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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内容概要

村上龙编著的《最后一场电影》中12个篇章，皆是由著名的电影命名，村上龙描写属于他青春时期的
自我意识。依然游走在社会边缘，而这些电影参与了他的人生，激发他要继续活下去的动力。村上龙
看完费里尼的作品「生活的甜蜜」，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无论如何要把内心想法和别人分享，他急
奔到朋友处所却扑了个空，於是留下了一张纸条，留下年轻时满腔热血的宣言。
当这种迫切想分享却又无处投递的心情，竟让人瞬间变得百般寂寥，有可能，在看完《最后一场电影
》后，从村上龙的文学更明白了自己，我们，就不再是孤寂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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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作者简介

村上龙（Ryu Murakami）
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著名小说家，电影导演。
1976年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一举夺得第19届群像新人奖以及第75届芥川奖，该作品
的尺度之大在当时引起不小的社会骚动，并掀起“透明族”风潮。作为一部弥漫着迷幻药气息的非常
规青春小说，至今销量已过350万册，是日本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1980年，作品《寄物柜婴儿》获得
野间文学新人奖。2000年，长篇小说《共生虫》获得第35届谷崎润一郎奖。另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
影，获得较大反响。
在日本，村上龙与村上春树被并称为“双村上”。相较于村上春树作品中冷峻的批判特质，村上龙更
多的是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如果说，村
上春树的作品是偶尔凌厉的爵士乐，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就是永远年轻的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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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精彩短评

1、性与无力
2、看了一半看不下去，待有空再翻。
3、看完后，我把这本书带给一进了精神病院的好朋友，希望他看完后会好起来。
4、你也可以无恶不作的荡过最迷茫的青春
5、
6、去年看了料理小说集，今年看了电影小说集。果然是一枚放荡不羁的青年大叔啊。
7、电影终究是私人的享受
8、《村上龙电影小说集》。总体来说不错，不足之处是后来每篇文章都把相同的一段经历作为背景
一再提及，也许是当初每篇是单独登载来着，但是集结成书应该精简下吧？
9、矢沢くん
10、翻译很烂，叙述重复，跳着看完
11、这个满篇自作聪明的翻译，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
12、跟电影有关的青春故事
13、三星半
14、只是有些感慨，那么年轻就看那么多的电影音乐，而我们十八岁的时候懂得什么呢
15、太爱最后一篇野帮伙
16、名叫洋子的奇瘦女子
17、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本书，一排白书皮夹着一本黑色的，突兀。分几次到图书馆看完的，看不懂，
但又觉得好看，这大概和看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一样的矛盾吧
