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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那些年，谁没追过女孩

□MaxGuo

我以为我会感动到哭，
其实没有；我以为看完电影
后会细琢电影的细节，其实
没有。看完电影，我无心回顾
银幕上掠过的精彩，只是纠
结于电影勾起的青葱回忆。
我 的 故 事 没 有 电 影 那 般 精
彩，但并不妨碍我把自己的
青春投射进去。

我的那些年，没有因跟老
师对抗而受罚，也没有被大声
骂过“幼稚”或“大笨蛋”。这些
都是青春专利，成人世界里不
会有。

青春往往只由三个要素
组成：公敌，异性，和看客。

因为没有了管束，便没有
了公敌。结束了学业，只能被
迫寻找人生的下一站。爱得不
纯粹，因为顾忌着以后的漫漫
长路。青春的目光不会很长
远，背叛就背叛，天不会塌下
来；懒就懒，反正现实还很遥
远；爱就爱了，没有柴米油盐。

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在于，
它能让每个人都在电影里找
到自己的影子。与其评论九把
刀导演自己的青春，不如说一
下自己的青春。

电影中的“精诚五人帮”，
在我生活中的版本叫“吹水
帮”。与其说每个故事都有一
个胖子，不如说每个故事都有
一帮兄弟，青春故事尤其。那
是一个从不落单的收容所，是
青葱岁月中的避风塘。这一群
人，彼此知根知底心照不宣，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去到哪
里，哪里就变成他们的小天
地。

于是，年轻的我会放胆说
自己能够成为很厉害的人。皆
因我实在天真地以为，比身边
的人厉害，就是真正的厉害。

高一暑假学校组织到英
国玩，我暗恋了一个女生，最
后两天我骗她说相机没内存
了，每个景点只好两个人一起
拍，因此留下了一大堆跟她的
合照。接下来的学期，她是学
校歌唱比赛的决赛主持，我拼
了命练唱歌，只为在决赛中她
能介绍我上场。那时的星期
六，当舍友仍在酣睡时，我会
起个大早去陪她吃一个小时
的早餐。去英国读书后第一年
暑假回来，我借口要复习考雅
思，花50块钱办了个中山图书
馆的自习证陪她一起自习。去
成都考雅思之前，我给她写了
封信表白；考完雅思的第二
天，我迫不及待地买了张全价
机票飞回广州，只为早一点见
到她。最后，我只收获了失望，
在房间里哭了一个晚上。

如今，我和她还是好朋
友，她当年送给我的围巾和手
套我还留着。只不过那一堆英
国合照，我是很久都没翻出来
看了。

和柯景腾一样，我最后也
没能把一段青春恋情带到成
人世界。不过，也是在步入社
会之后，我才懂得青春的故
事，大概也只能停留在青春的
时期。大学毕业之后，即使你
仍然把自己当年轻人看待，这
个社会也不会如此纵容。现实
的压力一步到位，把所有风花
雪月的遐想挤压殆尽。

其实，青春不远，一部好
电影便能把你带回。只是，现
实更近，散场后我竟想不到谁
能够了解我的心声。

此情可待成追忆
□王成

青春片“那些年”，在国
内贺岁巨制纷纷上马的前
提下，不急不躁地在档期中
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前有

《龙门飞甲》口碑票房成争
议，《金陵十三钗》口碑票房
势如破竹；后有《大魔术师》
的备受关注，《逆战》的万众
所期。这部温和中见真章的
台湾青春偶像片夹缝中寻
找生存，其勇气和自信可见
一斑。

这部以高中学生的成
长为情节主线的电影，给

“80后”一代创造了只属于
他们的集体记忆平台，那些
温暖又酸涩的过去，在电影

中酝酿、发酵，最后成为每
位“80后”口中香醇、味厚的
好酒，触碰了这一代生活在
政治、经济、文化断层中的
群体心中最柔软也最心疼
的部位。就像此前在国内大
热的网络电影《老男孩》，一
幕幕看似陌生却很熟悉的
画面，引得多少人潸然泪
下。

