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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下下无无如如吃吃饭饭难难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天下无如吃饭难，世间莫
若修行好。”在电影《决战食神》
最后，当葛优扮演的七叔说出这
句话时，《决战食神》就已经远远
超越了“十二道锋味”，而不仅仅
是一部根据综艺改编的电影。

事实上，顶着“十二道锋味”
综艺电影名头的《决战食神》，

“起点”并不高，虽然有谢霆锋、
葛优、唐嫣、郑容和、黄秋生的名
头，但葛优明显是客串。在影片
中葛优和黄秋生的镜头不算多，
但恰恰是葛优和黄秋生两个角
色的设置，让貌似单纯食神对决
的狗血戏码，变成了一部让观众
从“口服”到“心服”的佳片。

说这是一部让人“口服”的
影片，是因为电影前半部分的美
食争霸赛过程，中西美食确实让
吃货们看得眼花缭乱，起码在视
觉上让观众满足了“口福”。郑容
和扮演的米其林三星大厨，展示
了诸如牛排、鹅肝等西式美食，
并且挑战称中餐太老套没创新。
谢霆锋则在比赛中展示了三杯

鸡、葱爆牛肉、麻婆豆腐等中餐，
用家常菜上演别样“锋味”。仅从
美食的画面展示看，《决战食神》
不输《舌尖上的中国》。

说这是一部让人“心服”的
影片，同样也来自于“吃”。黄秋
生扮演的食神，当年对谢霆锋
饰演的儿子天赐不满意，在黄
秋生离家成为食神的二十年
里，天赐在葛优饰演的师父七
叔的教导下成为出色的“春风
里小厨神”。电影最后是“春风
里小厨神”与食神的对决，当人
们好奇“春风里小厨神”会奉献
出什么奇怪的美味时，天赐最
后做出的却是一碗面，他没有
将面端给评委，而是端给了他

的对手，也就是当年认为他没
有食神天赋的爸爸。这是一个
食神寻回亲情的过程，也是一
个从“口服”到“心服”的过程，
得到亲人认可的美食才是世间
美味。作为一部合家欢电影，谢
霆锋道出了“烟火人间，唯爱与
美食不可辜负”的真谛：有温度
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世间每个
人因“饮食男女”产生的联系与
羁绊，也让片中老街“春风里”
成为烟火人间的一个缩影。

从剧情讲，《决战食神》中规
中矩，并无太多悬念，但影片故
事讲美食，其用意在美食之外，
比如影片中葛优饰演的七叔讲
的那个故事：他在路上碰到两个

小和尚，他们说自己手中的馒头
如何美味，但七叔拿来尝却并无
出奇之处。小和尚说，麦子是自
己种的，面是自己磨的，馒头是
自己和面做的，所以吃起来胜过
其他美食。所以美食不仅在美
食，也在心境。这故事如心灵鸡
汤，却让人默默接受。

如同葛优的台词，“天下无
如吃饭难，世间莫若修行好”，这
两句话来自一副对联，虽前后次
序、个别字词流传不同，但说明
的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对美食
还是修行，一颗宽容和欢喜的
心，是让人“心服”的根本。从这
一点看，《决战食神》超越了目前
所有的综艺改编电影。

励志的暖心故事被庸俗化

心心灵灵鸡鸡汤汤一一边边畅畅销销一一边边挨挨骂骂

新片放眼瞧

鸡汤变味
心灵鸡汤最初是褒义

10年前，心灵鸡汤是绝对
的褒义词。《读者》《格言》《意
林》杂志里的暖心小故事，文笔
简约，故事动人，鼓动人、劝解
人，柔软、温暖，正能量。仿佛人
生一碗碗滋补鸡汤，抚慰了无
数中学生的心灵。

就算在当下，如果是写得
真诚的心灵鸡汤，也并非没有
翻阅的价值。鸡汤文善于把很
多生活上的困扰，尤其是情感
案例，分析得很细。有些活生生
的经验，其实有可读之处。甚至
有对照自我，提醒反省自我的
地方。

“心灵鸡汤”这个词，在现
代意义上被使用，最早可以溯
源到一套叫《心灵鸡汤》的系列
图书。

1993年，美国人杰克·坎菲
尔德和马克·维克多·汉森策划
了一套6册的系列励志书《心灵
鸡汤》：《激励女人》《致天下有
情人》《亲情记录》等。

这些书的内容，来自全美
各地的征稿文章。语言简短、精
炼，讲述充满哲理的小故事。迄
今为止，《心灵鸡汤》在美国已
出版了100多本，并被译成40多
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版发行，目前全球总销量已超
过8000万册。

随着该系列丛书的流行，
一个词也深入人心——— 心灵

鸡汤。
鸡汤一词，在欧美常常被

用于泛指富于营养且经济实惠
的物品，尤指滋补品。

心灵鸡汤则被《心灵鸡汤》
图书的策划人解释为“充满知
识与感情的话语”。比喻这些小
故事文章，用浸透关爱与诚挚
的字句，犹如香浓滚热的鸡汤
滋养饥肠一般，润泽那些在生
活风雨中被擦伤冻僵、被尘封
垢污的心灵，使之回复初始的
光彩和活力。

