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14

2018年2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张向阳 美编：马晓迪 组版：韩舟文娱

“换口味”背后有哪些隐情？《舌尖3》主创回应质疑：

明明知知创创新新是是冒冒险险，，也也要要一一搏搏

本报讯 在获得本届奥斯
卡最佳影片提名的9部电影中，

《逃出绝命镇》和《敦刻尔克》的
票房收入可谓“两骑绝尘”，其
他7部影片难以望其项背。

环球影业出品的《逃出绝
命镇》，上映于2017年2月，全球
总票房为2 . 55亿美元；华纳兄
弟公司推出的《敦刻尔克》于
2017年7月登陆大银幕，美国国
内票房收入1 . 88亿美元，全球
票房为5 . 26亿美元。

然而除了这两部影片，其
余7部影片在票房方面可谓一
片愁云惨雾。

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
导、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汤姆·
汉克斯主演的《华盛顿邮报》美
国国内票房收入6720万美元，
在7部影片中表现最佳。

由乔·怀特执导、加里·奥
德曼主演的《至暗时刻》，美国
国内票房4878万美元，《至暗时
刻》获得了6项奥斯卡提名。

接下来是格蕾塔·葛韦格的
导演处女作《伯德小姐》，美国国
内票房收入4369万美元。《伯德小
姐》获得了5项奥斯卡提名。

由马丁·麦克唐纳编剧并
执导的《三块广告牌》美国本土
票房收入4177万美元。《三块广
告牌》共获得7项奥斯卡提名。

由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
尔·托罗执导的奇幻爱情电影

《水形物语》票房收入3000万美
元。《水形物语》获得了13项提
名，是本届奥斯卡获得提名最
多的影片。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目
前票房为1283万美元。《霓裳魅
影》的票房仅为1416万美元。

（苏良）

本报记者 师文静

“闲篇”未脱离美食
第三季有其内在逻辑

《舌尖3》在题材创新方面
下足了功夫，器具、宴席、食养
和融合等主题，都是之前的纪
录片和节目在美食领域里没
有触碰过的。而正是这些之前
节目中没有的内容，让有些观
众无所适从，认为节目主题离

“美食”较远，没有直奔食物，
没有让观众看饿。

“我是来看美食的，怎么被
种草买了锅？”第一集“器”播出
后，不少网友如此评论。打头阵
播出与食物有关的锅、刀、灶等
器皿器具，出乎很多人意料。该
集导演骆永红表示，“器具”放
在第一集，是因为食物再精美，
也离不开灶、离不开锅，离不开
食器、盛器。就比如说铁锅，它
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成就了鲁
菜，还体现在因有铁锅才有了

“炒”，而“炒”在中国烹饪史上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二集“香”，以介绍“小吃”
为主，但有观众认为，有的小吃
制作者在本地不够出名，不具
有代表性。针对这个问题，该集
导演黄鹤称，他带着团队用8个
月的时间去了20个城市，接触
136个人物，调研及拍摄了120种
小吃，精挑细选才将云南的稀
豆粉，四川麻辣烫、凉糕，河南
的胡辣汤，天津的煎饼果子等
展现在大家眼前，“小吃”并不
是随便选取的。“小吃对于每个
人而言，是儿时的记忆，是对故
乡的思念，选择一种小吃的背
后是要表达对味道的坚守，对
技艺的传承，还有顺应时代的
活力。希望《舌尖3》能表达中国
的地大物博和中国人的智慧。”

“养”一集中，呈现了中国
养生的一年四季，不过有观众
认为，过度强调了食物对养生
的作用，其中的“中药口红”被
认为是“闲篇”；在“宴”一集中
拿出长篇幅讲一个武术家，同
样被认为太过“闲篇”。对此，总
导演刘鸿彦坦言，从创作难度
上来讲“养”这一集是最难的，
需要有个“度”的把握和十分严
谨的态度。“这一集又特别能体
现中国人的智慧和理念，其背
后倡导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健康的饮食习惯，体现
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和价值
观。”刘鸿彦称，第三季之所
以做这样的结构和呈现，其
实是有内在的思考、逻辑和
表达体系的，“大家都说中
国的饮食文化博
大精深，到底
是什么？

我们希望呈现食物是怎么做
的，再把背后附着的东西挖掘
和呈现出来。”

绝不模仿前两季
不突破观众更不满意

由于前两季带来的现象级
传播效果，时隔4年才面世的

《舌尖3》免不了被拿来与前两
季进行对比。出于思维惯性和
审美惯性，难免有观众对第三
季的表达方式、拍摄对象的选

择有看法。
对于网友的“挑错”和

纪录片中呈现的“硬伤”，主
创团队并没有给出详细的
解释。比如，“宴”中，讲述园
林家石放苦寻“太湖之冠”

花鲈不着，以家养
鲈鱼替代，但

节目中出

镜的却是美国引进的大口黑
鲈，肉质上差了几个级别；“养”
一集中展现石屏药膳，出镜的

“石仙桃清蒸鳤鱼”被专家指出
绝对不可能是鳤鱼。加上一些
解说词的互相矛盾等硬伤，让

《舌尖3》的口碑下降了不少。
对第三季的表达方式、拍

摄对象的选择等，《舌尖3》主
创团队回应称：若导演组一开
始追求的就是“相同的味道”，
那大可模仿第一季来制作，这
无疑是最简单省力的办法，风
险也是最低的。“在明知创新
是冒险的情况下，导演组还是
决定冒险一搏。就算冒险，也
要对美食文化的创新表达进
行探索。”

主创认为，《舌尖》第一季
播出时，全国仅有40到50档美食
栏目，而现在有400到500档美食
栏目活跃在荧屏，还有“寻味”
系列、“味道”系列、“一城一味”
系列等几乎覆盖每一个省市的
美食纪录片。美食纪录片的市
场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第三
季如果没有更多的创新、突破
和发展，观众也不会满足。

其实通过《舌尖3》播出的
内容观众也能感受到，在呈现
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食的基础
上，节目增加了美食的文化感
和历史感。并在这方面做了很
大努力。比如，为了呈现泡菜的
悠久历史，创作团队曾为一棵
白菜到扬州去了四五趟，还找
到农业大学专门研究农史、蔬
菜史的专家，辗转多地查资料，
只为搞清白菜从北方到南方是
怎么演变的、中国白菜是怎么
传到韩国的。总导演刘鸿彦称：

“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文明，才是
《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根和
魂。第三季不仅诠释中国的美
食和人，也尝试去理解其所根
植的文化沃土与时代的流转。”

换上新主创团队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延续了高话题性、高收视率：章丘铁锅迅速脱销、
煎饼果子排起长队……都说明节目的影响力之大。不过，《舌尖3》的口碑却受到质疑，有不少声音
认为这一季“熟悉的配方，却不再是相同的味道”。

“换口味”的背后，有哪些隐情呢？昨日主创团队进行了回应：我们希望呈现食物是怎么做的，
再把背后附着的东西挖掘和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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