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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濑巳喜男的电影》

内容概要

凯瑟琳·罗素所著《成濑巳喜男的电影（女性与日本现代性）》讲述了作为最多产、最受尊敬的日本
导演之一，成濑巳喜男（1905—1969）在1930年至1967年间，拍出了89部电影。成濑是一位片厂导演，
以不超支和按时完成电影拍摄而闻名。在他漫长的电影生涯里，他执导了风格各异的情节剧，在调子
上秉持一种非凡的连贯性。他的电影，或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或根据原创的剧本拍摄，背景大都设定
于当代的日本。成濑的许多电影属于“女性电影”。它们以女性为主角，描绘女性的激情、失望、乏
味的生活和她们的生存境况。尽管成濑或他的电影观众都不认为她们是“女性主义者”，然而他的电
影却一再地强调（如果不说是挑战的话）了日本社会的僵化的性别标准。考虑到围绕着成濑电影的复
杂的历史和批评议题，对导演的全方位研究需要一种创造性的和跨学科的方法。罗素通过追溯成濑在
日本影评界的接受情况，并利用哈里·哈鲁图尼安、米莲姆·汉森以及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理论，
指出成濑的电影是日本现代性的关键文本，它们既描述了日本女性在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不断变化的
角色，又描绘出了一个都市的、工业化的、被大众媒体浸染的社会。凯瑟琳·罗素所著《成濑巳喜男
的电影（女性与日本现代性）》讲述了作为最多产、最受尊敬的日本导演之一，成濑巳喜男（1905
—1969）在1930年至1967年间，拍出了89部电影。成濑是一位片厂导演，以不超支和按时完成电影拍
摄而闻名。在他漫长的电影生涯里，他执导了风格各异的情节剧，在调子上秉持一种非凡的连贯性。
他的电影，或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或根据原创的剧本拍摄，背景大都设定于当代的日本。成濑的许多
电影属于“女性电影”。它们以女性为主角，描绘女性的激情、失望、乏味的生活和她们的生存境况
。尽管成濑或他的电影观众都不认为她们是“女性主义者”，然而他的电影却一再地强调（如果不说
是挑战的话）了日本社会的僵化的性别标准。考虑到围绕着成濑电影的复杂的历史和批评议题，对导
演的全方位研究需要一种创造性的和跨学科的方法。罗素通过追溯成濑在日本影评界的接受情况，并
利用哈里·哈鲁图尼安、米莲姆·汉森以及瓦尔特·本雅明的文化理论，指出成濑的电影是日本现代
性的关键文本，它们既描述了日本女性在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不断变化的角色，又描绘出了一个都市
的、工业化的、被大众媒体浸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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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本说明
推荐序一　成濑高峰配 汤祯兆
推荐序二　成濑电影中的女人们 胡　晔
致中国读者 凯瑟琳·罗素
鸣谢
序言

导言 作为工薪族的电影作者
成濑小传：三十七年间拍出八十九部电影
作者论和拯救性的批判
日本女性电影
主体性和观影行为

第一章 无声电影：都市中的女性（1930—1934）
松竹蒲田风格和日本现代性理论
《非血缘关系》：另一位母亲
《与君别》：风格和情感
《夜夜做梦》：工作的母亲
《没有尽头的街》：影像中的非法交易
日本现代性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电影

第二章
成濑在照相化学研究所（PCL）：步向日本经典电影（1935—1937）
《浅草三姐妹》：浅草人生
《女演员和诗人》：新式的妻子
《愿妻如蔷薇》：都市和乡村
《马戏班五人组》：巡回表演
《谣言中的女子》：最后的摩登女郎
《桃中轩云右卫门》：一家之主
《与君共行之路》：家庭政治
《早晨的林荫道》：浪漫的幻想
《女人哀愁》：儿媳妇
《雪崩》：成濑和文学现代主义
《祸福》：堕落和过剩
情节剧和日本经典电影

第三章 并非纪念碑电影：战时白话（1938—1945）
回归传统日本：艺道和历史电影
生活的片段：战时家庭剧
《巴士售票小姐秀子》和战时喜剧
战时白话

第四章
占领年代：电影、民主和日本式刻奇（1945—1952）
《浦岛太郎的后裔》：民主革命
《你我都一样》：工薪族的雪耻
《情窦初开》：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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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分手也快乐》：在新日本如何做女人
《石中先生行状记》：感伤的民族志
《愤怒的街》：危险的战后都市
《白色野兽》：女性的精神病
《蔷薇合战》：管事的女人
《银座化妆》：回归水商卖
《舞姬》：自由的诅咒
《饭》：工薪族的妻子
《阿国与五平》：再次回归传统日本

