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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长主题在《菊次郎的夏天》中的呈现 
李欣泽 

（长春光华学院  130000） 

摘要：从 1989 年《凶暴的男人》开始，北野武的电影就彰显出了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人生观、美学观、个人艺术观以
及创作个性皆有着如日本清酒一般浓郁的色彩。“暴力美学”是个广义的、泛审美的概念，并非严格的美学概念。在他的影片中，
暴力往往突如其来，伴随着情节、色彩上的强烈差异，并被赋予了深刻含义。 

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以儿童视角作为寻母的主线，以孩子的寻母反衬成人世界的故事，反映了童年时期母爱缺失的影响，突
出成长主题的的根基。电影中细腻的心理表现，对于恢复童年心灵创伤为主题升华，从而唤醒菊次郎的童年回忆，无不体现出导演
的精湛技艺。寻母的过程伴随着困难，主人公菊次郎带领正男逢凶化吉，在小男孩的身上看到儿时的自己，以此摘下刁蛮凶狠的面
具，与小男孩搭建亦友亦父的情感，令主题充满了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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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成年世界的拒绝 
（一）母亲的缺席 

《菊次郎的夏天》以小男孩正男的故事为开端，正男的朋
友们在暑假都有父母的陪伴去度假，而正南从小和外婆生活在
一起，年迈的外婆忙于生意没空照看他，正男向外婆问起妈妈，
外婆转移话题只要他努力好好学习就能见到妈妈，餐桌上正男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呆在屋子里，一个人去踢足球。侧面反映
出他的孤独和无助，正男总是低着头不说话，在无意之中翻到
了母亲的照片，萌动去找母亲的想法，他从存钱罐里拿出自己
所有的零花钱，背着外婆偷偷去找母亲。在路上遇到了好邻居
——菊次郎的老婆，他命令菊次郎带正南去寻找妈妈。 

寻母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常常出现在神话、艺术、文学作品
中，如希腊神话中的伊翁寻母，中国的沉香寻母、救母等。这
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出发寻母之前往往都是单纯而无助的，经
过寻母之行的一路艰难跋涉，斩妖除魔，主人公最终坚强、成
熟起来。众所周知，家庭是对一个孩子进行情感教育的最佳场
所，母亲作为儿童来到世上所接触的第一人，是最先引起他兴
趣的人，也是今后通往社会生活的桥梁。影片中当邮递员让正
男寻找圆珠笔时，正男无意中在打翻的小盒子里看到母亲年轻
时候的照片，正男痴痴的看着照片中的母亲抱住自己，依偎在
母亲旁边的正是外婆。由此，正男坚定了寻母的信心，从他的
内心上，他是渴望有母亲的陪伴和疼爱，被母亲保护。而母亲
对待孩子和教育孩子的方式，与将来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有着
极大的关联。在这一点上，影片对于缺失母爱的孩子的生活历
程给予了详尽描述，并通过寻母过程中一系列不安全感的故事，
充分展现出缺乏母亲关爱的孩子的精神世界。 

首先，缺乏母爱的孩子容易变得自卑、沉默、悲观、孤僻。
试想一下，由于此时孩子正处于少年情感性格的塑成期和变化
期，如果缺乏母亲的关爱就难以对今后生活产生足够的自信和
乐观精神。正男的童年缩影正是菊次郎的童年，当菊次郎的老
婆第一次看到正男迎面走来时，亲切的向正男询问，菊次郎看
到正男时说这个孩子阴森可怕，询问老婆得知正男的父亲车祸
去世，母亲去了外地，凶狠的骂道正男的母亲肯定是和外面的
男人跑了，从菊次郎的强硬的话语中，充满对母亲的怨恨，自
大的态度中实际中暗含着自卑，相似的境遇中，菊次郎体会到
正男的心理。影片中的正男由始至终沉默寡言，除了和上学的
伙伴在一起时略有言辞，在其他情况下都是只回答别人所问的
问题，充分表现出寻母的重要性，。 

其次，在各个民族的早期文学中，寻母是一个与成长联系
在一起的文学母题，母亲的形象在人类的意识中是不可或缺的，

母亲代表一切的包容、美好、善良、正义的化身，人的个性成
熟标志，根源在于母爱意识的表达。菊次郎和正男一样，渴望
母爱，渴望改变自己的不足，在陪伴正男寻找母亲的归途中，
他从肥仔的摩托车上偷来“天使之铃”，给予正男安慰，告诉他
天使之铃可以为他带来好运，菊次郎看到母亲后，看到她年老
眼神呆滞的看着窗外，菊次郎并没有和母亲相认，从门外出来
后坐在一张凳子上，抽了一根烟眼神放空一动不动，最后他的
根本意识里已经原谅了母亲的背叛。 