18、“七〇年代的残酷青春，电影是最强的迷幻药”
19、有一半的篇幅在前情概要...
20、yoko应该是村上龙潜意识最喜欢的女人吧
21、读起来还不错，仔细一看果然是出道时期的村上隆。叛逆浪漫但是诚实。诚实是一个靠个人气质
立足的作者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品质之一。日本社会可以畅销村上龙也是令我刮目相看。ps：洋子是真
爱啊，到哪里都先提起洋子。
22、3.5
23、这本比比<孤独美食家>还好看
24、交叠。灵感。故事连缀成目眩的迷幻的全景。第一个故事赛高⋯
25、被一段文字吸引的，“只有两样东西在提醒我还活着，一样是日以继夜地做爱，一样是无穷无尽
的电影”好爱这文字！一切都是虚妄，真实的欲望才是我们该面对的。
26、不予置评
27、每一章都要提一样的事，就好象电视剧前情提要一样，我是真不能理解，不过里面提的电影值得
一看，我也听了不少提到的歌手乐队的歌
28、我和洋子的约会方式只有一种——做爱。我深切感受到这和那种纯粹出于性饥渴的疯狂发泄不同
，说白了，有点像热衷于学校课外活动小组的那种，每次放学以后都会自觉留到很晚，满怀旁人所无
法理解的热诚投入到戏剧或棒球的练习中去，不管寒暑，不怕辛苦。
29、一开始以为是短篇同合集，没想到是十二个故事，重叠的故事组成全景。
30、最后读者评论部分放的真好，艺术家——艺术作品——读者——作品与读者的读者
31、无力感
32、同笑着看完《69》想比，这本书少了很多幽默，但它是引起共鸣的。这应该就是青春吧，虽然青
春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标注很多恶心，空洞的东西；相较之下，在毒品和性爱中的矢崎一点都不那样，
而是无序却有意识的过自己的生活，无所事事也是生活状态啊，洋子和纪美子对YAZAKI才华的信任
，兑现与否并不重要，相互依赖，虽然生活状态难说健康，但也不坏吧。
33、12部电影，像12星座，从不同视角重现当时那段懵懂岁月。画风猛烈，依稀发生在眼前，那时候
的人们可以那么真诚、明媚，又如何变换成如今压抑、沉闷的年代。Last but not least,翻译地不错。
34、翻译好烂。
35、每一篇短文开头都是 和比自己大五岁的女人交往云云⋯文中很多好电影和音乐，极具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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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以自己经历为蓝本，以日本70年代的大环境为背景。不推荐吧。之前还看过村上龙的《无限近似于透
明的蓝》，和这个是差不多的内容。令我对这位作家都有点思维定势了。下次再试试看有没有别的风
格的。
36、可以不看
37、每篇开头重述与洋子云雨与交代过去，读的多了就有点反感..
38、日本的男作家如果不写点床戏就不会写作了
39、一段嗑药滥交的青春够出六七八本书⋯⋯读完没有啥电影留下印象，挥之不去的就是那个奇瘦的
叫洋子的性欲狂⋯⋯
40、的确章章都有前提概要真是神烦，但就像是层层堆叠的立体纸雕画一样，只能翻到最后才知道究
竟是什么模样。
41、从“无限透明的蓝”到“最后一场电影”到“69”，贯穿了60年代的村上龙，奇葩的日子，哈哈
。
42、翻译风格无法恭维。
43、看村上龙的这类小说，总是让我发自内心地激起一股来自生命最深处的热情和感动，我非常喜欢
。就是翻译得略怪
44、乏善可陈。
45、村上龙这辈子 真是值了
46、非常难看
47、还不错，繁复地讲同一时期的事情，就不怕会记错了。但觉得跟电影联系不大
48、我觉得当时的生活真是颓废的令人心惊
49、这本书让我欠了学校图书馆11块多，然而我卡里1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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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精彩书评

