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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太稳

作为 《白夜追凶 》 的姊妹
篇 ，《重生 》 起用了跟潘粤明同
级别的中生代演技派张译 。 但
少了顾小白对剧作成熟度的把
握 ，只余指纹一人做编剧的 《重
生 》似乎无法企及 《白夜追凶 》
当年的辉煌 。 两剧的豆瓣评分
可以印证 ：《白夜追凶 》 至今保
持在 9.0 分 ，而播出不过数集的
《重生》豆瓣开分 8.0 分 ，如今已
一路下滑至 7.7 分。

《重生》 的剧本基础不差。
纵然没有 《白夜追凶 》那样的双
胞胎男主做噱头 ， 却有男主失
忆前后的对比提供足够的戏剧
张力 。 跟 《白夜追凶 》一样 ，《重
生 》 也从一开始就将男主置于
某个真相迷离之大案的嫌疑人

位置上 。 该悬念作为主要矛盾
将贯穿始终 ， 且伴以男主人性
阴暗面的不时展现 ， 从而令观
众 时 刻 对 整 体 剧 情 保 持 好 奇
心 ， 不至于在看完某个单独的
小案件之后便 “忘 ” 了继续追
剧 。 类似手法在美剧中十分常
见 ，《白夜追凶 》 的成功也证明
了它的行之有效 ，《重生 》 的效
仿在我看来算是对类型剧创作
规律的一种尊重。

但是 ，有专业的态度 ，却不
代表有能力将每个细节都做到
足够专业。 剧情刚开始，作为一
名死里逃生且痛失战友的幸存
者 ， 张译饰演的秦驰记忆混乱
且明显患有 PTSD（创伤后应激
障碍），他的内心应该跟他本人
表现出来的外表状态一样 ：困
惑 、茫然 ，既想知道真相又本能
地想要逃避 。 但剧本却为他安
排了大量的内心独白———逻辑
清晰 ，情感充沛 ，仿佛内心从未
受过重创。 在我看来，这是该剧
一大败笔 ： 显然编剧并不相信
一个沉默寡言的角色可以仅用
行动来表达复杂的内心世界 ，
觉得非要说上一段话否则观众
会看不懂 。 但如此画蛇添足非
但不必要 ， 还给人物本身的统
一性带来了不小伤害。

当年 《白夜追凶 》剧作由指
纹和顾小白共同完成。 前者做过
律师 ， 后者则是成熟的职业编
剧。 如果你看过这部剧，同时也
看了顾小白担任主编剧的《心理
罪》以及如今由指纹独立担纲的
《重生 》，你或许会猜出为何 《白
夜追凶》的评价比其他两部高那
么多。 《白夜追凶》其实是两人扬
长避短的互补之作，擅长本格推
理的指纹与深谙剧作套路的顾
小白缺一不可 。 如此便能理解
《重生》的缺憾。 一个比较明显的
现象：每当剧情出现推理或记忆

的闪回，镜头的切换便开始令人
“眼花缭乱 ”———案件逻辑或许
尚存，剧作逻辑却已放飞。

但不可否认的是 ， 《重生 》
作为一部悬疑推理剧仍在水准
之上 ， 尤其在人物塑造方面不
乏灵性的闪光点 。 譬如少女陈
蕊的复仇 ， 为男主的人物塑造
拓展出了一个新维度。 还有，男
主在小吃店为故去的战友结账
时 ， 那本看似家常却能瞬间击
中人心的记账本 ； 回忆跟前妻
的甜蜜往事时 ， 记起对方说起
的那句 “很多事跟事实没关系 ，
看你愿意相信什么”……均属克
制而 “高级 ”的小细节 。 从这个
角度讲 ， 指纹完全可以表现得
更自信些 。 若他能找一位更有
经验的职业编剧助力 ， 不用忧
心剧本的框架 ， 或许能更自在
地挥洒他对案件和人物的创造

激情 。 而 《重生 》也不至于像现
在这样 ， 陷于半生不熟的剧作
套路里，戴着镣铐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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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对象：毛不易《小王》
发行时间：2 月 20 日

文 / 胡广欣

匠气太重
矫揉造作

《小王 》里的大部分歌曲早
已出现在 《明日之子 》《我是唱
作人 》等音乐节目里 ，专辑算是
旧歌新编 。 毛不易把旅行团乐
队的键盘手韦伟请来担任制作
人 ，但这张专辑实在听不出 “一
加一大于二 ”的效果 ：民谣最怕
匠气过重 ，《小王 》 却正好踩中
了这个雷点。

或许是为了将九首风格不
同的作品统一起来 ， 这张专辑

在编曲上对九首歌都做了同样
的处理 ：速度放慢 、大量使用弦
乐编曲。 编曲变得工整了，但聆
听体验也趋向雷同 ， 不仅没能
让观众听出心潮澎湃的感觉 ，
反而折损了歌曲的辨识度 ，让
整张专辑淡如白开水。

