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泽明的《生之欲》与梵高
《生之欲 》是黑

泽明电影中最冒险

的作品

我们姑且认为黑泽明至其晚

年最后时期都一直在拍优秀的电

影。 但是， 他满怀热忱地制作电

影， 并且得以拍出与其热忱相称

的作品的时期， 应该可以认为是

战后的 15 年。 其中尤其以拍摄

1952 年的《生之欲》及之前 1951

年的《白痴》和之后 1954 年的《七

武士》这三部作品时期，是黑泽明

拍电影最有热情的时期。

且不论对《白痴》的普遍差评，

仅是考虑 《白痴》《生之欲》《七武

士》 的片长都大大地超过了两小

时，即可断定黑泽明在这个时期是

最有创作热情的。这种热情当然会

带来杰出的作品。事实上毫无疑问

的，在黑泽明 30部作品中，最获好

评的并非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

得大奖的《罗生门》等影片，而是

《生之欲》及《七武士》。

但即使是这样的 《生之欲》，

与其他的黑泽明作品相比较，也

并未让人感觉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黑泽明的作品中， 有很多

如像《白痴》《蜘蛛巢城》一样是有

原作的，也有像《我对青春无悔》

和《泥醉天使》这些没有原作的作

品。 《生之欲》和《七武士》也没有

原作， 仅是依靠编剧们的创作进

行拍摄，但其具有丰富的故事性，

丝毫不比有原作的作品逊色。

同时， 黑泽明从初期至晚年

的作品， 对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

均有涉猎。 总体来看现代题材较

多，历史题材也不在少数。 《生之

欲》是现代题材，讲述不像如今这

般有着很好境遇的公务员的故

事，《七武士》 则是以战国时代的

农村为舞台的历史故事。

黑泽明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

为正义而行动、为他人而尽力的角

色，他的作品中有不少让人觉得肉

麻的人文主义场景。而这一点正是

支撑黑泽明作品的基本要素。

《生之欲》 的主人公也是一

样， 在死亡来临之际变身为一个

全力助人的人。 木村在主人公死

后灵前守夜那场戏中说的话即为

其典型。 木村以悲怆的声音把死

去的渡边的美谈如此这般地娓娓

道来，有很多观众会觉得扫兴吧。

但正是这种可以说是过于滥情的

人文主义， 在很多黑泽明电影中

反复出现的主旋律， 可以称之为

黑泽明电影的精神气质。

这样看的话，《生之欲》 既可

以说是许多黑泽明作品的集成之

作， 也可以说与其他黑泽明作品

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如果

说《生之欲》是黑泽明电影中最冒险

的作品，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意外？

对于《生之欲》评价的分歧之

处， 应该在于能不能自然地接受

作品后半部中令人生厌的溢美之

辞。若要问我的真实感受，我会说

即便是放到那个时代背景里去，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死和溢美之

辞。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给《生之

欲》很高的评价。但是，即便《生之

欲》中有如此大的瑕疵（？ ），作品

也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几方面独创

性而瑕不掩瑜。 我对这部作品的

兴趣所在，正是其独创性。

戴帽子的肖像画

很多人都知道， 黑泽明年轻

时曾经想成为画家。关于这点，读

一下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就

很清楚了。 他还在 1952 年 10 月

号《艺术新潮 》中说过 ，“我在 17

岁之前一直立志想成为画家”，并

在之后的文中详细记述了他喜欢

的画家们，“喜欢的画家有： 后印

象派的塞尚、梵高、高更、卢梭，日

本画的铁斋， 当代的前田青邨等

人。说句题外话，我从很久以前就

在琢磨， 想用最好的彩色技术拍

摄梵高的一生”。

