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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食

夜归人最难辜负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泡饭

街灯一盏盏地暗，《深夜食堂》里的小小店面才正开门迎客。 徘徊街
边饥肠辘辘的都市夜归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无非想找一个寄托疲惫
灵魂的休憩之所，一位无甚交集的倾听者，所以菜单上唯一的猪肉套餐便
足够。 如果嫌这样少点人情味，那么老板“想吃什么都可以点”的私人订
制，留住了熟客的胃。 茶泡饭、土豆沙拉、鸡蛋烧、黄油拌饭，普通的食材经
由简单的烹制散发不同的香气，也勾出食客各自生活的酸甜苦辣。

说的是美食，聊的是人生。 只有家常菜，才能与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两相成就，辉映出人情与人性的星光，感染银幕前的观众。 难怪《深夜食
堂》漫画原著作者安倍夜郎，对改编提出两条“铁律”：菜单里不能有大
菜；可以写上流社会的人，但是最后要把他们拉回普通人的世界。

《海鸥食堂》里小林聪美饰演的幸江一样简单朴实，不过她将小餐馆
搬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海鸥食堂一样只卖日本料理里最不起眼的食
物———饭团。寄托的是亲情，是乡愁，也是自我治愈的坚韧。片中，正子不
无羡慕地说：“真好啊！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幸江纠正她：“没有，只是不
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罢了。”如果伤心的人漂泊到异乡依旧是伤心，那
么买菜、打扫、做菜、研发食材便成了生活的仪式，在日复一日地践行中，
或许找得到让内心宁静坚强的力量。

不同于《深夜食堂》的世间百态和《海鸥食堂》的纯净恬淡，漫画改
编的电影《小森林》，被看作“舌尖上的日本”，透过对食物的精心制作，
展现着对自然的敬畏。 一度在大都市打拼挣扎的市子，选择回归青山绿
水，为自己的一蔬一饭操心。 影片不吝用干净、优雅的镜头展现食物制
作的过程，借助食物传递返璞归真的生活美学。

在日式情感与家庭的故事中，最常出现的描述是“羁
绊”。 与汉语里束缚受制的负面意思不太相同，从汉语引
进这个词汇后，日语更多表达的是人与人的连结与纽带。而
在“羁绊”上做文章，也成为这些日本影视剧不变的主题。

继去年山田洋次执导的《家族之苦》在上海国际电影
节亮相之后，续篇《家族之苦 2》也与上海观众见面。 沿用
第一部的原班人马，也延续了第一部的风格———虽然叫的
是家族之苦， 但却能用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生活细节让观
众捧腹。 第一部里， 母亲生日之际， 向父亲讨要一件只要
450 日元的礼物。 父亲疑惑间，母亲淡定递来一纸签好字的
离婚协议书。 父母结婚快半个世纪，突然在晚年选择结束婚
姻，子女忍不住追究原因。 母亲说出的却是打呼噜、乱扔臭
袜子这样小得不能再小的琐事。 看起来匪夷所思，却道出很
多日本女性的真实心境———忍了一辈子， 体量丈夫养家的
艰辛，顾虑子女的成长，到老了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

山田洋次对老年人处境的洞察， 承袭自他在影片中
多次致敬的小津安二郎。 在小津安二郎的故事里，“嫁女”
贯穿多部电影始终———总是笑靥如花的原节子扮演女
儿，稳重深沉的笠智众扮演父亲。 所谓“大龄剩女”没有恨
嫁的焦虑不安， 只有姐妹聚会时感到与已婚闺蜜间话题
越来越少的落寞。 不见父母兄姊催婚的鸡飞狗跳，只有嫂
子为下班晚归小姑留的一块蛋糕。

小津的电影有情节，却谈不上戏剧冲突。 《东京物语》
里吝啬寡情的二女儿，有心无力的大儿子，或者天真烂漫

的小女儿，甚至是缺乏礼貌的第三代，这些人性的缺点以
平和冲淡的笔调缓缓展开。 情绪是转瞬即逝，反倒是微不
足道的小事不吝笔墨，孩子玩着皮球，老人在一旁沉默注
视，静止的镜头“无意义”地还原生活，流淌出的代际间隔
阂无从弥合的无奈。

日本电影中的亲情故事也并不总是围绕几代人的大
家庭。 是枝裕和执导的电影《海街日记》就是讲述同父异
母四姐妹的故事。 该片改编自吉田秋生的同名漫画，于去
年电影节来沪，给影迷留下深刻印象。 香田家的三个女儿
参加父亲的葬礼，意外遇见了同父异母的妹妹。 只是匆匆
一面，却心有灵犀，姐姐们放下上一辈的爱恨纠葛，把小
妹带到了镰仓的小镇一起生活。

