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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最沉重的伤痛之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以后，日军在南京进行

了长达6周的大规模屠杀，死亡人数超过30万。这

是历史的真相和民族耻辱，我们年轻一代对南京大

屠杀的大多数认识多来源于教科书和纪录片。借

助电影这样一个独特方式，导演可以带领观众穿越

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在强烈民族感情和时

代的引导下，新的叙述角度超越了传统民族感情，

阐释真实而不屈的人性。

二《南京！南京！》以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
简介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最沉重的伤痛。中国

大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实在很少，除《南京！

南京！》外有：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

1995年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

1937》）；2002 年香港导演杜国威执导的《五月八

月》；2004年郑南方执导的《栖霞寺1937》；2007比

尔·古登泰格和丹·斯图尔曼联合执导拍摄的纪录

片《南京》；2008年罗杰·斯波蒂伍德执导的《黄石的

孩子》；2008年德国导演博瑞安加伦伯特执导《拉贝

日记》。这些电影无外乎展现中国人无尽的悲惨和

苦难，或者讲述个别西方人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电影《南京！南京！》突破了这两个传统叙事角度：

让希望的阳光照进民族的苦难史，展现中国人的抵

抗和自我拯救。

2008年4月22日，电影《南京！南京！》公映之

后，全国反映强烈。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将其列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第一批重点国产影片”、

“爱国主义教育制定影片”。《南京！南京！》以南京

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军人陆剑雄、金陵女子

学院教师姜淑云、南京普通市民唐天祥夫妇、小豆

子、妓女小江，还有日本士兵角川正雄等在南京大

屠杀中的经历。日军攻陷南京之后，以陆剑雄为代

表的中国军民殊死抵抗；德国人拉贝凭借自己的

“纳粹”身份在姜淑云等人的协助下，在南京金陵女

子学院建立安全区，为大批难民提供庇护；唐先生

作为拉贝的秘书，从苟且偷生到最后慷慨牺牲，完

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姜淑云为了拯救更多的人，

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以小江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女

性，为了保护“安全区”中的安全和物资补给挺身而

出；日本士兵角川作为侵略者目睹了人间地狱般的

南京城和中国人的抵抗，最终选择开枪自杀，以洗

涤自己灵魂的罪恶。

过去，我们表现抵抗和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

都是模式化的，沿用的是同一种叙事角度，也就是

中日、正邪、黑白、美丑等过度简化的二元对立的叙

事角度。但是随着对历史认识的深化，我们应该从

不同的视角去思考历史和反观历史。①（P70-74）与以往

纪念南京大屠杀影片不同的是，导演陆川并不是完

全站在中国人传统民族感情的立场上单纯的批判

或者单纯的悲痛。陆川借助《南京！南京！》将观众

对大屠杀的反思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展现的是人性，是中国人
希望的抗争

导演陆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让中国观

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我们不能封闭在民族悲情里，我希望借一部电影去

恢复中国人的这种存在和救赎。中华民族是一路坎

坷的民族，我们最终还是要自我拯救”。③（2009-4-25）《南

京！南京！》突破了以往二元对立的叙事角度，站在

了新的高度审视战争，审视战争中的芸芸众生。战

死城下的抵抗
——《南京！南京！》人性浅析

曹晋英1，吴 帆2

（1.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2.西昌市一职中，四川 西昌 615000）

【摘 要】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最不愿触及的伤痛。2008年由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突破传统南京大屠杀题

材影片的叙述方式，站在全新的角度去诠释战争中的人性。本文试图从人性的角度去把握战争中的芸芸众生，从概念化的传

统集体记忆还原到真实自然的人性。对角川、唐先生、小江进行重点分析，展现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抵抗和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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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嗜血的侵略者悲天悯人，对慰安妇产生了纯洁