1、村上龙确实算得上是大手笔，平静的叙述，娓娓道来的一整本书九个故事，讲的却都是同一段经
历，如同一部电影不断切换视角，如同一幅摄影作品不停变换角度从而表现出意境完全不同的好几个
情节一样。其实整本书贯穿其中的便是洋子，每一个故事里都在反复一句话，那个极瘦的性欲极其旺
盛的女子，以及他们在床上度过的暗无天日的所有周末，男主是爱洋子的，尽管男主是个不那么负责
任，风流成性的社会底层的混混式的人，堕落却不甘堕落，不甘却又懒得挣扎，就像一只猫蜷缩在角
落平静地看着人是冷暖，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亦是别人的事，所有别人的悲喜也都牵动着自己，
世界都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多面体，人与人之间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去哦有着千丝万缕的贯通。旧的画面
反反复复，说了一段时光，也说了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曾经。看到的是美好，也看到了苍凉，这就叫做
过去，在以及里面反反复复，一个画面好几个视角，不停反复，然后让你偶尔悲伤，扛着悲伤继续往
前走，后来你发现不知不觉你成了一个作家，一个歌手，或者一个别的。就是这样。
2、村上龙的小说狂妄放肆，剑走偏锋。我猜他一定不喜欢村上春树那样独自长跑，而是喜欢搏击，
一拳将对方击败，出奇制胜。所以看他的短篇小说是很过瘾的，即便是类似于[69]那样的长篇，我也
更中意书中那些胡扯的桥段。这本书的十二个故事看似大体相似，实则各有叙事的重点，十二部电影
为小说注入奇招，拆解出一段莫名其妙的热闹时光。也许每个人的青春都是在过关与失去，最后一无
所有，才发现自己已站在山顶。最近我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位朋友，这种感觉就像发现自己老了好几十
岁一样。村上龙的小说看了一半，生活中的各种误解与决绝倒是层出不穷。后来当我意识到这种失去
无法挽回的时候，是在电影院看完一部闹哄哄的电影。周围忽然一片光亮，折叠椅的翻涌声响巨大，
离席的人高谈阔论撕开片尾曲的呜咽，那一刻牵动大脑深处一根敏感神经，莫名的失落感彻底涌来。
我竟忽然意识到我就这么失去了那位朋友，即便我们山水相隔，但那样真实而笃定的离席刺痛神经，
那一刻我竟对自己失望得哑口无言。这是电影这种形式所带给我真实的触痛感，就像村上龙的小说一
样，一击致命毫不留情。作者在书里写道[与其说是因为还没找到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才会这样虚掷光
阴，倒不如说其实非常享受浑浑噩噩的现状。一种时间正在向我进攻的感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你
在现有生活的围困之中，一旦清醒过来就等同于必须去接受或多或少的失去，人也好，习惯也好，看
过的小说也终于翻到最后一页。以前我觉得青春无非是各种无能为力，虽然不至于弥漫作者在书中反
反复复所写的那些毒品、摇滚乐、饮酒、女人、电影和无所事事。但是现在回头去看，只有离别是注
定好的。我以前觉得朋友不要太多就不至于落得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处境，原来再少的人一旦与你诀别
就可能是真的诀别了，那样的破碎与不堪即使是坐下来看第二遍电影也找不回当初的那份信任。难怪
村上龙要说，[电影只是最强的迷幻药]。最近，围绕一部年轻导演的电影出了几首主题曲，还有一些
故事。我喜欢其中一首叫作[后会无期]的歌，它很直接，告诉你离开就是离开。其实，我在村上龙的
小说里读到的也是这种直白的语调，不做任何修饰和挽留。与主人公日以继夜贪恋做爱的奇瘦女子“
洋子”，想必在床上肆意挥霍那份过剩的情欲之时也没有想过两人多年之后在电话里只能讨论一部叫
作[蓝丝绒]的电影以及一些无关痛痒的寒暄。作者常常喜欢在小说的结尾写上[后来，她再也没有出现
过]。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人和时间，曾经是我们身体里过剩的欲望、假的大麻、深夜车厢里的一次交
谈或者就是大雨倾盆时看过的最后一场电影。我知道其实那么多[无所谓]的情节反而是写作者[有所
谓]的反隐，就仿佛跌入水中，眼睛里、嘴里、呼喊里都是无处可逃的水而已。在主人公生命中出现过
的女人“洋子”，直到消失后才成为了书中一句沉吟的叹息，但他一定对她有着区别于身体需求的另
类迷恋。虽然笔墨不多，他写与她的对峙、猜测，试探、拆穿——不过就是任何一场平淡无奇的恋爱
经历，但正是这样的经历堆砌成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孤独。作者在第一篇小说中写道“我并不是对樱
