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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梁家辉导演并主演
的《深夜食堂》公映，上映两天后豆
瓣评分 5.5，这个分数并不理想，但
对比 2017 年黄磊主演的电视剧版
2.8分的评分，已经算是进步了一点
点。虽然翻拍经常让国产影视剧

“翻车”，但国产《深夜食堂》的失败，
还不全是翻拍的过程出了问题，而
是因为中国与日本在饮食文化、夜
生活乃至精神层面，实在有着不小
的差异。

梁家辉为他这部电影下了很大
的功夫，刘涛、杨祐宁、邓超、彭于
晏、蒋雯丽等明星纷纷加盟，但强大
的明星阵容，有时候真的比不过朴
素的故事更吸引人，当梁家辉以当
年黄磊的扮相亮相于银幕时，就注
定了这部影片的败局。原版《深夜
食堂》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后来的高
仿版本也会成功，翻拍借用原片名
是没问题的，但脱离当下人的生存
情境，生硬地向原作靠拢，只能做出

“炒剩饭”的味道。
在对待吃这一方面，中国和日

本是不一样的。中国人面对美食，
是欢乐甚至有着狂欢态度的，从“民
以食为天”到“人是铁，饭是钢”，再
到“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
不了的”，在我们的社会心理乃至流
行文化当中，“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尤其是作为有着饥饿经验的民族，
已经把吃上升到了信仰的角度——
拍摄饮食题材的中国故事，如果脱
离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总会给人
以隔靴搔痒的感觉。

原版的《深夜食堂》，传递出来
的感觉与氛围，是走向欢乐的背面
的，观众看到的是人的孤独与寂
寞。中国人的晚饭是正餐，喜欢八
大碗九大件，哪怕深夜宵夜，往往也
喜欢呼朋唤友、推杯换盏。而日本
人在面对食物时，很少有饕餮的快
感，起码体现在《深夜食堂》里，一碗
米饭一份面，仿佛都可以用来隐藏
心事。当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吃饭也未必粒粒米都能吃出故事
来，《深夜食堂》的重点在于提炼出
了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并良好地把
美食与角色的性格融合在了一起。

在原版《深夜食堂》热播之前，
“小资”这个曾经无比火热的词语，
不但已经淡出了日本年轻人的生
活，在中国的流行文化当中，也鲜有

人再提“小资”这个词了，取而代之
的是“宅文化”“丧文化”的风行。当
日本的年轻人陷于颓废、颓唐当中
无法自拔的时候，“小资”反而成为
他们怀旧的一部分，毕竟“深夜食
堂”还是一个社交渠道，是踏进社会
的一个窗口，是体会人与人之间温
情的平台，在日本的年轻人看来，去

“深夜食堂”邂逅、听故事或者讲故
事，这太“浪漫主义”也太传统了。

中国观众喜欢日本版的《深夜
食堂》，在于这个故事成功地将中国
人对日本人生活的想象落到了画面
之上，《深夜食堂》 提供了一个村
上春树、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之
外的日本景象，也弥补了宫崎骏、
手冢治虫、鸟山明等动漫大师所不
曾描绘的日本 B 面。《深夜食堂》
所刻画的人物充满感伤与落寞，恰
恰也是中国都市人真实存在却不愿
意公开承认的一种情绪，《深夜食
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绪
出口，客观上有了借他人酒杯浇自
己的块垒的效果。

那为什么黄磊与梁家辉的翻拍
都遭遇了滑铁卢？这要从影视作品
的创意特征谈起，影视故事的看点
与卖点，均在于给观众提供陌生化
的新奇体验，正是出于对新故事的
不断探索与创新，影视作品的魅力
才能持续到今天而不衰。而国产版

《深夜食堂》，由于翻拍的是一个中
国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对场景与
人物装扮的刻意模仿，首先就容易
让观众产生审美厌倦，其次，硬要往

一张张中国面孔中装入异国情调，
凭空产出了一种虚假与造作感，即
便翻拍作品努力地让故事本土化，
但由于外在的“皮囊”过于松垮与陈
旧，使得观众对本土化的故事也失
去了兴趣。

中国城市的夜晚什么样？在
《凌晨四点的北京》《北京，有2000万
人假装在生活》等刷屏文章中都有
过描述，还有一部讲述代驾司机与
乘客故事的电影《那一夜，我给你开
过车》等，都曾真实地把夜晚中都市
人的面孔呈现了出来。中国的深夜
食堂，不缺喝醉的人、不想回家的
人、有故事的人，只是，他们的故事
不适合用日本版的《深夜食堂》来盛
装，而需要去除多余的形式、伪装的
姿态、刻意的“小资”，直面都市人在
深夜裸露的灵魂，胜过一切外在的、
重复的、山寨式的表达。

