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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 电 视 剧 《繁
花》 的持续热播，一方面使观众沉浸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改革开放激情澎
湃的历史故事中；另一方面，该剧展
现的沪上各种传统美食、老字号，也
在观众线下热情的购买、走访中得以
再现、延续，成为人们标记时代、追
忆过去的情感注脚。

老字号是中国工商业长期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民族品牌，它们在受到人们持
久喜爱的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标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
源。不难发现，老字号成长的背后蕴藏
着丰富的中国故事，历来受到电视剧创
作者的重视。近些年来，《那年花开月
正圆》《芝麻胡同》《风雨老字号》《老
酒馆》《一代洪商》《大盛魁》《珠江人
家》等作品受到观众喜爱，成为用老字
号讲述中国故事新的艺术实践。

传奇叙事表达

老字号题材电视剧是商业传奇和家
族故事在叙事上的结合，具有显著的民
族特色和艺术吸引力。这些剧作从不同
视角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壮
大的历史。《芝麻胡同》 以北平“沁芳
居”酱菜作坊的发展为讲述对象，《珠
江人家》以岭南中医药、粤菜、粤剧标
注出岭南老字号版图，《大盛魁》 聚焦
清代跨国贸易商号“大盛魁”260 余年
发展历史……这些故事背后是晋商、徽
商、浙商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衰变迁。
深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老字号题材鲜明
的行业和地域文化底色。此外，老字号
故事往往是一个家族的故事，包含普通
人奋斗成长的叙事线索。《芝麻胡同》
中，“沁芳居”的金字招牌是严振声和
几代人艰苦创业、诚信经营铸就的；

《风雨老字号》中，“元贞昌”酒坊的兴
衰史反映出 3个家庭在战火年代寻求出
路的不断探索历程。

老字号题材总要讲述一段传奇的创
业故事，塑造出一个或几个具有传奇色
彩的典型形象。当我们提到老字号题材
电视剧时，眼前就会浮现出白景琦、乔
致庸、周莹等人物形象。他们具有与众
不同的非凡品质，是推动工商业和社会
发展的实干家与弄潮儿。这些人物在商
业竞争中守正出奇，让商号、票号、店
铺、药店等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书写
商业传奇。让这些形象走进观众内心
的，是人物的人格魅力和故事的温暖质
地。《那年花开月正圆》 里周莹尽管出
身寒微，也有普通人的性格弱点和常常
落空的情感期待，但她之所以经受磨
难，终成一代义商，离不开她独立自
主、灵活变通、重情重义的人格特质。
先抑后扬的设定让人物形象富有个性，
也为人物成长打开空间。老字号题材电
视剧里的主人公往往在干事创业中得到
历练，在时代大潮中做出抉择，形成各
具特色的传奇。

传统价值书写

老字号题材电视剧彰显了中国传统
的经商理念，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商
业文化精神。在老字号的故事讲述中，
老字号的创立者与传承人需要经历各种
挫折与考验，才能展现出人物丰赡完满
的成长之路，但诚信守善、义利并举的
商业伦理精神却是贯穿其中的精神脉
动。电视剧《经纬天地》通过“仁义行
商”与“诈骗行商”两种不同商业价值
理念间的激烈碰撞，辩证展现了“仁义
行商”才能释放出最大的商业价值。这

种商业伦理精神的产生，也来源于经商
之外主人公自身既有的道德品性。《那
年花开月正圆》中，周莹还是一个走江
湖卖艺的野丫头时，就援助了小乞丐二
虎一家，后来为救重伤的吴聘，她又仗
义钻进花轿冲喜，这些行为都彰显了她
善良勇敢的性格特质，是日后她能成为
吴家东院的大当家，再到富甲一方的大
秦义商的内在动因。此外，商业伦理精
神的传承性，还体现在周莹进入吴家学
习经商，吴蔚文对她的诚信教育以及后
来周莹自己对养子诚信教育的前后照应
上。简言之，中国传统商业伦理既构筑
起民族商业的精神文化底色，也是老字
号现代化转型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电视剧中的老字号故事还从主人公
的家国情怀出发，对中国精神展开一次
次价值确认与诠释。电视剧中老字号的
成功，往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老字号的经营
者们在兴业致富之时，总是自觉回应实
业兴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呼唤，展现以
商济世的家国情怀。无论是早年《风雨
雕花楼》《磁州窑》《十里香大酒坊》