井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归根究底，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和我分享看了[生活的甜蜜]后的感想。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无论如何，都想把内心的想法和别人分享的一刻。”可是作为朋友的樱井要
应付就职考试，他放弃了大门、披头士的歌，放弃了一起拍电影的理想，只留下“我”独自一人去看
完费里尼的电影[生活的甜蜜]。虽然作者从头到尾没有写过一句对朋友的叱责，但是这样的离别就是
无可挽回的。谈论孤独并不算是可耻的事情，人就是这样一种不愿满足的生物。看完好看的电影，抽
完烟，酒醒之后，吃完饭，早晨醒来，十年之后——你怎么可能要求任何事情都如初相见。与其说人
在面对时间的无法挽留时做出了一些选择，不如说后会无期才是人与人相处的最好状态。好的电影和
小说也应该是这样的，无法重复。那么，曾经在你生命中出现过的人，应该再也不会出现了。当然以
上都是我胡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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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3、电影是百味人生的浓缩，这点无需置疑。而因为这本书，不管它扯得和这些电影有多么藕断丝连
，依然有去窥望的想法。正值上影举办了费里尼的电影展，我揣着两张电影票走入剧场观看了这场黑
白，冗长的老电影。看完后我依然在思索电影和书的关系，顿觉悟，即使再怎么样分析都无法领悟。
因为观影的人带有自己的际遇和思想，当时的时代背景，于是乎，当我们脑海要给一部电影一个定义
，那便是，在你观看的那个阶段，你自己的状态和赋予电影的感情色彩。时常想到那个大三的下午，
在大学三教的破旧阶梯教室里，上着电影欣赏课。无对白的，情节模糊，甚至晦涩难懂的电影，在如
今看来，却有太多片段被铺上了一层颜色，这颜色，其实就是当时的心情罢了。电影人生，看书的人
，会去琢磨村上那一段段与电影有纠缠的故事，而在我看来，他重点是在叙述这些故事，迷离，徘徊
在他脑海的人像，梦想，欲望。看电影和做爱，都是一边享受人生的甜，一边彻悟着人生的苦。想必
，有些人，永远会在看完电影和书本后有所思考吧。
4、那天在库布里克书店等人，随意在书架旁翻看，在另一个村上旁拿起了这本书。看了眼目录，十
二个电影名字罗列在一起，有一半看过，都是很好的片子，便想村上龙的电影品味也不错嘛，抱着想
了解村上龙的影评是怎么写的念头便买了。结果晚上回到床头，开始翻阅这本书，发现会错了意，这
哪是他的影评集，分明是本小说嘛。书封背面写道：“只有两样东西提醒我还活着，一样是日以继夜
地做爱，一样是无穷无尽的电影。“我刚开始还是被打动了，毕竟看电影和做爱都是挺美好的事。后
来我读完书又维基百度了一下，他写这本书时他已经43岁了，估计已经吸不动毒品了，看来这句还真
是实话。而今年他已经62岁高龄了，估计现在的话村上龙先生只能说，能提醒他还活着的只剩下一样
了。对于他过去糜烂的生活，随着那些经典的电影，被束之高阁了。但是记忆也像那些难忘的片段和
画面，永远不能彻底遗失，而这十二部电影就好象是记忆的标签，让他回想年轻的那些日子。记得有
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她会通过音乐来记忆，当放某个歌曲，她就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开心或是不开心的
事情。而村上龙在这部小说，使用电影来回忆过去的。最觉得村上龙了不起的一点是，他能从那些可
卡因、LSD造就的世界爬出来，而且还能把那些吸毒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尤其对于像我这样胆小本分
的人来说，确实是种很安全的体验。可他那些朋友们大多就没那么幸运了。我是按照《69》、《最后
一场电影》、《近似无限透明的蓝》的顺序来读他的书的，很运气地吻合了他青少年到青年的时间经
历，我也翻看过他其他的几本书，都没这三本好，看来应征了那句话，作家写自己才能写得最好。最
后，为了配合村上龙这本电影小说，我也放上个电影名字作为题目吧。
5、第一次看村上龙的书是在大学，在图书馆盲目扫书时看到了《69》，到现在还不免觉得惊奇，在我
们那个三观端正纪律严明的学校尽然会出现村上龙的作品，想必负责采购的老师也没做起码的功课吧
。那是一个容易对任何事产生共鸣的年龄，尤其热爱那些不切实际美好又一败涂地的理想主义，以及
为之拼搏奋斗不顾一切的时代。所谓青年人的无力感在那时具象的体现，看村上龙的《69》，大环境
是日本60年代末期学运事件，故事中的学生既像革命者又像嬉皮士，无所不为只因他们处在最放肆的
青春。由此喜欢上村上龙，不仅因为他就是一个我所喜欢的消极愤世懦弱敏感的人，同样也因为他所
描述的那个很燃很丰满的世界。后来参加了工作，我才第二次看他的书。那是在罗湖新开的一家书店
闲逛，店员看我一直在日本文学区域流连，于是上前询问我：“你看过村上龙的《孤独的美食家》么
？”，“没有。”“那你应该看一下。”当初只是对这个哗众取宠的名字不太感兴趣，但在阅读上又
容易盲目相信别人的推荐，买回去后才知道这只是编辑的自作主张而已，原本名为《村上龙料理小说
