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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影片根据 1999 年震惊世界的美国哥伦拜恩中学校园枪击案改编，讲述了在

美国一所普通中学发生的一场恶性枪击案的过程以及前几个小时的事情，片名的

含义则来自盲人摸象这则家喻户晓的古代寓言。  

  哥伦拜恩惨案”发生后，媒体过度渲染其血腥场面，很多记者、犯罪专家、

心理学家和青少年问题研究者大加分析和评论，围绕这起少年惨剧周围的是各种

猜测、无端的责备，同时也变成公众的一种消遣。这一切都令导演加斯感到反感，

加斯认为这是“美国新闻史上的一次丑闻”，他说，“在这个时候，只有拍一部电

影才能再现整个事件的真相”。  

  影片力图通过“纯粹客观”的电影方式再现整个事件的过程，而不是自己或

者他人的主观判断。加斯以两个固定时间作为电影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个时间段

之内，不同主人公的活动展开了关联和交叉，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成为对

方的“经验片段”，然而，仅仅是一个片段，只有把这些片断连缀在一起我们才



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时间。  

  除去影片特有的叙述，青少年的校园生活和在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也一并得

到揭示。在社会中，中学校园作为现代社会里的一个机构，就像在这部美国电影

中一样，它同时还是一个幻觉工厂，一个学着服从权力的实验室，一个有着独特

逻辑、秩序和欲望的隔离区，教育成为一个形式的虚设，成年人没有从根本上理

解这个世界。孩子们的伤感、憎恨、幼稚和孤独，这个“问题年龄 ”从未获得

一个合理的解决。加斯为了拍摄访问了许多学生，他说，“有的中学生认为自己

的生活一塌糊涂，也有的则很满足，但有的人直接说校园生活就是地狱”（引自

《大象》法语版海报）。校园隐藏的这些问题就像一枚炸弹，这部电影拔掉了它

灾难性的引线，当埃里克和阿莱克斯决定以自己的逻辑和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时，

他们对这个成人世界已经不再信任，这不但是个少年悲剧，也是成人世界和现代

社会的悲剧。无怪乎，法国国家教育部 2003 年社教评选以绝对多数票把一等奖

给了《大象》，可见该片在整个西方教育界引起的反响。  

  心理学看点：当众媒体凭主观臆想纷纷炒作马加爵事件的时候，人们尤其应

该静下心来看看这部电影。  

  艺术性：＊＊＊＊＊  

  观赏性：＊＊＊  

  这部被国际影评界一致称赞的电影紧密关联着两个成功因素：首先电影客观

地再现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状态，引发了社会对青少年问题的重新

重视，为此法国国家教育部 2003 年社教评选以绝对多数票把一等奖给了《大象》，

可见该片在整个西方教育界引起的反响；第二是它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时间－空间

语言挑战了传统电影的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讨论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哲学

层面，对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时间已经过去，以回忆和和判断建立的感知体系

能够还原事实本身吗？从现象出发如何抵达真相？经验事实是否就是事物的本

质？电影的艺术虚构性与现实的真实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题域从胡

塞尔的现象学开始一直到德勒兹的“影像-时间理论”似乎一直在延伸，加斯想

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任何理性，无论是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还是纯粹的理论

/话语推导，在现象的丛林中是多么盲目和无知。他说，“我就像哥仑布，我对一

切将一无所知”，也许正像《疾走罗拉》的开场白那样，“电影只进行 90 分钟，

剩下的都是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