《楼外楼》，抑或是近些年来的《风雨老
字号》《老酒馆》《一代洪商》，都将老
字号的故事置于家国同构的叙事序列
中。《老酒馆》 中的“老酒馆”既是掌
柜陈怀海经营小生意的场所，也是展现
抗战民族大义的舞台。《一代洪商》
中，虽然刘、杨两大家族在争夺“清代
底油”等一系列风波中是冤家对头，但
在民族大义面前，杨同昌还是与刘云湘
一起书写了湘西儿女投身家国的浩然正
气……可以说，老字号商业品牌的建立
过程，总是书写着诚信为本、以义制
利、经邦济世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追求，

弘扬了民族精神。

现代意识体现

电视剧对老字号创业史的讲述，既
是对品牌故事和精神内涵的艺术表达，
也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
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其中如何呈现

“人”的现代意识与品质是关键点。在
这些老字号的创立者与传承人身上，一
方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
深厚滋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革故鼎新
的创新意识与敢闯敢拼的开拓精神，凸
显坚守传承与开拓创新的相辅相成。

《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周莹、《一代洪
商》 中的刘云湘、《大盛魁》 中的王相
卿，他们在经营老字号的发展转型过程
中，都曾面临相似的难题：如何让老
字号面对市场竞争屹立不倒、富有生
机。以周莹为例，她以期货手法、保
证金制度提前跟农户预定棉花，又排
除万难筹建陕西机器织布局，超前谋
划自家老字号未来的发展路径，让吴

家的生意在每次面临危机时都能化险
为夷。可以说，这些老字号创立者与
经营者将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创新意
识融会贯通，最终展现出具有现代意识
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

另外，在近几年的 《繁花》《珠江
人家》等现当代题材作品中，老字号品
牌文化也以草蛇灰线的方式被嵌入精巧
的叙事安排之中。《繁花》 中出现的杏
花楼定胜糕、鲜得来排骨年糕、泰康蝴
蝶酥、天宝龙凤珠宝、洪长兴热气羊肉
等老字号和产品，勾勒出上世纪 90 年
代上海生机勃勃的商业景象与市井生
活。例如，宝总与汪小姐经常吃的排骨
年糕，是对二者亲密关系的生动隐喻。
与 《繁花》 彰显老字号地域性特征相
似，《珠江人家》 中，陈氏三兄妹各自
的谋生技能，囊括岭南中医药、粤菜、
粤剧等极具岭南特色的行业门类，成功
唤起地域观众的情感共鸣，也激发出老
字号诠释中国故事的时代生命力。

老字号作为国货名牌，在与老百姓
日常家用的水乳交融中，成为历久弥新
的中国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老字号成
长史上有传奇的故事、挺立的精神。创
作者应该进一步挖掘其丰厚资源，通过
电视剧这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大众艺术样
式，激活其蕴藏的文化密码，讲好新的
创业故事。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
院长、教授）

陈晓卿导演的纪录片《我的美食
向导》已经在腾讯视频收官。去年我
曾经参加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当时，
能在潮汕地区以美食会友，心情轻松
愉快，当然，我也有一个“重要任
务”：和陈晓卿一起在片中聊聊美食
背后的潮汕文化。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美食节目。和
陈晓卿及其团队一起工作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他们对民间生活和烟火气息
的热爱，并和他们一起，不断捡拾那
些快要消失的美食，那些散落、沉降
在民间的食物的故事。在我看来，陈
晓卿执导的 《舌尖上的中国》 第 1

