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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长安的星空下，心醉神迷
热门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沙门空海》等再现千年古都瑰丽场景

近日， 陈凯歌导演新作 《妖猫传 》
发布了一支制作特辑： 镜头中， 流光溢

彩的长安夜幕、 白雪皑皑的青龙古刹、
胡乐翩翩的教坊……随着白居易、 空海

和尚等众角色的行迹， 拼接成对一千多

年前丝路的起点、 物华天宝的唐王朝首

都长安的想象。
《妖猫传》 取材于日本知名奇幻小

说家梦枕貘的小说 《沙门空海》。 作家

透过空海和尚———这位在中日交流史上

有名高僧的视角， 用了四卷 40 章的篇

幅拆解荒诞离奇的故事， 在步步逼近真

相的同时， 工笔绘就唐朝天宝年间的迷

人风采。
无独有偶， 另一部已立项改编网剧

的小说 《长安十二时辰》 同样将故事时

空锁定在大唐长安———曾是全世界最繁

华的 “国际大都市”， 作者马伯庸在长

安一百零八坊间布下 “疑阵”， 跟随主

人公张小敬在纵横交错的街坊间辗转追

凶， 抽丝剥茧， 这种身临其境感令读者

大呼过瘾。
背景不虚浮，笔法又新颖、现代，历

史小说有了新的味道。 “对于特定的历史

符号、历史时期，文字的想象力能使其脱

离简单的概念化、标签化。 ”复旦大学中

文系教授骆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一座千年古城或许在物理空间内无法重

生， 却可以通过文字再现它的浪漫与瑰

丽，再现传承千年的文明。

热血浓情的书写 ，让 “历
史沙盘”活起来

两 部 小 说 均 以 古 都 长 安 为 历 史 情

境展开书写， 梦枕貘走的是魔幻路线，
而 马 伯 庸 写 下 的 是 一 部 古 代 版 的 “刑

警探案录”， 在这座名为长安的沙盘上

何 时 布 下 迷 障 、 何 时 飞 沙 走 石 、 何 时

柳 暗 花 明 ， 极 度 考 验 着 作 者 时 空 想 象

的能力。
《长安十二时辰》 故事设定在唐天

宝 年 间 ， 因 得 罪 上 司 被 押 入 死 牢 的

“刑侦长官” 张小敬临危受命， 他要在

24 小时内阻止突厥人毁灭长安城的阴

谋 。 当 时 的 长 安 城 共 有 一 百 零 八 坊 ，

人口密度极大， 三教九流麇集， 上元节

的当日， 致命的危险可能隐藏在任何一

个角落。
“当年明月” 的 《明朝那些事儿》、

冶文彪 《清明上河图密码》 ……都是全

景式再现特定历史时代的典型作品， 很

多具有史学背景、 钻研兴趣的作家纷纷

进入这种类型的创作， 为流行小说界注

入了一股新风潮。 学者认为， 对一名成

熟的写手来说， 为历史情境填充细节并

不是难事， 难在如何让风物流转， 让时

空变得生动， 令读者产生代入感、 信服

感， 否则再精巧的道具设计， 离开了精

彩的情境铺设和巧妙的连结， 也只能成

为一个扁平无力的摆设， 在一个平庸的

故事里充当可有可无的花边。 很多网络

流 行 小 说 假 借 时 空 “谈 恋 爱 ” “宫 宅

斗”， 终使得一个生动的历史舞台沦为

不可移动的背景墙。
“谷雨前后从大雁塔顶观赏牡丹为

最佳， 想要攀到塔顶不是难事。 看塔的

是个小沙弥， 只需偷偷给他半吊钱就能

办到； 升道坊里住着一个专做毕罗饼的

回鹘老头， 他选的芝麻粒很大， 所以饼

刚出炉时味道极香； 东市的阿罗约是个

驯骆驼的好手， 他的毕生梦想是在安邑

坊置个产业， 娶妻生子， 彻底扎根在长

安 ； 长 兴 坊 里 住 着 一 个 姓 薛 的 太 常 乐

工， 庐陵人， 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 必

去天津桥上吹笛子， 只为用月光洗涤笛

声……” 《长安十二时辰》 里的长安是

流动着的。 形形色色的柴米油盐， 富有

烟火气息的细致描摹， 让历史书中的长

安城鲜活了起来。 难怪有读者会带着这

本小说探访长安的今身———西安， 去街

巷中寻访那些穿越千年的历史密码、 经

业痕迹。

字里行间溢满对长安城
的赤诚热爱

与 《长安十二时辰》 一样， 梦枕貘

的 《沙门空海》 对大唐盛世的 “合理想

象”是最为迷人之处。 它通过日本留学僧

人空海的视角， 虚构了一段妖猫祸乱长

