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芳华的演讲(通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芳华的演讲篇一

也许是才气过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严歌苓吸引了我，也许是
大名鼎鼎的冯导吸引了我，让我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如此安
静地坐在影院里，感受青春，感受芳华，感受挥之不去的忧
伤。

宽大的银幕，不断切换的场景，一个女性的旁白娓娓道
来……手持一瓶温凉的矿泉水，温度在掌心里一点点升高，
上一世纪80年代的唯美浪漫青春时光在手中被绵密地抻开，
不可言说的美妙由内而生。我找到了存在感，并带着一份情
怀去追忆那段美好时光。

《芳华》塑造了一组文艺兵群像。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工
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芽。
质朴善良的“好人”刘峰、因不良习气被集体歧视的何小萍
以及林丁丁、郝淑文、萧穗子等情感的缠绕、交集，大相径
庭又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电影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他
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有着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
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世界是安静的，整个观影过程是安静的，即便是那个血雨腥
风的战争画面袭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观众，更不是旁
观者，我身临其境，就活在那个场景里。

电影《芳华》的拍摄手法有别于冯导的其他影片，温情贯穿



影片始终，我认为电影的主题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取向和情
感安放。电影前半部分的俊男靓女，悠扬的音乐，清澈的和
鸣，木纹质地的暖色地板，柔软曼妙的肢体，女性身体散发
的清香以及暗生情愫的涌动……画面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纯真、
美好和干净，让人有种不被时间蚕食的温暖。电影的后半部，
涉及到了那段不轻易碰触的战争，尽管枪林弹雨，血肉模糊，
这些芳华的年轻人经历战争的残酷洗礼，甚至付出生命却没
有退缩。最惨烈的是，前期曼妙舞姿的轻柔肢体与后期残肢
断臂的强烈对比，画面的矛盾和冲击直抵心灵，那些光鲜年
轻的脸庞，那些平时被人忽略的细微章节，终归还是让观众
获得了某种罕见的崇敬和震撼。

青春是整个片子的主线，但一切都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展开
的，电影的故事情节唤起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有人说，这
是一部以情怀取胜的电影。是的，无论是影片里呈现的集体
主义与个性的压抑，还是禁欲主义与青春荷尔蒙的矛盾，还
是时代更迭与个体命运的苍白和茫然，都不足以让人轻易释
怀。唯一可以释怀的是电影带给我们的纯真，纯真是主体，
纯真不仅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那种做人的底线、对
别人的友善、对真爱的追求、对友谊的珍视以及对伟大祖国
的捍卫，都需要纯真。

自由、真诚、冲动，懵懂，叛逆，不置可否，暗生情愫，秘
密对抗……对青春的诠释隐秘而幽暗。没有人会讨厌自己的
青春，尤其到了中年或者暮年，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一定
会在内心世界里翻涌。

我们一直在与时间和记忆较真，但在历史大潮的汹涌下，在
历史的变迁中，那些人性的丑陋和黑暗，那些扼腕叹息的感
慨和愤懑都显得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一直活不明白自
己需要什么，此刻，我们只需要在宽大的荧幕前回望青春芳
华，找到活着的证据，存在的痛点。

特别打动我的是文工团那段内敛的抒情，我们凭借所谓



的“现代视角”返回那个特殊年代，本身就带着情感，小心
卑微地察看内心世界里的光与影，洋溢的青春碎片在父辈们
身上即可看到。

那个时代，剧团还是很光鲜的。父亲是乐队的演奏员，他和
年轻的演员们走在希望的原野上，背着琴弦，意气风发，生
活充满了浓浓的诗意。有时候没有出去演出任务，剧团里的
演员们就神圣地走在游行队伍里，肩上扛着巨幅领袖像，游
行的木制大车上坐着四处观望的我，街两旁围观的人群瞬间
让我觉得剧团的游行队伍其实就是一个大舞台，那些光鲜靓
丽的演员走在人群中很是耀眼。

