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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为一部《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帕索里尼成了世界电影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导演。
他的电影，他的思想，连同他的死亡方式，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迷。
他死后，有人曾经断言：“不管是帕索里尼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无法在他的时代理解他。
”　　这本谈话录是帕索里尼对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过程的一次总体回顾，深入阐述了自己
的美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嬗变。
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时任意大利驻美国使馆的文化参赞朱塞佩·卡尔迪洛1969年在纽约对
帕索里尼的采访录音，后由纽约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美国意大利诗歌研究会主席、批评家路易吉-丰
塔内拉整理而成。
在整理这段访谈时，路易吉·丰塔内拉曾说：“听这份珍贵的录音，仿佛亲身感受到了60年代末的那
些不平凡的岁月。
”第二部分为著名文化记者奥斯瓦尔德·斯塔克1968年在罗马对帕索里尼进行的历时两周的采访，这
份不可多得的谈话录从1969年出版以来，成为研究帕索里尼的著作引用最多的资料之一。
　　作为一位天才导演和作家，帕索里尼在这几次珍贵的访谈里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对早年辗转流
离的经历、文学的热爱、每部电影的拍摄经历，对世界级导演(如费里尼、戈达尔、德莱叶、沟口健二
、雅克·塔蒂)的评述，以及当时人们热衷的话题和一些挑衅性的、令人棘手的问题，如宗教信仰、性
和死亡等，都做了深刻和有趣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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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 意大利著名天才诗人、作家和电影导演。
1922年，3月5日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贫民窟。
1941年，出版个人诗集《我们这时代的宗教》而受人瞩目，之后完成了《生活的青年人》、《暴力人
生》等描写罗马贫民生活的小说，成为轰动一时的著名作家。
1961年，导演了第一部影片《乞丐》，因为映像构成的独特，在威尼斯电影节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
之后完成的《罗马妈妈》、《软奶酪》、《马太福音》都备受关注和争议。
1967年，帕索里尼从古希腊悲剧中寻找人类宿命论的原型意识，导演了“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
》，现代影像延伸了几千年的时间和空间，把故事叙述得凄美而动人。
1971年、1972年和1974年，先后完成“生命三部曲”(《十日谈》、Ⅸ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
夜》)，完成了他对生命和性爱的思考。
 1974年，导演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为惊世骇俗的作品《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使他成为史上最具
争议的导演。
 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和“后现实主义时代”最著名的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以其题材
尖锐、风格独特而著称，并获得一系列国际电影节大奖，由此奠定了世界电影大师的地位；同时，由
于他的小说内容和部分影片场面充斥残酷、暴烈、血腥和不堪入目的性行为，不仅受到若干次指控，
也被舆论赋予世俗的背叛者、文质彬彬的异教徒和赤裸裸的同性恋者等多重身份。
 在影片《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完成后不久的1975年11月1日，帕索里尼在罗马郊外惨遭虐杀，时
年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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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朱塞佩·卡尔迪洛对帕索里尼的访谈　引言：帕索里尼精神　帕索里尼的声音　平民诗人
帕索里尼　第一次来纽约　1966-1969辉煌岁月　纽约，1969　《新戏剧宣言》：思想舞台演出的真正
的主人公　诗歌：超越时间、空间和任何形式的消费主义  朱塞佩·卡尔迪洛对帕索里尼的访谈第二
部分　奥斯瓦尔德·斯塔克等对帕索里尼的访谈　文化背景：家庭、社会、政治与电影　《乞丐》　
《罗马妈妈》　《软奶酪》　《爱情集会》和《愤怒》　《马太福音》及幕后故事　《大鸟和小鸟》
　《从月亮所见到的地球》和《云是什么？
》　《俄狄浦斯王》和《爱情与愤怒》　工作风格、计划和戏剧　电影与理论　《定理》和意识形态
危机　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夜》　政治与性：帕索里尼评萨
德　《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附录　帕索里尼生平与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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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引言：帕索里尼精神路易吉？
丰塔内拉帕索里尼的声音首先，我想谈一谈帕索里尼的声音。
