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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 ! ! !岁的小男孩第一次看电影节的动画
片，忍不住跑到银幕前跳起来用手去“抓”
画面里的面包和水果……大人的第一反应
是笑，好可爱啊，小朋友把银幕里的影像当
成了实物！我多想了一层———将来，大银
幕也可以成为“任意门”，通向人们向往的
任何真实存在抑或想象之中的时空？！事
实上，上海国际电影节，真的让我们回到了
!岁时才有的本能：好奇万物是如何运转
的求知欲、开放接纳各种可能的澄明心。

天狼星是宇宙中最亮的恒星，距离我
们有 "#$光年，如果 !%岁算一代人的话，
我们抵达天狼星需要一万代；黑人民权运
动、抗议美国与越南的战争都是发端于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广场上；该校有
$&&&台左右的仪器和器械，为了降低成
本，只有一台割草机———是的，伯克利分校
全校草坪只有一位员工去平整……随着 %

小时纪录片《在伯克利》的放映，我们不仅
“走进”了天文系、生物系、遗传工程系的教
室，也随着各类教职工大会的议题，了解到
当加州伯克利政府降低了给伯克利分校的
财政预算时，老师是如何应对的。大家讨
论着强制让校工休假，至少能保留 %$&个
工作岗位；给到每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每
年 "&小时的带娃津贴，属于“吸引人才的
竞争力”———与伯克利分校是竞争对手的
'所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高校里，仅有
一所高校没有同类津贴。“虽然我们还没
有具体面临养老问题，但是给到年轻父母
带娃津贴，事关的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取
舍。”一头白发的老校长回应……这部纪录
片，看似展现的是校园琐事，实则体现的是
一个高校体系化的运作，一个小社会的治
理，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阅历人群之
间的融合。在影院里不常见的纪录片，

像是潜望镜，让我们在当下环境
里，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世

界各地真实发生的生
活日常和各

类事件。
电影节期间，能最为集中地看到聚焦

艺术家的影像，通常都是既基于史实又难
免有些艺术加工，故而，不能简单归之为
“纪录片”。《月球漫步》开场是流行音乐史
上的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演唱《镜中人》的
现场。这首歌曲的最后一句歌词“做出改
变”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竞选
口号。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在电
视荧屏上的迈尔克·杰克逊代表作，在这部
超长 ()中，有了完整的甚至带有叙事性
的版本，堪称一部“短片”。同样名垂青史的
还有聚焦另一位黑人灵歌歌手阿丽莎·富
兰克林的《奇异恩典》，这部 *+,!年由科波
拉导演的片子，记录了传奇歌手为电视台
录制音乐会之前以及音乐会成片。上半部
看似“草台班子”，下半部立刻进入辉煌现
场，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以上两位巨星
都已离世，留下的大多为 ()，难得有长片
再现人及其技艺的魅力。这样的音乐电影，
特别能提醒观众时光的流逝———银幕上的
人啊，都是自己青少年甚至童年时的心头
好，就这样消逝于尘世，定格于光影。

电影节还“打捞”出不少当年堪称“先
锋”如今看来依然“实验”的作品，例如据说
堪比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导演）、约
翰·卡萨维蒂（本届电影节有其系列影展）
的美国电影最重要作者之一———实验电影
女将雪莉·克拉克。一场放映了她的 -部短
片《斗牛舞》《环绕路桥》和《摩天大楼》。其
中，前两部拍摄于上世纪 -&年代。虽然经
过修复，但是画面粒子依然粗。《斗牛舞》
中，斗牛舞者与斗牛士斗牛竞技的画面穿
插、对应，有些刻意，但技法纯熟。《环绕路
桥》则是一部有些令人晕眩的作品———斜
拉索桥被拍出扭曲的叠影，还大幅度晃动。
相比之下，拍摄于上世纪 '&年代的《摩天
大楼》要有亲和力得多，展现了纽约曼哈顿
如何修建摩天大楼的过程，其中当时最高
楼的地基要深入地下 %&英尺。而那

些建筑工人不系保
险带就漫步于楼顶钢架
的图景，几乎就是闻名于
世的一组 *+-& 年帝国大厦
楼顶工人“耍酷”摄影的动态
版。该片搭配了当时流行的爵士
乐，歌词与画面完全对位，看得人
赏心悦目。
电影节里，还能看到一类“美术馆

