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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最后 10 年间，中国纪录片蓬

勃发展。新世纪后，全国电视纪录片播

出有所缩减，纪录片的制播整体进入比

较平稳的时期。当时，作为一名纪录片

栏目制片人，我尝试过很多题材，历史、

文化、自然等领域都有所涉猎。虽然在

内容构成和制作水准上有些进步，但并

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舌尖上的中国》系

列的诞生和成功，与国家对纪录片产业

的鼓励支持、央视纪录频道开播有直接

关系。2012 年，第一季首播时反响热烈，

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满足观众日益多

样的需求，纪录片人应该在内容、题材和

表达方式上不断创新，坚持深耕探索。

从聚焦国内到放眼全球

从创作者的角度，《舌尖上的中国》系

列的播出表现和影响力盖因团队长时间

对美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1987 年，我

开始接触美食节目。 2002 年，第一次提

交制作美食纪录片的选题申请，并开始写

作美食专栏，前后共撰写 20 多万字，经历

了一个充分的积累过程。同时，我们的团

队一直在学习并尝试国外纪录片的生产

流程。 2005 年，我们接受了新西兰自然

历史公司、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等国外纪录

片团队的系统培训，完成国内第一部大型

生态纪录片《森林之歌》。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建立了完备的节目操作流程，这种相

对规范的生产模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风味

人间》系列的制作中。

通过创作美食纪录片，从关注中国美

食到放眼全球，用全球视野观照中国美食

的独特性，我们对食物及其背后文化内涵

的理解不断加深。 2017 年，稻来纪录片

实验室成立，继续深耕美食纪录片领域。

透过食物，我们真正看到的是这个星球上

的文化传统，以及人类多样化生存方式的

魅力。

当我们的视野发生转变，拍摄方法也

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风味人间第二季》的

《鸡肉风情说》一集涵盖了从中国的黑龙

江小鸡炖蘑菇、安徽宿州鸡丝糁汤到非洲

的烤鸡、马拉松鸡，韩国的参鸡汤、炸鸡等

十几种鸡肉料理，让观众看到不同地区和

民族的人们如何将同一种食材处理为极

具地方特色的菜品，反映美食文化的奇妙

碰撞和变迁。

在拍摄手段上，我们不断借鉴国内外

先进技术，用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手段来

拍摄食材的生长和环境；用社会类纪录片

的方式来观察人与家庭、生活环境的各种

关联；借鉴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型，用成熟的

故事结构，把人们的内心及劳作、烹饪、阶

段性生活和所面临的变化等，尽可能完整、

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视觉呈现上，我们和中国科技大学

“美丽科学”团队联手，通过显微摄影和超

微摄影技术捕捉食物的微观变化，从蟹肉

遇到酸性物质瞬间变得透明，到海带中富

含鲜味的甘露醇析出结晶，通过新的科技

手段，展现食物内部不为人知的奇妙世

界。在声音方面，我们也采用了电影工

艺，与业内领先团队合作，以高水准系统

完成拟音、音编、混音等全流程声音制作，

最大限度使观众在听觉上如临其境。

跨越地域的文化传播

食物是跨越地域文化的亲善大使。

尽管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依然

拥有跨越语言的纽带——食物，以及对美

食文化共同的热爱。拥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观众能够发现法国蓝纹奶酪与绍兴发

酵食物的共通之处，他们对故乡的食物

怀有深厚情感，看到家人倾注满满爱意

准备的饭菜，也都能体会其中的温暖。

有人说，每个人的舌尖就是一个故

乡。作为创作者，我们希望用自己对故

乡的深情，来向陌生的人展现那些陌生

的地方，呈现当地人对故乡和食物的热

爱。美食是世界的故乡，通过唤醒人们对

食物的理解，人类依附其间的情感发生共

鸣，美食纪录片就能在海外架起人与人沟

通对话的桥梁。

《风味原产地》系列是流媒体视频服

务提供商网飞采购的第一部中国团队制

作的系列纪录片，连续订制了 3 季，播出

后均收获热烈反响。第一季《风味原产

地·潮汕》，在网飞美食节目版块高居榜首

达 6 个月之久。我们欣喜地看到，世界各

地的观众惊叹于中国许多地区制作食物

的奇思妙想，也对当地人真挚的情感留下

深刻印象。有海外观众留言说，片中的某

种食物与自己儿时奶奶烹制的菜肴有着

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同生物学、植物学、食品加工、营

养学、烹制学等领域专家紧密合作，在节

目中系统引入农业、历史、社会学、人类学

视角，加强学术内涵，讲述美食背后的地

理、文化，更好地引发观众的人文思考，感

受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综观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视反馈，不难