我想，对于喜欢听帕索里尼演讲的人，听到那声音一定会有一种震撼，那是一种别有风韵的“享受”
，每次听完都会感到很独特。
在1969年的这次采访中，他的声音毫无异议地证明了这点。
皮耶尔保罗的声音悦耳动听，令人为之倾倒：他在讲话时，似乎是把话语轻轻一带而过，优雅地把它
们传送给其对话者。
他讲话时带着清新的气息，清新得像露水（最贴切的词也许是露珠——“rosada”这个词很关键，正
是这个闪耀着诗的光芒的词启迪了帕索里尼的灵感，使他产生了用家乡方言弗留里话写诗的冲动）。
这种清新几乎像香水或者说像一块普鲁士香皂一样散发着无比的芬芳，从中您可以发现生命中最富有
恬力和最真实的部分。
一个像我这样有机会聆听过帕索里尼说话，听到过他朗诵自己的诗歌的人，知道我这里指的是什么。
他的声音清晰、语气平静，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那轻松的语调里，感受到他要向我们传达的那种深刻
的含义和丰富的情感。
我的意思是说，他那尖刻的话语能够击败对与，他那深邃的哲理对于对话者来说，像石头一样沉重地
压在他们的心坎上。
他的推理极富逻辑性，且内涵丰富，语言简练。
他讲话时充满了激情，富于逻辑和哲理陛，在循序渐进的推理中，使听众情小自禁地被其打动，这种
情景我只在恩里科贝林格身上见到过。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生硬地把他们两人拉扯到一起，仅仅指的是，这两个引人人胜的“声音”，
能够打动听众的心。
受到他要向我们传达的那种深刻的含义和丰富的情感。
我的意思是说，他那尖刻的话浯能够击败对方，他那深邃的哲理对于对话者来说，像石头一样沉重地
压在他们的心坎上。
他的推理极富逻辑性，且内涵丰富，语言简练。
他讲话时充满了激情，富于逻辑和哲理性，在循序渐进的推理中，使听众情不自禁地被其打动，这种
情景我只在恩里科见林格。
身上见到过。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生硬地把他们两人拉扯到一起，仅仅指的是，这两个引人人胜的“声音”，
能够打动听众的心。
总而言之，像帕索里尼这样能够打动听众的文人，在他同时代的意大利文人中是怪毛麟角。
他的讲话有说服力，能够紧紧地把您吸引住，让您参与其所阐述的论题中。
同时，他在演讲中，能准确地抓住手并突出那些令人困惑的、棘手的问题，把那些问题理出个头绪来
，从而使我们从自身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像一个善于引导人的教师，恰到好处地对我们起到启
迪（教育）的作用。
但帕索里尼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家”。
“他博览群书、直觉敏锐。
他也是个诗人、天才的艺术家、杰出的批评家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家，正因为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他变得让人难以捉摸。
甚至给人以自相对立的感觉。
帕索里尼的魅力也正在于此，直至今天，他的这种影响力还存在，他被人视为（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
）一位让人感到头疼的大师。
平民诗人帕索里尼对帕索里尼作出最恰当的描绘的是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他也许不，应该肯定地说，他是帕索里尼最好的朋友。
莫拉维亚于1980年在耶鲁大学举行的以“纪念帕索里尼逝世五周年”为主题的研讨会期间，作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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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报告。
他评论道，帕索里尼谈锋犀利，但内涵又是那么的深邃，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演讲天才。
这篇论文至今在意大利尚未发表过。
为了写本书的序言，我特意重读了这篇文章。
饿文发表在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美国意大利学研究会主办的一份杂志上。
”我喜欢读莫拉维亚的这篇文章，不只是读，我还要在我的这篇序言里不断地引用它。
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一些重要论述中受到启发，对理解本书的？
些关键性内容犬有裨益。
莫拉维亚的报告的题目是“平民诗人帕索里尼”。
奠拉维亚把帕索里尼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散文家”，并且对于如何理解“平民”
作了如此的阐述：在意大利，可以这么说，我们把那种在历史、政治、社会领域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
称作平民诗人。
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意大利是曾经两次在世界上称霸的国家，第一次是罗马帝国时期第二敬是又艺
复兴运动时期。
现在的意大利既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也不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而是一个现代化的
国家、一个有着许多问题的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对我们没有影响了，相反对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的眷恋，成了一个压在我们身上
的沉重包袱。
也许人们会说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有怀旧感，意大利人和犹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々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过去，可以说几平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意义。
（⋯⋯）意大利平民诗歌人性味十足，不管是彼特拉克还是福斯科洛，卡尔杜奇或者是邓南遮，其作
品里都洋溢着浓都的人x王义。