最崇高的事，最容易破碎。后来剧团处于边缘化，大家还是
走散了。

还有八十年代的那场战争，我们刚上初中，被战斗英雄的事
迹感动的直掉眼泪，每次英模报告会都会哭得一塌糊涂，如
若那天有沉闷的类似雷声的响动，校园里会有人惊奇而神秘
地说，这是老山前线的炮声呢。学校的黑板报上每次都有文
学爱好者的文章，我就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清晰地记住了
抄写板报的丁俊玲，她将自己的一篇《母亲》规范规整地抄
在黑板上，我看到了一位母亲盼望前线儿子早日凯旋的复杂
心情……对于老山战争的所有记忆，都在校园里，都在青春
里。

我父辈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甚至下一代的青春，都因这场
电影而芬芳。电影《芳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让我们找到了
青春年华的影子，也找到了彼此，以及面对现实时的回望和
感慨——逝去的芳华永远回不来。

我只想说，现实中我们更期待芬芳年华里的纯真和温情。



芳华的演讲篇二

元旦临近，前日就在网上预购了电影《芳华》的门票。昨天
午后，驱车22公里从沈抚新城去到了横店影院抚顺市印象新
城店，观看了由旅美华人美女作家严歌苓编剧、冯小刚导演
的电影《芳华》。

电影《芳华》既是文艺片，也是青春爱情片，还是战争片，
影片讲述了部队文工团一群文艺兵跌宕起伏的青春故事。影
片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爱情和战争是文艺创作的两大永恒主
题的文学艺术理论。这也是继《高山下的花环》之后少有的
一部以隐晦方式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影片。

笔者记得，从小到大曾看过很多部战争影片，比如《地道
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车
轮滚滚》、《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战上海》、
《上甘岭》、《三大战役》等等。与《芳华》同为反映对越
自卫反击战的战争影片，是于33年前的1884年冬天上映的
《高山下的花环》。

《芳华》和《花环》都是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影片，
笔者认为《花环》是战争正片，而《芳华》并不是战争正片。
从艺术创作的主题来看，《花环》的人物命运是为那场战争
的艺术化呈现来服务的；而《芳华》的战争场景与过程是为
刘峰与何小萍等人物命运的艺术化呈现来服务的。就其艺术
内涵来说姑且不论，只说战争场面的拍摄，《芳华》影片更
加震撼人心！

过去的电影在拍摄战争场景时，多数都是远景拍摄的，万炮
齐发、炮火连天、烽烟滚滚……近景都是灰头土脸、浑身鲜
血……得益于当今先进的化妆术、道具术和布景术等电影技
术的高度发展，《芳华》的战争场景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其中有连续六分钟的战争近景拍摄，枪林弹雨、爆炸残肢、
鲜血飞溅、血肉横飞、成片尸体、重度烧伤……等等，这些



写真拍摄几乎都是过去的战争影片中所看不到的，而且都是
近景拍摄，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现场一样，尤其是在影院观看，
给人的视觉冲击力非常震撼！连续六分钟不切换镜头的战争
场景拍摄，而且还是爆炸近景拍摄，要求演员一步差错都不
能出现，否则将片刻殒命……这就是这部战争影片所带给观
众的巨大视觉冲击力，近景战争场景震撼人心！

《芳华》的演员阵容也基本上都是新面孔，她们扎实的舞蹈
功底，着实令当今一些明星们汗颜！拉出当今的那些鲜肉萝
莉偶像明星们来看看，有谁能有《芳华》剧中演员们扎实的
舞蹈功底？而且这些舞蹈还是民族舞加芭蕾舞……《芳华》
剧的演员，没有整容、没有雕琢、没有矫情、没有造作……
从容貌到神情都散发着一种天然的美……难怪影院中坐着很
多银发的老人观众……艺术就应该回归自然！

电影《芳华》同时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忘却那场渐渐远去
的战争……在当今这个和平、幸福与繁华的年代，战争的不
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忘战必
危！

