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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岩井俊二是日本“新电影运动”的旗手，是日本年轻一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他的电影作品，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美好，则如温暖之花；残酷，则如冰冷之地。
在青春与成长、生死记忆与现代忧思中，表达出美好或残酷的主题，体现出细
腻唯美的日式特征。

[ 关键词 ] 岩井俊二    美好   残酷   日式特征

岩井俊二是日本“新电影运动”
的旗手，是日本年轻一代导演中的佼
佼者。他秉承了日本“菊与刀”的民
族性格，以影像清新独特，感情细腻
丰富著称于世。从怪诞新奇的《爱的
捆绑》开始，无论是细腻委婉的《情
书》《四月物语》《花与爱丽丝》，
还是晦暗深刻的《梦旅人》《燕尾蝶》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岩井俊二都
“将渲染情绪、展示心理状况丰富的
想象和联想、快速蒙太奇、象征隐喻
的影像语言、虚幻与现买之间无痕迹
的进出的手法等带进了日本电影，使
日本电影面貌焕然一新。”[1]

统观岩井俊二的一系列作品，可
以看出其独特的个人风格：畅达明快
如行云流水，宏大浓郁又诗意隽永。
美好，则如温暖之花；残酷，则如冰
冷之地。而其后蕴藏的则是他一以贯
之的细腻唯美的日式特征。

一、美好或残酷——岩井俊二
作品的主题

岩井俊二最关心的是人最本质
的东西。他用诗意的镜头语言和对情
感的细腻把握，表达了他对青春与成
长中美好和残酷的独特感受以及对生
死、记忆及现代都市异化生活的个人
化体悟，谱写出一部部动人诗篇。

（一）青春与成长
提起岩井俊二，大多数人会将他

与“青春”相联系，甚至赞誉他为“歌
咏青春的映像诗人”，把其作品称为

“青春片”。 戴锦华教授曾指出，“所
谓‘青春片’的基本特征，在于表达
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诸多的尴尬和匮
乏、挫败和伤痛。可以说是对‘无限
美好的青春’的神话的颠覆。‘青春片’
的主旨，是‘青春残酷物语’，近似
于意大利作家莫里亚克的表述，‘你
以为年轻是好事么？青春如同化冻中
的沼泽。’”[2] 的确，“青春与成长”
是岩井俊二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主题之
一。《烟花》中少年的萌动与懵懂，
《梦旅人》中年少生命的纤弱，《情
书》中青春恋情的蔓延追忆，《燕尾
蝶》中青春梦想的破灭，《四月物语》
中少女单纯浪漫的暗恋，《关于莉莉
周的一切》中成长的痛苦与孤独，还
有《花与爱丽丝》中青春的甜蜜或忧
伤，青春和成长过程中唯美的诗意、
琐碎的忧愁，以及痛苦和无助，都在
岩井俊二的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细
腻描绘。

正如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
• 序言》中所说，“我们领教了世界
是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
变得温存和美好。”在岩井俊二营造
的如诗如梦的意境中，或温馨，或冷
峻，都脱不开对青春期少男少女心理
的微妙探询，让我们看到真正意义上

的青春与成长。
首先，青春期作为人生中最美好

的时光，有着唯美和浪漫，有着青柠
一般淡淡的芳香。《情书》通过精巧
的叙事为人们编织了一段浪漫唯美的
初恋故事，把青春期少年的朦胧爱恋
和青涩表白融入到清新柔美的视听语
言中，引起人们对青春与爱情的深切
感怀；《花与爱丽丝》则是通过朦胧
的光影，轻灵的舞姿和优美的舞曲，
把少女内心深处最细微、最隐秘的情
思，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影片
具有轻灵跳跃的青春气息和现代感。
就青春的美好而言，岩井俊二清新唯
美的独特风格是极具个人气质的，既
不同于欧洲青春片的艺术化——如
《天使爱美丽》《天堂电影院》等将
青春和成长的思考融于对人性的深度
追问之中；也不同于好莱坞青春片的
商业化——如《美国派》《歌舞青春》
等以戏剧性和时尚感表现青春和成长
的明快浪漫。