这群充满热血的青少
年，不枉不顾，为了自己的
成长恣意抛洒着青春，即便
被集体罚站也不忘用“刮目
相看”调侃彼此的懵懂与冲
动。这样的生命在电影前半
段大肆感染着观众，群体的
甜蜜回忆在银幕上下无障
碍地传递着。

当青春期渐逝，男孩们
似乎发觉了时光的脚步匆
忙，于是选择在青春的尾巴
上再努一把力，用“幼稚”的
方式想挽留住无邪的青少
年时期。可惜的是，时间不
等人，他们创造的纯真只是
在成熟到来前为自己建立
了一个灰色地带，不受理性
控制的行为还是把泥鳅一
样滑不溜秋的青春带走了。

只是内心那颗还未成
熟就已经沉甸甸的果实，
总是为两个相爱的人制造
了许多麻烦，所以两个不
成熟的恋人选择了非常不
成熟的方式分手，在大雨
倾盆混淆眼泪的当下，电
影的旁白“成长最残酷的

部分是，女孩永远比同龄
的男孩成熟，女孩的成熟
没有哪个男孩招架得住”
就变成了至理名言，简洁
而有力地为一段酸涩的初
恋刻下最有力的注解。这
成为男女主角成长期另一
个转折点的仪式，依然如
此庄重又如此感性。

当一干老友重新团聚，
已是佳人待嫁时。曾经的热
血已经化为了叹慰的红酒，
过往的美好成了口中的玩
笑。唯一不变的是，疼痛过
的伤口总会隐隐发作。所
以，导演采用了一个非常奇
特非常感人的幸福方式为
电影结局，让最美好的时光
停留在旧人的距离之间。

□晚秋

在看完台湾青春电
影“那些年”后，全身热
血沸腾，片中出现曾经年
轻的你我，一幕幕掠过似
曾相识的往事。那是我们
17岁时的青春，记载着对
初恋的冲动和对希望的
憧憬。

这是一部相当有诚
意也很 怀 旧 的 影 片 ，尽
管 拍 法 有 点 糙 ，甚 至有
点 重 口 味 ，但 它 白 描 式
的讲述方法非常大胆直
白 ，没 有 掩 饰 更 没 有 粉
饰 ，就 像 老 北 京 小 吃 豆
汁，虽然有些涩口，却由
于 独 特 而 留 芳 于 齿 。说
它 有 诚 意 ，因 为 作 者 用
真名写尽自己的青春故
事；说它很怀旧，因为说
透了有关青春的荒诞与
真实——— 你可以怀疑自
己 人 生 道 路 的取舍，但
一定不会质疑青春所赋
予的幻想和追求。在校园
操场上，在河滩青草边，
总会留下温情的欢笑和
嬉闹，那里定格了你和她
第一次两指相钩，第一次
对视而笑，第一次眼神交
流，第一次偷偷一吻，当
然也有分手前的捶胸顿
足和泪雨滂沱。也许现实
中 ，我 们 不 会 像 电 影 里
那 样 在 孔 明 灯 上 写 诺
言 ，不 会 为 了 证 明 长 大
而 把 自 己 弄 得 满 身 是
伤 ，更 不 会 在 阳 台 裸 身
大 声 念 英 文 。但 我 们 对
心 仪 女 生 会 递 纸 条 ，会
争 风 吃 醋 ，会 怕 被 拒 绝
而 忐 忑 不 安 。或 许 很 多
年 后 ，提 起 初 恋 我 们 会
摇 头 淡 然 一 笑 ，但 内 心
泛 起 的 浪 花 足 够 呛人。
你可以否认得到真爱，但
你不可能否认曾经年轻
过、曾经暗恋过，我们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沈佳
宜”或“柯景腾”，尽管记
忆逐渐模糊，但初恋情怀
的激荡却永铭于心。

