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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后来的我们，
都有幸福的样子
沉 羽

看过太多爱情题材的影视剧之后，像《后来的我们》中
所提及的“前任”和“北漂”这样的关键词已不足以触动那些“过
尽千帆皆不是”的观众内心了。不过本片自有它细腻婉转、真挚感人的情绪
点，能让观众在电影里看到曾经青春年少的自己和片中主人公生命交叠的那一部分
情感。

林见清和方小晓是一对北漂恋人，两人怀揣着共同的梦想在北京打拼。相聚容
易相守难，一段甜蜜美好的爱情生活后，彼此间产生分歧和误解，最终不免分手相
离。就像很多爱情故事里讲述的那样，一开始，虽然你和我都阮囊羞涩，可“有情喝
水饱”，相爱之人哪怕是窝在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吃廉价泡面，依然能满溢出浓浓的
幸福感。因为年轻得宛如溪边的一片新绿，所以能无拘无束，大胆浪漫地爱着，并会
因对方一句寻常的笑话而乐上半天，会因喝了一杯暖暖的奶茶顿觉生命无限美好；
也会因为爱，无所事事逛着大马路，也要紧拉住对方的手；进了影院，分明已并肩坐
着了，还得再将头依偎在对方的肩膀上……这些都是青春的模样，爱情的模样。

林见清和方小晓分手了。匆匆十年光景，流水一般逝过，再相逢，是在飞机上。
此时的林见清已经有妻有子，而方小晓正打算放弃北漂梦想，回到故乡。银幕上，十
年以前的图景色彩鲜丽，月圆花好。十年之后，所呈现的画面转为黑白色调，寓意不
堪回首，往事难追。导演刘若英将一份让人追念的爱情历程放到明确的时间轴中去
进行比较，电影于是也就有了一种“后视”的维度。

此次周冬雨的演绎叫人很是惊喜。这个演员又年轻又有特点，笑起来，眉眼弯
弯的；哭起来，是小儿女嘟嘴斜眼的滑稽样儿。小小的个子，走路喜欢奔奔跳跳，由
她来演片中方小晓一角，真是再合适没有了——既有着该年龄少女的清纯和机灵，
也有着人物在现实逼迫下滋生出来的早熟与世故，一半一半，恰到好处。所以当方
小晓后来放弃了自己的感情和选择时，颇能激起观众的共鸣。方小晓说过这么一句
话：“在分手的那一天，如果你更勇敢一点，踏上那趟离别的地铁，我就会跟你过一辈
子。”可无论是生命还是情感都不存在“如果”，只有当你真正经历了，才能看清楚一
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来的我们》也能被定义为是一部“成长影片”，里面不仅有
爱情，还有亲情，还有我们对于生活的感悟和理解。片中最催泪的部分不是男女主
人公断肠分手之处，而是田壮壮老先生饰演的林见清父亲给女孩写的那一封信。那
个看上去波澜不惊的读信过程，使不少观众情动于衷。

“幸福不是故事，不幸才是”。《后来的我们》所要寄托的并非完美爱情，而是一份留
有绵绵遗憾的未完成的爱情。刘若英很早以前就唱过了：“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
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那么，只有愿后来的我们，都有幸福的样子。

叙事作品中，人物塑造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所有故事
都是人的故事，是人物的性格与现实碰撞后的“必然”事
件。同样，“事件”也影响人物性格发展的进一步走向，个性
的强化或者变化，往往是偶然中有必然。能让读者或者观
众感受到人物性格演变的“必然性”很强，那么说明作品的
人物塑造是成功的。反过来，过分强调“必然中的偶然”，追
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性、意料之外，那么就有可能牺牲人物行
为特征的同一性，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就不是塑造，而是
“捏造”。 司马雪

初见如故，再见依然
张 燕

影片聚焦一对普通的北漂年轻人在奋斗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剧情虽然老套,有
些台词也有“鸡汤”之嫌，但井柏然和周冬雨用扎实的演技赋予了林见清和方小晓动
人的角色魅力。

两个年轻人相识于火车上,在北漂的时光里一起努力奋斗，相互扶持、安抚，共
度了很多艰辛的时刻：他们合吃一碗泡面，租破房子、买破沙发，打很多份工、搬很多
次家……方小晓曾把“要有北京户口”“要有钱”“要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当作选择另
一半的要求，但当她逐渐明白这些都不重要，意识到林见清的爱情观“为心爱的人上
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才是爱情的真谛时，她和林见清在生活中却出现了种种矛
盾。林见清研发的游戏成功了，他获得了第一桶金，他有资格取得北京户口，也买了
大房子。但在方小晓看来，这一过程中，他们爱的互动大大减少，他们对爱的认知已
经完全不同。林见清说：“我真的已经努力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了。”方小晓回应：“但
我已经不是我原来的样子了。”这一段对白打动了很多观众。影片从侧面探讨了爱
情：品味爱的认知和感受、实现精神的同步比优越的物质条件重要得多。