收藏的影片”，例如德国影片《猫有九
条命》。这类影片明显是视觉艺术家尝试
的视觉艺术片———叙事手法远不如电影
家来得纯熟，更注重概念和观点表达，以及
画面视觉美感。因而，这类影片看起来并不
十分流畅，甚而从电影拍摄专业的角度而
言，情节叙事实在堪忧，但是，如果定格单
幅画面，都挺好，都挺美———这也是对电影
观众的视野拓宽。
总而言之，电影节不再仅仅是“电影”，

而是影像艺术对生活、历史、美学、社会乃
至思潮的多元化记录———《乐鼓节拍》展现
了印度制鼓传承人如何成为鼓手并通过
上电视真人秀节目传播传统音乐文化；
中国影人拍摄的《学区房 ,!小时》展
现出了焦虑父母，甚而神奇海洋世界
中不可知且难以看见的生物秘密……

电影节，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大
千世界、人间万象的“增强版眼
镜”，通过这副“眼镜”，我们可
以 -$&度无死角地观测非洲长
颈鹿的肚皮底下；回到出生
年份之前的历史大事件
现场……在这么三面黑
屏，一面缤纷的影院
里，我们都会回
到 !岁时才有
的好奇与
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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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出生于希腊的导演西
奥·安哲罗普洛斯曾说过：“人执迷的
一切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一生只能
拍一部电影，只能写一本书。”的确，
对于安哲而言，从其早期作品《传播》
《重建》，到他声名鹊起的“希腊近代
史”三部曲（《-$ 年的岁月》《流浪艺
人》《猎人》）、“漂泊 .沉默”三部曲
（《塞瑟岛之旅》《养蜂人》《雾中风
景》），以及其后的“边境.追寻”三部
曲（《鹳鸟踟蹰》《尤里西斯的凝视》
《一日永恒》），抑或未完成的“希腊”
三部曲（《悲伤草原》《时光之尘》《另
一片海》），安哲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
希腊的大地。

在这个对他而言“充满了回忆、
古老石块和残破雕像的国家”，安哲
以影像思考希腊的社会、历史、文化，
以及处于其间的群体个人。安哲影片
最具标识度的长镜头，如同撷取自生
活的片段，质朴流畅；又仿佛拥有生
命的个体，带着呼吸的温度默默凝视
着镜头前的人，不赞美亦不批判。而
镜头里上演的人间故事，从母题到场
面调度、演员表演，何尝不带有古希
腊神话和戏剧的神韵。安哲故事的主
角永远是人———历史是人的背负，文
化是人的装扮、社会是一群人的整体
行为。在长镜头客观又不乏温情的凝
视下，人的内心世界被逐步展现，所
有的宏大命题都只是人为了认识自
我而不得不面对和完成的课题。在这

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安哲电影的真
正面向其实是私人而诗性的，终其一
生，安哲所有拍摄的电影都只有一个
主题，即如他所言的“旅途，边界，放
逐”。对此，完成于 *+"$年的电影《养
蜂人》，做出了寓言般的阐释。

斯皮罗的祖辈、父辈都是养蜂
人，斯皮罗一路向南的逐花路线既有
传承又有同伴，是固定的，然而这一
次，当蜂群不断削减、同样衰老的养
蜂同伴人数减少，甚至连最活跃的乔
治也累了的时候，伴随着斯皮罗和流
浪少女的邂逅，以及少女按照路线地
图不断制造的二人“偶遇”，越来越明
显，斯皮罗的旅途实际成了一场“重
访回忆”之旅。他以放蜂为名，沿途探
望了少年时代的好友，在护士的严管
下偷喝红酒，在晨曦的海边回忆往昔
的青春、理想与爱恋；探望了彼此隔
阂已久的妻子，做出了最后挽回的尝
试，却决绝地告别往昔；探望了多年
前离家出走的大女儿，迟缓而木讷地
说出了迟来的歉语，终于了结一桩心
事；还回到居住过的老宅，找到了父
亲当年用过的养蜂人面罩。此时，斯
皮罗耳畔似乎响起婚礼后和小女儿
离别时，他把她如儿时小女孩般抱在
怀里吟唱过的歌谣：“爬上胡椒树，伸
手摘胡椒，树枝忽折断，两手空空
了。”当追忆的旅途无法从过去获得
新的慰藉，斯皮罗遇到了流浪少女，
于是开始对于边界的探索，进而完成

