩，而選

擇了自利，將人性透徹的表現出來，看到清太拿著一大堆的食物及有錢

的物品，嬸嬸立刻把清太他們接回家，結果到最後食物越來越少導致嬸

嬸也不想在把多餘的糧食放在不做事的清太上，強調無勞動者不當食給

沒拿錢回家的自己跟清太節子吃鹹稀飯給有賺錢的丈夫跟女兒吃白米

飯。 

 

(四)勢利的農夫，農夫一點都不願意把食物給清太，卻早就知道清太會

偷，卻先爆打一頓，戰亂當時沒地方可以發洩，將自己得怨氣加以小孩

身上。 

 

二、劇情中所呈現在戰爭時代背景裡角色內心掙扎與價值觀之顯現 

 

（一）起初清太還從家中帶了不少糧食來到阿姨家中，但到了後來兩人帶來

的糧食吃完了，阿姨便開始對清太總是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行為感到厭惡、

責罵，於是忍受不住阿姨冷眼對待的清太便主動帶著妹妹躲到附近的山洞裡，

過著兩人相依為命的生活。只是在物資那麼缺乏的戰爭期間、妹妹開始因為

營養不良而起了滿身濕疹，為此清太更開始學會偷竊－－偷取果園裡的水果、

後來甚至還會趁著轟炸時到民宅中搶奪物品，即使曾被村人發現而遭到毒打、

即使冒著戰爭中偷竊是重罪的風險，仍舊想為妹妹張羅到好的食物。 

 

（二）清太的阿姨居然如此冷漠如此勢利，有食物或物資時對兩兄妹親切熱

誠、然而一旦沒了食物便是一副鄙視的模樣、甚至責罵虐待，然而我卻覺得、

其實阿姨的做法並沒有錯。這是戰爭時期，而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方更能

展現出身為人最自私的一面——別說不過為了一己之利而引起戰爭的政治

家，即使是無辜的人民，因為生存的本能而選擇讓理應最為深厚的親情在如

此刻苦的環境下逐漸薄弱冷漠，的確無情而殘忍，卻也並非無法理解。在陌

生親戚與親生子女之間任誰也會選擇後者。往往在患難中見到人性最真情的

一面，戰爭是殘酷的，比戰爭更殘酷的就是人心。 

 

三、價錢比親情重要 

 

（一）我覺得每個人都知道，錢是很重要的，尤其在現今社會，沒錢就等於

什麽都沒有，印證了“錢不是萬能，沒錢萬萬不能”這句話。但是，親情及

友情比錢更重要，因爲錢是什麽都可以買，辦到的，唯一不能買到的是親情

和友情，就算能得到，那也不一定是真實情感！對我來說，親情友情高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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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管別人怎麽想。在我幾十年的生活中，受盡了磨難，但每次的總是在

最失望的時候，親人與朋友給予我最無私的幫助（雖說不是金錢），但我知

道，這是發自內心的。 

 

（二）現在的社會，似乎是金錢至上，其實在你痛定思痛的時候就會發現，

原來一個人所缺少的並不是金錢，因爲他一旦失去親人或朋友的時候，就再

也不可能回來。即使你有再多的歡樂，再多的痛苦也沒有人與你分享，即使

有，也是虛與尾蛇。真心的希望在生活中，你能擁有的要比你再次得到的更

加珍貴。錢失去可以再賺,親情和友情卻不能失去.沒有親情和友情,你要那麽

多錢幹嘛?其實，這一點你不比問我們都應該知道，友情、親情是最珍貴的，

這是用錢都買不到的。既然友情、親情連錢也買不到，那相對來說，肯定是

友情、親情重要了啦!錢重要，親情和友情更重要!錢能讓我們生存,而親情和

友情是我們生存的精神支柱! 

 

四、國家的溝通方式難道只有戰爭能解決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馬克思與恩格斯，

1848），試圖描繪一個正在崛起的共產主義以及整個歐洲的守舊勢力如

何聯合起來，做無謂的對抗；之所以無謂，乃因這個幽靈已經來到門口，

且必將席捲整個世界。 

 

今日，如果我們把「共產主義」換成「民粹主義」似乎也挺貼切。

從英國公投脫毆到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歐洲多國右派政黨的勢不可

擋，不少學者專家與主流媒體都將此一現象歸咎於民粹，並歸咎於過去

40 年高舉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或貧富不均。可是再

追究也於事無補，只好思考要怎樣才能更好。 

 

相較於簡單歸因為民粹主義，揶揄美國人的愚蠢、反智或民主敗壞，

乃至於見獵心喜、不假思考地全盤否定民主制度本身的各種網路言論，

本文試圖對於如何理解川普的崛起，以及標榜進步價值的希拉蕊何以敗

選，從民粹與民主雖然異夢但卻是同床的角度，提供一個思想史的側寫，

或許有助於我們思索國內的左派價值與進步理念下一步可以如何因應國

內的民粹主義與保守勢力。讓我們可以遠離戰爭好讓國家人民可以安然

度日。 

 

五、小孩的哭鬧和嬌生慣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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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真的是嬌生慣養上來的產生言教重於身教的原因是家長對本

身的行為約束力不夠，雖然他們知道自己所為不正確，卻無法克制自己，

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能夠學好，只好採用說教的方式。 如：健康教

育課本裡寫道，吸菸有害身體，二手菸對身體更有危害。如果家長本身

就有 菸癮，如何能以身作則呢﹖又如：學校裡教導學生要從事正當的

休閒活動，但是有許多家長 卻沈迷於六合彩，一天到晚想著要求「明

牌」，不僅沒有時間教育子女，而且還有負面的影響。  

 

其實如果真能注意言教，倒還有些教育功能，最怕的就是家長本身

沒有教育理念，而又 強加教導孩子。像學校裡教導學生要走地下道、

路橋或行人穿越道，但是有許多家長卻嫌麻 煩，於是公然帶著孩子闖

紅燈、穿馬路；再如學校希望兒童能夠排隊候車，但是家長卻經常 教

孩子插隊上車，然後趕快佔個位置。像這類的「反教育」活動，即使老

師諄諄教誨，也是枉然。利己先於利他：利他雖然不一定先於利己，但

是兩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或許是社 會功利主義的影響，也或許是德

育教學未盡完善，一般家長常會在有意無意間教導孩子：自己的利益比

他人利益重要。 

 

參●結論 

 

在這個沒有戰爭的時代我們應該要感到非常的慶幸，看著無情的戰爭導

致家破人亡，人性的真面目也間接顯現出來，在真的要活下去的狀況下為了

自己而逐漸墮落，在戰爭的情況下沒有人會是善的，孟子曰：「人性的善，

就像是水往低處流；人的本性永遠是善的，水的自然法則也永遠往低處流。」

可是在當下孟子的理論完全派不上用場。 

 

戰爭結束後沒有人願意去關心那些難民，反而看著難民一一的死去，不

去加以關懷，明明是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可是卻看到竟然覺得丟臉。可看到

之，人們的貪婪、吝嗇、慾望在戰爭的世界裡是多麼強大的，反倒之，善良、

體諒、關懷是多麼的渺小。 

 

螢火蟲在夜光的閃爍給了清太和節子，

有了逃離戰爭的思想，看著螢火蟲的閃亮給

了他們一點的希望。糖果盒給了他們在戰爭

中有的甜味，慘烈的戰爭卻能在裏頭安詳的

度日，讓不懂事的結子不再哭。在這些的隱

喻，可以看出兄妹很努力地在生存。              圖二清太和節子 

                               (資料來源: 野坂昭如 螢火蟲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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