田壮壮饰演的林见清父亲这一角色，也是影片一处不可忽视的亮点。田壮壮将
父亲对孩子的希冀与挂念演绎得真切感人。林父是林见清与方小晓的爱情聚散的
见证者，影片后半段，林父写给方小晓的信更是温暖感人：“缘分这件事，彼此不负就
够了，但人啊，想不负此生真的很难……”他以一个过来人通透的经验，给这份最终
错过的爱情做了最深情的注解：相爱一场，没有圆满的结局，固然遗憾，但那些由两
个人创造的回忆，经历的过程，更要珍惜感念，过好各自余生。

影片的电影手法运用娴熟，过去和现在两条时间线来回穿插：回忆是缤纷的，现
实是黑白的。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终于在林见清设计的游戏中恍然大悟——如果
伊恩和凯莉走不到一起，那世界将会失去色彩。彩色和黑白的色彩运用，对比强烈，
创意十足，也使电影叙事逻辑清晰。

影片的彩蛋部分也是一剂重磅催泪弹，这部分剪辑了普通人写给错过
的另一半的话，充满了遗憾、悔恨，也有祝福、感恩。集体合唱的《后
来》为影片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
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从1999年发行至今，《后来》延绵开多少青春岁
月里后来的故事，多少个像林见清和方小晓一样的
男孩女孩，在一首歌里回顾和重温了爱和成长的
蜕变。彩蛋的最后是刘若英深深鞠躬转身退
场的背影，一腔孤勇，毅然动人。影片浓缩
了导演刘若英自身对爱的认知和体悟，正
如她在专访中所说：“现实的环境、生活的
残酷，多多少少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各
自关注的重点不同了，导致没有圆满的结
局。但是对彼此那种关怀或者情感，其
实一直都保留在某一个很纯粹的地方。”

再见，前任
肖海红

刘若英导演的《后来的我们》，最近变成了霸屏话
题。有勇气去影院观赏此影片的某男性同胞还发出了

“中国青春片的女性烧脑程度堪比诺兰电影”的感慨。
粗看，确实有那么几分道理。要不然，明明可以坐

稳正宫娘娘座椅的方小晓，又何以把自己活生生折腾
成了疑似小三？从努力拼搏找居住地的经济适用男，
到面包、房子都不是问题，这转变是否也太理想化了点
吧?而好不容易对方可以给足你安全感，只是自卑尽头
自傲雄起的男主角因为遥控板问题与他自己的老爸有
点小分歧，还说了“破餐馆”之类的话，就为了这个毅然
决然离开了是不是也太任性了点？后来重逢两人依然
皆“执手相看泪眼”，号称一直都爱男主角的女主角，我
真的很想问你一句：你真的没有后悔过？房子不等于
家没错，同龄女孩比男孩成熟早这是通病，婚后狠狠调
教就是了。假如是真爱，怎么会舍得放开？要知道男
人女人还真不是同样的物种，一个来自金星，另一个来
自火星。

而见清看似深情实则爱得无力苍白，所以这种深
情不要也罢。我在想，是否男女在一起久了就会陷入
不懂珍惜不顾及对方感受的通病：他苦熬职场岁月遇
到难缠的客户忍不住就发了脾气，被人暴揍后与女友
吃个饭，人家盯他看几眼还迁怒打人。大过年的看女
朋友在屋里吃泡面，一点也不知内疚心疼。天天只顾
打游戏不说话还闹冷战，连女友跟他提分手还不摘下
耳机。他是真渣还是懦弱，我们不得而知。现在都无

法好好、真心待你的男人，怎么让爱你陪你吃苦
的女人相信你会给她一个足够美好的未来?

告诫天下所有好姑娘，碰到如此男人，都
要“大步甩甩、潇洒离开”。因为我们
不能傻，不要一直傻傻沉浸在“耳听
爱情”的幻觉里，无法自拔。

见清的深情这样的人物设
置绝对经不起推敲，相反，我觉
得还挺渣。否则，与老婆结婚
不足三年，出差就被妻子借孩
子之口全方位查房看看他出
差有没有偷腥。这种心里放
不下一个人，结婚却是另找一
个人将就的男人能给足妻子
安全感吗？这种拥有时不懂
珍惜，等到失去了却后悔；穷则
装好汉硬撑、富后张狂矫揉造作

的男人，不要留恋。
记得王尔德说过这样的话：

“男女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
开。”所以见清会认为你离开我是爱情

败给了面包房子，你没有耐心陪我迎来理
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而小晓却认为只要是

你对我足够真心的陪伴，缺面包没房子何惧？可是
你却一直不懂我，更不尊重以一人之力含辛茹苦养你
长大供你读书不求你回报的老父亲,要你何用？于是
分手，毅然不回头。

因为年轻时候我们不懂爱，所以我们因错过而遗
憾。所以，没得到的你，就成了我念念不忘的“床前明
月光”。只是爱不爱，能不能在一起，结不结成婚，从来
都不是同一个问题。回忆再美，也要醒来。所有悲剧
的前任的故事还不知道收尾，那么所有的有情人终成
眷属也会是出轨前篇。

追忆前任，从来都是一种文艺的呻吟。其实，结尾
不能在一起老早就证明你没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那么何不洒脱地谢谢当年对方不娶不嫁之恩，好好过
好此刻你的人生？

再见，前任!走好，人生!

我们看
《后来的我们》

银幕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