看出，海外受众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与各地

饮食有着强烈好奇。看到云南传统手工晾

晒火腿、潮汕人手打牛肉丸、甘肃人制作牛

肉面等段落，都有大量观众表示希望能够

实地探访、品尝美食。传统美食与当地自

然景观、特色建筑、民风民俗一道，都是展

示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我们应当尽最大

力度予以保护和真实记录，将其传递给更

多国外观众。

展望“变”与“不变”

整体来看，当下中国纪录片的制作和

发展态势良好，产出大量优秀作品。与此

同时，由于商业化因素驱动，目前国内纪

录片产业中美食节目占比较多。一方面，

美食纪录片展现出较高的商业回报和黏

性，呈现出更多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大量

节目产出将令观众审美疲劳。

作为美食纪录片领域的开创性团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在“不变”与

“变”之间保持平衡，在坚持自身创作理念

与目标的同时求新求变。近几年，原本计

划的全球拍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耽

搁，我们调整视角，制作了聚焦国内的《风

味人间第三季·大海小鲜》，将目光瞄准以

往受关注较少的中国海洋文明与美食，发

现中国渔民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个性特

征，并适当调整节目形态，生动展现渔民们

的生活。其中，一个身居小岛但心系世界、

梦想成为地理学家的小朋友，在观众中引

起一股热潮，收到各地人们的关心和祝福。

此外，我们也将继续推进纪录片制作

中的国际合作，并不断做出调整。我们与

海外制作团队、国外纪录片市场及同行，在

整体沟通上没有太多障碍。但因我们最主

要的受众还是中国观众，在制作过程中，我

们会对合作的外国摄影师、策划等执行人

员提出要求，例如让食物在视觉呈现方面，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更加诱人。这些调整

与磨合包括灯光的使用、细节的捕捉，以及

国内观众尤为关注的食物质地的精细呈现

等诸多方面。

与改变和调整的具体措施相比，更重

要的是，为什么要实现这些变化？归根结

底，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刻

未停，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除

了果腹的属性，也是文化的重要显性载

体。这是一个可以深挖与纵观的庞大领

域，深入以后，天地格外广阔。在美食纪

录片中，如何实现食物的美味、营养、审美

等更多属性的视听觉呈现，是我们今后努

力的目标，我们也将在创作上进行更多探

索与尝试。

（作者为中国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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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谈R

为纪念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诞辰 400
周年，与其渊源深厚的法兰西喜剧院重新

演绎了一系列经典作品，组成莫里哀纪念

演出季。在法国驻华使馆的支持下，《无

病呻吟》《伪君子》《悭吝人》《恨世者》等 4
部作品的高清影像被引进中国，陆续在北

京、西安、成都和广州等地放映。在此基

础上，讲座、研讨会、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

文化交流活动也将一并启动。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莫里哀的戏剧作

品便传入中国。从翻译家的译介开始，由

学生演剧产生影响，后逐步扩大到专业剧

团创作，至今仍然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不少译者对莫里

哀的作品进行了译介，为中国读者描绘了

17 世纪法国栩栩如生的社会风俗史。李

健吾先生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全集》共 4
卷，收录了 27 部作品，是目前国内最完整

