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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除夕，回乡赶路的人们真切感受着“离

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

转”。心里多少时日的牵挂和思念，一路上的奔

波与辛劳，回到家中哪怕是面对一份粗瓷大碗

的剩菜泡饭，都能将这一切抛诸脑后。但怎么

可能是粗茶淡饭呢，这可是春节的团圆饭，是中

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晚餐。

这最重要的一餐，自个儿操办才有味道。

大家一起打下手，抢着生火、做饭、捡菜、洗碗，

炉火锅铲的铿锵声，热闹蒸腾的烟火气，在充满

饭菜香的空间里，家长里短、言谈欢笑，交织成

温情脉脉的美好画面。

食物，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传

统的农耕社会，土地上最主要的动力不是来自

牛、马，而是人类的肌肉，食物对于保持肌肉力

量的强壮和意志体力的旺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春节大多是在丰收之后、农闲之时，食物最

丰富，时间最宽裕，人们有时间也有精力对食物

进行精加工、深加工，比如磨豆腐、做卤味等。

在过去，年夜饭是一家的体面。谁家花样

最多、食材最丰富、制作最精美，就意味着谁家

最勤劳、生活最讲究。渐渐地，不同地方形成自

己独特的年夜饭形式和传统。虽然地域不同、

食材有别，但不同食材用圆形容器盛放在一起，

就都有了团圆的感觉。有些地方的人们用木头

做成鱼形物件，浇上汤汁，也意味着年年有余。

现在物资供应很丰富，对于春节家宴，人们

有了更多选择。或者在饭店订餐，不再辛苦囿

于厨房中，或者利用春节假期出门旅游，品尝异

地美味。对现代人来说，春节更大的意义在于

帮助我们认识亲情关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并

且将这种认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宴无大小之说，无人员限定，释其义，无非

是“以酒饭款待宾客”或者“聚在一起喝酒吃

饭”。古书有云：君子以饮食宴乐。可“宴”还有

另一层注释，所谓“宴”，亦“安”，安闲、安逸也。

结合起来可以说，招待别人一顿舒服的酒菜饭，

给人安逸温暖之感。当“宴”之前再加上一个

“家”字，就成了家宴。依我的理解，合适的人在

合适的家里一起吃饭，可以是亲人，可以是故

友，这种家庭式聚会是家宴氛围的基石。

准备春节家宴，绿叶菜炒几个，蔬菜多了会

不会怠慢？主食要不要准备，是扬州炒饭，还是

上海炒面，或者干脆白米饭？要不要准备桂花

酒酿圆子当甜品？最后是不是要沏一壶好茶，

大伙儿围着聊着喝着，等午夜零点的钟声……

一切看似繁复又周密的细节，其实都不是太重

要。氛围最重要，只要家人都在一起，什么样的

菜到了嘴里都是美味，什么样的酒都是琼浆，最

终我们体味的是一份浓浓的人情。

按 社 会 学 家 的 说 法 ，家 是 社 会 的 最 小 细

胞。适合参与家宴的，必定是和这个最小细胞

有密切交集的，大家一起享受用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平凡营造出的滋味深长。

近些年春节，只有我和爱人两个人在家，我

们会炖一大锅全家福加一个盆菜，招待在杭州

没办法回家过年的朋友。这两道菜寓意好，而

且准备、制作也不麻烦，能在餐桌上给大家留下

充裕的分享和交流时间。这样的年夜饭已经持

续五六年。我们提前并不知道要来多少朋友，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如果来的人多，我们