自我的放逐。
青春鲜艳而叛逆的少女与沉默

沉重的斯皮罗的故事充满了错位。在
她被抢走钱包孤立无援寻求帮助时，
他对她除去微弱的同情，更多的是隔
膜和不愿介入；当她沿着他的逐花路
线追逐他时，他连点好的餐食都不顾
偷偷逃回旅馆，只想躲避；而当她和
遇到的大兵调情，不打算再跟着他
时，他开着卡车一头撞碎餐馆大门，
像古代骑士般带走了她。少女跟随了
斯皮罗，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
这么好”……

旅途的最后一站是废弃多年
的帕特农神庙剧院，墙上写着醒目
的“忏悔”。斯皮罗在与少女的缠斗
中，不断试探道德的边界、欲望的
边界、青春的边界以及人与人内心
的边界。

至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导演安哲
对两位主人公的理解，斯皮罗喻为
“过去”，少女喻为“未来”，他们的关
联就是“过去”与“未来”的交流，喻示
了“未来”对“过去”的矛盾———既想
要得到又不愿背负，且最终背离。安
哲说：“我们那个饱经历史事件的世
代之事我已经交代完毕，或许现在开
始尝试探讨年轻人的问题，比方说谈
谈影片中那个年轻女孩，开始关心现
在与未来。今天我们活着的理由总是

远超过死亡的。”然而，少女在流浪和
无所顾忌中，于旅途放逐自我；斯皮
罗在回忆过去中与朋友、亲人沟通而
不得，并在与“未来”的沟通中败下阵
来，当过去与未来皆不可期待，斯皮
罗选择在死亡中获得安慰。

影片的最后，身处群蜂包围、倒
地濒死的斯皮罗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
击大地。特写镜头中的手指倔强有力
而不甘。斯皮罗探望重病老友被护士
赶出病房时，老友也敲击床沿发出密
码语一般的响声信号。颇有深意的两
处映照，成为过往雄心壮志和历史的
挽歌，即便人与人、过去与未来的沟通
如此艰难，斯皮罗依然没有全然放弃。
对他而言，大地是最好的倾诉者。

安哲曾说最好的死亡场所是在
电影拍摄现场，一语成谶，!&*!年 *

月 !%日，安哲在拍摄《另一片海》片
场过马路时遭遇车祸身亡，令人唏
嘘。安哲改写过一首艾略特的诗，堪
为其电影主题和宿命的表征：“每一
次在一团模糊的感觉中开始新的冒
险，都是一次新的开始。杂乱无章的
情感，向无法言述的事物发动的袭
击，去寻找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一旦
找到又重新失去，又去寻找，循环往
复……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对安哲而言，电影是唯一的

宿命。

! ! ! !《五月碧云天》（*+++）中的安纳托利
亚，是土耳其的一个半干旱乡村，它被群
山包围，与原生态的大自然亲密无间。对
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这里的生活似乎远
离尘嚣，悠然自得，清静无为，日子如蓝
天白云般澄静高远。影片用高光和饱和
色调营造一种纯净明亮的氛围，人的内
心节奏也在这些大远景中被无形地放
慢，生活更是在那些静止长镜头中慵懒
地打着盹。
但我们知道，导演锡兰的拿手好戏

就是在慢节奏、诗意又质朴的影像中，将
生活的种种失意、苦痛掰碎了，一点点地
撒落在光影流动中，在镜头切换的粘滞
中折射生活本身的沉重，并小心翼翼地
处理好压抑与爆发的尺度，绝不走向绝
望，但也从不盲目乐观，而是能在一声苦
笑中让观众体会生活的本色滋味，在一
种刚刚好的状态中确认对生活的温柔触
摸和切肤之痛。
影片中的人物都有一个动机或者说