有人说，“那些年”
老少咸宜，每个人都能从
中看到自己原来或未来
的身影。该片编剧兼导演
九把刀把许多想写回忆
录的人的青春往事都写
透 写 满 了 ，尽 管 经 历 各
异，但情感相通，怀旧是
一种感恩，是对从前自己
的某种眷念和敬赏，就像
片中柯景腾所言：我喜欢
你，就像喜欢着当年喜欢
你的自己。

我们一起

追的青春

□李青青

“那些年”是台湾最畅
销小说作家九把刀导演的
长片处女作，作为一部九把
刀的“自传体”电影，该片讲
述了高中男生柯腾为了得
到心目中“女神”沈佳宜的
青睐，不惜与一众好友展开

“青春夺爱战”的故事。
“那些年”的故事很平

淡，但也正因为平淡，反而更
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每一个
人都有可能在柯腾和沈佳宜
的故事里找到曾经属于自己
的故事或者感觉：一个调皮
的男生，喜欢上了班上最乖

的女生，两人从互相抬杠，逐
渐变得默契，然后暧昧在潜
滋暗长，互相试探，却都没勇
气捅破窗户纸……电影中的
每一个人，都会让观众觉得
熟悉，他们就是我们好久没
有联络过的同学、死党。于
是，“那些年”成了一部集体
的回忆录。电影中最爆笑和
最伤感的部分都出现在片尾
女孩的婚礼上。男孩们闹着
要吻新娘，新郎说“想要怎么
吻新娘就要先怎么吻我”。就

在所有人不满地吐槽新郎小
心眼的时候，柯腾一个箭步
冲上去吻住了新郎的嘴。镜
头里是所有人惊呆的脸，耳
边是全场人大声的笑，而台
下是部分观众啜泣的声音。

在“那些年”的制作团
队里，几乎没有人玩过电
影：导演兼编剧九把刀是台
湾知名网络小说作家，只在
2008年拍摄过一个 25分钟
的短片《三声有幸》；摄影师
没有拍过电影；制作公司没
有拍过电影；男主角柯震东
只拍过电影短片；女配角是
没有任何影视经验的女
插画家弯弯；最重要的

女主角陈妍希主要是演电
视剧，看上去没有任何所谓
票房号召力；整个团队在电
影界最资深的，大概就是扮
演男主角情敌的郝劭文。
相比较同样是青春电影的

《三傻大闹宝莱坞》、《阳光
灿 烂 的 日 子 》、《 美 国 往
事》，“那些年”没有暴烈气
息，没有灼人的时代烙印，
有的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
的青春故事和年少回忆。从
这个角度上说，九把刀既缺
乏剪辑功力，也没有载入更
多的思考价值，充其量不过
是“放大版的偶像剧”，但是
影片舍弃了台湾偶像剧那

种让人皱眉的做作和浮夸，
取而代之的是真诚与笨拙，
所以格外打动人。除了主创
表现真挚外，片中的台词也
引来不少观众的共鸣，柯腾
在片中说：“辛苦念书有什
么用？我打赌十年之后我连
l o g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也
能活得好好的。”但沈佳宜
说，很多事情都是徒劳无功
的。“9·21”地震那晚，男孩
拿着因为线路超忙没有信
号的手机跑了好远，听到女
孩声音的时候他说：“你可
是我追了N年的女生，如果
你没了，我要跟谁一起回忆
我们的故事？”

由九把刀自编自导，柯震东、陈妍希领衔主演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以下简称“那些年”），本周五正式在内地拉开上映序幕。作为2012年的首部“开年贺岁”

电影，凭借“小清新”混搭“重口味”的风格，以及在港台的票房，业界预测“那些年”很可

能会再掀一轮热潮，由此引起业内的评论热潮。 ——— 编者

青春不远
现实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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