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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内容概要

最具日本特色的世界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 自传性随笔
.
独家收录《东京物语》全剧本
.
他是最具有日本特色的导演，独特的风格被称为“小津调”。1923年，小津安二郎以助理身份进入电
影行业，十年后凭借《心血来潮》被《电影旬报》评为年度最佳电影。此后，《晚春》《麦秋》均被
列入日本电影名片200部，《彼岸花》《秋日和》《秋刀鱼之味》等名片亦获奖无数，其传世之作《 
东京物语》更是蜚声国际。
他的作品总是从细微之处观察生活的幸与哀，通过省略与留白让观者体会人生的无奈或明朗，始终坚
持“电影以余味定输赢”的理念。
他喜欢女人却终身未娶；他亲历过战场却从未拍摄战争题材；他作品众多却始终风格如一。他无意成
为艺术家，只想做一名电影的工匠。
小津安二郎的一生就像他的电影一样，余味绵绵。
.
他是天生的造影者，从喜剧拍到悲情，跨越地域与时间，没有哪位导演会比他更具日本风味。
——《电影旬报》
一个成功的导演就是要做到小津安二郎的境界，既远且近，既近且远，好像很贴身，但是又必须适当
地保持距离，不能一头栽进里面。
——侯孝贤
这是最伟大的电影，最伟大的家庭剧。它非常东方，紧紧地攫住我的心。
——李安评《东京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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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作者简介

小津安二郎
.
著名导演，日本影坛四大巨匠之一。
一生共执导54部影片，多享有国际声誉。
入选英国《视与听》杂志“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导演”。
《东京物语》被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旬报》评为“最佳日本电影”。
1963年，60岁诞辰之日，病逝于东京。
他的墓碑上只留下一个字：无 。
.
吴菲
.
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语言文化专业，文学硕士。译作有《春天与阿修罗》《豆腐匠的
哲学》《向着明亮那方》《浅草小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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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书籍目录

我是电影的小导演
电影无“文法”
酒与战败
战地信笺
活在对电影的爱情里
《东京物语》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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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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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精彩书评

1、知晓小津安二郎导演，还是因为《东京物语》这是部豆瓣电影TOP250排名197名的电影。这是个什
么概念呢，意思就是能拿到豆瓣评分9分以上的电影，才能排到豆瓣电影的TOP250以内。《东京物语
》这电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那个还只能看DVD的年代，我和表哥一起看了他自己攒钱买的《秋
刀鱼的滋味》、《彼岸花》、《东京暮色》等的电影，尽管我现在已经忘了电影的情节，但是，要是
提起某些特定的情节或是演员，我还是能想起那么一点的。看电影就像是吃饭，一部制作精良的剧情
片永远比大师的作品更让人得到安慰。《东京物语》是我自己看的第一部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作品，看
完止呕，感慨很多，久久回不过神，心想大师毕竟就是大师啊。在书里其实小津安二郎导演自己也说
过，他自己在导演生涯中，一直都在坚持拍反映日本家庭生活，题材始终不变，拍摄手法也一直用一
种，就算是人民、地名、店名都出现了重复的机率很高。他诉说的故事不算是有多大的起伏，情节过
程也不算是特别激烈，但是他在那个时刻都要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求新的导演中间，他就算是一个异
样的人。他不曾改变，他被圈内人士说是个“只重视个体却无法展现社会全貌”的人。说他在电影史
的发展中，只能算是一个匠人或是怯懦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小津是最节制的人，在他的电影里
，你能看到用有限的素材去诉说平民精神。而《东京物语》，则是小津安二郎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主
题是家庭。室内活动是主要的诠释场所。其一是对日本建筑之美的突出。在影片中，和室的门框、横
梁以及隔挡大量作为前景出现；几何构图稳定端庄、平衡感强，极大的体现了日式房屋的简洁感和层
次感，却丝毫不给人以冷漠机械的感受。其二是对日本人姿态美的展现。在小津的影片中，人物作为
构图的重要部分，通常以相似性的排列前倾跪坐。这种平行、舒展的人体线条，在有如画框般的房屋
结构中，往往显示出平淡却惊人的和谐。而且从他的战争日记中看，我们平日里接受的日本战争的教
育显然是过于片面的。其实战争里肯定有丑恶和暴力、凶残，一切不好的事。但是每个士兵其实都一
样。本书的最后，还随书独家收录了《东京物语》的剧本。这也让我第一次好好的把这部优秀的作品
剧本，好好研读，是个不错的体验。他的墓碑上只留下一个字：无 。以上。