就再做一锅，像流水席一般。有一次家里的年

夜饭吃了四轮，有人守完岁还回我家再吃一顿。

我参与过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

味人间》的制作拍摄。在我的印象里，这两部作

品鲜有年夜饭镜头。因为摄制组要到家中拍

摄，这顿饭注定很难吃得放松、安宁。年夜饭这

么美好，谁又忍心打扰呢？

（作者为纪录片《风味人间》总顾问）

年夜饭里滋味深长
陈 立

从古至今，饮食因其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

系，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诗经》中就

有美食待客的场景，唐诗宋词中更是不乏寄寓

乡愁与野趣的饮食意境。以《红楼梦》为代表的

古典小说，对于烹饪技艺与佳肴盛宴的刻画笔

力精深，让人难忘。从袁枚的《随园食单》到梁

实秋的《雅舍谈吃》，这些或恬淡或风趣的文章

也道出饮食背后的四季风物与人生况味。

相较于文字，影视在表现饮食美味上具有

独特优势。许多电影、电视剧作品将美食巧妙

融入情节，不仅以视听语言生动呈现烹饪制作

过程，更通过一场家宴、一次聚餐、一顿团圆饭

等展现戏剧冲突、塑造人物性格。《都挺好》《风

起洛阳》《去有风的地方》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这

样戏剧感十足、烟火气浓郁、人物形象鲜明的饮

食场景。

自 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以来，美食

纪录片作为新时代异军突起的影视艺术类型得

到快速发展，涌现出《风味人间》《风味原产地》

《人生一串》《生活如沸》《早餐中国》《寻味顺德》

《街头大厨》等优秀作品。这些纪录片或聚焦南

北各异的饮食习惯，或表现一地饮食背后的风

物人情，或主打一日三餐之中的市井滋味，或折

射某种特殊饮食（火锅、烧烤等）背后的百态人

生。尽管作品叙事方法与影像风格各异，但都

凭借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和接地气的人物故事，

获得良好口碑，频频引发网上热议，还带来线下

的打卡效应，产生较大影响。

创作活跃、佳作迭出的纪录片，已经成为新

时代表现饮食中国突出的艺术媒介，集中呈现

出几个方面的创作亮点。

充分利用视听技术，凸显饮食中国的美味

奇观与美食特色。美食纪录片借助高速摄影、

超微摄影、显微摄影等先进技术，放大美食生成

过 程 中 的 视 觉 奇 观 ，营 造 不 可 思 议 的 美 食 世

界。如在《风味人间》系列纪录片中，显微摄影

和高速摄影共同作用，展现食物腌制过程中细

小盐粒如何一点点渗入、豆浆被“点入”卤水后

如何凝结成豆腐等难得一见的动态过程，既细

微又震撼。美食纪录片除了用镜头捕捉食物制

作过程中的变化，还利用光影和声音的充分配

合，表现食物最具美感的色彩、肌理与状态，再

现咀嚼美味的声音记忆和感官体验。无数真切

细节带来极具环绕感与沉浸感的视听体验，让

观众身临其境般享受食味之美。

以饮食为媒连接风土人情，记录饮食中国

的生存智慧与人生百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受到特定地理气

候、生产方式和人文风俗的深刻影响。《上新

吧 福味》《我的美食向导》等纪录片最大的特

色，就在于将饮食置于辽阔多样的自然地理与

人文生态中，表现中国人“靠山吃山，依水吃

水”，在与自然共存共生中积淀出的耕作智慧与

饮食理念。如纪录片镜头里的贵州侗族糯稻米

种植，在稻田中养鲤鱼和鸭子，形成独特的“稻

鱼鸭”共生文化，就体现了利用自然生态实现丰

衣足食的生存智慧。这些生存智慧和风土人情

落到街头巷尾的餐厅饭馆中，又化成浓郁的烟

火气。《人生一串》《早餐中国》等系列纪录片，以

烧烤、早餐、火锅为主题，通过幽默而个性的解

说词，呈现大江南北的市井世情，讲述餐饮业创

业奋斗的故事，呈现丰富多样的生活状态和日

常滋味。这些纪录片适应互联网传播的特点，

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饮食，关怀平凡人生的思

绪情感，具有人文色彩。

以浓烈乡愁为基调，表现饮食中国的家庭

情感和日常伦理。饮食所唤起的乡愁，是生活

在城市的人们对乡土记忆的珍视，是离家在外

的游子对故乡味道的牵挂，更是已识人生滋味

的成年人对童年生活的回首。美食纪录片里，

有海外游子心中念念不忘的一碗萝卜饭，这种

“古早味”使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有在城市打

拼的年轻人，每到想家时刻就分外想念母亲，想

念“母亲牌”美味，那里有朴素寻常却又满含情

感的慰藉；有几代人接力传承烹饪手艺，为城市

变迁留一份不变的传统味道，也留住钻研美食、

追求极致的匠心……最能慰藉乡愁的，无疑是

一场久别重逢的团聚。美食纪录片中无论是对

节日节庆、民俗礼仪的影像记录，对亲友欢聚一

堂、相谈甚欢的场景渲染，还是对丰盛饭桌、特

色佳肴的镜头特写，都以一种温暖的色调、舒缓

的节奏和抒情的解说，呈现了对相聚的由衷向

往，对团圆的美好祈盼。

美食凝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饮食

中国更是一个独特的窗口，可以展现中国饮食

文化的特色与风味，呈现中国的自然地理、风

土人情和社会变迁，也能鲜活表现新时代中国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美食题材

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以食物这一共同载体，

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乡愁，传递共同创造美好

生活的价值追求，对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具有积

极意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光影记录风味之美
郑焕钊

前不久，朋友们纷纷转

来一则视频，是意大利安东

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在中国的

新 年 音 乐 会 上 用 中 文 演 唱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 3
年前由我和作曲家舒楠共同