欲望。具体而言，父亲无法理解穆扎菲拍
摄电影的内心冲动，穆扎菲也不关心父
亲对于土地的眷恋，穆扎菲不认可萨费
特远离故乡去一线城市谋生的莽撞，当
然更不会对堂弟渴望一只音乐手表的心
思心有戚戚。这种带点疏离甚至陌生的
状态，正是影片对于生活本质的准确描摹。影片
没有为了增加看点而强化戏剧冲突，也没有为了
体现思想的深邃而人为地提升人物的动机层次，
更没有为了抚慰观众而强行以大团圆结尾。甚
至，影片的几条情节线索都没有明确的结果，而
是以父亲靠在树上酣睡结束，留下一个开放性的
想象空间，同时也让生活的驳杂性向观众敞开。

影片中的人物虽然都处于一种莫名的失落
与焦灼之中，身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间无力自
拔，但又不甘心在生活的挤压下退缩投降，而是
想以一种坚定又淡然的姿态捕捉幽冥中的微光，
从而在积极的作为中为人生填充灿烂的底色。尤
其在父亲身上，他以沉静的方式应对着征地意
向，听说土地测绘员来了之后，以老迈之躯将自
行车骑得飞快，甚至连夜研读法律条文，准备自
己上法庭辩护。还有穆扎菲，看起来每天无所事
事地闲逛，像游荡者一般在故乡逡巡，但他对于

电影制作的严谨与追求仍然令人肃然起
敬。更不要说阿里，为了一个卑微的目
标，每天攥着口袋里的鸡蛋不敢大意。对
于阿里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抵达一
个目标，这个过程是幸福的，这可能也是
一种生活的态度。
其实，影片中的几个人物分别代表

了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他们以一种互
文的方式成为我们一生的隐喻：阿里小
时候可以踏实而真诚地为了生活的小目
标而努力，但意外降临时，他也会愤怒，
会反击，会在迂回中学会欺骗。到了萨费
特的年纪，阿里可能会遭遇人生更大的
失意，会茫然而决绝地秉持一个渺茫的
希望。或许，阿里到了穆扎菲的年纪会一
事无成，但也想真诚地为自己的理想而
拼搏一回。到了穆扎菲父亲的年龄，阿里
可能会活得安然，但也可能在新的打击
面前唤醒战斗的激情。———纵观我们这
一生，“失意”贯穿始终，不如意之事十之
八九，如何活出一份淡定和达观，如何活
得平和而通透，是一项一辈子的事业。
影片看似充斥着大量无意义的细节

和空镜头，似乎对于大自然的迷恋胜过
于对人的关注，对于人物琐碎动作的捕
捉胜过于对人物内心的剖析，对于生活
本色的还原胜过于对生活的诗意想象，

基本上做到了以平和的心态去关注故乡的风土
人情，但又以宽厚的目光注视着普通人为了或大
或小的目标而挣扎的身影。影片将故乡五月的风
景表现得如诗如画，从而使快乐与伤悲都以隐忍
克制的方式上演，甚至将生活的诸多不如意都在
暖风的吹拂下化作温柔的抚摸。
当然，影片在散文化风格和诗意情调中自我

感觉良好时，对于人生的诸多情态不动声色地呈
现时，可能也使观众在舒缓的节奏，和凝滞的生
活流淌中减弱了理性的思考力度，更因生活化影
像的堆砌，导致观众对人物只有空洞而模糊的印
象。如穆扎菲，更像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观众对
他的评价极为暧昧和两难，不知该认可他对于艺
术的执着，还是失望于他混乱无序的人生规划。
至于穆扎菲的助手，更是出现得突兀，他对阿里
的善举也全无铺垫。这些问题，只能用影片选择
这种诗意风格必然有得有失来解释吧。

! ! ! !这是一部黑白片，这是一部看似好
莱坞电影的匈牙利影片。

这是一部看似传记，却有着强烈戏
剧冲突的故事片。

这就是电影《柯蒂兹》，又名《卡萨
布兰卡之父》。

正如片名，本片讲述了《卡萨布兰
卡》（亦即《北非谍影》）的导演柯蒂兹在
拍摄影片《卡萨布兰卡》期间所发生的
故事。
柯蒂兹，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

人，在大时代下，来到美国，用自己的努
力、狂躁与才华创造着他的“美国梦”。
只不过在一个大时代中又遇到了另一
个大时代，那就是“二战”。
柯蒂兹只身一人闯荡好莱坞，而发