Page 6



《豆腐匠的哲学》

章节试读

1、《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30页

        说到我的目标，我也并没有特别的方法，就是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而已——简单来说，大概就是
顺其自然地拍摄吧。这是方法，若说到本质，我则不由得要稍作思考了。

例如，我希望让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我在战后拍摄的东西，但这样说是否太厚颜无耻了呢⋯⋯

总之，面对摄影机的时候，我时刻在考虑的根本的东西是要通过摄影机深入思考，还原人们本来丰富
的爱⋯⋯战后，风俗呀心理呀那些所谓战后派的东西或许与从前不同，但流淌在其深层的东西，若说
是“人性”也许过于抽象，或许可以称为人类的融融温情。如何才能最完美地将这些体现在画面中，
这是我时常考虑的问题，也是我想要做到的。

泥中之莲⋯⋯这污泥是现实，莲花也是现实，污泥肮脏，莲花美丽，而这莲花的根仍然长在污泥之中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通过描绘泥土与莲根来表现莲花的方法，反之，也有通过描绘莲花来反映
泥土与莲根的方法。

战后的社会的确藏污纳垢，杂乱不堪。肮脏的东西令我厌恶，但那是现实；与此同时，也有生命谦恭
、美丽、纯洁地绽放着，这同样是现实。若不能看到这两个方面，很难称得上是创作者吧。不过，描
绘方法有两种，就像我刚才举的泥中之莲的例子⋯⋯

但这种时候，如果讴歌美化人情世界，就又成了怀旧或徘徊不前。这种单一的看法大概是战后的风俗
，但我认为，真实并非只有一面。《晚春》《风中的牝鸡》，还有更早的《长屋绅士录》，我的系列
电影是由上述理念支撑的⋯⋯

在剧本糟糕、摄影机不行的恶劣环境中，如何才能表达丰富的内容？必须用心留意每一帧画面。我那
“顽固较真”的别名大概就这么来的吧⋯⋯

2、《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42页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曾改编过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原创剧本。

比如有一部优秀的小说，令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这感动并不会成为我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动机。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试着将感动在头脑中置换为电影，那么文学作品与电影的差别会将这种感动变成
另一种东西。

若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么这小说不改编也罢。由感动而诞生的原创作品将会更大程度、更准确地合
乎自己的想象，拍摄心情也更轻松，至少不用踮起脚尖勉强为之。若是无聊的小说则另当别论。

例如《春琴抄》。改编成电影的《春琴抄》与小说完全不是一回事，非常无趣。材料的确是一样的，
由此衍生出的内容差、电影改编的新鲜感、电影创作者高涨的热情都受到了好评，可到头来电影越发
显得狭小。可不能把谷崎润一郎与岛津保次郎的差别，就那么当成文学与电影的差别。泉镜花作品的
改编电影，即使拍出了原作的味道，那也只不过是导演应有的技巧。

我想再一次从电影中看到电影，即便是过于电影式的也不错。以上谈的是我自己，其他人我不清楚。

3、《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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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泥中之恋......这污泥是现实，莲花也是现实，污泥肮脏，莲花美丽，而这莲花的根仍然长在污泥
之中......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通过描绘泥土与连根来表现莲花的方法，反之，也有通过描绘莲花来
反映泥土与莲根的方法。

4、《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55页

        这部片子里有一个片段：父亲沉迷于女人，孩子在学校遭到嘲笑后回到家来，一气之下把父亲盆
栽的叶子扯掉了。父亲乐滋滋地从女人那里回来，见状给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又反扑过来要打父亲。
这时，父亲忽然泄了气。孩子看见父亲那样也停了手，大哭起来.....