铭记历史，不忘战争，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芳华的演讲篇三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二（1）班的冉小雨。

今天，我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不负韶华，备战期中》。

随着盛夏来临，学期已经过半，而期中考试也悄然而至……

所以，在剩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



第一：调整心态，沉稳迎考

第二：确定目标，精准备考。

第三争分夺秒，全力赴考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时间是公平的，青春纵然美好却
也易逝，所以青春的每分每秒都是值得珍惜的。期中考试离
我们越来越近，只剩下几天了，我们更要抓紧时间去拼搏，
追求更好的自己。

第四：遵规守纪，诚信应考。

诚信是人生道路上必须要遵守的原则，但倘若我们连在考试
的时候都要能虚做假，又何谈以后进入社会能够诚信呢？我
相信，诚信应考，才能比出真实赛出水平，这么不论结果如
何，起码问心无愧。

期中考试是一次挑战，但只要我们以梦为马，用汗水拼搏，
必能舞个青春无悔。作为青年人，应以激情为旗，用青春做
注，拼一个无悔青春，赢一个灿烂人生，让我们的青春不负
韶华！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芳华的演讲篇四

烟花绚烂，终会在夜空中落幕；雪花圣洁，终会在苍茫大地
中消融；花朵艳丽，终会在金秋十月中凋零。曾经的美好容
颜，抵不过岁月无情，但我庆幸，留住了刹那芳华。

昆仑山上，有一种花叫做刹那芳华，在一瞬间，完成生长、
开花、结果、死亡的过程。它只留下三颗果实，晶莹剔透犹



如泪珠，虽然只有一刹那，却绽放出生命的美丽；这泪，不
是伤心，而是喜极而泣。

美好总是短暂的，曾经年少轻狂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
时常常幻想，自己还未曾长大，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拥有
幸福的一切，结局之后，美梦破碎，才发现只是一场空罢了。
这些埋没在心底最深处的回忆，不愿回味，却总是不由自主
地想起，这终究只是刹那芳华。

时光总是往前流的，不曾回头。停下脚步，却发现没有人在
等你，只剩下那滴答不停的秒针陪你度过余生。我总是抓不
住时间，它在手心中一点又一点地悄然逝去，我却从不拥有
什么，也不奢求它能停下脚步。你若安好，我亦无求，时间
还是留下了那刹那芳华。

然，雨中芳华渐逝的花儿给了我答案——生命愈是短暂，就
愈要留住精彩。即使它们的一生从绽放到落英只有短短几天，
也努力熬过曾经漫长、无人问津的岁月，只是为了这一刻完
美的绽放。如果再重来一次，我相信它们亦会这样决定，对
这梦中的刹那芳华，好似一帘幽梦。

“抱紧花蕊，我想开得更美。”花亦人，人亦花，你又是否
执着追求这刹那芳华？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吧。在如花的
年纪追逐如花的青春寻找如花的美，让这墨香尽染。青春，
如梦如幻，芳华万千，它将是人生中最美的明珠；但望我们
都不要错过，即使这只是刹那芳华。

我从不信什么轮回永生，对于我来说，一辈子就够了。曾几
何时我也向往，随着风花雪月看遍似水流年，怎奈何世事无
情，落落风尘压不住斑斑心事。悠悠往事，淡不去的离愁；
寻一处古迹，孤芳自赏散布其中的红尘。暮然回首，找到了
曾经的影子，不由暗自赞叹，芳逝，缘起缘灭，足以倾心。

我相信，那一刻的华丽绽放，总会有人记得，总会有些什么



让自己欣慰，总会为自己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属于
自己的人生舞台，就应该精彩落幕。

岁月静好，终不负自己的年华韶光，真好。

江河一片清寂，城池已付与冷雨；苍穹一片青碧，终结于谁
的往昔。

——后记

芳华的演讲篇五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看完《芳华》后，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叹时光的易逝，感叹青春的短
暂，同时，我为男主角刘峰感到痛惜。

