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家 观 点

主编：庄伟伟 责任编辑：陈蕙茹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胥建英

Lifestyles

2024年1月18日
星期四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作者：高鹃

食物指引回家的路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让老上海风
情和一众上海美食刷足了存在感，泡饭、排骨
年糕、苔条黄鱼、油墩子，这些老上海人的美
食记忆被再次触发，引发了市民、游客的热烈
追捧。“美食”，并不是《繁花》独有的“流量”。

《狂飙》中让人念念不忘的一碗猪脚面，《去有
风的地方》里有颜有味的鲜花饼，也让当地美
食“后劲太大了”。

“美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它可以反映不
同国家和地方的历史文化，也能展示全人类
共同的智慧和创造力。具体到影视领域，美
食是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文艺领域掀起一股传统文化热潮，再加
上影视创作理念更新迭代，越来越多的创作
将美食当成重要类型元素，甚至主题内容。”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杨洪涛分析
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食已成为影视作品
描摹社会和人生不可或缺的意义载体。“思考
如何更好地用影像书写美食里的中国味道，
进而助力创作实现心灵共振、价值引领和文
化传播，可为影视作品提供更多创制思路。”

杨洪涛认为，美食是人们提升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颇具人情味的显性表达。影视作品对美
食的重视，显示了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细致
观察，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归附。用影像展示
中国美食、书写中国味道，要深度挖掘中华饮
食文化背后的思想内涵，赋能价值引领；要研
判不同美食在不同类型影视作品中可以发挥
的艺术空间，用美食讲好中国故事；还应深挖
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的文化根脉。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深入
解读：

一、以食为媒，传达丰富的戏剧信息。杨
洪涛说，在影视作品中，食物蕴藏丰富的信息，
如人物的生活习惯、价值观，故事的时代背景

等。当美食的画面配合制作享用时的奇妙声
效，能激发观众味觉、嗅觉的联觉效应，从而获
得心领神会的参与感、认同感。因此，创作者
经常借助美食元素塑造人物、辅助叙事、阐释
主题。比如《父辈的荣耀》用几顿吃饺子的戏
份串起陈兴杰的人生经历——父亲去世、母
亲外出打工，高中生陈兴杰被父亲好友顾长
山家收留，顾长山爱人专门包饺子欢迎他；多
年后，顾长山家突发变故，已在广深成家立业
的陈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照顾家人，他一边吃
着饺子，一边向妻子说出自己的想法；结局处，
陈兴杰带着家人过上好日子，一家人围坐着
包饺子⋯⋯几场戏里，“饺子”成为重要意象，
彰显陈兴杰与家人、林场、家乡之间的深沉情
感。“以美食为媒介展开生活化叙事，可以营造
真实情境，让观众在日常情感体验中沉浸式
感受人物的境遇，理解他们的选择。”

二、以食为介，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杨

洪涛说，中国人总能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选取
符合时宜的食材和特有的烹饪方式制作珍馐
佳肴，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相聚、庆祝、
纪念中，不断把民族记忆、家国情怀、乡土情
结、人伦情感沁入味蕾、注入心田。很多影视
创作者敏锐捕捉美食在文化发展传承上的特
殊意义，纷纷深挖这一素材富矿，从一道道美
食切入创作，表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中
华文明的薪火相传。

比如美食元素如同多棱镜，折射不同地区
的风土人情，使地域特色文化得到有力传播：

《去有风的地方》里的鲜花饼表现云南的浪漫
诗情，《长沙夜生活》里的米粉诠释湖南的浓烈
热情，《什刹海》汇聚八大楼、八大居、八大春的
名菜，将老北京的局气豁达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有，将节日文化、风俗习惯融入其中，
唤起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以端午节美食为例，纪录片《风味人间》

系列里，高邮人在餐桌上摆着十二道跟红色
相关的食物“十二红”，祈愿“日子红火”。《寻
味东莞》里东莞的菜篮粽、鱼篓粽等形状奇
特，蕴藏着丰衣足食、风调雨顺等美好寓意。
此外，纪录片《佳节》《风味人间》等，创作者讲
述一顿饭人们落座的规矩、上菜的次序、夹菜
的分寸。这些细节表现饮食民俗，源远流长
的家风传承，与观众构筑起牢固的情感纽带。

