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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非诚勿扰2》

咱们不试七年之痒了，

直接试相依为命。一辈子很
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你这么急着娶我，是不
是惦记着早结早离呀？

你是找感情的，我是找
婚姻的！我们俩走岔道了。

谁动感情谁完蛋。

幸福不一定在一起，倒
霉一定在一起。

居家过日子犯不着肝胆
相照，虚着点儿和气。

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
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
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散买卖，不散交情。

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

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
是我的。

活着就是一场修行。

活着扎人堆里，死了还
是人挤人。

死是另一种存在，相对
于生，只会生活是一种残缺。

这不是病，这是命，我的
命找我来了，我只能从命。

你能对着钱发誓，无论对
方将来多么富有，多么健康，多
么爱你，都不再和他在一起吗？

我们就是知心不换命，

能托孤不能托妻的朋友。

怕(死)，像走夜路，敲黑
门，你不知道门后是五彩世
界还是万丈深渊，怕一脚踏
空，怕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帝王般的享受，就是把
脚当脸伺候着。

冒充上流社会，哪有上
流啊？全是下流。这就是一帮
寄生虫，骗吃骗喝骗炮打。

我这一生，忙着挣钱，忙
着喝酒，忙着处理感情危机，

最后把生活给忙没了。

（整理 李啸洋）

有多少怀旧可以重来
本报记者 倪自放

2010年，注定要成为一个“怀旧
之年”。暑期上映的电影《80’》，为80

后一代做青春的祭奠；近期在网上
流行的短片《老男孩》，则是为70后
一代做青春缅怀；到了《非诚勿扰
2》，由于王朔的加盟，50后、60后的
老帮子也开始感慨过往。各个年龄
段的人，都以不同的形式拿怀旧说
事儿。

尽管都是怀旧题材，《80’》《老
男孩》《非诚勿扰2》其实有很大区
别，《80’》到处都是残酷的青春物
语，那是80后主创在写80后。到了

《老男孩》，是80后主创在替70后怀

旧，里边夹杂了80后的生存困惑。从
本质上讲，《非诚勿扰2》是一部非常
王朔的作品，除了冯小刚的幽默外
壳，离婚典礼、试婚、人生告别会，都
是典型的王朔式智慧与感慨。

同样生于1958年的王朔和冯
小刚，在按他们那代人的方式怀
旧，这是老熟男的自白。片中葛优
扮演的秦奋有句台词，“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苍孙”。苍孙，北京话，指
老男人。这句台词以及王朔和冯小
刚创作的故事，都是在表达这样一
种声音：熟男们曾经辉煌过，现在
行将老矣，但70后、80后先别着急，

我们这批人依然处于话语的中心。

不仅仅是《非诚勿扰2》，贺岁
档其他两部大片《赵氏孤儿》《让子
弹飞》，虽然题材上和《非诚勿扰
2》差别较大，但陈凯歌、姜文、王朔
和冯小刚，在电影的内核里都表达
着他们那代人一种古典的人文追
求。《赵氏孤儿》的创作源于陈凯歌

“文革”年代里对朋友的渴求，在充
满隐喻的《让子弹飞》里，姜文在追
求那代人认可的正义、公平，从小与
姜文玩在一起的王朔、冯小刚，骨子
里仍然在感慨着那个古典的年代。

这，也是一种怀旧。

去年看完《非诚勿扰》

很喜欢，冯小刚举重若轻间
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淡淡的
笑话，知道他是在扯淡，但
还是喜欢那种气定神闲的
娓娓道来。把感觉说给友
人，一位女朋友肯定地告诉
我：“你老了。”昨天走进影
院，心里有点忌惮：我老了
吗？会不会再次喜欢上《非
诚勿扰2》？不幸言中，这部
片子触动了我的心弦。

除了开场那场离婚仪
式略显闹心，整部片子基本
延续了《非诚勿扰》舒缓的

调子，但是情节跌宕感超越
了《非诚勿扰》，戏剧冲突也
有所强化，句句箴言的台词
更让人明显感到了王朔的
存在，冯小刚讲故事的能力
也发挥得炉火纯青。这一切
的结果是，让我们这些理智
到了刻板的中年男人能够
很顺利地进入故事，尽管知
道这一切都是冯小刚在骗
人，正如片中所说是不折不
扣的“伪批判现实主义”，但
还是被故事所打动，特别是
已到“苍孙”年龄的葛优和
并不年轻的舒淇在这场夸

张的恋爱中展现出的种种，

更是让我想起了朋友的一

句话：“我需要一场恋爱来
找回青春！”返老还童我不
敢奢望，但是恋爱给生命带
来的那种充满活力的震颤
的确久违了，特别是因为生
活的重压而感到疲惫不堪
时，那种希冀就格外强烈。

看着影片，心里突然冒出
“活累了谈场恋爱吧”的想
法，随即便笑话这一想法的
不切实际，那就来看看《非
诚勿扰2》吧，最起码能看到
别人恋爱时的感觉。

活累了就谈场恋爱吧
本报记者 赵晓峰

《非诚勿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