5、《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00页

        将小津这本自传的笔记，分为两类：对电影的思考和战时的书信，分别取目录中的两章标题。笔
记内容经过整合，与原书顺序不同。

在我看来，小津安二郎是个非常坚持独立思考，能看穿现实表象的冷静而富有幽默感的人。多亏他幸
存于战争，否则日本电影史上将会缺少一位牢牢抓着日本文化内核“物哀”的导演，该是多么遗憾。

活在对电影的爱情里：
&lt;原文开始&gt;我追求的是自然的东西，即使是想让人落泪也不是去催泪。在悲伤的时候，为强调悲
伤而特写未必就有好效果。有时过于悲伤反而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如果遇到这种场面，把镜头拉远
，反而更能避免把悲伤强加于人——不加说明至少可看作一种表现形式。

吸引观众看下去的，是联系着观众生理的电影感觉，而不是技术上的文法。写文章的时候，符合文法
的也未必就是好文章。说到底还是文字感觉的问题。说到电影感觉，这也并非难题，其实就是如何在
生理上感染观众。对我来说，基本的电影感觉就是，首先自己这么想，再想如何把这个想法诉之于观
众的生理。这就是一切的起点。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只要是感觉敏锐的人，无论是谁，一定都
会有如此看法。

我时常无视电影的文法。我讨厌重视理论13，同时也讨厌轻视理论。也许我是个性情乖僻的人，以自
己的好恶来下判断。就像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时不拘泥于文法一样，拍电影时，我同样也不想拘泥于
电影的文法。我认为电影有感觉而无文法。只要拍出优秀的电影，就会形成独特的文法。所以电影只
管随心所欲地拍就行了。

所谓电影，我认为余味最重要。最近，似乎很多人觉得要有动辄就杀人、刺激强烈的剧情才是故事片
。但那样的影片不是戏剧，是意外事件。我在想，是否可以不要意外事件，只以一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啊”的语气就把故事讲完满呢？

我想减少戏剧化的东西，在内容的表达中自然而然地积成余韵，成为物哀之情，让观众在看完这部电
影后，感到极好的余味。也就是说，不是要往片子里盛满表演，而是只表现七分或八分，看不见的地
方应该会形成物哀吧。如以小说来说，大概就是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以日本画来说的话，大概就是
留白之妙。总之就是不把感情暴露在外，以此推动剧情，而在某处，自然而然地可以品味到那种感觉
。导演不是要让演员如何表露感情，而是如何克制。感情必须表现，人性也必须表现。即便百分之百
地作出表情，也无法体现性格。极端一些，倒不如说表情会成为表现性格的障碍。

“省略”并非只是这类字面意义的省略，或可说是戏剧情感的节奏，或可说是详略。为了使某个部分
更加细腻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用什么方法省略其他部分有着重要的意义。电影中的省略几乎可以说
是把握电影生命的关键。

Page 8



《豆腐匠的哲学》

总之，面对摄影机的时候，我时刻在考虑的根本的东西是要通过摄影机深入思考，还原人们本来丰富
的爱。战后，风俗呀、心理呀那些所谓战后派的东西或许与从前不同，但流淌在其深层的东西，若说
是“人性”也许过于抽象，或许可以称为人类的融融温情。如何才能最完美地将这些体现在画面中，
这是我时常考虑的问题，也是我想要做到的。

泥中之莲......这污泥是现实，莲花也是现实，污泥肮脏，莲花美丽，而这莲花的根仍然长在污泥之中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通过描绘泥土与莲根来表现莲花的方法，反之，也有通过描绘莲花来反映泥
土与莲根的方法。

战后的社会的确藏污纳垢，杂乱不堪。肮脏的东西令我厌恶，但那是现实；与此同时，也有生命谦恭
、美丽、纯洁地绽放着，这同样是现实。若不能看到这两个方面，很难称得上是创作者吧。

与过去相比，电影的水平究竟是否提高了呢？内容似乎并无太大改变。不过内容相同，包装却不一样
，就好像过去是用牛皮纸包的东西，而今改用塑胶纸或聚乙烯材料来包装——有时甚至仅以包装示人
。

今后也想认真拍，无论如何一年一部吧。&lt;/原文结束&gt;

战地信笺：
&lt;原文开始&gt;现在定远城外一派春意融融的景象。柳树发芽，河水丰沛而清澈，油菜花盛开。一望
无际的平原上，远方雾气迷蒙，云朵洁白，加上天气晴朗，可谓春意盎然。这般悠然景象，冠之以任
何形容词都恰如其分。尤其是柳树的绿、油菜花的黄是接近原色般地鲜艳。