》，这样一来就舒适多了。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这种不适感再度袭来。这是村上龙最新一本作品，
里面有30多个与食物与陌生人有关的小故事。而此时的他已然是个需要去全球各地开讲座的知名作家
，那些虚无缥缈的渴望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尽管他依旧敏感悲观，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值得信赖的关
系，但细节中无不透露出一股中产阶级的冷漠自持，他不再需要在生活的泥沼中自顾自怜，而是以一
种看透的眼光对待那些曾经有着自己影子的人。这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妥，日本作家中有很多都是从充
满毒品迷幻摇滚与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中一蹶不振，但终究是有更多人走上了社会的正途，虽然谁也
无法定义什么才叫正途。最后要说到这本《最后一场电影》（我还是更倾向《村上龙电影小说》这个
译名），这本书的基调应该是在之前两本书中间，既有青年时代的挫折无力，又有中年时代的达观顿
悟。整本书围绕着一个叫洋子的奇瘦女子展开，勾勒出了那个阶段矢崎（个人觉得就是村上龙自传式
回忆录）碌碌无为却又沾沾自喜的生活，重复的描述，絮絮叨叨的呓语，就像记忆碎片一样，你必须
通读完整本，才能明白作者想表达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最美的？还没得到的东西才是最美的。矢崎的
青春浸泡在LSD、酒精和大门乐队里，可他仍未对这个世界彻底妥协。尽管生活如此糟糕，但我们始
终相信他不是那种自甘堕落浑浑度日的小混混，他清楚自己来东京上这个不入流的大学的目的，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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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总归要做出点样子给别人看看。那时的矢崎最美的东西就是憧憬，在第一章《甜蜜生活》里，
令人感动唏嘘的是他最后给樱井写下的字条，他说：“费里尼太棒了，你别去什么广告公司，去拍电
影吧。有朝一日，我们一起来拍电影。”樱井最后也没有答复，就像我们青春里无数个无疾而终的决
定一样。即便村上龙的笔触像毒品一样麻痹意志，但作品还是能给人一种奇怪的积极的引导。他试图
告诉你，你总能在自己一败涂地的生活中找出一些愿意为之坚持甚至付出一切的东西，这才是最迷人
的青春教育。同时村上龙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有着十分独立的人格，他在每一段关系中留有余地，在每
一个决定里不留退路。也正因如此，矢崎愿意舟车劳顿地去找一个清洗尸体的工作，也愿意去夜间打
烊的桑拿房打扫浴池，比起这些微不足道的收入，在过程中颉取的是感受似乎更加珍贵。当一个个故
事继续下去，二十年后的矢崎再次与洋子邂逅，彼时的他已经是个非星级酒店不住的知名作家，受邀
参加各种论坛与讲座，很难再因生活的困顿而迸发灵感。但他一定还记得那些潮湿粘腻的在洋子公寓
里打发掉的周末，以及自己后来租住于美军基地边充满空酒瓶与毒品的房间，还有每一个与他的人生
交集不深的女孩，这一切的往事都是他的养料，在记忆深处发酵，然后被西装笔挺的外壳隐藏。他终
于得到了曾经期待的一切，可那一切似乎也没有那么迷人了。他会在某一次照镜子或入眠前突然想念
起十八岁的矢崎，可是身上的枷锁已经不允许他那么无的放矢了。因此，他仍然会一个人去看场深夜
电影，只不过仍然无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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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甜蜜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因为别人而不幸，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
你也知道，以前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最起劲的不是要“做些什么”，而是可以“放弃些什么”。
根本没必要告诉别人，像那位想要成为凡.高的哥们儿，他干吗要向朋友们广而告之呢？自己明白自己
的事儿不就行了嘛？
在费里尼的旷世巨作面前，我对自己笔下即将完稿的作品感受到的是一种彻底的绝望，心情跌至冰点
的失落与悲哀几乎令我窒息，就在此时一刻，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渴望雨人分享的内心冲动产生
了由衷的敬意。

