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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另一种照见生活和人生的方式引发关注

《日日是好日》《漫长的告别》《小偷家族》《千与千寻》等多部日本电影以引进
或参加国际电影节方式亮相中国大银幕

距离日本首映 18 年后 ， 电影

《千与千寻》 日前登陆中国院线， 连

续六天成为票房榜冠军。

记者注意到， 一段时间以来， 多

部日本电影通过引进、 影展等方式亮

相我国银幕。 它们淡而有味， 慢而生

动 ， 以独特韵致引起观众的强烈共

鸣。 除了 《千与千寻》 之外， 《漫长

的告别》 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最快被影迷 “秒杀” 的作品； 北京电

影节首场片 《日日是好日》 引得不少

影迷在开场前一小时就赶到现场； 从

戛纳载誉而归的 《小偷家族》 中国票

房喜人。

这些日本电影用举重若轻的方式

打开生活、 衰老、 离别甚至是死亡话

题，面对人生中不可回避的种种沉重，

体现出一种诗意的超脱———坦然接受

生命的给予， 用平淡而又不乏仪式感

的日常体验消解痛苦与未知。就像《日

日是好日》中说的那样：“雨天听雨，雪

天赏雪，夏日感受暑热，冬天则体悟刺

骨的寒冷”， 它们引导观众慢下来，停

下来，学习欣赏当下的美好，并由此开

启内心丰沛的人生。

用细腻的情感捕捉时
光流淌的静谧之音

握不住， 又不断在为生命塑形的

岁月， 最无情也最有情。 在时光流淌

中打捞治愈感， 是日式美学的重要特

点。 前几年， 讲述乡村少女平淡日常

的电影 《小森林》， 用四季轮回中的

山间美味， 治愈了观众的胃与心， 传

递出 “此刻即永恒 ， 认真过好每一

天， 才是抵御时光匆匆的最佳方式”

这一命题 。 今年大热的 《日日是好

日》 无疑是对这一命题的又一次精彩

论证。

《日日是好日》 改编自森下典子

所著的 《日日是好日———茶道带来的

十五种幸福》 一书。 电影以女主角典

子跟着武田老师学习茶道为主线， 研

习茶道的过程， 亦是感悟艺术之美，

参悟人生真谛的修行 。 一年四季的

风物之美被影片一一呈现 ， 武田老

师那间挂着 “日日是好日 ” 横幅的

日式茶室 ， 则如同日式侘寂美学的

缩影。 在授课过程中， 武田老师会时

不时中途停下， 让学生闭上眼睛， 聆

听梅雨之声 ， 日式茶道中的 “和 、

敬、 清、 寂” 精神以最感性的方式走

进人心； 在一年一度的新春茶会上，

武田老师道出了茶道中 “一期一会”

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相

会、 团聚都是 “仅此一次” 的体验，

因为那一刻的场景与心境不会重现。

人生匆匆， 时间不回头， 每一次相聚都

值得珍惜。

除了对日式美学的极致呈现， 《日

日是好日》 受到的巨大关注， 也与主演

树木希林有关。 这位影视作品诸多的国

宝级日本女演员， 去年 9 月去世， 享年

75 岁， 《日日是好日 》 正是她留给观

众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影片中武田老

师对生活的透彻认知与豁达心态正是树

木希林本人的写照。 在癌症扩散后生命

的最后一段时光中， 树木希林依旧坚持

自己开车赶赴片场工作。 在一部记录树

木希林人生最后时光的纪录片中， 老人

曾对着镜中的自己喃喃自语： “嗯， 像

模像样， 不错。 这个皱纹， 我是挺喜欢

的。 但大家好像不喜欢。 这皱纹是我好

不容易长出来的 ， 不显出来可惜了 。”