季、第 2 季是 1.0 版，主要介绍中国
美食，告诉大家为什么三餐如此美
味；《风味人间》系列则是2.0版，记
录了全球各地美食，讲述相同食材在
不同地区经过各种烹饪处理以及人们
如何通过食物交流；现在，《我的美
食向导》 则是他和团队 3.0 版的创

作，更上一个层次，除了讲“什么好
吃”“为什么好吃”，还要为观众讲述
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

在潮汕，我们品尝了正宗传统的
潮菜和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如生
腌、肠粉、粽球等小吃，还有一种只
有在这里才能吃到的水果：林檎。
潮汕地区很多食物都和宗族、血脉
关联在一起，美食发展和祭祖文化
密切相关。如果一位旅居海外的汕
头老华侨回来，他现在还认识汕头
吗？大概不认识了。但吃到林檎这
个食物，还是原来的味道，就会勾
起他儿时的记忆。所以，从食物体验
爱国爱家乡，并不抽象。家也好，国
也好，在其物质形态的存在中，一个
重要载体就是美食，尤其是家乡的美
食。俗话说：“出国了，最爱国的首
先就是你的胃。”你无论在哪里，是
何种身份，都始终会记得故国、故土
食物的味道。

我在 《我的美食向导》 中说过

一句话：“美食就像灯塔一样，照亮
海外游子回家的路。”现代社会，人
们的流动性大大加强，很多人离开
家乡，到外地甚至到海外生活。但
无论怎么流动，第一代移民都在寻
求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而
且一定和自己的家乡有关，他们最
难以忘怀的就是从小吃的食物、生
长的环境。

潮汕地区的一些人从明代就坐船
抵达南洋，甚至远走南美洲、北美
洲。今天，世界各地的潮汕华侨华人
和港澳台同胞有1000多万人，他们都
有一份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潮汕文化
包括饮食文化的认同。潮汕的饮食不
仅仅是口腹之乐，还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美食具有凝聚社会的力量，
而且可以让每个人感受到，我们是同
一血缘、同一地缘的亲人，有共同祖
先、共同信仰。

所以，我们不能把美食的功能想
得太简单。《我的美食向导》 努力发
掘 3.0 版的纪录片视角，让“吃货”
们不仅享受味觉艺术，也可以窥见一
方水土的社会发展历程、风土人情和
价值理念，进而成为历史长河中文化
积淀的见证者和传播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纪
录片《我的美食向导》嘉宾）

《大妈的世界贺岁篇》是芒果 TV和抖音合作的微短剧，
日前在湖南卫视、芒果TV、抖音跨屏联动播出。虽然每一集
时长不到 10 分钟，但这部剧结合时事热点话题作为故事载
体，通过展现大妈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平凡不平庸的瞬
间，塑造了以王于田和杨得馥为代表的真实、可爱的老年人
形象，描绘了大妈们的快意人生，既幽默搞笑又温情治愈。

这部剧从大妈们所在的常春藤老年大学开学典礼开
始，讲述大妈们关于生活与学习的小故事。从大妈大爷们
在网课上令人捧腹的表现，到闺蜜之间使尽浑身解数的班
长竞选；从大妈们在视频分享平台上的活跃身影，到妈妈
被女儿督促考学这一新颖现象，剧中的每个小故事都充满
生活智慧与欢乐元素。整部剧展示了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
独特风姿和勇于探索新事物的精神面貌，勾勒出积极、美
好的当代老年生活。

同时，这部剧还探索了银发题材剧集的创新演绎。以
往影视作品对老年群体的呈现，大多围绕代际关系、空巢
现象、家长里短展开，《大妈的世界贺岁篇》采取喜剧的方
式和年轻化视角，聚焦老年群体的生活与社交、自我意识
的认同和个人价值的追求等，打通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
的代际壁垒。主创通过深入挖掘老年群体真实的生活状
态、心理状态，引导社会善意和理性地看待老龄化问题，
营造关注、尊重、关怀老人的社会风气与行动趋向，彰显
了影视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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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积极美好的当代老年生活
本报记者 苗 春