毛 不 易 的 vocal 处 理 更 是
这张专辑的一大败笔 ： 他大量
使用气声唱法 ， 《二零 三 》 《小
王 》 等好几首歌的主歌部分几
乎可以说是 “气若游丝 ”，总觉
得下一秒就要渐弱到消失 。 煽
情的编曲再配上煽情的唱法 ，
让所有歌曲听上去都自带忧伤
滤镜 ，还是 45 度角仰望天空的
那种矫情忧伤。

《小王 》本该是一张生活化
的专辑 。 这张专辑里收录了毛
不易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创作，

正好记录了他从默默无闻到一
夜成名的那段时光 。 《二零三 》
写 给 他 曾 住 过 的 出 租 屋 、 《小
王 》 写给跟他一样迷茫过的年
轻人 、 《东北民谣 》 写给家乡 、
《水乡 》写的是大学时对杭州的
初印象……可惜 ， 专辑的过度
制作将这些歌曲里的生命力和
人情味都磨蚀了 ， 留下的只有
让人叹气的矫揉造作。

即将与奥兰多·布鲁姆完婚
的 “ 水 果 姐 ”Katy Perry 发 行
《Never Worn White》， 用音乐
记录下来幸福的记忆，温情地向
歌迷们传达内心的喜悦和感动。

日版 《PRODUCE 101》出道
团 体 JO1 推 出 出 道 EP 《PRO鄄
TOSTAR》， 收 录 《 无 限 大 》
《Running》等四首歌。

鉴定对象：
易烊千玺《朋友请听好》
发行时间：3 月 3 日

易烊千玺为真人秀
节目《朋友请听好 》演唱
同名主题曲。

鉴定对象：Katy� Perry
《Never� Worn� White》
发行时间：3 月 4 日

鉴定对象：
JO1《PROTOSTAR》
发行时间：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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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经典，
翻拍越容易

29 年前的经典日剧《东
京爱情故事》 也要推出翻拍
版了。 这个消息让许多老版
粉丝又喜又忧。

新版《东京爱情故事》
（以下简称 《东爱》） 将于今
年 4 月 29 日在日本播出。
四位年轻演员伊藤健太郎、
石桥静河、清原翔、石井杏奈
重新演绎这个经典故事，编
剧由北川亚矢子接棒老版的
坂元裕二， 故事背景则从上
世纪 90 年代改成 2020 年
的当下。

经典日剧屡屡被翻拍，
《白色巨塔》《花样男子》《一
吻定情》等都有过多个版本。
《东爱》等了 29 年才迎来首
次翻拍， 已经算非常沉得住
气了。 不过， 翻拍经典容易

“翻车”，新版《东爱》的前景
也不容乐观。

《东京爱情故事》搬到 2020 年，还能令人感动吗？

“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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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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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哪怕翻拍的是本国经典
IP，“水土不服” 的情况也不
在少数。 中国观众都非常熟
悉的《血疑》，就曾在 2005 年
进行翻拍。 为了保持原汁原
味，新版保留了原版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代背景，故事基
本没有改动， 连女主角也是
找来曾有“小山口百惠”之称
的石原里美来饰演。 但是，
《血疑》中的绝症梗、身世梗
却早已不新鲜， 处处模仿的

“复刻版” 更是难以超越原
作。

而大部分翻拍日剧都会
对故事的时代背景进行更
新，却同样不能避免违和感。
2014 年， 富士电视台翻拍
1966 年经典剧集 《年轻人
们》， 将故事从上世纪 60 年
代搬到 2014 年，但内核仍然
是一个昭和时代的故事。 该
剧讲述父母双亡的五兄弟姐
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在友
情、恋爱、仇恨交织的关系中
相处的故事。 一大家子住在
一起， 这种生活形态在上世
纪 60 年代是常态， 在 21 世

纪却难以唤起观众的共鸣。
而且， 新版的角色设定仍是
老式套路： 大哥是传统老好
人，二哥犯诈骗罪，三妹当了
别人的小三……五兄弟姐妹
不断吵架、和好，聒噪的风格
也与当代观众的口味格格不
入。 因此，虽然《年轻人们》集
齐了妻夫木聪、 瑛太、 满岛
光、苍井优、长泽雅美、柄本
佑、野村周平、桥本爱等全明
星阵容，收视却一泻千里，平
均收视只有 7.5%，可以说是
彻底失败。

新版《东爱》 虽然还没
播，但也有着与《年轻人们》
同样的隐忧。《东爱》的成功
离不开当时的时代环境：日
本那时正值泡沫经济时代，
东京是全日本人的“梦之
都”。 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
纯朴的“东漂”完治与思想前
卫的“海归”莉香之间的爱情
故事才显得与众不同。 而在
2020 年的当下，日本社会氛
围早已与 30 年前大相径庭，
人们还会为乡下小伙和都市
女郎的爱情故事着迷吗？