（二）妻子的管制和约束 
电影叙事中，青春成长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真实的主题之一，

历来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成长叙事是现代性的产物，起源于启
蒙运动时期，一般以年轻的人为主人公，以展现人物的成长经
历和主体意识的生成。苏珊娜·霍伊将成长叙事定义为主人公
在人生旅途中历经磨难和不幸，但“往往会认识不同种类的引
领人和建议者，最后经过对自己多方面的调解和完善，终于适
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以小男孩的视角展现菊次郎被约束
被控制的境遇。菊次郎在几个青年混混面前表现的傲慢无礼，
菊次郎的老婆发现正男被几个小混混围住索取零钱，菊次郎对
几个青年混混大吼大叫，让他们把正男的钱交出，不料菊次郎
将钱攥在手中，妻子一个严厉的眼神交流，菊次郎乖乖的将钱
交到正男的手中里。在被妻子的言行制服后，他像个孩子一样
躲在妻子的背后。菊次郎不仅爱戴妻子，他更多的畏惧妻子的
一言一行，这种被管制的行为，主角菊次郎是依赖的，造就了
他无所事事，无所作为。 

（三）无所事事的失败者形象 
在整部影片中，菊次郎通常都是面无表情、眼睛空洞无神、

孤单而木然地傻站着，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感。在寻母的
旅途中，菊次郎也常常想一出是一出，做事情从不经过大脑思
考。影片中并没有为菊次郎设定职业，前端每当有菊次郎出场
必须有妻子的陪伴，无业游民般依附于妻子。菊次郎带正男寻
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给的钱全部输光买了彩票，之后索
取正男的零用钱。做为一个中年男子的荒唐而幼稚的行为，在
烤肉店因为烤肉不新鲜对老板大喊大叫，导致正男跑出去路上
偶遇变态，菊次郎一无所知，住酒店交不起费用对老板争吵起
来，争强好胜死要面子，不会游泳执意下水呛到被抢救，在违
禁区坐船和钓鱼，胡搅蛮缠强迫酒店经理开车把自己送走。这
些行为是滑稽可笑的，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看待，菊次郎不
光自私，并且无能。 

菊次郎第一次出镜被很多观众忽略了，其实那是故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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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菊次郎的妻子摆出职业母亲的面孔，
把三个吸烟男生训得茫然无措。身边的菊次郎则勾着头，一副
白痴模样。当妻子扯了扯他的衣袖，他突然抬头，笑着伸出两
根手指，吊儿啷当地晃了晃，天真的笑容和滑稽的举动，跟他
的年纪一点都不相符，二愣子的形象，一下便跃然屏上。让我
想起了《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与菊次郎智力相当的阿甘却表
现得那么善良、真诚、友爱、仁义，而菊次郎却被观众误认为
是老流氓、老恶棍、小市侩、混世魔王，这是为什么？导演设
置的人物形象与成长主题密切相关，对于后面菊次郎的行为转
变做对比，更能彰显主题人物的魅力。 

回归到影片的主题表达，导演正是通过这种无力的情感寄
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有人说“正男”正是“菊次郎”，他的孤独、
迷惘、无助。菊次郎在别人眼里一事无成，离开了妻子的庇护
他什么都不会做好，如果可以永远是个孩子，谁愿意长大？归
根结底延伸至今所要反映的问题，在冷暴力、阴暗、不为人知
不可控制的生存状态下，孩子的内心是温暖的，也是最需要关
注的，这也是北野武导演作品里暴力下的一抹暖阳。 

二、青春欲望的释放与转移 
（一）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电影的魅力在于,导演能用独特的视角和语言最大限度的
把作品的价值呈现出来。北野武通过运动镜头、光线的运用、
空间构图和对场景的选择等,真实的表达了青春成长的经验,赋
予了作品艺术生命力。 

童年是成长的关键期，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最为强烈地渴望
着自由、长大和成熟,“由于成人感的产生而谋求获得独立,即从
他们的父母及其他成人那里获得独立。”影片用正男的沉默衬托
菊次郎自由放纵的性格，比如在菊次郎输掉彩票向正男索取钱
财时，正男并没有拒绝，在公路上菊次郎让正男去博取路人的
求救，在正男只是沉默地去做，它总是低着头不说一句话，对
于一个童年期的孩子，它是那么需要被关爱呵护，像其他的小
朋友一样，有个正常的假期和父母的陪伴。 