2、《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177页

        第4行，纪美子是kimiko，这里的“kimoko”的拼写是故意的吗？179页倒数第2行也是。

3、《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甜蜜生活

        

4、《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阿拉伯的劳伦斯

        正是在这种被莫名的恐惧压得踹不过起来、几近绝望的危急关头，我的脑海中竟浮现出铃子的影
子，并且，还不是无声饮泣、令我陷入无力感深渊的十六岁少女，而是在冲绳小岛的白色沙滩上用生
命起舞的圣洁巫女。
仔细想来，如拉斐尔笔下天使般美丽圣洁的铃子对当年像我这样不为世俗缩绒的嬉皮青年而言，可能
是唯一能够卸下面具、袒露真我的心灵窗户。

5、《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203页

        &lt;原文开始&gt;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途末路到绝对无处可去的地步，关键在于有没有
竭尽全力去探索、去开拓，不然怎么叫“天无绝人之路“呢？即使是那些有“处“可去之人，又有几
个事主动争取自主决定的？要么是碰巧有事非去不可，要么是迫于命令不得不去，基本上不出这两种
可能性。。自你离开以后，我也仔细想过你的我的我们的事，怎么说呢？你是不是有才的人，我无权
也无能力作出评判；可我觉得自己还有些发言权的，你目前的生活方式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无为。就
是不作为。反正我是想劝你，只有全力以赴“去“了，擦可能找到你要的“处“！不然的话，到头来
就只能逼上一条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的绝路了../原文结束&gt;

6、《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愤怒的公牛

        动力有余却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应该算是它的最大悲哀吧。
像洋子这样生命中无法割舍，却也无力操纵“过剩”情结的人，绝对不会接受那种光耍嘴皮子的所谓
救赎，我当然也不相信那种形式主义的口头救赎。

7、《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龙声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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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电影》

        因为“忌妒”和“性欲”都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人类只能受其支配，有怎可凭后天意识强加
抑制？被支配的人类是可悲的。理智会嘲讽被本能支配下的冲动，但仍旧无法停止将冲动进行到底的
脚步，对于如此矛盾纠结的自己早已心生倦意。
“秩序”并没有救赎我，也没有令我有所顿悟，它带给我的只是一种“源于秩序的平静”。
“幸福”无处不在，可以闪耀在大街小巷，也可以用“幸福”来掩饰或伪装，甚至连“不幸”都是为
了衬托“幸福”而存在。

“你是无力的”
假如你拒绝归顺那个声音的话，从这一刻起，你今后的岁月都将与你为敌。
到时候你就必须尝尽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
岁月会夺走你的一切，只剩下一具躯壳，连痛楚苦涩都感受不到。
你的生存价值仅仅在于认清自己是个无用之人的宿命。

那些文字的价值所在不是为了如何生存下去，而是为了怎样不在深穴中死去。
那不是简单的“活着”，而是杀出一条血路地“生存下去”。
会自杀的家伙都是利己主义者！
人无完人，才华横溢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会不尽如人意。
越是有才，身上背负的缺陷就越深重，最终有可能严重到无法面对自身存在的地步。
每天除了为烦恼而烦恼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是可干。明知道自己不有所作为的话，就算花再多的
时间耽于空想也是无济于事的，可还是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自拔
。
成人社会欲将鲁莽冲动的青涩少年彻底纳入其常规运作的强势举措犹如在己方阵地上自埋地雷，付出
的代价就是惹来一场始料未及的疯狂报复。

8、《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野帮伙

        与其说是因为还没找到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才会这样虚掷光阴，倒不如说其实非常享受浑浑噩噩
的现状。
一种时间正在向我进攻的感觉。
其实，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途末路到绝对无处可去的地步，关键在于有没有竭尽全力去
探索、去开拓，不然怎么叫“天无绝人之路”呢？即使是那些有“处”可去的人，又有几个是主动争
取、自主决定的？要么是碰巧有事非去不可，要么是迫于命令不得不去，基本上不出这两种可能。
反正我是想劝你，只有全力以赴地“去”了，才可能找到那你要的“处”！不然的话，到头来就只能
被逼上一条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的绝路了。

