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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往往真实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
日本的艺术也不例外。
例如，从古至今延绵不断地融入至日本人心灵深处、成为日本四大古典戏剧(舞乐、能乐、木偶净琉璃
、歌舞伎)生成和发展底流的民俗艺能，讲究“一期一会”、在静寂中追求精神完美与超越的茶道，献
给神灵的幽玄深邃的能乐，诙谐滑稽的狂言，华美绚丽、既浪漫又写实的歌舞伎，抒发百姓苦与乐的
漫才和落语，以及享誉世界的浮世绘、漫画、动画、电影等等。
这些都以其独特的艺术?现形式和强烈鲜明的视觉形象，展现着东瀛日本的个性和魅力。

　　受日本艺术独特魅力的感召，此前在我国也出现过一些关于日本艺术类的优秀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知识见解和资料文献，同时还大大提升了我国研究日本艺
术的水平。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大多零敲碎打，不成体系，很难为我国读者勾勒出一个
全面系统的日本艺术图景。
不仅如此，其种类和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这方面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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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咏梅，香港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博士毕业。
从1994年4月至2010年10月为止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副教授。
现为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范围是：近代日本在华广告活动、现代日本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日本内容产
业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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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与讽刺喜剧相比，木下更擅长拍摄田园抒情影片。
前文提到的木下自编自导的《二十四只眼睛》是其抒情派影片的典型代表，也是日本战后电影中最为
催泪的电影之一。
这部影片是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九年，即美军结束日本占领后的第三年拍摄的。
影片将个人的悲剧融入了历史的悲剧之中，描述了像母亲一样慈爱的女教师大石老师与其12个学生之
间长达20年的感情。
在濑户内海小豆岛柔美如诗的画面中，木下以其不着痕迹的叙事手法，描述了大石从20岁至40岁的心
路历程，及她在战争前后所遭遇的种种。
高峰秀子成功地诠释了有着母亲般胸怀、尽心尽责、又非常坚忍的女教师形象，饰演学生的童星们的
演技也相当生动自然，使这部抒情叙事电影感人异常。
此外，木下运用固定摄影、特写镜头来展示小豆岛的自然美和剧中人物的表情及心理活动，他还采用
直接对白来直陈人物的感受。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整部影片中，只要涉及到人物情感的场面，木下都要采用代表某种感情的通俗儿
歌作为背景音乐。
例如，主题歌曲《故乡》被用来激发观众的思乡之情；日本人在毕业典礼上唱的《离别曲》，给观众
带来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七只小牛犊》用来表达大石对孩子们的爱，并加强观众对她的亲近。
这部影片公映后，小豆岛旋即成为旅游者接踵而至的观光名胜，可见该片在广大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
。
《日本的悲剧》也是木下在壮年期拍摄的代表作。
望月优子在片中扮演了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中年母亲，她为了把一对儿女抚养成人，让他们进大
学读书而去黑市做买卖，还当过温泉旅馆的女招待，甚至不惜牺牲肉体来赚钱。
可是姐弟俩并不感恩，相反对母亲的行为感到羞耻，女儿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不愿拿出她的存款
来救急，儿子更是残酷地说母亲跟他毫无关系。
最后，为儿女们自我牺牲了一辈子的母亲，遭到被孩子们抛弃的打击，只好卧轨自杀。
木下在这部影片中描写了那些在战争中家破人亡，在战后的焦土中彷徨，失去了自尊心和温暖的人们
。
他通过母亲的悲剧命运，揭示了战后由于个人主义过于肆无忌惮地发展，以至于原本存在于家庭中的
美好的亲人之间的纽带被切断，对父母的孝行、兄弟之间的友爱以及夫妻之间的和睦都一一失去，家
庭因此失去精神的向心力而崩溃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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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电影》是日本文化艺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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