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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刀魚物語》

内容概要

本導演小津安二郎被譽為藝術形式和思想內涵最統一、最嚴謹的電影作家；他在電影中所呈現的人物
、家庭和社會，都可說是一般日本人最熟悉、最普遍的範例；換句話說，亦即是他的作品最足以忠實
的表現出日本人的生活，甚至，進而反映出整個東方社會的生態。

－－張昌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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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刀魚物語》

作者简介

津安二郎（おづやすじろう，1903年12月12日—1963年12月12日），日本知名導演，生於東京深川
。1923年進入松竹映畫的蒲田攝影所當攝影助理，在1927年正式升格為導演。早期他廣泛的拍攝各類
影片，其中又以青春喜劇類居多。戰後則主力於以一般庶民日常生活為主的小市民電影，尤其以《晚
春》、《東京物語》為他一生中的代表作。此外他以低視角仰視拍攝方式獨樹一格，也成為後來導演
的效法學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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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刀魚物語》

精彩短评

1、张昌彦老师剧作的讲法也是小津式的

Page 4



《秋刀魚物語》

精彩书评

1、（我没看过这书，我要说的是秋刀鱼）来深圳之前，听过无数次秋刀鱼这个名字。很日本。似乎
只有日本的漫画或者电影小说里面有这个东西。第一次吃到它，是和Fivemay。我和她当时是同事。我
从王川那里搬出来的第一站，便是和她在岗厦合租。经常会有些小小的加班，回家时，地铁口便会已
经有很多的烧烤滩摆出来。有一次，就跟她一起吃。她很熟练的点菜，然后我便听到了秋刀鱼的名字
。我当时好惊讶，也觉得很奇特。原来秋刀鱼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罕见。烧烤的秋刀鱼很好吃。这是在
成都没有的。成都也没有到处的烤生蚝。也很好吃。还有扇贝，青口。不摆了。想起那段日子仿佛已
经过去很久。其实不过是四五个月前。那时候秋天，却还是很热。我们从来没有按时下班。也许是我
的原因。我喜欢跟他们多相处，喜欢跟他们在办公室厮磨时间，喜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而且岗厦离
公司很近，有地铁，只需要一个站，有公交车，只需要四个站，还可以走路，大概四十分钟。有一次
，在家写东西到半夜，实在饿得不行，穿着拖鞋走出去五分钟，吃一条秋刀鱼，几串韭菜，回来继续
写。昨天又吃了一条。因为没吃晚饭。
2、小津的《秋刀鱼之味》其实不关秋刀鱼事，全片唯一出现鱼的场面，是开头三个男人请老师饮宴
一场中的鱼料理，不过那并不是秋刀鱼，而是海鳗。原来小津在拍《小早川家之秋》时，公司催促下
一部片子，他在匆忙之下临时命名为《秋刀鱼之味》。片子要说的不是秋刀鱼本身，而是要带给人一
种“秋刀鱼之味”般的人生况味。何谓秋刀鱼之味？不是日本人自然难以有深刻的领会。按照刘黎儿
的说法，秋刀鱼最早于每年八、九月份出现于日本东北岩手县附近的三陆海岸地带，然后在十、十一
月份南下到东京附近的房总半岛，而到达曾经写诗吟诵过“秋刀鱼之味”的佐藤春夫的家乡纪州新宫
，则是次年三月时。无论秋刀鱼出现在何处，均令人有一种秋风萧瑟和寒冬寂寥的凄冷感觉。此外，
日本人烤秋刀鱼，在小火炉上冒着青烟，发亮半边黑的秋刀鱼胴体滋滋渗出脂肪沫，味道飘满一室，
分外浓郁，人一闻之，更加感觉到秋意凉凉，“秋刀鱼是忠实的报秋鱼，一烤秋刀鱼，便像是风吹透
心中隙缝，凉飕飕的感伤随即涌上来”。正因为秋刀鱼是一种报时鱼，因此它也成了日本俳句写作中
的一个常用季语。随便登上一个俳句网站进行季语检索，秋之主题下必有它，我们随便也可读到诸如
“日暮时分，烧秋刀鱼的人呀，涌满横尾”、“秋深矣，在七轮烧烤横尾的秋刀鱼”、“在七轮烧烤
秋刀鱼 秋色满长空”（意译）等俳句，秋刀鱼引发的都是一种深切的秋之味，正如俳圣芭蕉所吟：“
暮秋长喈吁，伤时叹世者谁子？西风掠髭须！”看小津的《秋刀鱼之味》，的确有这种不胜秋风之感
。本来，《秋刀鱼之味》较之小津刻画老年人晚景凄凉的早期作品《东京暮色》和表达“树欲静而风
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家庭崩解的《东京物语》，意境圆看似融平和许多，实则如汤祯兆所云，
“《东京暮色》处理的是一个殊异的家庭，环境造成的不幸为众人悲怆的愁苦配上稳当的理由。《秋
刀鱼之味》的平山周平却有儿有女，结婚了的儿子和媳妇也孝顺体谅。但纵然上下都是彬彬守礼的好
人家，同样无法减轻老人晚年的孤独难奈。女儿路子出嫁的送别，倒不如说是对老人的告别。因为平
山周平的痛苦没有什么不幸加诸身上，于是更强力说明了生途悠悠的折磨。”其实《秋刀鱼之味》开
头平山周平的老师父女的境况，可视为作品的一条副线，它正是《东京暮色》母题的变奏与回响，它
和平山周平嫁女的主线相互交织，深化了“无论是悲是喜，而人生终归于一人的落寞”的人生实相的
主旨，较《东京暮色》更令人难为怀。更何况，小津拍此片时，正逢母丧，那种人生的苦味，见之于
他的日记：春天在晴空下盛放/樱花开得灿烂/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只感到茫然/想起秋刀鱼之味/残落的
樱花有如布碎/清酒带着黄莲的苦味。小津心头的这份苦涩，尽皆流淌于《秋刀鱼之味》的影像之中。
别的不说，光看片头设计不再使用自三十年代中期他的作品中一直采用的麻布，就可见出他心情的变
换。小津作品的恬静、简净、凝练的风格，正正体现于开头这方素朴的麻布上，反映着他内心平和的
思想。这块麻布成为小津的标签，也成为小津迷津津乐道的一景，如黄爱玲所说“每次看到片头工作
人员的名字，端庄而又看似随意地写在素朴的麻布上面，心里就会踏实起来，就如一个惶孔的迷路小
孩，终于回到家门，是的，是这个门口了，只要按按门铃，就会再回到熟悉的家。”《秋刀鱼之味》
中不知出于何故，片头不见了这熟稔的记认，那些清雅的树影显得有些紊乱，没有了我们见惯的那份
质朴和本真，不禁有些惶然起来。想起来，这是小津的遗作。不免揣想，是小津拍此片时对生命的嬗
递和时间的流变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吗？是否拍片前母亲的去世让小津忧患伤生，于是麻布的温煦变成
了湛然冷然的忘川之水和倒映于其间的树木的苍然的姿影？《秋刀鱼之味》片首映照出小津的荒凉心
境。母亲的去世，使他生命中的一抹温暖没了影儿，作为观者，我们隐隐然也有种凄冷的落索。“清
酒带着黄莲的苦味”，就是戏里戏外，小津不胜其情的“秋刀鱼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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