想吃天妇罗盖浇饭，想吃安倍川年糕。意想不到的食物会在脑海忽现，勾起强烈的食欲。想喝水。时
常有冲动想对着茶壶嘴，一口气把粗茶喝个够。我似乎日渐变成野人。

前行急不可待。战死者就地用太阳旗包裹其脸部，弃之于麦田，然后继续前进。如此炎热，过不了两
天就会生蛆。解开太阳旗，眼窝里会有大量的蛆漫出来。所谓“将赴于山，尸骨生苔”，仅以精巧辞
藻，到底无法想象那般凄惨。感觉眼珠发痒。照镜子，未生蛆，但是眼珠痒。

麦田延绵，阳光暴晒其上。汗水和尘埃沾满全身，所到之处都缺水。去年年末攻打除县时，曾打来臭
水洼里还游着水蚤的水，装在饭盒里烧开。很臭，很难喝。当时只觉得无法忍受。然而如今即使有水
蚤的话，也会忙不迭地喝下。我曾趴下身子，拨开蝌蚪，喝水沟里的水。有水蚤证明无毒，虽然这是
多么凄凉的证明。喝了以后又狼狈地吞下止泻药。很难想象比如冰淇淋、果冻之类，竟然是这个世上
的东西。

晴雨交织的十天里，是不眠不休的紧追。不论去到哪里都是盛开的油菜花。油菜花里天明，油菜花里
日暮。渐渐疲劳，头脑完全迟钝。稍有停歇便站着打瞌睡，身体失去重心撞到前面人的背囊。脑袋沉
甸甸的。在还活着的眼睛里，映着油菜花的炫目色彩。

对子弹的恐惧已经完全没有了，只想伸直了脚睡觉。

过了安义后不久，道路上倒毙着正规士兵和当地人。一旁有个看来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无心地玩着
干面包的袋子，脸上是嚎啕大哭之后露出的开朗神情。这景象不论在谁眼里都显得凄惨。追击十分紧
急，谁也无法顾及那个婴儿。人人都加快了脚步，只想趁它开始啼哭之前赶快经过。若被绑腿和大靴
子踩到会顿时丧命的婴儿，在行军的人流中间无心地玩耍着。这情形以油菜花为背景，俨然形成一幅
电影式的构图。然而这是一幅太过于电影式的风景，将镜头朝向这般景象的露骨构思我不喜欢。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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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匠的哲学》

同样加快了沉重的脚步。

如果中弹身亡，身上带着汗水与污垢的衣服，也不清洗就付之火葬。如果我被装在白木盒子里回到东
京，请首先把骨灰盒放在水龙头下，让水从头上哗哗地浇灌一会儿。我凝视着自己的脚尖，一边默默
行走一边这么想。然而内心确实有一种我绝对不会中弹的近乎自信的想法存在。若问为什么，我无以
回答。

幸好我身体不错。生来从没有像这样竭尽全力过，而且相当地尽了力。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在我今
后的人生中，在将遇到的绝境中，有如穷余之策，我将把这劲头当作最大的武器。&lt;/原文结束&gt;

6、《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61页

           既然已经来到战场，当然不会期许生还......体验了战争后，我第一次有自信拍出鲜活的战争电影
。此前，一致通过导演的话筒描绘未知世界。从现实的战争来看，那段经历简直是敷衍了事、不值一
提。实际参加战争之后，我得到了非常珍贵的体验。我想，如果能迎来生还的黎明，我愿以此体验为
基础，创作写实的电影。

7、《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电影无“文法”

            写文章有文法，而电影拍摄也有某种类似文法一样的常识。如果把这些也称为文法，那我认为
电影无文法。我觉得，那些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其实绝不是严格意义、正确意义的文法。所以，我
想说：不要被文法捆住手脚。

8、《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88页

                                    昭和十二年中秋节翌日于上海
昨天是中秋月明的日子。黄浦江上月亮升起的景色相当不错，正是当年令阿倍仲麻吕吟咏“翘首望东
天”的那番景象。我也尝试体会了一下仲麻吕的心情。最近连日天气晴好。这里同样开着波斯菊，也
听到伯劳啼叫。若能吃上秋刀鱼，就更加无话可说了，当然这难以实现。身体越发健康，请尽管放心
。问候各位。并请代为问候夫人好。
                                                                     上海派遣松井本部队  森田部队

9、《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61页

               在战地思考战争电影

既然已经来到战场，当然不会期许生还⋯⋯体验了战争后，我第一次有自信拍出鲜活的战争电影。此
前，一直通过导演的话筒描绘未知世界。从现实的战争来看，那段经历简直是敷衍了事、不值一提。
实际参加战争之后，我得到了非常珍贵的体验。我想，如果能迎来生还的黎明，我愿以此体验为基础
，创作写实的电影。