其次，青春期作为少年向成年的
涅槃，必定要经历迷茫和痛苦，有其
残酷的一面。《梦旅人》中处在自由
边缘的那三个精神异常的孩子，一个
莫名其妙地从墙上跌落而死，一个为
替朋友赎罪亲手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
的生命；《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更是
构筑了一幅以“暴力、欺侮、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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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交、沉迷虚拟世界”为主题的青春
画卷，揭示了成长中的虚幻、迷茫和
残酷的一面。就青春的极端而言，岩
井俊二的“青春残酷物语”也有其独
到之处。相对于日本传统的青春片（如
大岛渚《青春残酷物语》等），其作
品更加令我们触目惊心，因为传统的
主人公常常是毁灭于社会上的黑恶势
力，而岩井俊二的作品已经深入到自
我的沉沦，甚至没有反抗和挣扎；相
对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各地的青春片
（如杨德昌《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等），其作品因为“暧昧”的情节与
影像处理而更具表现力，正如他自己
所说，“杨德昌拍出了一半我想要的
东西，另外一半，我自己想做”[3]。

总之，一方面岩井俊二致力于
青春和成长过程中美好的情感幻影制
造，另一方面他的青春电影也没有忽
略残酷的现实存在。这里有青少年正
在经历的残酷历练，也有成年人对于
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有美好青春的
信仰，也有对于这种信仰丢失的抱憾，
两种情感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地还
原了青春的真相。坚持从不同的角度
看待青春，这正是岩井俊二电影的独
特风格，真实的青春在他的电影中得
到完整的记录和展现。

（二）生死记忆与现代忧思
生与死始终是一个充满形而上的

哲理意味的命题。岩井俊二曾说：“人
总是要死的，该为了死做准备，而现
在的日本，根本没有死的概念，没有
人想这件事，好像死是一件非常不好
的事。”[4] 他的作品中不乏对于生
死的探寻，直白残酷抑或是含蓄诗意。

《梦旅人》可谓最为直白残酷的：
三个精神异常的孩子将《圣经》印刷
日期看作是地球毁灭之日，本就是绝
望的表现，而一个从墙上跌落而死，
一个把子弹射向自己，一个把子弹射
向太阳，则将死亡赤裸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少女以
飞翔的姿态奔向死亡，少年的刺杀则
将对生命的拥有变成奢望。而《情书》

则在其淡泊的爱情叙事下，若隐若现
的呈现出对于生与死的思考。藤井树
在其父亲葬礼结束后看到的冰面上冻
死的蜻蜓更是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物
化，与其父的去世产生诗意而神秘的
联系。《燕尾蝶》中，死亡和毁灭的
哀婉，在激情迸发、追逐梦想的奔跑
中始终沉缓的流淌，使生和死的主题
以一种舒缓的情绪呈现出来，最后达
到和谐的诗意境地，正如影片的台词
所说，“天堂是存在的，当人死去的
时候，灵魂飞向天空，在碰到云彩的
那一瞬间，就会化成雨点落下来。”
死亡造成了永恒的失去，遗留下来的
只是无尽的怀念与记忆。寻求生命永
恒的唯一办法便是将生命封存，留待
以后的日子慢慢回忆，深深缅怀。