三、以食为材，建构独特的审美空间。“对
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的本能，这是美食之所
以受当下影视创作欢迎的重要原因。”杨洪涛
进一步认为，影视作品运用高清摄像、特写、
后期调色等手段，呈现精美的视听效果，渲染
诗意的意境氛围，使观众获得美的享受。纪
录片《人生一串》围绕“烟火气”和“市井味”展
开，用诙谐幽默的解说、写意的慢镜头和写实
的移镜头，将深夜街市的闲暇惬意、热辣也平
凡的人生故事以及“万物皆可烤”的生活意趣
娓娓道来。纪录片《沸腾吧火锅》里红色汤底
咕噜咕噜冒着热泡，舒展开的豆皮随着水汽
上下浮动，鲜嫩菌类夹杂在各类蔬菜中若隐
若现，煮熟的牛肉在酱料中翻滚入味。创作
者运用大量特写镜头，展示火锅这道中华美
食的人间烟火气。综艺节目《一馔千年》以转
盘式的空间设计连接“厨房”“演馔剧场”等场
景，通过旋转“时空”，让观众于移步换景中多
视角品味古代美馔的味之美、形之美、意之
美。《梦华录》则在考究的镜头语言中再现茶
百戏技艺和茶点，营造精致的宋风宋韵。“这
些内容把美食、美景、美好生活融为一体，诠
释中国人独有的生活美学。”

杨洪涛期待，更多以美食入题的优秀影
视作品能够涌现出来，为饮食文化添加属于
这个时代的生动注脚，也为影视艺术创新发
展作出有益实践，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开广阔天地。

每逢腊八，家家户户都会熬上一锅由
米、豆等多种食材组成的热腾腾的腊八粥。

“腊”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一碗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浸透着对未来美好的期许。

腊八节来源于古代的“腊日”。在远古
时代，“腊”是我国的一种祭礼，举行冬祀的
日子被称为“腊日”。早期，腊日并没有固定
日期，一般在岁末的最后几天。根据《说文》
记载，汉代时“冬至后三戌日腊祭百神”，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中已有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的记载。人们常在这
天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

佳节总是让人欢喜，尤其在这辞旧迎新之
际，许多文人墨客诗兴大发，用文字记录下喜
悦的心情。“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
消”，唐代诗人杜甫感受到暖冬的气息，期待着
归家团圆的时刻；“岁登通蜡祭，酒熟醵村翁
⋯⋯村村闻赛鼓，又了一年中”，明代诗人李先
芳寥寥几笔渲染出浓厚的节日气氛，仿佛古人
争相买酒、赛鼓擂响的情景尚在眼前。

“两乡侈各健，一粥喜遥同。”岁暮风寒，
在腊八这天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不仅
是一份重要的节日仪式，更承载了大家温馨
的记忆。

腊八粥，又称七宝五味粥，由多样食材熬
制而成，经过多年演变，在不断传承中添加了
不同的地方特色，形式更加丰富。在谷类、豆
类等食材的基础上，陕北人往往加入各类干
果、豆腐及肉，四川人还会分甜咸、麻辣等口
味，将黄豆、花生、肉丁、萝卜等一起熬煮，丰
富的食材里寄托着满满情谊。清代诗人王季
珠曾写下一家人喝腊八粥的情景：“团坐朝阳
同一啜，大家存有热心肠”，沐浴着冬日暖阳，
大家品尝着幸福的味道，暖胃也暖心。

除了腊八粥，全国各地还有一些特色习
俗。北方尤其华北地区的人们会泡腊八蒜，
即将去掉老皮的蒜瓣浸泡在醋中，到了过年
搭配饺子来吃。在安徽黔县，有一种名叫腊
八豆腐的风味特产，人们在豆腐中间挖一小
洞并放入食盐，放在阳光下自然晒制而成。
此外，山东地区流传“腊八扫屋”的习俗，将
房子从里到外都打扫干净，以此迎接新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
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
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
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
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首民谣《腊月歌》“唱”足了腊月里的各种民
俗大戏。历史学教授许纪霖说，“食物是一种
交往的语言，为人们指引回家的路。”从腊八
到小年，从小年到大年！当远方的游子归家
了，父母的脸庞灿烂了，年就真的来了！