或许， 《日日是好日》 中的种种感悟，

正是这位日本 “国民奶奶”， 留给后辈

的赠言。

用最淡最真的仪式感诠
释“家”的意义

“家”的温暖足以叩动每一位观众的

心门。在亲人间平淡琐碎的日常互动里，

提炼真挚细腻的感动， 是日本电影的一

大卖点。近年不少日影佳作，纷纷用各具

特色的亲情叙事，丰满着“家”的意义。

亮相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漫长

的告别》 着实让影迷拼了把手速。 “他

们管阿兹海默症， 叫漫长的告别。 他们

渐渐失去记忆， 一点点离开”， 影片讲

述的正是一位老父亲从失忆至离世， 七

年间发生的故事。 因为家人的陪伴， 这

场本该沉重的 “告别”， 展现出温暖的

底色。 老父亲从最初爱忘事， 到慢慢不

认识家人与回家的路， 最后连吞咽与呼

吸都变得吃力的过程 ， 真实得让人心

酸。 即便如此， 他心中依旧保留着关于

家人的美好回忆： 他会紧张地问妻子，

愿不愿意和自己回家见父母； 会在下雨

天想到过去为女儿们送伞的经历， 带着

三把伞出门……就像导演中野量太说的

那样： “老年失智症可能会失去记忆，

但不会失去自己的心。”

与《漫长的告别》中以血缘为纽带的

家族情感不同，《小偷家族》 探讨了血缘

之外的亲情可能。影片中，被家人遗弃的

老人、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中年夫妇、离家

出走的叛逆少女、 被母亲的冷漠虐待的

小女孩，以及被拐带的小男孩，组成了一

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没有血缘之情

的一群人， 却展现出一种比家人更亲密

的羁绊。 电影通过这段被“偷”来的家族

亲情，打破了“家”的传统定义，借此探讨

“家”的真正内涵。

可以说， 这些包含了丰富东方文化

的日本电影就像一束光， 照见寻常生活

和漫长人生。

越来越多用户选择“听书”

英国出版商协会公布2018年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英国出版商协会近日公布了 2018

年度出版产业报告，报告显示，英国去年

包括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在内的出

版物总销售额为 60 亿英镑，较前年上升

2%。 值得关注的是，实体书销量在连续

三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滑，29.5 亿英镑

的成绩单与 2017 年相比下降 5.4%。 此

外，电子书销售额也出现了 2%的下跌，

而有声书的表现则依旧向好。

在一众数据中 ， 有声书 43%的增

幅格外瞩目， 销售额达到 6900 万英镑。

“实体书的下滑与有声书的强势崛起不

无关系，” 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洛丁

加表示： “但这也代表着在电子出版的

投入收到了成效， 越来越多人在忙碌、

多场景的生活中选择用新科技来享受多

样形式的书本内容。”

有声书的普及与播客平台的日趋成

熟紧密相连。 “播客在带动声音市场的

同时也将图书纳入了考虑范围。 出版商

不吝于斥巨资建造录音室， 邀请知名演

员录制有声书。” 洛丁加说道。 近些年

来， 流媒体巨头纷纷进军有声书市场。

今年 3 月 ， 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就

应景地宣布在非音乐领域投入 5 亿美

元。 有声书的普及也悄然改变着新书的

发行方式， 越来越多海外书商选择同步

发售有声书和纸质两种版本。

无独有偶， 这份繁荣不止发生于英

国 。 在芬兰 ， 2018 年的有声书收益较

2017 年成倍增加 ； 从美国出版商协会

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能看到 ， 2018 年有

声出版物年销售额增幅达到 28.7%， 而

与 2014 年的数字相比， 几乎翻了一倍。

有趣的是， 有声书的增长往往伴随

着电子书的下滑， 有海外研究显示 “听

书” 可免于视力疲劳以及智能手机的普

及造成了这一现象。

不过， 实体书占据着市场大部分份

额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洛丁加以 CD 和

线上音乐之间的关系演变类比纸质书与

数字出版物的未来。 “我不认为这是一

个分水岭， 过去五年间实体书的销量总

体还是增长了 8%。” 他表示。

那些耐人寻味的台词
沏茶时， 重的东西要轻轻放下， 轻的东西才要重重放下。 我们往往因为用

力过度而造成自己与他人的负担， 所以 “举重若轻” 才是用心而不过度用力的
智慧表现。

世上的事物可归纳为 “能立即理解” 和 “无法立即理解” 两大类， 能立即
理解的事物， 有时只要接触过后即了然于心。 无法立即理解的， 往往需要多次
交会， 才能点点滴滴领会， 进而蜕变成崭新的事物。 而每次有更深刻的体悟
后， 才会发觉自己所见的， 不过是整体的片段而已。