依旧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透过四姐妹的日常生活，
季节流转间的风物人情次第上场：晚春，在落英缤纷里骑
车划过滨海街道； 凉夏， 穿着浴衣头凑在一起看烟火星
光；金秋，四人挖出陈酿的梅酒闲坐慢品；冬日，在暖阳里
打理庭院，守着五十多岁的老梅树，她们念叨着外婆的口
头禅：“活着的东西都是很费功夫的。 ”是的，少不了情感
的纠葛，也少不了成长的烦恼，可却丝毫没有刻意放大和
撒狗血的意思。 一切如影片的色调，清新恬淡，反倒品出
了余味悠长。 一如是枝裕和的自白：“如果电影作品是静
静沉淀在水底的东西， 这些文字就是沉淀之前缓缓漂荡
在水中的沙粒。 那些现在还很细小、并未成形的沙粒，一
定会在几年后，成为下部、下下部电影的芽和根。 ”

在在每每一一件件微微不不足足道道的的小小事事里里

26 年过去了， 《东京爱情故事》 里莉香的
回眸一笑， 仍旧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 把每
一次恋爱都当作最后一次的莉香， 似乎对应着
每个人苦涩而遗憾的青春记忆。

这是编剧坂元裕二在 24 岁洞察的 1990 年
代初的东京男女， 触及婚外恋、 三角恋， 既不
滥情也无意审判， 靠着莉香出走的最终选择 ，
给出了爱是唯一的答案。 恋爱总有一天会变成
生活， 时间拨到 2013 年 ， 他写了 《最完美的
离婚》。 剧中自动售货机销售员丈夫与打零工
的妻子， 相爱却找不到相处的模式。 再之后 ，
天命之年的他推出 《四重奏》， 给出一个 “暗
恋四人食物链”， 涉及的关系已远超恋爱和婚
姻，就连炸鸡上要不要挤柠檬汁，该不该征询饭
友意见，如何征询，都可以花上几十分钟来讨论。
主角告诉我们，那些不成问题的问题里，藏着社
交礼仪， 藏着是否真正为人着想的道德标尺，还
藏着面对微不足道的分歧是妥协还是追究的选
择。 主角们金句频抛，冷酷地总结着社会规则与
人性定律：人生可以预见的上坡下坡之中，还总
有一个转角的“没想到”给我们惊喜或意外。有影

迷说，有些人靠一部作品走红封神，很难超越自
己，而坂元裕二操刀的每一部都不会差，因为他
的笔下不只有爱情的你侬我侬。主角各自隐秘的
人生，看似离奇荒诞的戏剧冲突， 最终又拉回到
普通人的人生， 和普通人每天面对的问题与烦
恼， 也许没有解决之道， 但亲情、 友情与爱情
最终支撑着我们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另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岩井俊二。 如果说
坂元裕二聚焦的是成年人的感情世界， 那么凭
借 《情书》《花与爱丽丝》《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梦旅人》等作品，岩井俊二几乎树立了青春纯
爱片的标杆。 暗恋与初恋的校园故事，总是青春
片的老生常谈。 可岩井俊二的作品之所以没有
落入窠臼，与他所追求的极致与唯美不无关系。
无论是《情书》男藤井树对女藤井树用文字寄托
隐忍多年的情愫，《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的少年
在麦田里戴上耳机沉浸在自我世界，还是《花与
爱丽丝》用谎言编织出的爱情游戏，岩井俊二镜
头下的故事未必能在现实中找到投射， 可却依
靠细腻的情感捕捉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让观
众跟着主人公一起追忆烂漫的青春年华。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开票， 首批被观众 “秒
杀” 的影片中总少不了日本电影的身影。 在今年又有 《比海
更深》 《家族之苦 2》 《深夜食堂 2》 《公园》 等一批聚焦
日常生活的日本电影在电影节上亮相， 不少场次已告售罄。

这些日本电影缘何能在世界电影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并
受到普通观众的喜爱？ 如果说美国好莱坞电影张扬着视觉
奇观的冒险故事， 被打上 “浪漫” 标签的法国电影骨子里
是对艺术的顶礼膜拜， 韩国电影是不断撕裂社会表象一次
又一次地对人性进行残酷拷问， 那么日本影视剧镜头下的
饮食男女、 柴米油盐， 没有大场景， 没有华美服饰， 没有
跌宕剧情， 却映照着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细节， 也击中我
们最柔软的内心。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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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的唯美，与残酷不失温馨的故事在这里达成统一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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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人间烟火，开启治愈人心之旅

▲ 在电影《深夜食堂》系列中，普通

的食材经由简单的烹制散发不同的香

气，也勾出食客各自生活的酸甜苦辣。

▲电影《秋刀鱼之味》是小津安

二郎最后的电影，定下片名之时他就

决定：“不会让秋刀鱼出现在画面上，
而是一种整体的感觉。 ”家常菜的平

凡之味，或许就是他的电影所试图呈

现的情感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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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公园串起两代人的青春

和数十年的世事变迁。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这些电影被“秒杀”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