的译本。他总结了早期译者对莫里哀及

其作品的介绍，通过序跋、题记和注释等

方式丰富展现剧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

景与文化情况，降低剧作对于中国读者的

陌生度，使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莫里哀的

戏剧艺术。

莫里哀喜剧既有讽喻、斗争的一面，

也有滑稽、嬉闹的一面，兼具艺术性与社

会性，刻画出一系列经典文学形象。被誉

为莫里哀喜剧艺术最高成就的《伪君子》

中的“达尔杜弗”，已成为人所不齿的骗子

的代名词；《悭吝人》中的“阿巴贡”也成为

欧洲文学长廊中“四大吝啬鬼”之一；《太

太学堂》《丈夫学堂》《可笑的女才子》中鲜

活的人物形象，则是莫里哀讽刺当时上流

社会荒唐生活的利器……莫里哀不仅是

一位优秀的戏剧家，还是出色的哲学家，

他的作品不仅充满讽刺意味，令观众发

笑，更大的意义还在于让观众在笑声中反

思自己的言行或社会中的某种现象，深谙

寓庄于谐之道。

莫里哀一生创作了 30 多部喜剧作品，

大多都被翻译成中文，《悭吝人》《伪君子》

等剧目在中国长期上演，舞台呈现展现了

鲜明的本土特色，深受中国观众喜爱。《悭

吝人》是在我国演出次数最多的莫里哀剧

目，“五四”时期就在北京、天津、上海的大

中院校纷纷上演。该剧喜剧色彩浓郁，剧

情较简单，易于理解和诠释，经过改编后

称为《财狂》《生财有道》《黄金迷》等，从剧

情到演出都非常中国化。《悭吝人》对资产

阶级金钱至上的批判尖锐深刻，虽然剧中

的风土人情等对中国观众有些陌生，但极

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和剧情依旧能够

令人们在思想和伦理上产生共鸣。

《伪 君 子》的 演 出 情 况 也 是 如 此 。

1959 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排演了此

剧，后又多次作为教学实习剧目排演，随

后被各地院团搬上舞台。无论是学生业

余剧团，还是专业戏剧院校，都将莫里哀

喜剧视为重要的艺术实践项目。随着莫

里哀剧目在中国经年上演，尤其是《悭吝

人》《伪君子》已经成为艺术院校、专业院

团的保留剧目，其影响力愈发深远，对推

动中法戏剧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莫里哀的戏剧艺术是开放的，21 世纪

以来，国内外对其研究更为深入，据此展

开的戏剧文化交流形式也更为多样。

2014 年，时值中法建交 50 周年，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邀请法国导演文森特·考林

来华执导莫里哀经典喜剧《太太学堂》，该

剧此前在中国鲜少上演。首演之前，考林

举办了“如何在今天的中国上演莫里哀作

品”的讲座，坦言“在中国演莫里哀是很现

代的事”。他将舞台布景设置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摄影棚，剧中人物也不再是

古典造型，而是配以现代感十足的音效，

拉近了 17 世纪的莫里哀与 21 世纪的上海

观众间的距离。近 400 年后，剧中讨论的

话 题 并 未 过 时 ，依 然 能 够 触 发 人 们 的

思考。

在国内的戏剧节和戏剧邀请展上，莫

里哀的作品频繁出现。2015 年乌镇戏剧

节 ，意 大 利 都 灵 国 家 剧 院 带 来 了《悭 吝

人》；2017 年，由法国兰斯喜剧院排演的

《悭吝人》在第十二届“中法文化之春”活

动中亮相，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对莫里哀喜

剧 的 不 同 解 读 ，打 开 更 为 广 阔 的 文 化

视野。

莫里哀用“笑里藏悲”的方式展现社

会真实，提升了喜剧艺术的地位，使其堪

与悲剧比肩。他打破戏剧创作的艺术边

界，大胆吸收各种艺术手法丰富喜剧艺术

的内涵，这对于当下戏剧的多元化发展，

以及用现代思维赋予经典剧作新意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

莫里哀戏剧在中国
曹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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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做一件事，就是在

林徽因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并

获 得 美 术 学 士 学 位 100 周 年 之

际，补发她一个建筑学士学位，实

现她的夙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举办的“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

对话”展览开幕式上，该校韦茨曼

设计学院院长弗利德里克·斯坦

奈说道。

许多中国现代建筑先驱曾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除了

林徽因，还有梁思成、杨廷宝、童

寯、范文照、赵深、陈植等人。为了

纪念宾大与中国建筑间的百年渊

源，韦茨曼设计学院联合中国东南

大学、同济大学在宾大共同举办

“中国建造”展，从“历史”与“当代”