安的传说逸闻，随着真相的揭开，隐藏在

奇闻轶事背后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

情故事，令人惊心动魄却又悲怜莫名。

历史上的空海和尚对唐朝文化在日

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空海在中国

的 游 学 之 旅 ， 就 是 一 条 丰 富 的 文 化 路

径： 公元 804 年， 空海随遣唐使来到中

国， 杭州灵隐寺、 福州开元寺、 洛阳白

马寺、 三亚南山寺和西安青龙寺都留下

过他的足迹。 他停留长安之际， 经历了

唐王朝两次皇帝的更迭， 《沙门空海》
就是以这个时期的空海为主角而写成的

小说。
日本作家梦枕貘是唐文化爱好者 ，

他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 空海和在日本

享得大名的诗人白居易同处一个时空，
而名篇 《长恨歌》 从平安时代起， 就在

日本广为流传。 吸引梦枕貘写下异国故

事的， 正是迷人灿烂的中国文化， “长
安当时约有 100 万人口， 从世界史角度

看来， 真是一个具有璀璨文化的城市。
深奥的大陆文化， 就在长安这个城市开

花结果。”
为 了 写 好 这 个 故 事 ， 他 花 费 了 近

15 年的时间 ， 中途还到过西安实地采

风 ， 在唐史 、 唐 文 学 和 中 日 交 流 史 材

料 的 基 础 上 写 就 了 这 个 故 事 。 虽 然 不

少 评 论 家 认 为 ， 梦 枕 貘 的 文 风 多 少 受

到日本平安时代诡谲奇幻风格的影响，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长安城的赤诚热爱，
“走在光德坊里的空海和日本儒生橘逸

势 ， 感 受 （长 安 城 ） 四 周 洋 溢 着 春 天

的 气 息 。 熙 来 攘 往 的 男 男 女 女 ， 服 饰

装 扮 也 显 得 光 鲜 亮 丽 。 每 个 人 都 踏 着

轻快的脚步。”
《沙门空海》 中的白居易、 李白 、

空海和尚、 橘逸势； 《长安十二时辰》
中的岑参、 张九龄、 贺知章……这些真

实的历史人 物 在 小 说 中 频 频 “探 身 ”，
各具魅力。 在 《长安十二时辰》 中， 马

伯庸为虚构的 “神探” 张小敬选择的搭

档， 是历史上有 “白衣卿相” 之称的著

名 学 者 李 泌 。 相 传 ， 他 幼 年 时 以 一 句

“方若行义， 圆若用智， 动若骋材， 静

若得意” 的棋语震惊朝堂， 令玄宗青眼

有加。 在小说中， 作者对他年轻化的塑

造， 使小说比历史本身呈现更为时尚、
活泼的样貌。 这位清峻的少年仕子在虚

构的文本中发挥着 “反恐总部” 智囊军

师的作用， 人物形象与历史文化相互映

照成趣。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情怀牌托不起青春片及格线
影片评分过低，片方发文称遭恶意“差评”

前天深夜， 在映影片 《李雷和韩

梅梅》 导演刘永春微博发文， 引发争

议。 这篇署名为 “出品人陈永宁” 的

公开信中， 称某网站纵容电影被恶意

“差评”。 该片在几个票务网站评分超

过 7 分 情 况 下 ， 在 这 个 网 站 仅 获 得

4.2 分 。 文章还爆料 ， 第三方向片方

叫价 300 万元， 号称能帮电影评分从

4.2 刷到 7.5。
只是片方这一 “叫板” 行为， 似

乎没能引得多少同情， 反而招致更多

非议。 不少网友在导演微博下留言指

出影片不足， 影片在网站的评分更是

一路跌至 3.0 分。
在该网站评分“不及格”的不止这

一部，也不止国产片。 正在热映的好莱

坞大片《新木乃伊》也仅得 4.8 分。
电影网站评分 “不及格 ”， 谁之

过 ？ 业界有人将其归结为恶意竞争 ，
主创认为是平台苛刻， 还有人认为是

营 销 失 败 ， 却 鲜 少 有 人 回 到 内 容 本

身， 在作品本身寻找 “失分点”。

迷信 IP、套路剧情，网友
“差评”原因总相同

翻看几家电影评分网站对 《李雷

和韩梅梅》 的评分， 高低有差异， 评

论区热评意见却达成一致———李雷和

韩梅梅都能当 IP 拍出来？
李雷和韩梅梅是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版 的 初 中 英 语 教 科 书 里 的 人