妻和女儿则远在东部，数十年来从未有
音讯。女儿只能通过面试群演才能接近
父亲。他痛恨纳粹，会不分青红皂白对
德裔演员大发雷霆，甚至全然不顾剧组
的进度只为发泄胸中的怒火。他参加过
“一战”，但当下他或许只是一个“逃
兵”。他无法面对自己的祖国，他没有任
何力量去改变，甚至只是在剧本中增加
几句台词。他身在美国，但他骨子里说
的还是匈牙利语，他一生都在和“英语”
做着抗争。
上述这些，都是影片中的呈现。这

些段落可能源于当事人的回忆，也可能
是小道消息、八卦花边，亦有可能是导
演与编剧的二次创作，甚至是某种艺术
上的“杜撰”。诚然，这些段落未必是历

史真实的全貌，但这始终是那个时代某
种真实的局部。
无论真实的历史是怎样，我们依然

能通过那些段落与镜头感受到一个真
实的人，一个真实的导演，一个真实的
父亲。他所面对的无助与挣扎，即便他
外表看上去像一个“强悍的君主”，但他
内心依旧是一个“柔暖的普通人”。

我喜欢这部电影所散发的“气质”，
一群来自世界各地，抱着希望、梦想，抑
或各自小算盘的芸芸众生在那里遇见、
碰撞、争执、撕扯，但终究还是予人宽
容、自由与希望。

当得知本片竟是一部匈牙利电影
时，我既惊讶又不惊讶。无论主创团队
究竟是哪个国家，对电影与自由的热
爱，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本质。

当电影最后一幕，柯蒂兹的《卡萨
布兰卡》关键一场，他的女儿看着意味
开拍的红灯亮起，她知道父亲最爱的还
是他的电影，影片即将孕育，而女儿则
已离去……
片尾字幕中柯蒂兹因为《卡萨布兰

卡》走上了人生巅峰，也因为《卡萨布兰
卡》更多的美国人同情战争中的欧洲，
同情那些背井离乡的犹太人。

然而，柯蒂兹绝大多数的亲人最终
都死在了集中营，而他的女儿最终也没
能同父亲和解。

就这样，那些人走了，那个时代也
落幕了。
一部电影，一个导演，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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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挖井的傻父子
《野梨树》观后

“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从《养蜂人》看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 ! 刘春

谍影背后的故事
简评电影《柯蒂兹》

! 孙祺舜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 ! !土耳其电影《野梨
树》由土耳其国宝级导演努

里·比格·锡兰，于 !&*" 年执
导，入选第 ,*届戛纳电影节设竞

赛单元。该导演学的是电力工程专
业，只在大学选修电影，后来去伊斯坦

布尔和英国学电影，一路从摄影到编剧到
演员，再到导演，成为土耳其电影史上第
二位获得金棕榈大奖的导演。
野梨树长成那样的孤独和扭曲，与周

围环境格格不入，就像每个人，拥有着自
己的品性。
影片开始时，在土耳其的一个小镇，

思南，一位普通的大学生，完成了学业，回
到自己的家乡，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教师
资格考试，如果录取的话，会被派往东部
地区支教。但是，他的内心还有一个更伟
大的事情：成为一位作家，出一本自己的
书，于是他一门心思为这个念头奋斗，傻
得有点不自量力。
而当他回到故乡时，却发现一切都不

一样了，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他父亲已经
从一位人人敬重的人民教师变成了一个
烂赌鬼，他不仅把他的工资，房子，汽车都
投了进去，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这还
不够折腾的，这个傻父亲还坚持要在
那片山坡上挖井，让那地方充满绿
意，人们嘲笑他，大家都觉得他
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人们

根据多年的经验，得
知那里不会有水。

思南为了要将自己的书
出版，找了好多人，费尽周折。其
间，影片穿插了他和好多不同人之
间的聊天，他接触了大量人物：家人、
同学、市长、知名作家、成功企业家、村
镇负责人、阿訇等等。这种聊天大多是在
边走边聊的情景下，而每段聊天多半在
十几分钟左右，聊天的内容涉及的题材
也非常广，从现实命运谈到社会困境，从
理想意愿，回到现实苟且，从宗教信仰联
系到人类前途。

严肃的儿子和散漫的父亲，似乎有些
本末倒置，父亲无法支持儿子，儿子没法
理解父亲，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处
都在那口深井。