人间烟火气
卷出的新赛道

今天是腊八节，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已到，
年味渐浓。

在传统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大地，提到年味，不能
不说“吃”。那个大家公认最会吃的陈晓卿导演，带着纪录
片《我的美食向导》又回来了。

“看陈晓卿吃饭，太下饭了。”越看越饿的观众不止发现
美食之妙，也不知不觉对美食背后的地域文化风俗、城市精
神产生共情。

美食是大众刚需的题材之一，也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当年陈晓卿导演拍摄《舌尖上的中国》时，或许没想到，美食
类节目会因此迎来井喷，成为内容市场最“卷”的赛道之
一。当然，也得益于“卷”起来的赛道，这些年美食类节目的
品质和内容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从最开始的“仿舌尖”风
格，到现在百花齐放，都是“卷”的成果。

呈现美食本身并不困难，如何深挖美食的文化价值，让
观众在美食享受之外获得更多精神满足，是对创作者更大
的考验和挑战。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认为，“相比于其
他的文化类型，饮食文化面向的群众范围广泛，覆盖了不同
的年龄、身份、地域等，这让美食节目拥有着无限潜力，能够
唤起观众对民族和家乡的归属感、认同感，对推动中国饮食
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美食、美景、美好生活后劲太大

国内对美食类综艺的探索最早可
以追溯到 1999 年的《天天饮食》节目，
进入 21 世纪后，以美食为话题的综艺
节目数量显著增多，2012 年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国》彻底引爆美食类节目收
视率，随着慢综艺的走热，又出现《中
餐厅》《向往的生活》等多档现象级美
食综艺。美食综艺虽然风格、类型各
有千秋，但是在精准锚定受众、提供情
绪价值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共性，中国
人天然对美食的热爱使这类节目的热
度始终未减。

日常烦恼皆是浮云，逛吃才是人
生大事。而跟着陈晓卿寻味美食成为
风潮的现象背后，有着如今大众饮食
审美的意识提升：吃饭吃的不仅是菜，
而是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陈晓卿说
到《我的美食向导》节目名时表示，可
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一个是带我们
去找吃的那个人；另外一个就是我的
美食也是我的向导。“所有的食物会带
我们去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更好地
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向导中，有陈晓卿的老朋友，也有新相
识。他们身份背景各异，有近代史作
家谭伯牛、《中国食辣史》作者曹雨、财
经作家吴晓波、音乐人何力，也有哲学
家、人类学家、考古学者等专业学者作
精彩解读。小朋友、出租车司机等当
地人也成为了不期而遇的向导，带来
未知的惊喜。大家在餐厅、在街头、在
田地，甚至在考古现场边走边吃，边吃
边聊，吃得满嘴流油连喊加饭。

在陈晓卿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
间最好的黏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

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对于他而
言，吃什么、在哪里吃这些问题，远不
如“和谁吃”来得重要，人情比美食更
有嚼头。胃满足了，精神上的灵魂碰
撞才刚刚开始，聊潮汕人闯南洋，丝绸
之路文化交流，果然饭桌才能激发天
马行空与奇思妙想。

以主观视角带大家领略美食的
节目在海外并不少见，《我的美食向
导》甫一开播，很多观众就联想到白
钟元的《街头美食斗士》以及下饭日
剧《孤独的美食家》，国内也有贵州卫
视文旅美食探访综艺节目《詹姆士的
厨房·旅行季》。作为同样是依靠讲
述者个人魅力的 IP，在《我的美食向
导》中，能够看到陈晓卿身上与众不
同的人文气息，以及喜欢刨根问底、
追溯现象背后本质的洞见力。比如
已经上新的四集中，他考察普宁的立
体菜园，寻找潮汕人餐桌上的麻叶，
陈晓卿在大快朵颐中也不忘观察着
当地风俗，人们跳着英歌舞、在宗祠
聚餐、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
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
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
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在全国各地逛吃的过程中，陈晓
卿说了无数次“好吃”。没有地方是美
食荒漠，食不厌精的官府菜与烟火气
十足的浏阳蒸菜，90 元一碗低调奢华
的粿条与平凡却是佐餐美味的麻叶，
在一方水土兼容并蓄，这大概就是令
陈晓卿神往的文化多样性的魅力，这
也正是观众看《我的美食向导》不仅饱
眼福而且精神疗愈的原因。