物， 该教材在全国多地通行直至 2001
年被新版教材替代， 影响面甚广。 在

这个动辄被拿来作为 IP 开发的年代，
他俩未能幸免。 然而看完电影， 不少

观众感慨电影和李雷韩梅梅没有什么

关系， 仍旧是打着情怀牌的青春片。
值 得 肯 定 的 是 ， 《李 雷 和 韩 梅

梅》 规避了昔日青春片饱受诟病的炫

富、 堕胎和勾心斗角等情节， 更为清

新朴实 ， 主演张子枫演技相对自然 。
然而不少观众也指出 ， 角色符号化 ，
故事流水账是影片的硬伤。

情怀牌大众一定不买账吗？ 也未

必。 原创歌曲 《李雷和韩梅梅》 被网

友 认 为 是 “现 成 的 剧 本 ”。 歌 词 里 ，
当 年 课 本 里 同 龄 的 角 色 有 的 当 了 警

察， 有的成了汽车公司经理， 他们的

Uncle Wang 去年退了休。 世事变迁中

勾勒出成长的轨迹。

面对 “不及格 ”，更应从
自身找原因

遗憾的是， 面对网友的 “差评”，
片方没有反思自身， 而是怀疑被第三

方水军恶意 “差评” 而叫板网站。
浏览该网站可以发现， 同样是处

女作、 小成本国产电影， 导演毕赣的

《路边野餐》 在网站拿到 7.7 分， 评分

人数近六万人 。 印度电影 《摔跤吧 ！
爸爸》 在低排片的情况下， 依靠口碑

传播抵住好莱坞大片夹击， 在评分网

站拿到 9.2 分， 创下今年院线电影最

高得分。
面对网友列举的其他国产高分电

影和海外低分电影， 导演刘永春则回

复：“好片尤其文艺小成本的（评分）普

遍真实，因为知道黑人家也没钱，国外

的更真实，因为没人搭理它，而商业院

线片尤其青春片就普遍招黑， 因为都

是靠口碑吃饭的，黑这样的才能来钱。
《新木乃伊》等好莱坞（影片）不怕， 因

为一分也有人去看。”
这句话或多或少道出了电影市场

口碑票房有时不对称的尴尬。 然而就

电影消费来说， 论制作， 比不上高票

房的超级大片；论品质，比不上高口碑

的冷门佳片 ，这样 “两边不靠 ”的作品

既想坐拥 IP 光环赢下商业利益，又要

让观众为艺术不成熟的产品点赞 ，未

免有些异想天开。 这也才招致原本评

分人数刚刚过千的影片， 引发更多网

友的“一星运动”，分数一路下滑。 还有

网友贴出给影片满分 “五星” 不少 ID
疑似新注册账号，只评价了《李雷和韩

梅梅》一部电影。 至于几个打出 7 分的

网站， 网友也看得通透：“作为电影票

务网站，院线影片很少有下 7 分的。 ”
考试不及格， 做学生的脸上自然

挂不住。 不同考试分数不同， 这之中

有题目难易的考量， 有老师批卷严格

宽 松 的 区 别 ， 有 自 身 发 挥 程 度 的 因

素。 所以应该比的是同班同学分数的

高下， 志向高远的， 更会关注同年级

排名。 诚然， 文艺作品的好坏未必能

完全量化评分， 观众的喜好也更为主

观 。 而普通观众也不比专业影评人 ，
评价更为直接。 可是作为大众文化消

费产品 ， 生产者如果只有 “不及格 ”
的脆弱和委屈， 而缺乏反思发奋的决

心 。 那么这样的 “不及格 ”， 可能也

丧失了鞭策市场的作用， 文艺批评没

有批评， 选择打出 “一星” 也只能成

为观众消费失败后无力的对抗。

这间《深夜食堂》里没有我们
创下国产电视剧网络评分新低，遭遇“倒灶”只因———

黄磊一定没想到， 自己的新作创

下了国产电视剧在网络评分的新低 。
由他主演的 《深夜食堂 》播出才六集 ，
豆瓣网上已有超过三万人评分，90.9%
的网友给了一星。 事实上，该剧在前两

集播出后就停留在了 2.3 分。
国产版的《深夜食堂》改编自同名

日剧，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只在夜

里 12 点到凌晨 7 点营业的食堂，来这

儿用餐的人， 都会向老板点份特别的

菜。 每份菜背后， 都有一个特别的故

事。 日剧共三季，每一季的网络评分都

在 9 分左右。
但看 似 优 质 的 IP 却 刷 新 了 低 分

纪录。 这一部《深夜食堂》“倒灶”了，观
众在群嘲什么？

把改编该花的心思 ，错
付给了广告植入

网友的众多不满里， 有句留言颇

具代表性，“原版馋到崩溃， 新版尬到

反胃”。 大家盼着在中国版“食堂”里见

识博大精深的中国美食文化， 哪怕不

是八大菜系、满汉全席那般端庄，但质

朴到深夜里的一碗面， 也该透得出中

国感觉。 譬如汪曾祺就写过这样的文

字： “有些人烫了澡， 还得擦背、 捏

脚、 修脚， 还要叫小伙计去叫一碗虾

子猪油葱花面来， 三扒两口吃掉。 然