岩井俊二在谈其创作时曾说：“我
边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边为如何造
成一种空气感，把什么样的回忆找出
来而深深地苦思冥想。”[5] 因此，
在他的镜头下，“记忆的埋葬与钩沉”
显现出独特的诗意魅力。《情书》中
博子对藤井树的记忆是缺失的，所以
她只有通过女藤井树的回忆来填补自
己记忆的空缺。而就在这种回忆中，
却展开了男藤井树对女藤井树的暗恋
情节。影片的真正动人之处正在于此，
一个人的记忆成为两个人的回忆，当
博子将所有的信还给女藤井树时，她
知道记忆只属于那些经历过它的人，
而别人分享的只能是回忆。《花与爱
丽丝》中，宫本寻找着自己“遗失的
记忆”，花与爱丽丝却编造着越来越
多的谎言，渐渐地成了一个自己也拔
不出来的美丽记忆，虽然谎言最终被
揭穿，青涩的爱情却就此萌发，这段
时光本身也成为了三个令人最美好的
记忆。

岩井俊二并没有止步于对于青
春、情感等的描摹，他还具有卓尔不
群的社会意识。对现代社会怀有一种
深沉的忧思。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
紧张的生活已经让人们逐渐丧失许多
宝贵的东西，而人与人之间日益的隔

膜造成了人性的毁灭。[6] 正如他在
《燕尾蝶》导演自述中表示“以写外
国人来写日本人，写对日本人精神世
界的关注”，“不断透视带有成长中
弊病的日本的未来”。

《爱的捆绑》中怕失去爱情而疯
狂的萌宝，《梦旅人》中无法与人相
处而走向毁灭的可可，《燕尾蝶》中
为金钱丧失一切的“元盗”们，他们
的悲剧都是畸形的社会所造成的。其
早期的电视短片作品如《雪之王》等，
则讨论的更是些社会化的问题，与季
耶夫斯洛夫斯基的《十诫》有几分相
像，力图为我们展示出在物质社会下
人们苍白羸弱的生命和心灵，人们心
底最隐秘的孤独与忧伤，人们为潜藏
的危险感到的恐惧与不安。

二、和风物语——唯美的日式
特征

电影艺术有着强烈的民族风格
和民族特色，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于
其他民族的审美特质。日本是一个有
着悠久抒情审美特征的民族。“在岛
国的自然风土的熏陶之下，日本人形
成特殊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结构，培育
出崇尚悲哀，幽玄，风雅的气质，进
而成为酝酿日本艺术精神的底流，产
生了相应的独特的日本艺术美的形
态。”[7] 岩井俊二很好的继承了日
本的美学传统，而且加入多种新式拍
摄手法，用包括画面、音乐在内的多
种细腻至极的形式，营造了物我合一
的东方式意境。

（一）细腻至极的形式
作为一名油画专业出身，又具有

多年拍摄 MTV、广告和电视节目经
验的导演，岩井俊二精通各种艺术形
式。他的影片在色调等方面都十分出
色，加之优美的配乐穿插其中，更产
生了一种唯美精致的特质。

首先，画面是电影的第一要素，
岩井俊二电影画面的色彩构成极具匠
心。岩井俊二钟爱的颜色不止一种，
这些颜色被他用于为自己影片的主题
上色，这些主题或者是青春，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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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或者是冷冰冰的现实。《情书》
中皑皑的白雪、飘动的白床单等所呈
现的白色，象征着纯洁、高雅和坚贞；
《梦旅人》中的橙黄色，以其特有的
质感博得了少年们的喜爱，只有那橙
色的阳光成了我们唯一忠实的青春目
击者；《燕尾蝶》中灰色无处不在，
却又找不到它的踪影；《四月物语》
中雨中红伞的红色，以点取胜，浓郁
的红色奇妙地讲述了一段淡如水般的
暗恋；《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的绿
色，用来诠释青春的无与伦比，是希
望和活力的主题色；《花与爱丽丝》
中室内的暖黄色和室外蓝绿色，跟随
着情绪的起伏将所有关于爱、暗恋、
青春和希望都汇聚在一起。