人的心智成长经历三个阶段，依赖阶段、独立阶段、互赖
阶段。首先，在依赖阶段，菊次郎是大人里的“孩子”，在妻子
的控制下，菊次郎是长不大的老顽童，没有主见爱挑事。其次，
在独立阶段，纵然菊次郎一次次在正男的面前出尽洋相，总自
以为是，尤其是菊次郎假装会游泳最后呛水，和在游泳池钓鱼，
看到这段观众纵然哭笑不得，同时也含有对他的同情，这是一
个人物对于本能情感最无知渴望的表达，菊次郎在和正男的接
触中，菊次郎感受到正男的陪伴与信任，正男需要被保护，从
而菊次郎感受到被信任的满足感。最后的互赖阶段，在影片中
正男寻母失败，菊次郎用“天使之铃”安慰正男，并用善意的
谎言去打动正男，这种信物是一种亲密无间的证明方式，正男
也更加的依赖和信任菊次郎，对他敞开了心扉，欣赏到他的有
趣，在影片的最后，正男亲切的询问菊次郎的名字，两个人成
为好朋友。因此主人公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为小男孩正男的
童年不留遗憾和悲伤，在正男的身上填补自己的遗憾。 

（二）寻母——寻找归属 
寻母是影片的主线，归根结底是影片主题的探讨，寻母实

质上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从而发掘人性的最深处，切入成长
的记忆，走出童年的创伤，菊次郎和正男在最后放下心结，彼
此有所成长，有所改变，开始了全新有意义的生活。 

北野武采用的拍摄手法实在精湛，影片中人物多采用全景
和中景镜头，展现人物的内心，突出主体，将观众带入情绪，
体会主人公的境遇。广阔无边的公路，沿途富有诗情画意的风
景，流浪的路途充满了温情。影片中极少的特写镜头，对于影
片中印象深刻每当正男被骂被欺负，采用拉镜头的方式展现人

物的突出特点。 
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散发着独特的个人魅力，一条条连接

的故事线让我们匪夷所思，正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探析社会面
貌。 社会权威的缺失，少年的成长首先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一
个教育者和训导者，确立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权威”，这个
“权威”其实代表了成年人所承载的社会意志，对成长中的少
年来说，他应该是少年成长中的指导者。而权威确立包含的一
部分魅力来源则是少年对长大成人的渴望。如此，这个“权威”
才能对他们的成长起到规范和正面塑形的引导作用，使他们步
入成年人的社会秩序。在影片所描述的人物成长，首先遭遇了
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具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这批
正在成长的少年而言，意味着他们所处的是一个缺乏权威的成
长环境。 

（三）旅途搭建父子友谊 
在人性的发现阶段，影片中正男母亲拉住另一个男人的手，

正男失落的低下头没有说一句话，顽固不化的菊次郎突然长大，
他带正男来到海边，送给他“天使之铃”，菊次郎向正男解释“天
使之铃”的寓意，此时的菊次郎是可爱可敬的，与影片开头菊
次郎和一群不良青年厮混相对比，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言谈举
止上，意识到主人公随着故事发展顺序个体心智的改变，这也
是父子友谊搭建的桥梁，菊次郎并为正男一步步的做出妥协和
改变，令菊次郎的心智成熟正是这一阶段，深化成长主题。 

在人性的回归阶段，菊次郎和正男在路上再次遇到流浪青
年诗人，光头和肥佬。菊次郎在田地里玉米偶遇了流浪诗人，
他把正男的故事告诉流浪诗人，此时观众仍然沉浸对人物形象
的怀疑上，流浪诗人提议大家一起露营几天。原本觉得路途是
坎坷的，包括最开始菊次郎带正男去的路途上，穷乡僻壤的山
间搭个顺风车是非常困难的。流浪诗人和正男做游戏，给他讲
故事，带给他满满的正能量。在露营的期间，肥佬和光头再次
出现，可爱逗趣扮演“八爪鱼”游戏，正男开心的笑出来，菊
次郎做到了，体会到了他的最光荣的使命。影片到这里我们喜
欢上这群陌生人的借宿，陌生人之间的紧密融洽的情感，这在
本质上对于影片的主题表达上赋有冲击力，为影片的主题表达
增添浓浓的温情色彩，对于成长主题做出总结，菊次郎帮助正
男走出童年的阴影，自己也成长起来，学会保护他认为，与影
片开头桀骜不驯、傲慢无礼的形象做对比，人物形象更鲜明，
同时响应成长主题。 

在影片的最后正男询问菊次郎的姓名，尽管一路正男都不
知道这位怪叔叔的称呼，但是一直依赖他。两个人在路途中都
释怀了心结，拥有对成长的期待。路途搭建的父子友谊响应了
主题，最根本的解释了成长主题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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