两个时间维度，展现中国建筑一个

世纪的发展与演变。

开启中国现代建
筑事业

“这是林徽因当年在宾大选修

建筑系课程的成绩单。与今天不

同的是，当年成绩单上的字母 D，

代表着她在这些课中得到了‘卓

越’（Distinguished）的评价。”斯坦

奈说，林徽因 1924 年入学宾大时，

建筑系不招女生，因此在美术系注

册。但是，她选修了建筑系大部分

课程，学分达到该系的毕业要求。

“历史”板块在宾大建筑档案馆

展出。这里保存着百年前中国留学

生们的学籍信息、成绩单、作品设计

图、竞赛获奖简报、毕业册、化装舞

会照片等，资料清晰完整，生动地讲

述着他们当年的求学故事。

20 世纪初，宾大建筑系如同

一块磁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子。据统计，1918 年至 1937 年

间，共有超过 20 名中国留学生先

后在这里攻读建筑学。他们大都

勤奋刻苦，有些人学业非常出众。

例如，展览中有一份 1925 年的《费

城公告报》，其中一篇文章报道了

当时在宾大获得最多个人建筑竞

赛奖项的杨廷宝。

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创

了中国的现代建筑学教育，致力于

物质遗产的发掘保护，成为现代建

筑实践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

在传统的建筑学体系中发展中国

语汇，帮助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萌

芽；另一方面在建造实践中探索西

方设计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

合，为中国现代建筑事业的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融合“现代性”与
“本土性”

百年来，中国现代建筑在与国

际对话和自身实践探索中不断发

展。展览据此展开叙事，展期 100
天，至 5 月 16 日结束。

“大众印象中，上海外滩和南京

路上的万国建筑群都是外国人设计

的，其实不然。”韦茨曼设计学院城

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林中杰介

绍，南京东路上的大新公司（即后来

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是由 3 位

留美中国建筑师创办的基泰工程司

设计，而这 3 位创始人中的朱彬和

杨廷宝，都曾留学宾大。

“历史”板块在展出中国留学

生资料之外，还重点展示了他们归

国后的建筑实践。“中国留学生们

回国后完成了 600 多个项目的设

计，包括上海四川路和江西路上的

大批现代建筑。”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童明表示，此次展览主要展

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上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间设计的 22 个建筑

项目，位于北京、上海、南京、昆明

等城市。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对

当时国际现代主义建筑潮流的理

解，以及对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公共

建筑的思考。“如何汲取传统文化

的养料，将其融入现代建筑创作，

这个话题在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那

里，就受到了关注”。

“这种中西对话和自身发展相

结合的模式，仍在中国当代建筑中

延续，表现为‘现代性’与‘本土性’

的交织与演变。这也是贯穿整个

展览的主题。”林中杰说。作为策

展人，林中杰、童明和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商

议采用“对话”的视角布展，力求通

过不同时代、不同创作所呈现的中

西对话、世代对话以及同时代实践

者之间的对话，讲述百年间建筑师

们为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建

筑表达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当代”板块在宾大费舍尔美

术图书馆展出，选取了当代建筑师

们的设计作品。从博物馆到艺术

家工作室，从大学校园到村庄改造

项目，通过对 6 个作品的呈现和比

较，观众看到，在中国特有的地域

文化语境里，新一代建筑师如何从

不同角度寻求“现代性”与“本土

性”的平衡，也能看出建筑师在作

品中蕴含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理

想和追求。

回 顾 历 史 ，面 向
未来

展览开幕式当晚，参展建筑师

张永和在费舍尔美术图书馆进行

主题学术讲座。偌大的讲堂座无

虚席，楼梯上也站满赶来听讲的学

生。室外的漫天大雪与室内演讲

的火热场面对比强烈。

童明表示，从专业层面讲，办

展是为了溯源。无论建筑学授业

者还是实践者，对于自己专业的根

源和脉络不甚清楚，是有些缺憾

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每代

人都需从过往的根基里汲取养分，

溯源是为了做好当下。”他认为，从

社会层面看，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最

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中国自己的

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培养了后续人

才。他们对建筑遗产发掘保护的

重视，是当时在美国的许多建筑师

和规划师尚未意识到的，也给美国

同行带来启发。

“ 在 杨 廷 宝 等 人 的 建 筑 实 践

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公共事务的

关注，这种精神依然在今天的韦茨

曼设计学院中传承。”斯坦奈说，

“这是我们期待从自己学生身上看

到的品质。”

“如 今 ，韦 茨 曼 设 计 学 院 700
多 名 学 生 中 ，约 有 300 名 中 国 学

生，说明我们与中国的联系更加密

切了。”斯坦奈表示，宾大与中国高

校，尤其是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

清华大学联系密切。 2019 年，韦

茨曼设计学院在北京举办了“美丽

中国”大型研讨会，汇集了中国景

观和规划界大批顶尖学者，出版了

同名专著。

斯坦奈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当

前全球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中国在

减少碳排放、提倡建设“海绵城市”

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他期待

能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与中国进行更多交流与合作，共同

推进全球生态城市和低碳建筑环

境的建设。

下图：童寯水彩画《陕西硖石

镇河边》。 资料图片

广受关注的“中国建造：

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
李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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