我们很容易就能从黑泽明的

电影中找到关于这句话的印证。

《电车狂》里鲜明的色彩会使人联

想到梵高和高更的画作。 对于他

想成为画家的愿望以及他所热爱

的绘画作品，黑泽明留下的《影武

者》 中数量庞大的分镜头画稿就

是最好的证明。其实无须赘言，黑

泽明有一部影片《梦》，里面有一

段场景引用了梵高的名作 《阿尔

的吊桥》（《朗格卢瓦桥》），甚至让

在麦田里勤奋作画的梵高本人

（马丁·斯科塞斯饰）也出场了。总

之，即使这部电影不算完美，但也

是 80 岁高龄的黑泽明实现了他

40 岁时说过的“梦想的作品”。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 黑泽

明喜欢梵高的作品毋庸置疑。 那

么，这样一位令其心仪的画家，给

他带来的影响难道只局限于色彩

方面吗？ 如果说人们喜欢某位画

家， 我觉得一般不会只喜欢那位

画家的色彩。 黑泽明每每提到梵

高是他喜欢的画家， 恐怕并不仅

是因为其作品， 更是因为梵高的

人生是他感兴趣的对象。 不然的

话， 即使是闲谈， 也不可能产生

“想用最好的彩色技术拍摄梵高

的一生”的想法。黑泽明想用电影

拍摄的，除了梵高的画作，同时不

是还应该有梵高的人生吗？

黑泽明不只用他的彩色电影

证明了他喜欢绘画以及醉心于梵

高的事实。 在他的黑白电影中也

同样能见到绘画风格的影像。 志

村乔饰演的《生之欲》主人公渡边

堪治的镜头正是最好的例子。

主人公渡边的出场紧跟在电

影开篇的 X 光片之后。 虽然这时

还看不出来， 但当看到知晓自己

患上了胃癌、 走在从医院回家路

上的渡边时， 我立刻觉得在哪儿

见过这个人。那是在《生之欲》，当

看到因为帽子在欢乐街被抢走而

去买了新帽子戴在头上的渡边

时， 难道只是我觉得他跟梵高画

过的若干肖像画，特别是 1887 年

在巴黎画的戴着帽子的《自画像》

以及《汤吉老先生》是如此的相像

吗？ 虽然黑泽明并未提过是在模

仿这些油画作品中的人物， 但是

这里介绍的戴帽子的《自画像》和

《汤吉老先生》与渡边非常像。黑泽

明在《蛤蟆的油》里提及了梵高、莫

里斯·郁特里罗的画集，这些有名

的油画作品他当然是知道的。

《生之欲》中黑泽明的独创性

在于主人公渡边压倒性的存在

感。成为一部优秀影片的捷径，首

先就是主人公的视觉魅力。《生之

欲》 中渡边的形象能让人联想到

梵高的《自画像》以及《汤吉老先

生》，仅就这一点而言，在黑泽明

作品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梵高在 1880 年前后通过自

学开始走上画家之路。 经亲戚介

绍， 梵高曾在海牙和伦敦的画廊

里工作， 但因觉得这个职业并不

适合他，于是辞去画商的工作，决

心去当牧师。 但是，因没能通过牧

师资格考试，只好放弃。这是 1875

年左右的事。 最终，作为见习传教

士的梵高来到了比利时南部炭矿

区，严格遵照《圣经》进行基督教的

传教工作，舍己为人，将自己所有

的一切都布施给了穷苦之人，但

在旁人看来这些做法都是像疯子

一样的过激的宗教行为。 因此，梵

高被传教委员会罢免， 从而下定

决心走上了画家之路。

梵高在四五年左右的练习时

期中以大量素描为主， 他所画的

大多是在农村辛勤劳作的人们。

之后，他于 1885 年创作了其初期

代表作《吃土豆的人》。

看到这一时期梵高创作的作

品， 不由得令人想起年轻时的黑

泽明想成为画家并加入无产者美

术同盟的往事。在 1929 年的第二

届无产者美术展中， 黑泽明送了

五幅作品参展 ：《建筑工地的集

会》《农民习作》《反对帝国主义战

争》《致农民组合》 和 《致劳动组

合》。 遗憾的是，包括这些作品在

内的黑泽明那一时期的作品似乎

都没能留存下来， 但我们可以看

到黑白照片版的 《建筑工地的集

会》。通过这五幅画的标题和印刷

版的《建筑工地的集会》，我们不

难想象这是一些赞美无产者运

动、劳动者和农民的绘画作品。从

这些我能感觉到黑泽明在年轻时

代的彷徨中立志学画和年轻的梵

高步入画家之路有不少相似之

处。同时，从《建筑工地的集会》中

对劳动者群像的刻画方式， 联想

到《生之欲》及《天国与地狱》中的

普罗大众的形象刻画， 可以明显

感觉到黑泽明学习绘画对其日后

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影响。

例图中介绍的梵高的两幅画