的感情，放走无辜难民，用自杀的方式来洗涤自己

罪恶的灵魂。惨遭屠杀的中国人不再哀泣，而是充

满希望地进行抵抗，抵抗不仅是男人在前线冲锋陷

阵，更有女人在难民营为了更多的人能活下来而自

愿举手当慰安妇。导演把侵略者和受害者都还原

到了人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加以分析，剖析人性，

展现了尽可能真实的人性。影片中有这样几个场

景：其一，当陆剑雄一队人伏击日军的地点暴露之

后，明知马上赶到的大批日军会轻易消灭他们，没

有人选择逃跑，就连小豆子这样大的孩子都懂事地

抓紧时间收拾装备，展现中国人骨子里的勇敢和不

屈；其二，日军强迫难民营必须交出100名妇女供日

军享乐，才能保证难民营的安全和物资供给时，不

久前还遭人唾弃的小江第一个举起了手，这是一种

怎样的伟大；其三，当角川所在的日军小分队冲进

满是难民的教堂中时，指挥官颤动着嘴唇低声让角

川去求援。这时，凶悍的指挥官脸上清晰的流露出

害怕。导演已经走出了血泣伤痛的惯例，从一个新

的角度对战争和人性进行反思。

导演陆川和主创人员强调，这部电影讲述的

是：“中国人的抵抗和自我拯救”。因而在《南京！

南京！》中，中国人在死寂的南京城中的各种抵抗，

如同照进阴霾中的一道道温暖的阳光，给死城希

望，给中国希望。抵抗不再是被日军围追堵截时的

无畏的挣扎，抵抗不再是英勇就义前呼喊的口号，

抵抗成为哪怕自己死了也要让更多的人活下去的

勇气。

希望自己活着是人生存的本能，但在一瞬间能

毅然微笑着舍弃自己的生命让他人活下去时，希望

就点亮了人性的光辉。导演用希望代替血腥的杀

戮，用希望代替痛苦的呻吟。在希望中展现人性，

让侵略者和受害者都回归到人的本性上来。

这里所说“人性的光辉”不是人在道德上的伟

大，某种意义上是战争状态下人性的真实自然。影

片给我们展示了人的真实状态，人性是普通人的人

性，不会一直崇高伟大，也不是永远单纯善良。战

场上的日军凶神恶煞，在休息的时会怀念妈妈做的

火锅和炖山药，刚进难民营的小江不剪头发，还想

以后继续当妓女，后来却第一个举手自愿当慰安

妇。

四 深入电影解析人物，阐释中国人的抵抗
当人被投入到战争状态下，外界力量打碎一切

道德禁忌，犯尽罪恶不受任何惩罚时，内心的黑暗

轻易吞噬善良，杀戮成为一种游戏，杀人和切肉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他人的地狱，自己的天

堂”⑤（P33-34）。角川这一形象的出现，与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和集体感情中的侵略者形象有太大出入。

观众的民族感情难以接受侵略者以这样单纯的形

象出现在中国人拍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中。

（一）角川：从日本人的视角，看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看中国人的英勇抗争

以侵华日军角川正雄的视角作为贯穿全片的

线索，从他的视角展示中国人的抵抗和自我拯

救，将“小概率的日本人与普遍意义的中国人并

置”。①（P70-74）这样的叙事引起了很大争议：这样有良

知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存在。影像,既是客观的呈现,

也是主观的表达。南京大屠杀——这道中华民族

深深的疤痕,将其拍成电影,客观的呈现以史为鉴,主

观的表达则要经得起世人的审视,尤其是全体中国

人的审视。⑥（P68-69）中国人最深重的苦难，凭什么要

以一个日本人的眼光来看？

角川也许并无真人存在，但绝非虚构，是导演陆

川翻阅了大量日本老兵的日记后还原出的“真实”。

日本鬼子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是烧杀淫掠无恶

不作，而这个纯真敏感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到

了侵略中国的战场，完全没有侵略者的狂热和嚣张，

在攻打和占领南京城的过程中眼光中带着惊恐、枪

杀了教堂中的无辜难民时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待人

彬彬有礼甚至与百合子发生第一次性爱之后说“我

将来要娶那个女人做老婆”、为了避免姜淑云被日军

侮辱而杀了她，这是具有颠覆性的“日本鬼子”形

象。关于角川本人，导演对其做了必要的交待：上过

教会学校，会简单的英语和中文。我们不难从角川

和姜淑云在难民营中的对白中发现，角川有比较好

的个人修养。开始的角川还有希望，想吃妈妈做的

炖山药，爱上了慰安妇百合子。在角川心里，百合子

不是一个慰安妇，“百合子有着特殊意义，她混合着

糖块的甜味和清酒里‘家乡的味道’”⑦（P150-156），是与

自己分享精神生命的伴侣。百合子的死讯让角川失

魂落魄。在慰安所，小江和她脚腕上那一串小铃铛，

让角川瞪大双眼陷入了沉思。接着，角川为了姜老

师免受侮辱不得不杀了她，再一次陷入沉思。这一

连串的精神创伤，让角川倍受打击。经过了最后的

招魂仪式，角川在放走小豆子之后说：“或者比死更

艰难吧”，想起经历的一幕幕，最终选择自杀来洗涤

自己灵魂的罪恶。

（二）唐先生：阐释真实人性的变化

唐先生是电影中的第二条线索。这个在电影

前期带有“汉奸”意味的中国人为了家人出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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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头为民族大义牺牲自己。开始依靠拉贝保