《芳华》讲述的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对于我们国
家来说，这一段时间具有着特殊的意义。故事发生的地点是
在部队的文工团，文工团呢？当时是以文艺演出的方式，慰
问在一线部队打仗的军人们等，缓解他们的压力，给予他们
精神上的支持，为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也许他
们是去慰问这些人，但是他们可能并不能真正的体会这些人
的付出。在这个文工团里，我看到的是一些利己主义者，每
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
是个特殊的时代，国家，社会都在变化着，同时，人也在慢
慢的变化着。这一切变化来的是那么的悄无声息，如果没有
敏锐的洞察力，我们是察觉不到时代的进步潮流。在这种变
革下，我们无力阻挡，无力改变，因为这一切让我感觉到了
我们的渺小，我们的无奈，我们的迷茫，所以在张无形的大
网下，很多人选择了改变自己，保护好自己。

电影的男主角刘峰，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
拥有大无畏精神，崇尚雷锋的人。在文工团这个集体里面呢，



他也是被大家公认为活雷锋。但有时候，我觉得刘峰的做法
太过于无私了，他积极地为文工团里面的每一个人服务，不
求回报，无怨无悔。不管什么时候，大家遇到什么事，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他，而他呢？也总是义无反顾的帮助他们。每
次在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叫打饭的人再多给一个饺子，
刘峰则是默默无闻的专挑着饺子皮吃。他为大家所做的一切，
都被所有人认为是应该的。在现代人的眼中，一些人可能会
认为这刘峰也太傻，太蠢了吧。但他这样做，也许是跟他的
经历，跟他成长的环境，跟他的精神信仰有关吧！

这么的好的一个人，他却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他为文工团
里每个人奉献了自己，但是在自己被诬陷下放时，除了何小
萍，没有一个人来送他。在这个时候，我为他感到很悲哀。
他被下放到了基层，当了前线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他同
样毅然决然的奉献自己的生命。战争结束后，他成了英雄，
但少了一支胳膊。回来后，他讨过老婆却又嫌弃他跟别人跑
了，最后失业成了小贩。

电影的女主角——何小萍，在整部电影里她是一个始终不被
善待的人，但她却是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的人。
所以刘峰的善良也只有她能理解。舞蹈功底很好的她，从小
就很孤苦，以为来到了文工团，她就可以展示自己，得到快
乐。想像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在文工团她就是她们的笑话。
在刘峰下放后，她对这个集体失去了信心，也随着刘峰来到
了前线。前线的一切，都让她触目惊心，同时，更让她懂得
生命的宝贵。战争结束后，她也成了英雄，但她却精神失常
了。在文工团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她听到了熟悉的音乐，
记忆瞬间在脑海里被唤醒，她跑出去独自在月夜下翩翩起舞，
那时的她是多么的美！电影的结局，刘峰和何小萍经历种种
之后，最后他们在烈士的墓碑那里再次相遇，小萍对刘峰表
达自己的爱意，几经辗转最终两人在一起了。

《芳华》描绘了文工团里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在这个
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他们经历了成长中的爱情萌发和



充满变数的人生命运。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他们每个人
的命运都大相径庭！但我想小萍和刘峰最后在他们当中虽并
不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但他们应该是最安详，最知足常乐
的！

在这个美好的青春年华里，我们每个人都会怀着对未来的美
好憧憬。我希望我们能珍惜当下，抓住时光，让自己绽放出
最美的光彩。

芳华的演讲篇六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芳华》观后感： 电影演到快结束的时候，
小萍姐姐真的好起来了。可是，小萍姐姐好像生活得并不好，
可是她那些曾经欺负过她的其他姐姐们好像过得都很开心。
我就看不懂了，为什么小萍姐姐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却没有
一个好的结果，而那些“坏人”们却能过上好的生活。