作都是 1887 年创作的。这时期的

梵高生活在巴黎， 一边上美术学

校，一边结交图卢兹·劳特列克等

人， 努力从巴黎的画家们那里汲

取新的技法。 戴着帽子的 《自画

像》，画的是勉强处于精神安定期

的梵高。另一幅《汤吉老先生》，画

的是一位在巴黎经营画材店、平

素经常照拂画家们的老先生的肖

像画。 1890 年 7 月 27 日，梵高在

巴黎以北 35 公里一个叫奥维尔

的村庄开枪自杀 ，7 月 29 日去

世。 第二天下午仅有十人左右出

席葬礼， 其中就有专程从巴黎赶

来的汤吉老先生。 从梵高的画中

就可以感觉得到老先生的善良，

当时在他的画材店里也经常能看

到塞尚和高更等人的身影。

志村乔出演过多部黑泽明作

品，很多人都认为《生之欲》是作为

演员的志村乔的代表作。 《泥醉天

使》《七武士》中的志村乔虽然也非

常出色，但《生之欲》中志村的存在

感和鲜明的造型， 与梵高的肖像

画一般无二。 经过了《泥醉天使》

中平民区小酒馆里的医生、《野良

犬》中的老刑警，以及外表被视为

是渡边前身的《丑闻》里的无良律

师，志村终于在《生之欲》中塑造出

了具有压倒性存在感的、 得了胃

癌的市民课课长的形象。

《生之欲》第三章伊始，有渡边

和梅菲斯特式的小说家一起走在

夜晚的欢乐街上、帽子被人抢走的

场景。 但是，他并没有去抢回帽子，

而是在作家的建议下买了一顶漂

亮的新帽子。从戴上新帽子那一刻

起，渡边便逐渐走向故事的核心。

电影结束前，为渡边守灵的时

候，来了位穿着制服的警察。 他带

着前一晚在公园捡到的渡边掉落

的帽子前来上香。 之后，出现了著

名的那一幕： 坐在秋千上唱着《船

歌》的渡边。 不知不觉中，帽子这个

小道具成了渡边的重要象征。

黑泽明极其有意识地， 特别

是从第四章开始， 用了很多戴着

帽子的渡边的镜头， 尤其是他的

面部特写镜头。 这点很好地证明

了，电影与绘画一样，人物的面部

或者说肖像画是多么重要。 这一

点对于曾想成为画家的黑泽明来

说体会至深。

▲梵高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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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让我们看到自己未

曾知晓的世界，它是一扇极具

魅力的窗。“电影天皇”黑泽明

将东方电影带进世界视野，是

第一个被世界电影人共同视

为导师的亚洲导演。

本书由日本早稻田大学

岩本宪儿、武田洁两任日本映

像学会会长执笔，多位电影专

家从不同维度对黑泽明电影

进行深刻的剖析，带你进入电

影大师的影像世界。

《黑泽明之十二人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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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在中央纪委》记述了黄克诚担任中央

纪委领导工作的 7年间，在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情

况下勇挑重担， 铁面无私抓党风， 参与制定党规党

纪，参与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在“两案”审查中坚持实

事求是，正确评价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公正评

价林彪的功与罪、 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

光辉历程。 该书还生动描写了晚年黄克诚双目失明、心不失明，廉洁自律定家

规的感人故事，刻画了黄克诚用一生践行自己的誓言，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

一刻起，对党的一片初心就从未改变，成就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传奇。

▲《生之欲》中的主人公渡边▲梵高的《汤吉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