故事的结尾，思南的书一本也没卖出
去，但是，他收获了唯一的读者：父亲。父
子终于和解了，因为儿子知道父亲也许是
唯一读过《野梨树》、有可能还读了两遍的
人。所以，当父亲最后决定不再挖井的时
候，思南却选择帮助父亲继续挖井。

小镇青年努力挣脱父辈命运的挣扎，
对未知世界的单纯渴望，就是一口永远挖
不出水的井，现实和梦境的交替之间，
要么选择在井口吊死，要么继续向着
地心用力地锤，即便挖不出清
泉，也要让它生生不息。

!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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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执导的
系列喜剧《寅次郎的故事》于 *+$+

年 "月首发，此后以每年两集持续
不停地拍摄，本土档期固定在夏季
盂兰盆节和正月初一新年上映，观
众们趋之若鹜，成为影坛一大奇观。
这个系列片拍到 *++' 年底完成了
第 %"集，因主演渥美清不幸病逝而
告终，创下系列电影吉尼斯世界纪
录。山田洋次曾深情地述说：如果这
条船叫“寅次郎号”，那么我就是船
老大；船头上站着天真无邪的渥美
清，他朝气蓬勃地领头唱着号子。

中国观众对寅次郎并不陌生，
之前陆续引进过五六集在银幕播
映，但第一集从未见到，这次上影节
经典单元终于补上了“寅次郎号”第
一段航程。话说寅次郎行走江湖日
久，思乡心切，兴冲冲赶回老家柴又
镇。不料女大十八变，他几乎认不出

妹妹樱花了。寅次郎在第一集的主
要行动，是自说自话介入樱花的相
亲，他的言行举止相当另类，先是拆
掉了一门“高攀”的亲事，又差点吹
掉妹妹自己相中的郎君，其间笑料百
出，可谓“哪壶不开提哪壶”。眼熟的
观众在第一集里到处目击熟悉的场
所（糕团铺、印刷作坊、帝释天寺），接
触熟悉的人物（叔叔、婶婶、“章鱼”老
板、寺庙主持），这种审美感受是奇特
的，“逆行的”———从上世纪 +&年代
续集溯源 $&年代首发，一众演员都
是那般年轻，他们和船老大一起，足
足合作了 -&年，棒打不散。
《寅次郎》系列片走的是温馨怀

旧路线，日本舆论评价说：“《寅次郎

的故事》表现整个日本社会的欲望，
其一是从庸常生活中脱身外出旅行
的欲望；其二是希望被温暖的人情环
抱的欲望；其三是遭遇爱情女神的欲
望。影片对现实中早已荡然无存的平
民区脉脉温情的怀念，以及导演相信
‘人性本善’的世界观引起观众共
鸣。”在 -&年漫长的岁月里，其貌不
扬的寅次郎给日本观众带来集体审
美情感的满足，在观众心里深深扎
根。这套 %"集系列片有着统一的艺
术风格，故事框架以寅次郎回家/失
恋/出走为主线，形成一种“不变应万
变”的叙事模式。所谓不变，是指寅次
郎的性格不变、造型不变、为人处世不
变，他总是大大咧咧，古道热肠，总是
单相思，一再失恋，贯穿了“男人的烦
恼”（片名直译）；所谓“万变”，是指故
事情节跟踪日本社会热点，不断从纷
至沓来的生活中提炼喜剧情节。值得
一提的是，在 %"集影片中，累计有数
十位日本女影星轮番扮演寅次郎的意
中人，其中有中国观众熟悉的栗原小
卷、吉永小百合、松坂庆子、桃井薰、田
中裕子等。导演对于寅次郎闯荡江湖
的外景地，大都选择自然风光怡人的
中小城镇以及海岛、牧场，让寅次郎
游遍日本的名山大川，在自然风光中
求得心灵的平和，倡导人们不要沉湎
物质享受，不要忘却带有原始色彩的
田野之美、本色之美。山田洋次感言：
“寅次郎是我用心血创作出来的作
品，因而具有国际性。”他曾亲历纽约
观众发自内心共鸣的经久掌声，这一
幕日前同样出现在上海影城放映厅。

山田洋次是中国观众的老朋
友，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常客。他
年近九旬，尚能饭，尚有新作不断推
出，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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