“好人”多磨难！似乎印证了什么！

我一直还在纠结着，小学生眼中是好人坏人的标准，好人不
得好报，这是小学生的疑惑，但我作为一个成人看到的是人
性的撕裂，不是用好人坏人能解释的问题。

小时候看电影，也只有两个标准：好人，坏人。而且那个时
代的电影都是好人赢了，坏人输了。那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想
的，所以他从不看电影，就是在家门口演电影他也不看。但
唯一的一次，在我们软磨硬泡下，在我们反复说明不是那些
好人坏人的片子的情况下，父亲和我们一起在生产队的场畔
里看了一场电影，那部电影是《卖花姑娘》。在那个“英
雄”的时代，人们习惯了好人坏人的时代，《卖花姑娘》的
放映，感动了多少人！底下哭声一片，我们哭了，一直刚强
的父亲也哭了。那个情形累似今天《芳华》的情形。

我一直纠结着，思考着。



其实，生活是很无奈的，你改变不了世界，你就改变自己。
何小萍改变了什么？她的懦弱、脆弱是导致经受不了刺激神
经失常的根源。影片的高明之处就在前面大量的铺排已经给
结果埋下了伏笔。她的叛逆，她的逃避，她的要强，她的消
极，怪那个时代吗？我想不管放到什么时代，这样的人都会
是这样的结果。只是冯导或者说是作者严歌苓把她放到了那
个时代背景下似乎更趋合理。其实，这样的社会一直在演义
着，没有因了时代的变换而改变。

我说过，时代的是非功过自有时间的评判，人性的丑陋美艳
也不是一个林丁丁的错，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多元，自有存
在的理由，我们不去评判，做好自己是我的信条！

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很震撼人心，何小萍从剧场出来孤独的一
个人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蹈。是不是有世上污秽我独清的感
觉！

做一个孤独的舞者！似乎我看到了我自己！

芳华的演讲篇七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种颜色，而有的人哪怕活在一片灰色中
也坚信能等到灰色变为彩色。我想，刘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文工团的人在叫刘峰“活雷锋”时，有多少人是在
嘲讽，又有多少人是在由衷地称赞。在那个将品质看得比金
钱更重的时代，品质和名誉无疑就好比如今的金钱，是一个
人珍贵的财富。而刘峰这种雷锋般的做法，就是在积攒自己
的财富。他帮家在北京的战友带东西、不顾生死地抗洪抢险、
帮买不起沙发的战友做沙发、甚至当炊事班的猪跑了时第一
个想到求助的对象就是他……我相信，出身贫苦的刘峰是发
自真心的爱文工团，爱那个接纳了木匠儿子的文工团，那个
他为之付出无数努力的文工团。我想，没出事前的刘峰是坚
信在文工团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将之前灰色的人生绘成彩色。



而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郝淑雯的人生似乎一直都是彩色的。
军长的女儿可以理所应当地在文工团里当上室长，可以理所
应当地成为女兵们的头儿。天生丽质的林丁丁和才华横溢的
萧穗子默认了这种生物链，出身想对平凡的她们同样爱着这
个文工团，也同样渴望活出更美好的自己。而那个从未被善
待的何小萍，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将成为这个文工团的
笑话。

可能我们身边很少有刘峰那种活雷锋，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的身边都会有像何小萍那样的“灰姑娘”，那种可能永远也
不会成为公主的灰姑娘。从未被善待的她期待着成为能够被
善待被尊重的解放军，却不曾想等到的是被不停地耻笑和孤
立。我想，汗味和军装照只是她被嫌弃和孤立的借口，根本
的原因还是她不愿认同文工团的生物链。我相信萧穗子和林
丁丁们的内心是善良的，郝淑雯的调侃和戏谑也非出于有意，
但隐藏自己的怜悯做一个看客的成本远比失去现在所拥有的
去和何小萍做朋友的成本低。就这样一个一直不被善待和认
可的人，却突然被施舍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舞蹈a角时，她体现
出了发自内心的抗拒，一种夹杂着委屈、愤怒而又不做作的
抗拒。