现在，创作左派人道主义诗歌，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也至少是一件相当团难的事。
因为，如果^文王义向右派转化的话会导致纳粹主义、讲究修辞学、夸串其谈等弊端。
同莱奥帕尔迪不，应该肯定地说，他是帕索里尼最好的朋友。
莫拉维亚于1980年在耶鲁大学举行的以“纪念帕索里尼逝世五周年”为主题的研讨会期间，作过一次
精彩的报告。
他评论道，帕索里尼谈锋犀利，但内涵又是那么的深邃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演讲天才。
这篇论文至今在意大利尚未发表过。
为了写本书的序言，我特意重读了这篇文章。
该文发表在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美国意大利学研究会主办的份杂志上。
我喜欢读莫拉维亚的这篇文章，不只是读，我还要在我的这篇序言里不断地引用它。
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中一些重要论述中受到启发，对理解本书的一些关键性内容大有裨益。
莫拉维亚的报告的题目是“平民诗人帕索里尼”。
莫拉维亚把帕索里尼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散文家”，并且对于如何理解“平民”作
了如下的阐述：在意大利，可以这么说，我们把那种在历史、政治、社会领域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称
作平民诗人。
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意大利是曾经两次在世界上称霸的国家，第一次是罗马帝国时期第二次是文
艺复兴运动时期。
现在的意大利既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也不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而是一个现代化的
国家、一个有着许多问题的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对我们没有影响了，相反对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的眷恋，成了一个压在我们身上
的沉重包袱。
也许人们会说，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有怀旧感，意大利人和犹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速两个国家的过去，可以说几乎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意义。
（⋯⋯）意大利平民诗歌人性味十足，不管是彼特拉克还是福斯科洛，卡尔杜奇或者是邓南遮，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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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里都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王义。
现在，创作左派人道主义诗歌，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也至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因为，如果人文王义向右派转化的话，会导致纳粹主义、讲究修辞学、夸夸其谈等弊端。
同莱奥帕尔迪的处境不相上下的帕索里尼，其作品的新意在于，他在着力于创作左派的平民诗歌时，
摒弃了人文王义，而同欧洲的颓废派挂上了钩。
莫拉维亚的这种观点，在本书里，同帕索里尼接受采访谈到自已的作品时所表达的观点完全相吻台。
当然，帕索里尼的创作是有阶段性的。
他有过最初的学院派一人文主义的学习经历（帕索里尼说：“⋯⋯我在七岁时就已经是个学院派诗人
了！
事实上，我非常喜欢彼特拉克的文学课，我把他的诗歌课作为创作风格的准则”），后来，他受到了
法国象征派文学作品的影响，比如温加雷蒂、阿波利奈尔。
再后来，他又对法国颓废派诗人推崇备至，这其中尤以兰波对他的影响最深。
对此，莫拉维亚称：“帕索里尼非常喜爱兰波，以至于他写了一些兰波式的诗歌。
其中有些诗的韵律，有些短诗以及五音节等诗句其实就是在模仿兰波的风格。
”所以说，帕索里尼以自己的具体行动，最终成了平民诗人。
他一方面向人们挑战，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祖国的种种问题而哀怨。
但问题是，他本应该更好地学习意大利诗人，如奥拉齐奥等拉丁诗人，或后人文主义诗人，如福斯科
洛、卡尔杜奇等，他却更多地从“法国诗人那里，也从非法国诗人比如马查多那里汲取灵感。
马查多是对帕索里尼有很大影响的诗人”。
第一次来纽约966年10月初，帕索里尼来到美国大都会纽约帕索里尼那瘦小的身影，衬托着那脆弱的心
灵，那是被渴望所刺痛的心灵被绝望和痛楚所折磨的心灵。
他的服装就像一个寄宿学校学生的服装。
知道吗，是那种运动服装，简便的服装，孩于们穿着这种服装去玩垒球，在汽车里做爱。
帕索里尼穿着浅褐色的毛衣，胸口上有一只口袋，下身是浅褐色的紧身灯芯绒裤，脚蹬一双橡胶底的
麂皮鞋。
他真不像一个已经44岁的人了。
”奥利娅娜法拉奇在她刊登在1966年10月13日《欧洲杂志上的一篇谈话录里生动地向我们这样描述了
帕索里尼。
奥利娅娜在该文里还提到，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到达纽约已经有10天了，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他应
该是10月2日到达美国大都会的。
帕索里尼在那10天里，深深地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所吸引、感染。
恩佐西西里亚诺在他的著作《帕索里尼的生平》里这样写道：皮耶尔保罗的情感被这个国家的新奇触
动了（⋯⋯）。
这座城市的魅力、那种异常的美丽他陶醉在一种激情四射的欢乐里。
打动他的新鲜事还有，美国人对道德伦理观所进行的热烈争论，美国人所推行的民主化的精神，因为
这在意大利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在这10天里，帕索里尼的生活异常充实和丰富多彩，他在仔细地观察一切，吸收一切。