第五章
1950年代的日本女性电影（1952—1958）
《妈妈》和类型修正主义
《闪电》：林芙美子和下町
《夫妇》：婚姻及其不满
《妻》：身为女人或妻子意味着什么？
《兄妹》：喧哗与骚动的故事
《山之音》：成濑作为现代主义者
《晚菊》：战后日本女性故事
《浮云》：叙事与记忆
《骤雨》：城郊的民族志
《妻之心》：一部无事发生的电影
《流逝》：女人之家
《粗鲁》和《杏子》：新女性往何处去？
成濑、电影和俳句

第六章
成濑在1960年代：陷入现代性的困境（1958—1967）
《鰯云》：庭园里的女人
《柯淡的口哨》：成濑的后殖民时刻
《女人踏上楼梯时》：体面的世界
《娘妻母》：家庭和类型的解体
1960年的东京：两部电影
1960年代的三部女性电影
《放浪记》：林芙美子的商品化
《情迷意乱》：一个女人的欲望
《女人中的陌生人》：完美的犯罪，完美的家庭
《肇事逃逸》：汽车和阶级
《乱云》：欲望和世界主义
一种晚期电影

结语

成濑电影年表
中英译名对照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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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结合成濑的电影读起来真受益，不仅解读电影还结合当下进行对比，默片的内容相当丰富，可以
看出导演几十年间的细节变化，对女性角色深度展现也是我们喜欢成濑主要原因之一！
2、有些不影响阅读的小错误。
3、3星半

4、学术有余，电影不足。
5、全面梳理
6、译者翻译这本书白费了心思。原著不好。
7、不想多说了  西方人写日本电影以后不会再买  
8、应该叫成濑电影巡礼，北美女性研究者中写作风格最中国化的一位，散点而不系统，对影像细节
捕捉展现出女性研究者特有的敏感，可惜鲜有真正深刻而精彩的理论贡献，副标题女性和现代性基本
是游离于文本。另译者说他翻译了两年，我有点不敢相信。系统研究成濑的奠基之作，这是本书唯一
值得推荐的理由。
9、以后不再看欧美人写的日本电影的书了。连城的翻译还是下了功夫的。
10、还是觉得过度阐释了。不过相对于小津，我喜欢成濑巳喜男多一点，因为前者颜色于我来说太浅
，后者浅色里是有一点点色彩点缀的
11、最好的是译后记。连城先生应该弄创作。
12、比起溝口 我更欣賞成瀨的女性視角
13、推荐给李玉。
14、偶有精句，但拿本雅明等人的文化学符号植入其中，多少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而且我始终认为
传统评论界对成濑作品成就的评估是有差池的，《山之音》这样的作品被过份高估，而《放浪记》《
女人的历史》等片则被不可思议地低估。
15、既全面又规整，第一遍过大概花了一年多，对照重看了十余部作品，仍觉得自己对成濑知之甚少
，只是一如既往的喜欢。
16、正如译后记所说“其实成濑最大的知音是华人”，西方作者始终隔了一层，以成濑对各种题材的
胜任驾驭度来讲，每部片都兼具“好看”与“艺术”的标准，而本书以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和白话现代
主义理论解构成濑之丰富灵动、沉郁哀茫的世界，显然并不十分相契；不过整体来讲仍具有史料价值
，以编年史形式，细细梳理历年作品，总结归纳成濑的拍片风格——用摄影机运动表达复杂的心理活
动，利用空间进行动作构图，根据运动而剪辑以获得戏剧性，闪回和蒙太奇的插入推进复杂（非线性
）叙事，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过渡性镜头，都市空间的重建及异化体现的时代特征，不脱离日常生活的
体验，具有形式美学的现代主义，对富有戏剧性的情感跌宕的掌控，对演员的放手式调教，精雕细琢
的成本控制，保质保量的神速拍片⋯⋯无疑，成濑是天才！
17、很好的研究资料
18、虽然仅从女性与日本现代性的方面来探讨成濑 但理论体系已经相当成熟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19、可以说相当全面。
20、学院派腔调真是无趣 全书最好看的是译后记 以译者的功底和热爱 完全应该自己写 
21、硬货
22、侧重解读成濑电影的社会性意义，有些晦涩，读的一知半解，可以作为片单使用。封面的高峰秀
子真好看，应该是出自女人步上楼梯时。
23、结合女性主义和现代性理论解读成濑的作品提供了许多精彩的视角，还兼顾影像和技法的部分解
析，甚至是提供了当时和西方的影评人对作品的评论，光是成濑默片的作品也能有如此的篇幅，而且
都是切合主题，接近完美的书籍。
24、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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