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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少年的你》的悲剧主题探析 
雷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电影《少年的你》讲述了两个少年面对残酷现实、彼此保护、寻求自我认同的故事，影片基调严肃而沉重，具有浓厚

的悲剧意识。本文将立足悲剧美学，从青春的困境、人性的叩问和自我认同的异化等三方面对该片的悲剧主题做一番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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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春的困境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

的行动的摹仿”，它“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1]《少年的你》摹仿着真实又残酷的青春，让少年们深陷于青春的

困境而无法自拔。陈念的母亲因做生意血本无归而躲债在外，陈念

不得不独自面对债主的骚扰和霸凌的侵扰，杀人事件和牢狱之灾为

她的青春画上了休止符。小北自幼被父母抛弃，同龄人还在读书学

习时他就已混迹于市井，成为街巷之间的小混混，打架斗殴是他的

家常便饭。魏莱和徐渺看似成熟霸道，但父母的殴打和家人的冷落

也贯穿其成长生活的始终。片中，学习、生活及成长的方方面面，

都成了少年们同悲剧命运搏斗的背景地。 

困境的客观存在催生出层出不穷的悲剧冲突。黑格尔指出，冲

突是悲剧发展的动力，当冲突不断被激化并得不到“和解”时，悲

剧便会诞生。片中，冲突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成人世界和少年世界

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以及生存挑战与社会现实

之间。对青春个体而言，成长是个充满困境和冲突的过程，影片借

陈念之口表达了少年们面对成年世界的迷惘：“高考之后，我们就

变成大人了。可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大人。”主人

公亦曾尝试着“和解”，但最终也只陷入到更深的泥潭。在悲剧中，

冲突往往都是朝着无法挽回的境地发展，真正的“和解”只有当悲

剧发生过后才有可能实现。 

二、人性的叩问 

电影对荒凉人性的叩问深化着作品的悲剧主题，同时也于潜移

默化中向受众施加着悲剧审美的“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

悲剧的“痛苦和不愉快的激情能得到一定的宣泄、消灭，转化为相

反的激情”[2]，“净化”可通过“怜悯”和“恐惧”陶冶崇高美感，

从而实现强化悲剧效果的目的。 

电影中，人性的荒凉主要表现为情感的疏离与冷漠，家庭与学

校成为少年悲剧命运的催化剂。在家庭关系中，亲情处于缺失离席

的状态。陈念遭遇困境时，其母亲躲避在外，离席于女儿的生活轨

迹；小北自幼被父母抛弃，父爱和母爱均为缺失；魏莱和徐渺作为

施暴者，亲情于他们也是畸形无能的。在校园关系中，同学情与师

生情也是漠然的。学校沦为悲剧的发生地，面对霸凌和自杀，老师

无能为力，同学麻木不仁，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在胡小蝶自

杀事件中，没有任何同学愿意将真实情况反映给警方，陈念是唯一

一个对死者表现出观照的个体。 

《少年的你》带给观众的悲剧震慑力是巨大的，孤立、霸凌、

死亡、入狱等厄运发生在与观众相似的人身上，使怜悯和恐惧心理

贯穿观影过程始终。若想避免遭逢同类厄运，审美主体必须通过净

化、改善、节制、甚至一切努力来为自己根除引发厄运的因素。客

观而言，陈念与小北的相互依靠、郑易对陈念的无私保护等情节让

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在影片营造的人性荒漠中，微弱的人性光

辉显得格外耀眼，虽然微小，但很强大。这种反差从侧面凸显了悲

剧的“净化”作用。 

三、自我认同的异化 

拉康认为个体从婴儿期开始进入自我认知阶段，即“镜像阶

段”，“它（镜像体验）策动了从躯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

的矫形形式的种种狂想——一直到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

架，在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3]。在少年

的成长过程中，家庭需不断地向其“自我”发出认知的约束信号，

以避免混淆现实与幻想的“镜像体验”。 

家庭与亲情的缺失让陈念和小北在伤痛中艰难地步入了成年，

他们在困境与突出中实现了自我与彼此的认同。作为对立面的魏

莱，却陷入了“主格之我的异化命运”[4]。魏莱是施暴者也是受害

者，家庭的畸裂与教育的失败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首要原因。实际

上，魏莱一直以“玩”的心态看待校园霸凌，惨剧是自己“玩过火”

的后果，暴力只是她成人化的伪装，也是她迷失于认同危机时采取

的不当手段。作为渴望引导的少年，家庭镜像让她的认同机制发生

错位，而对于女儿的暴行，魏父默然置之，魏母也只念了几句“交

友不善”的女儿经。自我认同的异化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

催生“怜悯和恐惧”心理的直接因素，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悲剧意

识。 

结语 

青春的困境是对人性冷暖与认同过程的折射，人性的荒凉是对

残酷青春和认同危机的衬托，而自我认同的探寻过程既是对主人公

青春困境的彰显，也是其面对人性现实的反馈。三者相辅相成互为

映衬，共同呈现着影片的悲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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