《大妈的世界贺岁篇》剧照。
出品方供图

《繁花》中，人们在老字号“洪长兴”吃涮肉。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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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谈■文艺创作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的西南角，贺兰山南缘
的戈壁滩上，没有道路，也没有手机信号。举目望去，地
平线上只有长城。

明长城永宁段位于宁夏、内蒙古交界，北起银川市永
宁县，过三关口，过磨石沟口，南到吴忠市青铜峡，全长
20余公里，沿线烽火台共计101座。生长在长城脚下的董海
宁，一家三代人已经守护长城五十余载。

“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祖父、父亲放羊，我就常常跟着
在长城旁边玩耍。”董海宁的脸精瘦、黝黑，他说，长期以
来，长城风化、坍塌了不少。“此外，以前戈壁上有挖野菜
的，晚上无处过夜，就把长城掏个大洞当地窝子用。遇见
了，我们一家子就上去劝。”董海宁不时弯下腰，清除长城
墙体上的杂草。“长城就像一位老人，历经风吹日晒雨淋，

‘体弱多病’，更需要细心地看护。”
2017年4月，董海宁被聘为永宁县文物保护员。巡长城

的时间长了，文保员成了“长城通”。“这段长城，墙体上
有黑灰色的苔藓，和杂草不一样，是一种能保护长城的植
物。”董海宁娓娓道来其中的“门道”。

“建长城时就地取材，把松木用芨芨草固定捆绑到一块
儿，一层木头一层黄土夯实，建好后，剪断芨芨草、抽出
松木，在长城墙体上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洞。”这是董海
宁巡检时，偶然遇到一段坍塌的长城，从横截面看到的。
在呈梯形的横截面上，夯实的黄土彼此紧紧咬合在一起，
不像民房土夯的墙体一样中间有连接缝隙。“后来我查了资
料才知道，不仅是结构，建造时对黄土的含水量、不同土
壤比例也有很高的要求，古人的建造技巧属实高超。”

天色渐暗，山头上风大了起来。董海宁拉紧衣领，不
时咳出声来，“职业病，巡检时风吹多了。”

2021年2月，董海宁春节前最后一次巡护长城。他骑着
摩托车，突逢变天，摩托车又出现了故障。“我双手被冻得
僵硬，巡完长城回到巡护站，给摩托车链条上油时，冻麻
的右手食指不慎被绞进链条，当场绞断。”他说。戈壁滩荒
无人烟，辗转了大半天才到了医院，断指没能接上，留下
终身残疾。

磨石沟口的巡护站是他的家，也是方圆几十公里唯一
的建筑。“没电，就用单位配的光伏板发电；没水，就靠找
到的山间泉眼……”董海宁说，“但日子久了，也习惯了。”

董海宁每周会跑一趟永宁县县城，看望家人，在家待
不久，他就又骑着车往贺兰山里钻。“拍照报备、清理杂
草、劝阻游客，还有联合执法……”他坦言“心里时时放
不下长城”。

2018年，董海宁被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聘为长城
保护员，兼任起宁夏、内蒙古两地的工作。2023年6月，董
海宁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荣誉称号。

如今，对于永宁段的长城，董海宁早已熟稔。有游客
慕名而来，他就兴冲冲地上去介绍，给大家讲解长城的历
史。董海宁说：“只有让更多人知道长城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并加入保护的行列，文物保护工作才算做到位。”

日头即将隐没在贺兰山巅，远处的烽燧被涂上一层浅
黄的光晕。“冬天巡护最累，但风景也最美，怎么也看不
腻。”临行话别，董海宁微笑着挥挥手，他骑上摩托车，又
要赶回巡护站去……

贺兰山下的长城守护人
本报记者 秦瑞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