9、《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202页

        自从你离开以后，我就有一种时间正在向我进攻的感觉，仿佛秒针走动发出的“喀”、“嚓”、
“喀”、“嚓”声都变身为一枚枚锋利的银针刺进了我的身体。无边的寂寞令我情绪烦躁、坐立不安
，这才开始找书、找电影来看。终于有了亲身领悟⋯⋯原来电影是为这种时刻存在的!

10、《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纳粹狂魔

        不管爹妈再有钱、家庭出身再高贵，自己的人生终须自己去打拼。金钱肯定不该是我们人生的全
部，既然到这世上走一遭，总该有所追求。我觉得我老爸缺的恰恰是这份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所谓追求
，而当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因此对老爸生出了一丝不满和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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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除了金钱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但遗憾的是你发现父亲身上所缺失的
恰恰就是你自己最在意的，所以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从小就特别反感大人们动不动便以“你还太小”、“你还什么都不懂”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无视乃
至剥夺孩子的意愿，因此，为了不被忽悠，我在听大人讲话的时候，一直都比较专心，特别是学校老
师，你不觉得他们有时说出来的话非常不可理喻吗？
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认真过好每一个平淡质朴的日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生活的真谛，但如今实践起来才
发现自己未免想的太过简单了，这可能会是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11、《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78页

        【校对】倒数第6行：作定语的短句缺少“发现”的宾语⋯⋯

12、《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漫长的告别

        那真的只是一种心理苗头，就是有点类似于自己正偏离某个目标渐行渐远时可能产生的不安定感
。
越是这样故作姿态的家伙越是“妒”界高手，我的这些小伎俩纯粹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对于一个上班族而言，临起床前的那段睡眠时间可能是最酣甜的。

13、《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天蝎星升起

        电影本身并不具有改变人生的莫大力量，关键还是在于肯尼思.安格的神奇感染力，只有他的那些
貌似毫无意义的虚幻影像能在不知不觉间渗入你的身体、触及你的心灵，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
所有和你的未来。

14、《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58页

        【校对】倒数第2行：“自来”→“来自”？

15、《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77页

        【校对】第7行：“玄”→“悬”

16、《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51页

        这一章的翻译真口语，“雷人”“傻X”这些词都出来了

17、《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大逃亡

        技巧乃至整个方法论都不是学来的，而是偷来的。

18、《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视死如归

        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坦然面对那些无可挽回的物是人非，笑看沧海桑田，在时过境界中感悟一份别
样的美丽。
能为自己的未来做好打算的男人怎么可能拥有出色的创作才能。
人只有不那么在意现实生活，一门心思只专注在诗歌创作上，那才具备了写出好诗、成为诗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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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

19、《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第197页

        她母亲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女儿送进了医院，这是一个终年身穿和服、慈眉善目的长者，当看到
女儿的不堪境遇时，也难耐心中悲愤，直接斥责我的“无能、无用、无责任心“。老人家骂的一点也
不错，我也没脸替自己申辩什么。。。。触目伤怀的母亲相必是哀大莫于心死，最后未发一言，流着
泪黯然离开

20、《最后一场电影》的笔记-蓝丝绒

        这是从一开始便再明白不过的一个答案，只是自己不愿、更是不敢承认它罢了，为此，甚至不惜
自欺欺人地栽进一个近乎病态的自虐狂圈。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洞若观火，所有的怨天尤人皆是浮云，
令我最来气、最失落的其实就是无所作为的我自己。
既然相爱，那么，任何形式的彼此伤害和互相折磨都可能将两人的爱情葬送。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
相爱，又很难避免争吵冲突、相互伤害；风雨过后方见彩虹，只有经受住考验的爱情才能走得更远、
更长久，而在此过程中经历过的所有磨难才会变得更有意义！
“性爱”是中和彼此“伤害”的最佳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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