后咕咚咕咚喝一壶浓茶 ， 脑袋一歪 ，
酣然睡去……”猪油与葱花的香气，借

着文字就填满了鼻息， 更不消说还能

回味出市井味道、生活情绪。
黄磊的 “食堂 ”开张 ，第一道菜也

是面， 却是一大碗让人尴尬的酸菜泡

面。 如此不走心，网友的总结不外乎两

条：其一，生搬硬套不动脑筋；其二，加

塞广告不问底线。
这一版 “食堂” 是如何复刻日版

的，有太多剧照为证。 场景、人物造型、
主要情节， 都在原版日式居酒屋的框

架里，就连台词都只称“料理”不言“炒

菜”。 日版里，女演员每次到店只点茶

泡饭， 这在他们的生活场景里不难想

象。 可中国人深夜吃什么呢？ 虽说千人

有千种答案， 但在深夜的小饭馆里点

一碗方便面，这一定是非主流选择。 于

是，当女演员说出想吃老坛酸菜面时，
当老板借台词把一碗泡面说出药理价

值时，当方便面、二手房、玉米油、面膜

甚至垃圾袋的品牌广告一而再再而三

地占据视线时， 观众们群力吐槽便不

可避免：“编剧不是没花心思改编 ，而

是在广告植入上绞尽脑汁了。 ”

中国食堂里， 该有我们
的故事我们的情

网上也有些人在为该剧叫屈 ，认

为 40 集的连续剧只看开头便给判低

分，这有失偏颇。 但也许，《深夜食堂》
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错误

的结局。
让我们看看故事源头。 日剧《深夜

食堂》改编自同名漫画。 漫画里的过客

多是社会边缘人物， 他们在人生灰色

地带翻滚，挣脱无果后，到食堂寻求慰

藉。 日剧把漫画搬上荧屏时，已经撤换

了许多人物的猎奇身份， 走的也是惯

常的煽情路线，但故事核心未改。 日剧

《深夜食堂》的精神本质与其原著漫画

一样———接受不完美的现实， 与生命

中所有的艰难孤独握手言和。
这类被称为 “沉默着 、温暖着 ”的

情绪，弥漫在日本相应的社会环境中，

合乎情理。 但于奋斗中的我们，却带着

天然的情感屏障。 如今城市里打拼的

中国人，需要的能量是“在哪儿跌倒在

哪儿爬起 ”，不然不会有 “生活虐我千

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戏谑。 所以，
哪怕中国版的“食堂”把日式居酒屋改

成街角的大排档、烧烤摊，把来往客人

换成加班的工薪族， 下了夜自习的大

学生，它也有可能接不了中国的地气。
日本的社会属性中，许多人接受“在现

实中苦涩地笑 ”，而我们更相信 “擦干

眼泪，明天是新的一天”。
更何况，中国人的人情社会，我们

的情感通关秘诀是“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 日式居酒屋那种散淡的疏离

感，移植到中国无处落脚。 中国观众能

接受的小饭馆 ，有可能是 《武林外传 》
里的“同福客栈 ”，或者 《东北一家人 》
里牛小伟那一方饺子馆。 中国小饭馆

里的老板，他们不擅长故作深沉，而是

打开话匣子， 用一声亲切的问候暖人

心田。
中国剧得有中国范儿， 我们的故

事里得有我们的情，所谓“一方水土一

方人”。 就像赵雷一曲民谣《成都》唱开

后，网友们重写歌词，在相同的曲调里

吟唱自己心中的故乡。 大连、厦门、青

岛等， 各地风情因熨帖的改编而唱进

人心。 中华大地尚有天南海北南橘北

枳之差，一个日本的“深夜食堂”，实在

难觅中国的镜像， 不值得大张旗鼓地

拿来模仿。
说到底， 观众不怕一部 《深夜食

堂》拍砸，而是担心它给同行树下错误

的案例。 毕竟，一位演技尚可的电影学

院老师，都已亲身尝试了各种捷径：迷

信 IP、照搬、赚快钱。 如此说来，超低的

评分，实为爱之深责之切的中国观众，
合力泼向浮躁创作虚火的一盆冰水。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电影 《妖猫传》 取材于日本知名奇幻小说家梦枕貘的小说 《沙门空海》。 梦枕貘用了四卷 40 章的篇幅尽情摹刻了大唐盛世。 图为该片海报。

全盘复制日本的原版， 这间 “深夜食堂” 飘不出中国的风味。 观众们集体打低分， 并非害怕一部电视剧拍

砸， 而是担心它给同行树下错误的案例。 图为该片海报。

昔日英语课本里的两个人物， 成了电影 《李雷和韩梅梅》 的男女主角。 由于在某网站评分不佳， 片方发文

质疑被恶意 “差评”， 却遭更多观众质疑影片本身质量。 图为该片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