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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束般的恋爱》以现代东京为故事背景，以主人公山音麦和八谷绢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如花期

一般虽璀璨绽放但凋谢的爱恋。对于其爱情本体的写实性描写，使它超越了很多同类型的爱情电影。本

文以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为依据，试分析主人公山音麦与八谷绢在恋爱过程中，互为镜子般相知、相

恋、相离的成长过程，揭示了爱情在不同阶段中的特点和影片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 

镜像理论，人物关系，成长，《花束般的恋爱》 

 
 

Analysis of the Mirror Theory  
in Bouquet of Love 

Zhe Yu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Apr. 24th, 2023; accepted: May 14th, 2023; published: May 26th, 2023 
 

 
 

Abstract 
Bouquet of Love with modern Tokyo as the story background, with the hero mountain sound wheat 
and eight valley silk love story as the main line,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eneral bright bloom but fad-
ing love. The realistic description of its love noumenon makes it surpass many love movies of the 
same type. Based on the mirror image of Yaklakan’s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hero Shanyin Mai and Batumai, who know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love, reveal-
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ve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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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 

镜像理论 
镜像理论是由雅克·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是指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意识称为镜像体验

的理论。拉康认为，人类的认识起源于人们对形象的迷恋，具体来讲其开始于婴儿对自己镜中影像的认

同[1]。 
镜像阶段是拉康理论的出发点，镜像阶段是自我构成和自我认同的开始[2]。镜像阶段是指自我的结

构化，是第一次将自身成为“我”的阶段。首先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婴儿在镜子中确立了自己的形象，

会表现出异常兴奋的情绪。这个实验区别于沃伦发表的大猩猩、蝗虫、猴子等动物与婴儿在镜子前的行

为实验。镜中出现的形象与被实验的动物形象不同时，才会表现出兴趣。但婴儿则会表现出来对镜子里

的自己感兴趣，关键在于这个镜子将镜中的婴儿形象和真实的婴儿形象统一了起来。 
一般认为，个体的自我是一贯统一的，但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自我统一的感觉。简单来说，两个婴

儿在一起，如果一个婴儿因为身体的疼痛哭了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婴儿也会感觉到这种疼痛，因为婴儿

在成长阶段中，他们的各个器官相对来说还未达到统一，对自我是零散的。所以为了确定这么一个统一

的自我，就需要把“自我”对象化，而“自我”对象化的契机就是照镜子。 
婴儿的自我意识建立后，伴随着“他者”的出现。这时的他者是根据婴儿的自恋认同和自我，建立

起来镜中自我的形象。自我是通过他者去形成的，自我的形成必然来源于对于异己的他人形象的误认[3]。
按照拉康实验的理解，没有他者，自我是不成立的。 

2. 镜像理论分析角色心理变化 

(一) 欣赏与相恋——爱情的“他者”之境 
拉康认为，自我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个体在镜中的自我，并非真正的自我，而是对象化的自我。所

谓自恋认同模式就是“决定了人的自我的形式结构”的镜像认同[4]。即“我”就是一个“小他者”。 
《花束般的恋爱》中，山音麦和八谷绢因为错过末班的电车而相遇，押井守成为了两人开始交流的

契机。在影片开始，山音麦在追求校花女生被放鸽子以及八谷绢与浪子帅哥吃饭后被甩开可以看出，八

谷绢和山音麦属于现实世界中小透明的存在。两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是热爱展览、看书、电影、

游戏的女孩；而另外一个是喜欢画画，因为在谷歌地图上看到自己就兴奋不已的男孩。他们像是两只活

在自己世界的“小怪兽”，不被关注但依然热爱自己的生活。 
从主体和自身看，主体对自我的想象性自恋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从主体和他人的关系看，两个主

体间的相似关系(如性吸引)也是建立在想象关系上的[5]。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两个人突然在某一天找到了

“宣泄口”，就像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同样的鞋子、同样认为耳机只要放在口袋里就会打结、同样用

电影票根做书签，也喜欢同样的诗人、作家……两个相似灵魂的碰撞，其实是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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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象中的他人，他人就是想象中的自我。 
爱情的基础在这时开始建立，因为小麦和小绢有着太多相似的东西。两个人心有灵犀，惺惺相惜。

因为不理解布为什么会赢过石头、因为都喜欢木乃伊博物馆、因为有着共同的书架、因为女孩真的理解

男孩，能够走进他的世界。正因为这些种种相似的生活习惯与热爱，让他们找到了如同“镜子”里的自

己，破除了他们长久以来的孤单状态，发现灵魂与灵魂的契合。 
自我的建构既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他者，而这个“他者”就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

像，是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实现的[5]。从小绢的角度来看，小麦就是这个他者。小麦和小绢有相

似的爱好，不会轻易妥协社会制定的规则，可以一起讨论爱看的书、电影、导演而忘记回家的时间；从

小麦的角度来看，小绢同样是这个他者，她理解热爱画画的小麦，愿意坐在电脑前看着枯燥无聊的天然

气罐视频，更是和小麦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面对自我认同时，往往会表现一种终其一生的对自我理想

化的追求。小麦和小娟必然会相恋，因为这是“自恋”的一种投影，他们在追求一种自我的理想化，朝

着自己既定的理想中前进。 
(二) 分歧与审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失衡 
拉康认为人的本质是欲望。欲望产生于婴儿发现母亲的缺席，发现他人并不能给予如母亲般给我们