———《日日是好日》

子女是没法选择父母的， 所以自己选择的羁绊反而更强。

不是生下孩子的人就有资格做母亲的。

———《小偷家族》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 只要走的方向正确， 不管多么崎岖不平， 都比站在
原地更接近幸福。

———《千与千寻》

▲ 《日日是好日》 借日本茶道， 用极致的美学理念， 开启生命的细

腻体验。

荨 《小偷家族》 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家庭认知， 探讨 “家”

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均影片剧照）

正是看上去有些平凡的形象，在影片中却充满生命张力
除了细腻的情节， 辨识度很高的

女演员也是日本电影的看点。 这些看

上去很日常、平凡的银幕形象，却充满

生命张力， 为日本电影中生活多样性

与真实质感背书。

今年初， 日本推出了一项针对女

演员受欢迎程度的调研， 几部近年日

本电影中的女演员纷纷入围：《小偷家

族》中身材微胖，被评价为“长着一张

路人脸”的安藤樱；《日日是好日》里眼

睛不大脸型偏长的黑木华， 长着肉嘟

嘟小短脸的多部未华子；《漫长的告别》

中笑不见眼的苍井优等等，都榜上有名。

这些备受观众欢迎的女演员在人群

中并不惊艳跳脱，但是她们却通过与角色

的合二为一， 慢慢激发着自身的独特性。

久而久之，“不够漂亮”反而成了她们塑造

各类角色的优势和深入观众内心的特点。

比如在日本拿奖拿到手软的安藤

樱， 既演得了按部就班却积极面对生活

的上班族， 也能与都市边缘颓废女孩无

缝对接。在《小偷家族》尾声，她一场三分

钟素颜哭戏，彻底抛开对“外表”的执念，

直抵剧中故事的本质， 完成了一场自然

却极具穿透力的情绪张扬，被誉为“刷新

影史”。

对演员来说，塑造角色的生动性，比

平面模特般的“美”更重要。 这些所谓不

够惊艳的女演员，往往能成为“生动性”