现在城市里又流行搞“夜间经
济”，“深夜食堂”这4个字甚至被写
进了政府文书。其实，有了人的需
求，是不用借助政策助力来繁荣城
市夜生活的，关键在于，城市有没有
关注到都市人的夜晚需求——包括
饮食、娱乐、精神层面，等等。故事
往往是在人自发聚集的过程中出现
的，“深夜食堂”产生不了那么多故
事，这个单一的招牌没法涵盖人在
夜晚时的千姿百态，所以，翻拍《深
夜食堂》的尝试，到梁家辉这里时真
该彻底结束了，影视人要走出夜生
活的“食堂”情结，去深处挖掘更好
的故事。 中青报

中国版《深夜食堂》

为何屡屡失败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刘
慈欣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列”日前
推出最新作品，包括 《流浪地球》

《中国太阳》《天使时代》《赡养世
界》《全频带阻塞干扰》 五部作
品，其中多篇小说曾获中国科幻

“银河奖”。

据介绍，这套作品是著名科幻
作家刘慈欣专门为广大少年儿童编
写的，他从自己的经典作品中选出
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篇目，重新调
整阅读难度和故事情节，使之适合
少儿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并且配
上许多手绘的插图来增加小读者的

阅读兴趣。
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青

少年文化品牌“神秘岛”有关负责人
表示，科幻文学不仅可以培养孩子
的想象力，还能激发孩子对科学的
兴趣。该丛书用有趣的故事带小读
者遨游宇宙、探索未知，还深入浅出
讲解了故事中蕴藏的科学知识，帮
助小读者理解科幻。

“刘慈欣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
列”两辑共10册，完整收录了刘慈欣
作品中最适合孩子阅读的32篇经典
作品。

刘慈欣科幻作品推出少儿版

《流浪地球》等入选

新华社济南 9 月 2 日电 9
月2日，“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
址保护区域划定论证会”在山东
威海刘公岛上举行。经专家论
证，历经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
现已基本确认清代北洋海军旗舰

“定远舰”的沉灭位置，并出水一
批沉舰遗物，这是2014年以来北
洋甲午沉舰系列调查与研究工作
的又一重大成果。

“定远舰”为清朝委托德国坦
特伯雷度（该地二战后划归波兰，
现名什切青）的伏尔铿造船厂建
造 的 7000 吨 级 一 等 铁 甲 舰 。
1885 年入编北洋海军后列为海
军旗舰，1894年中日甲午黄海海
战争中主动开炮迎敌，其主炮威
力与超强的铁甲防护能力在海战
中有着不俗的表现，一度被誉为

“永不沉灭的定远舰”。后续的威
海卫保卫战中，不幸被日军鱼雷
艇偷袭而中弹受损，紧急移船到
刘公岛东村外搁浅，不久即因战
局崩溃主动自爆以免资敌。战后
被日军大肆拆卸，武器与舰材被
当作战利品运去日本。

2019 年 7 月至 8 月，为调查
保护沉灭在威海湾内的北洋海军
战舰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受
山东省文物局委托，国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省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甲午战
争博物院、威海市博物馆联合组
队，调集国内30余名水下考古专
业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共同开
展了威海甲午沉舰遗址第一期调
查工作。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研究员、威海湾甲午沉舰
遗址第一期调查项目领队周春水
介绍，本次调查工作以 2017 年、
2018年的水下考古物探、潜水实
地探摸结果为基础，采取抽沙揭
露的方法了解残存舰体的保存情
况。首先，考古队利用多波束、浅
地层剖面等海测仪器采集遗迹数
据，结合文献材料，准确锁定

“定远舰”的埋藏位置。随后，考
古工作选择在遗址上方进行抽沙
作业，在深达1—3米的厚厚泥层
下，发现并逐步揭露出一段舰体
遗迹、采集提取部分沉舰遗物。
本次调查区域可确认为舰体炮台
与弹药舱附近位置，发现并提取
出水文物 150 余件，同类物品在
此前的“致远舰”“经远舰”遗址调
查中也有发现。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
认为，“定远舰”的发现，有利于深
入推进甲午沉舰调查与研究工
作，对于甲午海战史、海军史、舰
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科
学价值。以史为鉴，甲午系列沉
舰的水下考古工作，为凝聚民族
力量、实现富国强兵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教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定远舰”沉舰遗址
在威海发现

《深夜食堂》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