其次，音乐能为影片的整体或
局部创造一种特定的气氛基调，从而
深化视觉效果，增加画面感染力。岩
井俊二的作品中音响效果是构成银幕
信息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情书》
中的钢琴，其浪漫和抒情的音质与整
个主题的风格非常一致，更成功运用
了“电影音乐的最高境界——气氛音
乐”，出色地创造了一种轻柔、缥缈、
朦胧的美感；《燕尾蝶》中为了营造
整体氛围，运用了各种主、客观音乐，
有表现动荡不安的都市摇滚乐，有焕
发着温情的邓丽君的抒情小曲，还有
强烈理想主义色彩和悲剧感的音乐震
撼人心；《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音
乐直接参与了叙事，人物和剧情都受
到音乐的支配，“莉莉周”的音乐似
乎成为少年艰难成长中的唯一救赎。

（二）东方式的意境营造
“日本电影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它保留的那种含蓄、清淡、质朴、哀
伤的东方的意境美，相对平稳的日本
历史，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日本美，她
们强调在人的各种情感中只有苦闷、
忧愁、悲哀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这
种日本美己经渗透到日本民族的心理
素质中去，因而我们在日本电影中，
也常常可以感受到人物情感的委婉含

蓄，心理刻画得纤细深刻，有一种清
纯而朦胧的艺术美感。”[8] 岩井俊
二深谙其道。他在其电影中运用诗化、
唯美的镜语和纯真、伤感的影调，营
造了一个追求物哀、幽玄的东方式意
境，表达了一种含蓄绵长、哀而不悲、
悲而不伤的感情，拥有一种别具特色
的风雅之美，情调之美。

 《情书》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
巧妙地利用了一个误会，逐渐展开了
一段被埋藏了许多年的恋情，通过女
藤井树对中学时光的回忆，抽丝剥茧
般剥离出那份原来已经随着男主人公
的死而封存起来的爱情，含蓄而哀婉，
刻画了东方人特有的情感观。《四月
物语》中卯月对山崎的暗恋在雨中借
伞的高潮段落中戛然而止，而没有告
诉我们结局。暗恋之美正在于有缺陷，
不完整，岩井俊二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将这种不完整扩大化。《花与爱丽丝》
中宫本、花及爱丽丝三人之间微妙的
情愫，《梦旅人》中可可与卷毛以及
《燕尾蝶》中火飞鸿和固力果之间的
爱情都因种种原因而错过了，传达出
淡淡的哀感。

正所谓“情与景会，意与象通”，
岩井俊二在其电影中还充分运用了意
象化这种东方式的抒情方式。他将自
然景物作为意象，将细腻的情感融入
自然环境之中，同自然景物之美交融
在一起，以一种自然的灵气创造出一
种特殊的气氛，将人物的思想感情突
现出来，形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岩井俊二最常使用的是樱花、白雪等
传统意象，将“瞬息之美”表现得淋
漓尽致。《四月物语》和《花与爱丽
丝》中洋洋洒洒的樱花雨，将少女情
怀的清莹透澈表现得细腻入微；《情
书》中运用的则是纷纷扬扬的大雪的
意象，大雪借由导演的演绎成为来自
天国的信使，寄托着生死两端深深的
思念与哀愁。

总之，岩井俊二将内心最细微曼
妙的跃动，捕捉意化在视觉之上，营

造了追求物哀、幽玄的东方式意境，
犹如一幅清俊隽永的水墨画，又如一
首雅致悠远的唐诗。这既不是空洞的
视觉美也非是干瘪的抒情，而是两者
交融的和谐美感。

三、结语
总之，岩井俊二用他细腻的手法

和诗化的风格为我们证明了电影艺术
的超越性和人文关怀在当今消费社会
的存在。他“拒接豪言壮语，在最低
限的思维中维护（而不是确立）自己
的世界”[9]。他是一个既唯美婉约
又诡异疯狂的影像天才，又是一个永
远都游走于主流和另类之间的理想守
望者。他对于如温暖之花般唯美和冰
冷之地般残酷的沉稳把握，犹如锐利
的刀锋之上，菊花花瓣依旧清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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