10、《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77页

            彩色电影就像用彩绘的饭碗吃天妇罗盖浇饭。但是，就像有时也会想用肃净的青花饭碗吃腌茄
子茄子那样。我们将会继续喜爱黑白电影。我想这种喜爱将会持续到彩色电影表现力更完美的时候。

11、《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51页

        只有擅长表情这个优点的话，我认为是不行的。能巧妙的做出悲伤、喜悦的表情，也就是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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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肌肉动作灵活。这一点非常简单，但只有这一点是不成的。

12、《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68页

        这是我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并且因为用的是山本富士子，所以设想屎拍成华丽喜剧。其实我并没
有拍彩色片的打算，但因为屎山本小姐，公司要求拍成彩色，于是就拍了。

13、《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25页

        所谓电影，我认为余味最重要。最近，似乎人觉得要有动辄就杀人、刺激强烈的剧情才是故事片
。但那样的影片不是戏剧，是意外事件。
现在快餐电影太多，一味追求视觉冲击的电影缺乏内涵。看的时候挺过瘾，可看过就忘，没有给人留
下思考，也不会想让人反复品味，难以成为经典之作。

14、《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33页

        吸引观众看下去的，是联系着观众生理的电影感觉，而不是技术上的文法。写文章的时候，符合
文法的也未必就是好文章。到底还是文学感觉的问题。

15、《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94页

                                 昭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南京

八月十三日在南京。

看日历，八月八日立秋。红蜻蜓到处飞，或许是心理作用，觉得天空也变得高远。我想最热的时候大
概已经过去。

白天烈日炎炎。虽说还很热，但比起最热的时候，已经相当好过。

这个月二十三日将奔赴前线。

身体也很好。将去汉口等地看一看。

在南京最热的时候待了约两个月。乘了秦淮画舫，也赏了玄武湖的莲花。

只需写封航空信要钱，要不了十天钱就能从东京寄来。各处的中国菜都吃遍了，非常愉快。

离出发已经不到十天，这时候正在享受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与之无缘的午睡。

此命将断绝
愿断天涯路
夏草重重碧
白云涌苍穹

决心之大虽可谓非常悲壮，然而我却怀着满满的自信，莞尔面对自己侥幸的好运。

又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不能写信，请勿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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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寅八月十三日（昭和十三年）

16、《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79页

        本书的作者小津安二郎出生于1903年12月，是一位日本电影导演、编剧。由于他生活的特殊历史
时代，小津在正从事自己的导演工作干得兴起的时候，不得不参军，为国而战。这本书里从一个真实
的“日本鬼子”的角度记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前后的军队里的情形。
记忆中的印象是，败色渐浓的时候，以军人为首的那些大人物们都慷慨激昂地声称若是战败的话就要
切腹。我可不愿意切腹，但只有我活下来也不成。没办法，我只好弄了些德国产的安眠药佛罗那，心
想着到时候把药掺在酒里喝下，舒舒服服地在烂醉中死去。这才像我的风格，倒也不坏。然而一战败
，那些叫嚣着要切腹的军人们投降的样子实在叫人眼前一亮。他们处之淡然，轻松干脆地就认了输。
对此，我的观感是：日本人必定有着战败的传统。说是历史上从未打过败仗，但我想在我们的血液中
，一定流淌着打败的经验吧。
我从未见过真正的日本军人，但是从小看抗战的影片，片中的日本军人无不凶神恶煞，却各个脑子迟
钝。然而这段记述中，让人忍俊不禁的描述中，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日本军人的样子。原来他们
的心里也不想切腹，即使是那些叫嚣着要切腹的日本军人，也如同变色龙般在战败的瞬间变得轻松地
变得“处之淡然”。我想，这就是人性吧。

17、《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33页

        说到电影感觉，这也并非难题，其实就是如何在生理上感染观众。如果无视观众的生理，就好像
弄错了动词变形一样，只会引起混乱，无法表达。

18、《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33页

        到电影院去看，那些若在过去观众不可能笑的地方，实际上却惹得他们大笑。

19、《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9页

        我并非抗拒什么才坚持单身生活，只是无意间持续至今而已。我对女子的看法跟世人差不多，也
有喜欢与厌恶，对日式发髻还是短发、烫发也没有要求。从并秉性上来说，我想我比起清水宏之流更
具备为人夫的资格，可是清水早已结了婚，实在不可思议。这是玩笑话拉。说来在整个大川制造厂，
单眼单身的只有小津一个，副导演里结婚造的人甚至都已经有两三个孩子了。