1991 年播出的《东京爱情故
事》根据柴门文的同名漫画改编，
讲述四位年轻人在东京打拼并经
历感情纠葛的故事。 该剧播出后
影响力可谓巨大，特别是在东亚，
成为无数观众的集体回忆， 并由
此开创了富士电视台“月九档”多
年的辉煌。 同时，编剧坂元裕二以
及几位年轻演员铃木保奈美、织
田裕二、 江口洋介等也凭借该剧
在日本艺能界站稳脚跟， 以致此
后坂元裕二只要一写纯爱题材，
就会被冠上“××版《东京爱情故
事》”的噱头。

虽然被“碰瓷” 了很多次，但
《东爱》 除了 1993 年的特别篇之
外，20 多年来从未正式翻拍或拍
摄续集。 原作漫画倒是在 2016 年
推出了续篇，讲述 50 岁的永尾完
治因为女儿婚事而与赤名莉香重
逢的故事。 当时富士电视台有意
开拍这部续集， 但男主角织田裕
二却坚决拒绝， 因为他本人其实
一直都不喜欢性格优柔寡断的完
治，也对自己在《东爱》中的表现
很不满意。

如今时隔 29 年， 富士台终
于翻拍《东爱》。 新版的四位主演

都是 20 来岁的年轻演员 ， 年龄
与旧版主演当年相仿。 漫画原作
者柴门文也特地送 上 了 祝 福 ：

“旧版《东爱》播出的时候 ，这批
年轻演员甚至还没出生呢！ 我很
期待看到他们演绎的完治和莉
香。 ”

新版《东爱》中，接棒出演赤
名莉香的是个性女演员石桥静
河。 出身演艺世家的她，此前活跃
在舞台剧和电影领域，2017 年凭
借电影《夜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
蓝色》在电影旬报十佳奖、蓝丝带
奖等重量级奖项中横扫最佳新人
奖。 新版永尾完治由伊藤健太郎
出演，他在 2014 年以电视剧《昼
颜》出道，2018 年在喜剧剧集《我
是大哥大》 中饰演内心善良的不
良少年伊藤真司，因此人气急升。
旧版的三上健一由江口洋介出
演， 新版演员清原翔同样帅气逼
人 ： 他 是 男 装 杂 志《MEN’S�
NON-NO》的专属模特，有着 185
厘米的身高和酷似绫野刚的长
相，近年在不少日剧中担任配角，
表现不俗。 新版关口里美的饰演
者是女子组合 E-girls 成员石井
杏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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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翻拍经典容易翻车，但也并
非没有成功的例子。 2003 年版
《白色巨塔》 就堪称翻拍剧的典
范。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在上世纪
60 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白色
巨塔》 曾被多次影视化， 其中
1978 年由田宫二郎主演的版本
一度被公认为最佳版本。 没想
到，由唐泽寿明、江口洋介主演
的 2003 年版却更上一层楼，平
均收视达 23.71%， 最后一集收
视更飙升至 32.1%，口碑和反响
都远胜本已很优秀的前作。

不过，《白色巨塔》这种社会
题材剧能翻拍成功，确实是个特
例。而大部分成功的翻拍剧都是
偶像剧。 比如，漫画《花样男子》
曾在 1995 年首次改编成同名电
影， 由内田有纪饰演牧野杉菜、
谷原章介饰演道明寺司、藤木直
人饰演花泽类，但该剧的名气却
远远不如 2005 年的剧版《花样
男子》。 2005 年的剧版《花样男
子》 捧红了松本润、 小栗旬、松
田翔太和井上真央等年轻演员，
更让松本润所在的组合“岚”一
跃成为国民天团。 此外，《恶作
剧之吻》《宠物情人》 等偶像剧

都曾推出多个版本，翻拍版的口
碑都不比前作差。偶像剧是一种
架空于时代的特殊剧种，“小奶
狗 VS 大姐姐”“毒舌天才 VS
笨蛋女孩”“霸道总裁爱上我”
等等玛丽苏范本，放在任何一个
时代都可以成立。 只要找对演
员，翻拍就容易成功。

当然也有影视创作者“艺高
人胆大”，曾被多次翻拍的《黑色
皮革手册》就是如此。 松本清张
的小说《黑色皮革手册》先后在
1982 年、1984 年、1996 年、2004
年及 2017 年被搬上荧屏。 其中
以 2004 年米仓凉子主演的版本
最为成功。 松本清张的原作是一
部反映社会阴暗面的现实题材
小说，讲述女主人公元子本来是
一名银行底层女职员，后来成为
陪酒小姐；她手握多位社会要人
的秘密，一步一步成为银座最成
功的妈妈桑……米仓凉子的版
本削弱了现实性，放大了女主角
元子黑化、一路升级打怪的“爽
感”。 米仓凉子更是凭借这部剧
跻身一线演员，自此开启“恶女”
路线，目前仍然是日本片酬最高
的女明星。

1991 年版《东京爱情故事》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新版《东京爱情故事》将背景搬到 2020 年

2005
年版《血疑》是失败之作

2014
年版《年轻人们》同样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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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巨塔》堪称翻拍剧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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