创作完成。“灯火里的中国青

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

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

火荡漾着心中的歌……”孩子

们纯真的童声回荡在舞台，让

我再次感受到，音乐无国界，

带着真情实感创作的作品也

会得到真情实感的回应。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

受到欢迎，首先是因为坚持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歌曲创

作尤其是主旋律歌曲创作，

需要有现实关怀，有对生活

的描绘，要写得具体，带着感

情，用细节说话。现实是丰

富多彩、真切可感的，充满着

烟火气息，倘若把气象万千

的生活简单化、概念化，那就

失 去 了 作 品 共 情 共 鸣 的 基

础。其次，歌词创作也属于文

学创作，要坚持形象化表达。

主歌部分即使是概括地写，

也要落到一些典型画面上，

通过不露声色的铺陈，为副

歌 抒 情 提 供 情 绪 的 支 撑 和

升华的动能。

文 艺 创 作 要 有 独 到 的

切入角度，歌词创作也不例

外。《灯火里的中国》的创作

灵感，源于我在深圳夜晚街

头行走时，看着繁华的灯光

胜景，突然想起自己在革命

老区历史纪念馆里见过的马

灯和火把。当年曾为革命先

驱照亮革命道路的一盏盏马

灯，如今已变作万家璀璨的

灯 火 。 何 不 就 以 灯 火 为 线

索，描绘百年奋斗历程换来的岁月静好？在万家灯火里，有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熊熊篝火里，有脱贫

攻坚的奋斗与喜悦；在灯塔辉映的潮汐里，有面向世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索；在暮色朦胧的街巷，有向着心中

所愿的奔走、向着梦想成真的追寻。这歌声唱出我们对美好

未来的坚定。

自 1986 年从家乡湖南来到深圳，我在此工作生活了 38
年。这片奋斗的热土也成为我创作的富矿。几十年里，我

以词作者身份先后创作了《我属于中国》《南方以南》《南方

有座山》《向往》等多首歌曲，许多都是受深圳这片改革开放

前沿阵地上的火热故事启发，被特区人执著追梦的精神风

貌感动而作。我很庆幸自己在扎根这座城市的过程中，聆

听到时代的脉动，感受到时代的精神，进而可以通过歌词记

录下时代追梦人的心声。在这座敢为天下先的城市，还有

很多我们尚未接触到的故事、很多我们尚未了解到的奋斗

人生，等待文艺创作者的发现与书写。

“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

路上”，还记得在创作《向往》这首歌的时候，写到“百炼成

钢”时，后面半句怎么写都不太满意，几十种方案放在那里，

大家一一讨论又一一否决。直到“脚步从容”四个字突然映

入我的脑海，我发在微信群里，大家一致叫好。“脚步从容”

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它日常亲切，又契合时代氛围和人

们的普遍感受。

时代是壮阔而宏大的，我们只能举重若轻地写，从个体

角度去感受时代主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创

作的歌曲《新时代歌谣》，历经一年构思。在这个过程中，歌

词改过很多次，但我和作曲家印青有一个共识从未动摇，那

就是打造一首歌谣体作品，像时代歌者那样极具现场感地

边走边唱，让歌声以轻快的步伐走到人们心里。最终定稿

的《新时代歌谣》里，我们勾画渲染了阳光下、月色里、大海

边的几个场景瞬间，用歌声徐徐打开简练而丰富、浪漫而豪

迈的时代画卷。

音乐是人们的心声表达。我一直坚信，主旋律作品更

应该有人民视角。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音乐？那就是能进

入人们内心、触及灵魂深处的音乐。这样的音乐一定来自

时代现场，来自生活深处，来自创作者的敏锐捕捉与精心

打磨。

（作者为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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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里少不了的是美味。无论是暖意融融的团圆

家宴，还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小吃，都能触动味蕾上的记

忆，以解舌尖上的乡愁。近年来，美食题材视听艺术蓬

勃发展，带观众走近食物背后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

态。值此新春佳节，让我们在寻味、品味、知味中，感受

温暖祥和的节日氛围，致敬那些为创造美好生活不懈

努力的人们。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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