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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束般的恋爱》折射出当下许多青春时期的爱情历程，堪称当代亲密关系的现实影像启示录，本文旨

在阐述意象在电影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对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中的意象表达进行解读，将其与影片的

叙事相结合，从而达到对审美与主题内涵高度的深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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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ouquet of Love” reflects the present many youth love process, is a contemporary intimate rea-
listic image revel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lm narrative image, 
in the film bouquet of love image expression, combin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lm narrative, 
so as to achieve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and theme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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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花束般的恋爱》讲述了文艺青年八谷绢和山音麦从校园到社会的五年“爱情长跑”，两人由最初

灿烂炽热到最后黯然失色，最开始志同道合到最后张筋弩脉的故事。电影透视现代恋爱男女的心理，又

用诗意化的电影意象展现纯真爱情在生活重压下也会失真变色，导演土井裕泰以电影的意象本体和其触

发的意境传递出的“爱情”主题，折射了现代男女的婚恋态度，直击当下社会婚恋特点，符合青春爱情

中现实男女的矛盾与无奈。 

2. 鞋：意象化的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 

庞德用意象这个审美范畴将二者融合，使意与象在诗歌中化合为同一个复合的视觉形象，把物象的

外在形态特征和内在审美意蕴与创造者主观的情感体验的外化形态有机地同一[1]。影片中最明显的意象

就是鞋，鞋在故事中承载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又是人物塑造的核心意象。 
男女主的相遇就像是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彼此间有很多的相似性：进入酒馆时两人穿着一样的白

色匡威帆布鞋，鞋子的局部特写代表俩人的喜好相同，鞋子也是二人关系的隐喻，暖色调的画面充满着

暧昧，一模一样的鞋子象征着二人的关系，也代表着小绢和小麦恋爱开始时正处于青春、不谙世事、单

纯美好的年纪，二人都具有文艺气息。 
影片中第二次出现鞋是在他们同居生活的房子里，依旧是一样的白色帆布鞋，此时的二人正处于爱

情甜蜜期，相爱状态仍未变，但是空间由第一次的公共空间变为了私人空间，只有摆放和细节的差异，

鞋子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 
第三次鞋子的特写和第二次的场景一样，但光线和色彩发生了变化，白色帆布鞋变成了黑色皮鞋，

同样场景的明亮自然光线由昏黄的夜晚灯光所替代，象征着青春气息的白帆布鞋也被象征踏入社会的黑

色皮鞋所取代。 
田川流将意象作为电影叙事语言的一种范式，从“物我合一的写意性”“虚实相间的含蓄性”“意

与境的互渗性”三个方面，总结了电影意象创造的特征[2]。鞋与人物、环境、情节相结合，共同参与电

影叙事，鞋子的意象既是二人样貌心境的象征，也是二人关系的象征，在故事的叙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暗示影片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将截然相反。鞋子和其摆放空间的变化，隐喻小绢和小麦关系的变化。最初

在茫茫人海中相识的两个人，发现了彼此的心意，因为生活、工作，他们开始渐行渐远的时候，鞋子就

是他们此时样貌的展现：山音麦无法靠绘画谋生只能努力工作，八谷绢则用艺术的气息和精神去对抗，

不仅仅是审美差异的变化，更是他们都走进了更广更远的生活，一个新鲜却少有重叠的外部世界。 

3. 末班车和黑猫：意象化的情感表达 

电影是以物质现实复原的影像为载体的视听艺术，因此不能得意忘象，没有“象”，电影美学就成

了空中楼阁[2]。影片以一种真实而非矫揉造作、浪漫而非浮夸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共鸣的力量，实现了

电影叙事美学的平衡——既让观众重新审视现实中的爱情，又着重表达了成年人的爱情因同频开始，因

不同频而终结的残酷现实。 
八谷绢和山音麦因错过一班末班车，遇到了灵魂契合的人，故事由此展开。列车有象征前行的意象，

也有象征离别的意象，在影片中虽然没有对列车的写实镜头，但是从最初的错过末班车到最后列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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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早直至二人分手，列车隐喻了二人关系的变化，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列车在电影中不

仅体现出了独特的虚拟叙事空间，更蕴含了富有意味和高度的爱情哲学。 
黑猫作为活物，比鞋子更加写实的折射出二人的情绪和情感变化。在日本文化里，黑猫象征着福气、

好运。小绢和小麦在热恋时领养小猫，导演以红色光线充斥画面，是最后一次对美好的隐喻。刚领养时

的小猫来回踱步，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就像二人的恋爱正处于彼此探索了解阶段。随着黑猫的逐

渐长大，更多时候是卧着观察，二人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一次吵架后，黑猫哭泣的特写镜头更是

暗示两人关系的冷淡，也反映出了二人情绪的低落、关系的冷落。 
在山音麦工作后，两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短，和黑猫的互动也越来越少，而此时，恋爱中的两人也

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彼此，各忙各的，在同一空间里也鲜有交流。最后黑猫越来越肥，越来越懒，他们也