的爱意，因此认为欲望是一种最基本的欠缺。而欲望作为一种欠缺有对他者的指向性，人们始终相信他

者身上有能使我们更加完善的东西，所以在这样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个体会处于不断寻找的状态。 
如果把小麦和小绢的恋爱分为四个阶段，则是热恋期、平淡期、吵架高峰期以及分手高峰期。热恋

期持续两年的小麦和小绢，因为共同的热爱走到了一起，小麦和小娟都以对方为自己的镜子，坚持两人

的共同爱好，当然会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 
但影片到中间部分，这种爱和关心，因为小麦的工作而被打破。正如小绢母亲说的那句话：“进入

社会就像泡澡，进去之前会觉得很麻烦，进去之后就会觉得好舒服啊。”暗示两个人的生活轨迹终究会

朝着不同方向进行。因为父亲反对小麦画画，让小麦不得不走进社会。而正是走入社会，当小麦穿上了

西装，不用再喝免费的咖啡，小麦被社会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螺丝钉，被迫成了随时为公司“背锅”且无

趣的大人。 
反观小绢，依然坚持自己的热爱。人的欲望是本质并且具有指向性的，小绢还是那个文艺青年，而

小麦早已不是了。慢慢小麦的生活充斥着上班，本该与小绢约会的周末时光也被公司聚餐占据，抑或是

本答应好小绢一起看的舞台剧却因为出差而爽约，小绢给小麦的书也被扔进后备箱，连最基本阳台的灯

泡坏了，小麦也没放在心上。在工作刚开始小麦曾说过：“我的人生目标，是和你维持现状”，而进入

到社会中的小麦，不断降低曾经承诺生活的标准。 
爱画画的那个男孩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曾经买的游戏手柄被搁置了；曾经爱玩的游戏也变了；《宝

石之国》的故事也只停留在了第七卷……小麦觉得小绢没有走出学生时代的情感，而小绢则认为小麦的

感情也随时间淡漠。 
拉康认为，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场景都能成为镜像体验，自我的认同离不开镜中影像，主体的

每一次认同都是在期待、想象与理想化，并内在的化为一种自我约束后，发现之前的认同是一种误认，

然后开始寻找新的认同[6]。对小绢来说，精神上的安抚才是最重要的，温暖是对她最宝贵的东西，显然

欲望得不到满足，则会从其他的出口释放。小绢开始追求自己的精神理想而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选择了

策划公司，那正是她所热爱并追求的东西，成长的过程就是在“误认”中寻找理想化的自己。 
(三) 爆发与和解——镜像中理想自我的追求 
主体在成长过程中，每一次误认都是一次成长的过程，个体在不断经历镜像认同，又在“误认”中

醒悟，追求理想中完整的自我。影片中不断将小麦的问题扩大，但实际上，小麦的改变也印证着小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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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她慢慢地接受了那些劣根性，跟同事一起收名片，对身边美女前辈表示倾慕，自己不断变成庸俗

的样子。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不能接受，因为“我”已经变得不像当初的“我”，或者说这才是真

正的“我”，小绢和小麦都逐渐偏离了理想中的自己。 
在拉康理论中，身份是人类在接触镜像和语言之后形成的自我认知。因为自我的欺骗性与主体的不

确定性，导致了主体对自我产生了误认从而产生了身份[7]。为了追求愉悦，主体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

断地打破桎梏。小绢遇到加持，入职了新的公司，加持就是小绢理想中的样子，热爱兴趣并将它作为终

身的事业去奋斗。在小绢喝醉的时候问加持“自己怎么样”，也许在普通的关系中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什

么，但小绢潜意识里是以女性对心仪男性的口吻去寻问的这个问题。在电车上，一边和加持聊天的小绢

眼里又充满了光和羞涩的神情，但看到小麦只是尴尬地微笑，似乎两人只是陌生人。 
分手的导火索是在小麦前辈的葬礼，靠着才华吃饭的前辈是小麦理想岌岌可危时的最后一点安慰，

但前辈的死，却是对小麦理想追求的彻底否定。反观小绢，本就从心里觉得前辈是一个烂人。就像小娟

说的：“原谅我无法感同身受”，互为镜中人的小麦和小绢早已不复存在。正是这些细节的不断累积，

让两个人的方向渐行渐远，再也拉不回彼此的距离，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和步调早已朝着两个方向分开。

分手的那天晚上，小麦即使挽留，小绢也没有同意。因为见过彼此对爱情的样子，所以无法接受此时不

爱的难堪。虽然默契还在，但两个人理想中的自我已然不同。 
两个人在感情中都没有错，只是小麦和小绢所追求的理想不同了。就如同加持说的：“一个人的寂

寞总比两个人的寂寞要好。”镜中的他者是理想化的自我，个体也会不断从现实向理想中的自我迈进。

在山音麦和八谷绢的爱情中，虽然结果不那么理想，但这段回忆对他们来说已然足够。 

3. 结语 

影片的结尾引起了笔者深刻的思考，影片虽然没有完美的结局，但对小麦和小绢来说，分开或许是

最好的选择。个体在人生历程里会进入一次又一次的“误认”中，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近理想中的自己。

故事会翻篇，生活还在继续。影片中那句“开始是结束的开始，相遇总会伴随离别。”影片最后一个镜

头定格在谷歌地图中，小麦和小绢边走边笑，就像小绢手里拿的花一般，花有花期，终会凋谢，但我们

依然热烈的爱过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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