的最佳注脚。有媒体评价，正因为平淡舒

朗的五官， 才让苍井优的微笑更具感染

力与亲和力 。 这种灵动却不张扬的长

相， 为她的角色加分不少。 从古代到现

代， 在她演绎的一系列女性身上， 总是

自带一种 “倔强” 甚至是 “古怪” 的精

神特质———即便身处市井干着最常规的

工作， 也能适当跳脱， 内心始终维护着

一片不被世俗规则征服的角落。 这让不

少身处俗常， 却心怀纯真的观众看到了

自己， 也让演员通过角色成为越看越美

的 “第二眼美女”。

这些女演员独特的美， 也与日本影片

的拍摄方式有关。在日本影视作品中，鲜少

通过浓重妆容、光线反打、磨皮滤镜、后期

等技术刻意修饰美化女演员的皮肤与形

象。 在镜头中，演员脸上的每一块雀斑、每

一丝皱纹、 每一根白发都浸渍着岁月的流

淌，以及生命的鲜活生动。

反观观众熟悉的另一些影视剧， 对所

谓美和颜值的追求却“登峰造极”。 一位国

内电视人曾指出这样一个普遍的创作误

区：每个人都化着精致的妆容，在灯光

下演员的皮肤完美无瑕； 女孩们都纤

细苗条，胖一点的则被设定成为“笑点

担当”；演员们不能上年纪，因为一旦

不是“少男少女”，则要直接进化到“爸

爸妈妈”。 但我们的生活真是这样吗？

在创作者执迷于搭建符合臆想的 “美

丽样板房”的时候，真实的生活况味却

被不断拆解。

生活本身在平淡中有一种朴拙的

美———女演员可以不够惊艳， 因为对

平凡、平淡和日常的欣赏与书写，恰恰

是对真实生活与个体生命多样性的一

种尊重。

爱情戏里，看女性如何把“配角”演成主角

田沁鑫第三次创排《红白玫瑰》———

“朱砂痣与蚊子血”“白月光与饭粒

子”的精妙比喻，是爱情小说留下的最

为经典的批注之一。 小说《红玫瑰与白

玫瑰》 捕捉了人性中隐秘微妙的情感，

并深深影响了很多人爱情与处世的态

度。 时隔十多年后，中国国家话剧院副

院长、 中国大戏院艺术总监田沁鑫，将

第三次触碰“红白玫瑰”，在话剧舞台上

演绎这个故事。

没有明星的光环，也没有过多的舞

台经验，田沁鑫此次启用的演员，平均

年龄只有 22 岁， 主要由去年成立的上

海戏剧学院青年话剧团构成。 同时，在

此次创排的新版中，田沁鑫将继“青春

版《狂飙》”后，再度发掘戏剧与影像“合

作”的艺术魅力。

田沁鑫是最早触碰 “红白玫瑰”题

材的女性导演， 从 2007 年开始推出过

不同版本，无论是大剧场版还是小剧场

版，无论是“明星版”还是“时尚版”，都

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首次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同名话剧，

田沁鑫邀来秦海璐、辛柏青等主演。 她

将佟振保“一分为二”，由两名演员分别

饰演佟振保的 AB 面———一个是需要

时时在人前经营、维护自己人设的“振

保”,另一个是更内心化、真实化的 “振

保”。舞台上，透明的玻璃长廊将表演区

一分为二，两个佟振保和两朵“玫瑰”在

左右两侧不时穿梭，以隐喻现实中的人

们时常在回忆与想象之间沉迷。

三年后，田沁鑫又推出了“时尚版”

《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版将时代背景由

1940 年代的旧上海移植到 21 世纪，紧

密围绕 80 后的事业、 感情和生活等展

开，视角也从男性转换成女性，一男二

女的人物关系变成一女二男，“女振保”

周旋于两朵“男玫瑰”之中，同样引发现

代观众的共鸣。

《红玫瑰与白玫瑰》书中埋藏于字里

行间的活泼与毒辣， 无不释放着作者大

胆与才华。 谈及第三度碰撞“红白玫瑰”

的原因时，田沁鑫称是被原著中一句“即

使受了很多苦，我们还是应该选择爱”所

触动，她想知道作者如果复活，是否仍然

能够用特别都市的方式， 妥善解决爱情

难题。田沁鑫也想借关注视角的转变，用

小说的智慧与幽默， 帮助现代人尤其年

轻人，厘清何为欲望何为爱情。

新版话剧《红白玫瑰》脱胎自前两个

版本的精华。田沁鑫将《红玫瑰与白玫瑰》

中的一众人物颠覆性别，从 1940年代穿

越到 2019 年的职场，留洋归来的“男振

保”变成了职场丽人“女振保”，“红白玫

瑰”顺势化身为男性更换了行头。 虽然成

为了当代青年，但他们的情感故事似乎依

旧逃不脱经典的文本。 关于现代都市爱

情的种种关键词也会在剧中出现。

● ●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在忙碌和

多场景的日常

生活中， 越来

越多人选择用

耳朵“听书”。

（资料图片）

田 沁 鑫 从

2007 年 开 始 推

出“红白玫瑰”不

同版本以来 ，无

论是大剧场版还

是小剧场版 ，无

论是“明星版”还

是 “时尚版”，都

取得了很好的市

场反响。

荨 2007 年

版 《红玫瑰与白

玫瑰》。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