懒于沟通，直到分手。 
意象派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创作的目的应是塑造意象，而不是情感的直接抒发”[3]。诗歌如此，

电影亦是如此。黑猫是他们在热恋时共同领养的，时间和现实让他们逐渐走散，在爱情的轨道上各走一

方，相交线变为平行线，这种从“灵魂契合”和“相视无言”的遗憾变化组合成一种遗憾的情感意象，

影片开始出现的“开始是结束的开始”也很早印证了两人的结局。末班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邂逅；

黑猫不仅是运气，更幻化成了交流的需要、隔阂的见证……这些情感的意象通过诗意的暗射再次凝结成

“爱情与现实”的意象表达。 

4. 有生命的影像：意象化的情境营造和文化传递 

(一) 时间与空间 
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如能通过一种特定的适应新时

代审美需要的开放型结构如实地、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即使走的不是静态美的老路，而是采用高速的

以象显情的动态方式，也一样可以造成天女散花式的意境美”[4]。影片在时空上的选择与设计，既体现

了时代的趣味，又创造出了当下社会所追求的爱情理想愿景。 
影片在时间上采用颠倒蒙太奇的叙事手法，从 2020 年转向 2015 年，采用平行叙事，以人物的内心

独白来展现俩人内心的矛盾和对这个世界的不真实感，二人的文艺青年气质也在此体现出来，塑造了符

合人物特质的情节。 
影片在空间的设计上独具匠心。拉面馆的设计为文艺特质的小绢营造了性格塑造的语境；卡拉 OK

店、木乃伊博物馆、天然气储罐所在地、小麦先前居住地既是两人的爱情叙事空间，也是爱意释放的意

象空间；同居场所的空间意象中隐含了甜蜜、疏离、脆弱和自由。 
小绢和小麦的互动越来越少，之前喜欢的游戏书籍都无法一起分享，小麦独自在椅子上看着书，小

绢则在沙发单独看着电影，此时的两人虽处于同一空间，但却毫无交流，而书架就像一堵无形的墙将空

间割裂开来，象征二人的悲剧，暗喻两人矛盾与沉闷的情绪，营造出令人压抑的情境。 
(二) 光线与色彩 
西方诗人对意象的解释，也许以庞德最有见地，他这样认为：‘意象是理智与感情刹那间的错综交

合’”[5]。从叙事的角度观意象，其“体微而言大”，有传达情意、递进审美的重要功能[5]。影片中，

黄色与蓝色营造出意蕴悠长的意境之美。故事中的男女主出现的场景中，无论是店里的灯光、街头的灯

光亦或是白天的太阳光都是以黄色的暖色调为主，为影片奠定轻松、愉悦的氛围，也预示结局不会是悲

伤的走向。另一个经常出现的是蓝色的冷色调，隐喻感情的降温，与黄色交替表现两人情感的转变。 
两人告白时，先开口的是小麦，而小绢的指甲颜色是代表忧郁的蓝色，她对这段没有确定的关系感

到忧虑，担忧他只会成为朋友，所以在确定关系后，小绢戴上了黄色围巾，而小麦则身穿棕黄上衣蓝色

https://doi.org/10.12677/jc.2022.104033


夏光富，张塑雅 
 

 

DOI: 10.12677/jc.2022.104033 208 新闻传播科学 
 

牛仔裤，同一画面里的蓝黄对调，表示初为情侣的二人内心的紧张、喜悦与无措，完成了意境的诗意表

达。两人的感情从炙热到冰冷，黄蓝色调的互补也随之减少，直到最后变为了灰白。 
红色在片中也起到了空间叙事和意象表达的独特效果。在告白过后，两人在红灯前接吻，隐喻关系

美好的转变，在之后的滚床单时也再次出现。当小麦父亲告知要断掉生活费时也出现了局部红色，此时

故事已进行一半，在画稿费一降再降，小麦不得不放弃画画时，红色再次布满整个阶梯，两人感情的转

折是小绢听到小麦找到工作的那一刻，画面布满红色，两人的生活节奏也在此时开始不同步。终于在别

人的婚礼上他们决定分手，小绢再次把指甲染红，穿上了红色衣服，黑夜中望着红色的摩天轮，彼此间

的感情画上了句号。在红灯前的接吻到红色摩天轮下分手，原本象征浪漫的摩天轮此时却显得悲凉，感

情的开始与结束都以红色为意象颜色，让观众有了“不可言说的惋惜”。 

5. 结语 

编剧坂元裕二说：“影片中涉及了大量的人、物、作品以及事件，每一条相关的信息都体现出两位

主人公的兴趣爱好、性格与特点，同时也能帮助观众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身边其他人的相

处方式、差异等”[6]。爱情就像花期会有变质的一天，但不必因为失去而遗憾，我们总会和意气相投的

人恋爱，拥有爱和被爱的机会还有很多，更多是在保质期的爱情里享受和成长。观众可以破解《花束般

的恋爱》的“物象”，去发现那些有情感的意象，在弥漫着现实气息的诗意浪漫表达中，体味日本爱情

独有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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