由于《心灵鸡汤》系列书特
别成功，心灵鸡汤成为这一类
治愈系励志类作品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的
变迁，心灵鸡汤书籍不断被庸
俗化、商业化，营养越来越稀
薄，不再注重提供可靠的知识，
而更多是人对脆弱心灵的讨好
和短暂慰藉。

入侵名家名作
名著被冠上鸡汤体

女性传记的书名，一直是
鸡汤风格书籍的重灾区，读者
对此已经见惯不怪了。

比如《一个人的繁华，两
个人的寂寞：张爱玲时光地
图》《张幼仪：爱到绝境，灵魂
才会逆袭》《我贪恋这泥沼里
的温暖：萧红传》《用我一生，
赴你花样年华：周璇传》《我
的每一天，都是精彩首演：胡
蝶传》。

如今，这股风也刮到了名

家名作。《我明白你会来，所以
我等》《冷眼看世界，热心过生
活》《所有的幸福，均与尘世须
臾不离》《在最美的风光里，与
灵魂相伴》《人生不过如此而
已》《不忘此生优雅》《脚步不能
达到的远方》……

您能猜出它们都是哪些
作家的书吗？它们的作者分
别是沈从文、鲁迅、林语堂、
屠格涅夫、梁实秋、周作人、
雨果。

不过，这些书不是冒名
顶替，书里的文章，都来自作
家本人。比如《我明白你会
来，所以我等》其实是一本沈
从文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

《边城》《萧萧》《龙朱》等代表
作；《脚步不能达到的远方》，
收录了雨果在科隆等地的游
记见闻、著名的《克伦威尔》
序以及在各种重大场合的讲
话。

强行给文学名著、文化类
书籍扣上文艺腔、小清新、鸡汤
体书名的现象，与当下图书市
场中心灵鸡汤类图书的泛滥有
很大关系。新瓶装旧酒，以重新
命名的方式，吸引鸡汤读物基
数庞大的需求者。

有书评人对此现象进行
了批评：读者被书名吸引，看
似走近了名家名作，却带着
品尝鸡汤的眼光去阅读，其
实是与名家名作离得更远。
而且造成对内容与书名的强
行割裂，也是对作者、传主的
不尊重。

一般都有套路
先讲故事再给结论

不过，有些人也会迷惑：有
些鸡汤文文笔写得不错嘛，又
抚慰心灵。

所以，要判断何谓鸡汤，需
要一定的辨别力。读多了鸡汤
文的读者不难发现，鸡汤文一
般都有套路。

常见的套路是：先讲一个
故事，再给一个结论。在讲故事
的时候，为了强行推销一个结
论，故意揭示事实的某些方面，
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抽离出
自己需要的部分。

比如，在同一本书里讲
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一
个年轻人去某公司求职，老
板说，千万别去推公司里的
一扇门，大家说好。然后老板
也没解释为什么，说自己有
点事情马上回来，把一群人
晾在那儿走了。

一个年轻人忍不住去把
门打开了，里面有一张纸条写
着：你被录用了。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凡事不能拘泥于条条
框框，要敢于尝试。

第二个故事：一个年轻人
帮一个老人看住一个什么东
西，老人说不能打开，也没解释
为什么，然后年轻人就老老实
实没打开。

老人回来，对他狡黠一笑：你
没打开吧？你真是一个好青年。这
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诚信。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我
们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不
打开？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是：
鸡汤文善于把技术性问题简化
成努力性问题。比如有人问螺
丝怎么拧不进去？正常的反应
是，应该看看是什么样的螺丝，
什么样的扳手，什么样的材质，
弄清楚是什么问题等。然后给
出的答案可能是你把方向弄反
了，这种材料是拧不进去的，你
需要先打个洞，然后填充木材，
然后才行等。

但心灵鸡汤给出的答案却
是，有人登高一呼，只要拧得努
力就行了！

鸡汤文为什么会充斥朋友
圈或出版界，大行其道？被微信
公众号、自媒体大加利用，将鸡
汤文风格发挥到极致，以爆款
文章吸粉赚广告费？

从本质上说，是因为受众
需求的问题。在现代匆忙的社
会节奏中，人们对轻松阅读很
是青睐。在快餐化、碎片化阅读
的时代，鸡汤文的短小、通俗，
很是适合很多人的胃口。

而且，鸡汤文用讲故事的
方式，把人们在实际生活、情感
经历中遇到的问题具象化，把
高深的道理通俗化，尤其是当
一个人感到迷茫，奋斗乏力，或
感情不顺心如意时，一碗看起
来柔软可亲、貌似温暖、充满正
能量的鸡汤，会鼓励他积极向
上，让他有直面艰难的勇气，重
获信心和希望。 （张杰）

《做到以下几点，改变你的一
生》《太可怕了，这样的水果干千万别买》《学

会这些，可以长命百岁》……鸡汤文的标配，是不是很
眼熟？在很多大众型书店里，除商务类畅销书外，最显眼的，

莫过于那些包装精美、风格相似的心灵鸡汤书了。它们被摆放在店
内最显眼的位置，书封照片清新、文艺、讲究，排版精致。这种从网络到实

体出版的心灵鸡汤书，往往超级畅销。但如今心灵鸡汤也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一边被批文字浅薄、矫情、浮夸、庸俗，一边又是畅销热文；一边大行其道，一边又
听起来格调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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