岁月不能抹去记忆，但岁月可以将一段记忆擦拭得熠熠生辉。
从那个文工团大院里走出来的萧穗子刘峰郝淑雯们在世俗中
浮沉多年以后最终还是坐在一起温馨地追忆起了那段定格了
他们的芳华的岁月，那些各自被中伤、委屈苦痛的瞬间在多
年后都化作了轻微的摇头和叹息。哪怕曾经不被善待的人，
也会怀念那时芳华的自己，或羡煞，或叹息。

芳华的演讲篇八

刚刚观影完毕，结束了20xx年贺岁片的票房供应。总共花了
几百块，还是很值得的。闲来无事，谈点感受。在此之前没
有认真写过什么影评，作为一个观众谈谈自己感受。



对《芳华》的关注在上映之前已经很久了，相信很多人都如此
（呵呵）20xx贺岁片之《芳华》有人说是营销策略，并且某大
导也不是第一次了；对此无论真假我个人都觉得无可厚非，
电影是商业化的，这没有错。一部电影无论搬上的是一部巨
著，抑或一个故事。但必然是完整，那么就如一部作品，无
论作者用什么创作技巧，及修辞手法。而整体也无论你用什
么叙述方式，倒叙也好，插叙也罢。而故事的连贯性，故事
的人物，故事的主题思想才是根本。现在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芳华》。

首先，我们谈谈美。电影既然是艺术作品，优秀的作品必然
带给人美的享受。当然，无论你对美的认知是：美是客观的，
或是美是主观的认识。《芳华》的人物是群正值芳华的俊男
靓妹，而这样的青春年华注定是美的，是生命之美。与时代
无关，与国度无关。因为这个人生时期，是充满激情，是创
造，是浪漫！是生命本质的美的展现。在你我身边或你的回
忆都如此。搬上荧幕都是美妙。我想说的是从写实的美影片
所展示的那个特殊时代的芳华之美，并没有太值得让人振奋
的。而女主的芳华之美，展示的存在缺失，对于支撑人物的
思想而言。男一号之美，是人性之美。在这一点的展示就整
个影片而言，问题更多体现在人物支撑不够立体，有点空。
这也是损伤了主人公之美。从艺术再创作所展现的影片观感
之美，个人感觉一般。这美远不及《妖猫传》别谈题材，我
说的仅仅是美。

当然，花巨资所展现的时代之美，还是让观众能感受到，尤
其，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回忆展现在荧屏让拥有回
忆的人怎能不激动呢。这是选材决定了。提到选材，不能不
提严歌苓。有幸读过他四，五部著作。他所有作品都打上深
刻那个时代烙印的。感兴趣的可以选俩本读读。太多评价不
敢妄语。

其次，谈谈这部电影的人物和结构。说实在，走出影院时，
本人失落。觉得不舒服，人性的展现，通过影片的人物实现，



而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男一号和女一，女二。然，因影片所
展现的男一号的最重要的命运转折点的那次拥抱，那次行为
与其相呼应的女一号的映衬，缺乏立体与铺垫。按影片所展
示的，女主角对男主角的仰慕是存在的，虽然影片对他们激
情的释放，用邓丽君的歌曲作了铺垫，但是，个人觉得在人
关系建立和情感转合存在不完整。男主角的人性之美在和平
年代的支撑也不足。所以，观影后觉得人物立体不足。而女
二的美和丰满度比一号更好些。

可能是结构问题，使得人物由此不足。后期各种报道及唤起
的回忆，超过的影片的影响。后来报到因为剪辑问题，或者
说因为通过问题。然，看过一个电视采访，冯导当时说请了
很多业内的大腕给与建议，就是关于剪辑问题。而非专业的
我当时，作为观众的我感觉影片是残的。炒作远大于影片本
身所展示的。个人整体感受不及《妖猫传》，择日分享《妖
猫传》观后感。

困了就，不写了。今天，看了最后一部《唐人街探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