20、《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24页

        我成了艺术院会员。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明，国家终于认可电影是艺术了。这事我也大吃了一惊
，感觉成了什么伟大人物。沟口（健二）君要是还活着，我想，他会成为第一个入选会员的电影人。

但是，我不可能因为当上了艺术院会员，便就此宣称“我只拍艺术电影”。我身在松竹，与松竹的员
工都是朋友，所以必须为松竹着想。电影这东西的性质本就如此，不能只考虑到自己的得益，更何况
电影的制作费变得越来越高了。

二月，我母亲去世，所以大家都说：“今年你家又有喜事，又有不幸。”死是上天的安排，并不是什
么不幸。骨灰放在家里，我也不能日日诵经，所以前不久我去高野山安放了它。

电影也渐渐出现宽银幕电影、七十毫米电影等变化。但我依然是想用标准规格的胶片，继续拍宽银幕
不能拍的作品。特别是拍《秋刀鱼之味》时，这种想法尤为强烈，因此这部片子镜头数很多，大概超
过一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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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电影是以单纯拍摄像舞台那样的横向画面开始的。关于这个问题，昭和初期，我和山中贞
雄、内田吐梦、伊藤大辅他们曾做过纵深画面的尝试。然而自从有了宽银幕，就总是要往横向扩展。
我剩下的日子也没几年了，不想拍那种好像从邮箱投信口向外看似的电影。

所谓电影，我认为余味最重要。最近，似乎很多人觉得要有动辄就杀人、刺激强烈的剧情才是故事片
。但那样的影片不是戏剧，是意外事件。我在想，是否可以不要意外事件，只以一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啊”的语气就把故事讲完满呢？当然电影的范围非常广，不论什么样的电
影都可以有⋯⋯

今后也想认真拍，无论如何一年一部吧——虽然多拍几部的话，晚酌也可以多来一瓶享受。关于下一
部作品⋯⋯我也是人，拍不了不一样的片子啊。松竹的女演员阵容很齐备，相当不错。比如岩下志麻
，是十年才出一个的纯情型，符合松竹女星本应具有的气质。冈田茉莉子擅长稍带谐趣的角色，让她
演那样的角色大概无人能出其右吧。

21、《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我是电影的小导演

            五十部作品中，没有一部作品是抱着“要拍部失败作品”的初衷拍成的，所以你问我“得意之
作”是哪一部，我也没法回答。今后只要身体健康，我还会喝着喜欢的酒，继续拍“小津调”的电影
吧。

22、《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17页

              我认为电影没有文法，也没有非此不可的格式，只要拍出优秀的电影，就会形成独特的文法，
所以电影只管随心所欲地拍就行了。
      年轻的副导演也一样，刚进制片厂的时候，一定都胸怀远大的抱负。然而在常年跟随导演跑腿打杂
的过程中，自己曾拥有的新鲜手法逐渐消失。耳闻目睹常见手法的过程中，就会认为，原来电影的文
法如此这般，于是渐渐妥协。就这样，即便当上导演，拍摄方法也会变得雷同且平庸。日本电影中看
不到新意，原因即在于此。
创作艺术不能光靠习惯，创意才是最主要的。有了创新，电影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不会停滞不前
。

23、《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51页

        我认为哭哭笑笑的感情表达，最多三四层足矣。导演不是要让演员如何表露感情，而是如何克制
。

24、《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14页

        导演在年轻时有各种志向，但却少有相应的技术。志向与能力达成平衡，才能真正做事情。有志
向而没能力，或者有能力却没志向，都是麻烦事。不论什么事都一一做好，在这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
把握这种平衡。这时才能像螃蟹挖掘符合自己身量大小的穴居那样，创作自己的作品。

25、《豆腐匠的哲学》的笔记-第155页

        这是一部剧本推敲不足的片子，中心线索是大家族的逐渐没落。如今还好，但在当时，单靠这个
还不足以构成故事，于是又讲了同父异母两兄弟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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