美食放大情绪价值 ﹃
美食

+ ﹄
多元化迭代

近年来，“美食+”的节目模式屡试
不爽，从“美食+经营”的《中餐厅》到“美
食+脱口秀”的《拜托了冰箱》，从“美食+
旅行”的《野生厨房》、“美食+竞技”的

《鲜厨 100》到“美食+轻推理”的《中国有
滋味》皆是成功的案例。再看当下，开发
新元素融入到美食节目中，已然成为了
新趋势。

CCTV-1 正在热播的大型美食文
旅节目《三餐四季》是总台创新推出的大
型美食文旅季播节目，寻味团每期探访
一省两城，展现地方独特美食和风土人
情。首期节目中，由撒贝宁、王嘉宁带领
的两组寻味团前往福建省的莆田市和泉
州市，一边是被妈祖文化孕育的“海滨邹
鲁”，一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帆之地。
节目里，泉州人为寻味团献上“最好的招
待”——乡贤归巢宴，这宴席之名，也寄
托着人们朴素的念想：乡情就像闽南大
厝上的燕尾脊，不管游子飞出多远，总有
归燕还巢的一天。

去 年 总 台 推 出 的《鲜 生 史（第 二
季）》，找到了历史、文学和美食的最佳
结合点备受推崇，“鲜生史”其实就是

“先生和美食”，节目选取了四位历史上
的美食大家，去讲述他们与美食之间的
故事。观众通过节目，记住的不止是食
物，还有先生们的人生，以及他们所处
的时代发生的故事。《一馔千年》第二季
也令人印象深刻，其核心就是历史美馔
走出古籍、走进生活，一个个好吃、好玩
还极具历史韵味的盲盒闯进了观众的
视线，也给当地留下了文旅巧思。比如
节目为江苏吴江留下的礼物——“金齑
玉脍”，是节目组结合古籍《齐民要术》

与吴江当地的农副产品探索出来的，目
前已经成了逛吃吴江的爆款。还有城
市美食探索类综艺《朋友请吃饭》、乡村
振兴慢综艺《追着时间的厨房》等新节
目 ，正 朝 着 复 合 化、垂 直 化 的 方 向 进
化，由此释放出美食综艺迭代的新趋
势。“City walk”是当下年轻人在社交
平台高频使用的社交词汇，而这一理
念融入到了《朋友请吃饭》当中，在大
街小巷寻找餐厅的同时也同步体验了
城市漫游。从穿梭在北京胡同里寻找
面 茶 到 驻 足 在 武 汉 街 头 询 问 美 食 线
索，从在长沙逛吃逛吃的同时体验本
地按摩、夜爬岳麓山到寻找上海风味
并在世博黄埔足球场开启运动模式，

《朋友请吃饭》为“City walk”探索了更
多潮流的打开方式。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
究员刘黎明看来：“美食类综艺的热度
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节目的制
作品质和内容选择都会向更加专业和
深刻的方向发展，通过线上线下的进
一步联动为观众提供更多的美食体验
感和满足感。”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
与传播学院教师张凯滨进一步认为，

“特色美食能够充分为乡村振兴赋能，
这些节目中独具特色又有品质保证的
地方农产品，更频繁地出现在千家万
户的餐桌上，让一种食材成为一个地
域的新名片。”

美食文化中蕴藏的是中国人对待生
活的乐观积极，透露的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共同的向往和追求。期待着创作者们
继续为观众呈现一个活色生香、美滋美
味的美食2024。

《我的美食向导》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