护家人安全。看见日军强奸妇女，非但不去阻止，

还假装没看见。拉贝被迫回国后投靠了日本人，向

日军告密，指望以此保证全家安全。直到女儿被日

军从窗子上丢下、小妹被日军奸杀后，才彻底从自

己编织的“朋友”、“讲信用”的童话中清醒。面对日

军军官“拉贝只能带走一个助手和他的家人”的限

制，唐先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同事，临别前宽慰妻

子“放心好了，下个月的薪水我会按时交给你的”，

临死前拒绝蒙上眼睛。从一个懦弱的“汉奸”到牺

牲自己拯救他人的英雄。我们细细观察唐先生的

举动不难发现，在日军屠城的情况下，政府跑了，军

队败了，日军屠杀强奸无数，他这样一个小人物只

能试图以一种卑贱的方式维持全家的安全。他背

负不了国家的命运，家就是他的全部，最后时刻是

因为他保全了自己的家才选择自己去死，用一种

“聪明”的手法在最后关头戏弄了日军军官：“你晓

得吧，我太太怀孕了”——你不是只允许两个中国

人离开吗，我却让三个人离开了南京城；你们不是

要杀尽我们吗，我让中国人带着希望走出了南京

城！

（三）小江：灾难中最勇敢的中国女性

小江，绝对是影片中最具震撼力的角色。她的

职业是妓女，但是她并不比任何人卑贱，甚至比一

般人活得真实，遭受到日军强奸，依然选择活下

去。她乐观积极，坚韧顽强，坦诚勇敢。从古到今，

小江这些风月女子从来是道德抨击的对象，她们无

奈而艰难地活在道德与现实尴尬的夹缝中。日军

要求难民营必须交出一百个女人做日军的慰安妇，

才能保证难民营的安全和物资补给，否则摧毁难民

营。此时拉贝也无能为力，在台上泣不成声，偌大

的礼堂在站满了人，却死一般寂静。没有谁愿意做

慰安妇，没有谁必须去牺牲，也没有谁该去牺牲，更

何况是自愿走出去被日军侮辱，但小江第一个开

口：“拉贝先生，我去”。声音不大，却响彻礼堂，人

们看到柔弱平静的小江举起了手。当阳光穿过玻

璃射进礼堂，灰尘在阳光中跳跃，一双双纤细的手

慢慢举了起来，一个个单薄的背影走到了前面，楼

上嬉笑的日军被震撼了，低头轻声说：“够了”。小

江和那些伟大的女性走了，回眸时泪如雨下依然圣

洁的微笑。在小江的世界里，少有世俗道德的压抑

和束缚，她活得自然而现实。在抛下了伦理道德需

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小江从容接受并毅然挺身而

出，微笑着面对凌辱乃至死亡。她的美丽，定格在

最后一个微笑中，成为永恒。

“于是，有了影片最重要的两个段落：中国军人

在巷战的坚强抵抗，和难民营里妓女以身体拯救同

胞”。⑧（P72-75）

五 结语
“这是一段必须用黑白才能让人真正体会的历

史。黑白是静默，是沉重，是庄严和思考”⑨（P135-137）。

拭去颜色，拭去灾难的血腥，让观众回归到历史的

严肃和真实。重现历史，回归单调的黑白的色调，

历史的厚重和惨痛让心灵的震撼更加真实。

《南京！南京！》的英文名为“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导演在一座“死城”中展现“死

城下的生机”，使用第三人称讲述南京沦陷的过程

中，插入了以日本兵角川的视点来观察战场的第

一人称叙事方式，这种通过一个侵略者的眼睛来

观察周围的方法，更具有人性化，虚拟的第三人称

视角与逼真的战争场面连接在一起，让观众透过

日本军人的眼睛来平静地审视这场战争，使得观

众们能够冷静地回顾这场战争，产生更多的反思，

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以往对日本军人一味偏激的

抱怨上。⑩（P160-161）南京城中有废墟和尸体，更有抵

抗求生的中国人。导演用镜头还原了濒死之城，

描写了阴暗与光明之间人性色彩丰富的他们。

今天，屠杀和伤痛不应该再是南京大屠杀的全

部，经历如此惨痛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应该学会在

灾难中成长，导演试图告诉我们面对灾难的态度和

勇气，而不是重新揭开民族伤痛带领观众抱头痛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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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in the Dead City：a Study of the Personality in Nanjing，Nanjing

CAO Jin-ying1，WU Fan2

（1.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615022；
2.No.1 Vocational High School of Xichang，Xichang，Sichuan 615000）

Abstract: Nanjing massacre is the deepest and most sorrowful experience in Chinese memory. In 2008，Lu
Chuan directed Nanjing，Nanjing which has a different narrative way and stands on a new angle to describe the
humanity in the war.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rt to the actual humanity from the traditional memory on the angle of the
humanity in the war. 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such as Jiao chuan，Tang，and Xiao jiang to exhibit the
resistance and the redemption.

Key words: The Massacre in Nan Jing；Hope；Resistance；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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