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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空降暑期档，首周

末票房破三千万元，灯塔专业版目前预测票房

1.17亿元。以当前的市场环境及片子本身的体

量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这部没有工业制作加持，没有

曲折离奇剧情，几乎就只是将一个看到开头就

知道结尾的故事，按部就班地讲下来的电影，不

仅在票房上泰国内外两开花，更以真实、平实的

力量打动了万千观众，叫放映厅哭成一片。这

个故事像照镜子一样，叫观众对号入座自己的

长辈、亲人，在眼泪中拾起思念和反省。

《姥姥的外孙》是一个“全职孝孙”的故事。

全职，意味着得跟钱挂钩，正如片子的英文名直

译是：如何在姥姥死前赚到百万元。男主角阿

安年纪轻轻就辍学，以游戏主播为生却观众寥

寥，收入堪忧。正在此时，阿安看到堂妹因照顾

病重的爷爷而继承房产，决心扮演身患绝症的

姥姥的“全职孝孙”，期待获得遗产。面对同样

“努力”的舅舅们和“挑剔”的姥姥，他的心境逐

渐发生改变，并重拾与姥姥的亲情。

这是一个好像在每个人身边都曾发生、都

会发生的故事。它没有炫技，没有猛料，只是不

经意地给你一拳。在得知自己患癌后，姥姥没

有如临大敌，而是带着笑跟已经放弃化疗的邻

居姐妹说，“我也中招了”；盛装打扮迎接子女回

家的周末却经常落空，闲聊时，姥姥认真地跟外

孙说，自己最“讨厌春节过后的那一天”，因为讨

厌一个人面对那一冰箱的剩菜；面对外孙的悉

心照顾，姥姥始终没有给予赞赏和肯定。直到

长久相处之后，姥姥才说出一句，“很开心，有你

真好”……影片所涉及的话题，如养老送终、空

巢老人、遗产继承、东亚孝道等等，没有一样是

轻松的。

尤其，《姥姥的外孙》用一种轻巧但精准的

方式，呈现出东亚家庭中女性的困境。姥姥当

年一个人照料晚年的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

结果什么财产都没有分到。现在她去找哥哥，

想要点钱，给自己买块像样的坟地，结果被轰

出门：“你嫁出去就是外姓了，跟我不是一家人

了！”但令人遗憾的是，成为牺牲者的姥姥，也

没有跳出重男轻女的闭环，而是成为新一轮

的“同谋”。她的遗产分配名单里，唯独没有

女儿。片中女儿有句台词，“儿子继承遗产，

女儿继承癌症”。《姥姥的外孙》一次次戳中家庭

的隐痛。

《姥姥的外孙》的故事和议题都并不新奇，

但是导演却能将其拍得细腻、生动，不落俗套，

兼顾到商业性和艺术性。包括此前以1200万元

的制作成本，在中国内地斩获2.7亿元人民币票

房的《天才枪手》，还有泰国电影最擅长的恐怖

片、青春片和功夫片，受限于工业水平，泰国很

少出“大片”，但其以中小体量制作见长，成绩颇

丰。泰国电影创作者在有限资源下发挥创造

力，踏实讲好故事的态度，值得学习。

一个可预见的故事为何仍叫人泪流
◆ 孙佳音

南海沉船揭开神秘面纱
500多年前，在今天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

间的中国南海海面上，两艘满载货物的大船

先后相向驶过，一艘准备着开启异国的长途

跋涉，一艘急切地奔向咫尺之遥的故乡。但

最终它们都沉没在1500米深的海底。

2022年10月，两艘尘封了500余年的古

代沉船被来自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的科考队员偶然发现，船上伴有大量瓷

器及珍稀原木等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沉船，

分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

址”。

“根据出水的一些陶瓷器来看，一号沉船

大概处在明代中期正德年间，二号沉船大概

是弘治年间，两条船大致在一个航道上，这条

航线我们现在叫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海

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

首席科学家宋建忠介绍道。

一号沉船船货以外销瓷器为主，二号沉

船船货以从海外输入的木材为主，共同再现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繁盛景象。两艘沉船

相距仅十多海里，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

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

此次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器与二号沉船

出水的乌木，均为我国深海沉船考古的首次

发现。珐华彩技艺最早从山西地区流行开

来，由于北方窑口用陶土烧制的珐华彩胎釉

结合度较低，脱釉严重，难以长久保存，因此

珐华彩少有留世。

近日在海南展出的这件珐华彩莲纹梅

瓶，虽为复制件，但其釉色温润如玉，宝石蓝

色勾勒出的莲花图案灵动精致，金箔点缀的

水纹装饰在瓶身和瓶口，清新又不失雍容，让

人一窥当年的“盛世美颜”。

探秘深蓝迎来考古突破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技术限制，

中国无法深入深海

进行深海考古调

查。2017年8月，中

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

水器“深海勇士”号成

功在南海进行首次载

人深潜下水，作业能力

达到水下4500米。这

一深海利器自此拉开

了中国深海考古的序

幕。

2023年 5月至今

年6月，国家文物局考

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

院深海所和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组成了

联合考古调查队，累计实施了3个考古航次，

在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处布

放水下测绘永久基点。今年5月，国务院批复

公布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水下文

物保护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水下文物

保护区。

宋建忠回忆乘坐“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

器第一次到达一号沉船遗址时的场景：“下潜

的过程中是不开灯的，完全是漆黑一片。当

我们到达沉船现场的时候，灯光一打开，你会

看到很震撼的场面。从沉船上甩下来的货

物，比如陶器、瓷器，大概有300多米长，50多

米宽。”

这是我国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明代沉

船遗址，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

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对深海古代沉船遗

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工作，标志着我国深

海考古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跨界合作引领学科建设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

员陈传绪每每提及考古学者提出的探测、定位

要求都“爱恨交加”。他说：“我们深海探测对

于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即使误差有十几米，

借助载人潜器的灯光也能校准，而这次深海考

古调查要求的精度不是亚米级而是厘米级，这

是之前深海科考工作从未有过的，压力极大。”

为了保障文物的绝对安全，有两个因素

至关重要，一个是机械手，另一个则是操作机

械手的人。“深海勇士”号上的两条机械臂尾

端连着机械手，有一只专门套上了一层柔软

的硅胶，用来“握住”文物，避免金属直接触碰

文物表面。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

所所长邓启江回忆，科考船上每天都会召开

科学家例会，研读前一日载人潜器带回的影

像资料,对关键图像进行逐帧分析。

项目组通过采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

器和“狮子鱼”号无人水下遥控潜水器昼夜交

替结合作业的形式，探索出了一条以载人潜

水器为主、无人潜水器为辅的深海考古调查

作业范式，发展了中国特色深海考古新模式。

接下来，以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

遗址为代表的我国海洋文化价值，将被深入

挖掘，阐释我国海洋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灿烂

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扩大中华

文明国际影响。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沉船文物重见天日的背后
科技创新赋能深海考古

如宝石之流光、似水晶之晶莹、媲美
金珀之华丽。在海南刚刚闭幕的深海先
进技术暨深海（南海）沉船考古主题展中，
不少观众得以一窥青釉瓶、明珐华莲池纹
梅瓶等水下考古文物的华彩。这一箱箱
奇珍异宝从一片深蓝中重见天日，正是得
益于近年来我国深海考古领域不断实现
的科技创新。

■ 二号沉船遗址出水的乌木

■ 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珐华梅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