他后来对法拉奇说：说真的10天就要对一个国家作出判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有一次，奥逊威尔斯。
对我说“要了解一个国家，要么需要10天要么需要10年——因为到了第11天，您就习惯了，您就什幺
也看不到了。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帕索里尼在纽约正好停留了10天，他恰巧是第11天动身回意大利的。
他后来叉一次天真地对祛拉奇说：我真想在那边，在纽约生活15年。
那是一个美妙的城市、激动人心的城市、美丽无比的城市，是那种得到上天恩赐的幸运城市之一。
她就像某些诗人一样每当她写出一句诗，就能写出一首美好的诗篇。
（⋯⋯）纽约并不是人们的藏身之地、而是让人奋力作战的地方。
她促使您去行动，去挑战，去改变——那些在您20岁时令您喜欢的事情仍然让您为之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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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帕索里尼从纽约这个城市中看到了美国精神，自然这并不像他过去从自己看过的影片中得出的
那种结论——个“暴力和丑恶”的国家：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被美国电影所吸，也就是说，被一个
有暴力的国家、丑恶的国家所吸引。
不，这井不是我原来心目中的美国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国，是一个既令人绝望又充满了理想的国家。
美国人其实实际得很，但又富于理想化。
他们永远也不像我们那样愤世嫉俗、那样对一切心有疑虑。
他们永远也不会对事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现实得很生活在梦幻里并且把每件事情理想化。
帕索里尼以这种兴奋的心情甚至宣称，在美国，可以重新找回某些东西：“今天，在美国，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可以在这里发现左派最美好的一面。
”帕索里尼的热情是真挚的，虽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分析以后讲这番话的，但它也有自相矛盾
的一面。
须知在像纽约这样一个城市里，也存在着贫困现象，而且，帕索里尼也认识到它的确是存在的：贫困
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贫苦或者说贫穷落后的悲惨情景同样存在于新独立不久的原殖民地国家
里，在加尔各答、孟买、卡萨布兰卡更比比皆是。
纽约的赞围情景并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饥饿的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到处可见的那种肮脏那种临时挂
的设施，柏油马路的沥青铺得不够好因此一下雨马路上到处都是小水坑。
还有那些临时仓促修建的井且随时准备拆除的墙，黑色的、褐色的墙。
水远也找不到个洁净明亮的、要永远保存下去的角落。
自然人们会说纽约有林荫大道有公园有美妙无比的玻璃摩天大楼但那些好像是金字塔我们在这儿有在
埃及的感觉今天的纽约就好像当年的奴隶们修建的金字塔。
在纽约，帕索里尼甚至认为，革命依然是种能够实现的活生生的理想。
这种自信源自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和直觉，他把这种信仰寄托在SNCC（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组织）
的学生身上——“学生们到南方去，把黑人组织起来”。
他把他们视为早期的基督教徒。
这是一种扭曲的观点，类似方济各派的观点，是种早期基督教观点的反映。
他这样评论这些学生：他们态度坚映，就像基督对那个年轻富人讲话时那幺坚决你们要跟我来就必须
放弃切。
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反共产党人，是神秘民主派他们的革命就是把民主推向极端化达到一种疯
狂的结果。
另一方面，恰恰是在纽约居住的那段日子里，帕索里尼脑海里酝酿的一些想法成熟了，他决定以这座
城市为背景来摄制他的以圣保罗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
他的想法是：保持原来的故事情节但把它“放在现代的环境里来拍摄”。
帕索里尼关于他在美国逗留的日子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在他从美国回来的个月后，在《晚邮
报》上发表的为了答复某读者（一个叫塞尔焦？
卢斯基的读者）而作的一篇长文里有所论述。
该读者不满意帕索里尼的这个观点——“今天，在美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发现左派最美好的一
面”。
帕索里尼在答复的文章里，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评论散文大家的风范，文章结构极为严谨，是一篇杰
出的范文。
让我们抽出其中的一段来赏析，在这里，帕索里尼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及他对美国的态度，同时也从
社会心理的角度对这个国家同欧洲历史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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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谈话录)》的作者帕索里尼，是一位先锋诗人、同性恋者、马克思主义者、异
教徒、优雅绅士，因拍摄惊世骇俗的《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而被妖魔化的导演。
《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谈话录)》是帕索里尼对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过程的一次总体回顾，
深入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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