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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皋，兀然耸立着一座苍黑的建
筑，整体看起来犹如一只暗盒，这就是中国电影博物
馆。有人说，这个设计象征着电影制作和放映的过程都
是在黑色世界里完成的。博物馆大门是一颗星星的形
状，建筑外部、内部也有很多星状的设计，它象征着中
国电影100多年历史上群星璀璨，熠熠发光。

据工作人员介绍，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2007 年 2 月 10 日正式对公
众开放，2008 年 3 月 28 日起免费开放，至今参观者已突
破 40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观众超过 1/4。这里曾接待过
中外国家领导人、电影界
知名人士以及各国使节和
电影爱好者。

展现中国电影辉煌历史
中国电影从 1905 年开

山之作 《定军山》 问世以
来已经走过了 100多年的风
雨历程，中国电影博物馆
常设展览 《百年历程 世纪
辉煌》 展示了中国电影从
1905 年到 2005 年走过的百
年历程，是目前我国乃至
全世界第一次全景式、立
体化、系统性呈现中国电
影发展史和电影制作技术

的大型综合展览，清晰易懂，可看性强，被称为一部可
以看到、可以触摸的活的“中国电影史”，一本生动的电
影百科全书。

有许多经典国产影片至今依旧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展览区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真实
感受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

这里现有藏品4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藏品8件，不
定期举办临时展览，同时面向社会征集和电影有关的藏
品。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馆内共有展厅 20 个，其中序厅、1 至 10 展厅是电影

艺术展览厅，位于中国电影博物馆的二层和三层，以展
示中国电影百年历程和电影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为主。展
览区由“电影的发明”“中国电影的诞生和早期发展”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新中国电影的创建与发
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电影”“美术电影”“儿童电

影”“科学教育电影、译制电影、新闻纪录电影”“香
港、澳门地区电影”“台湾地区电影”10 个展厅组成。
11-20展厅为电影技术博览区，位于中国电影博物馆的4
层，由“电影拍摄”“电影美术”“电影特殊摄影”“传统
电影特技”“数字特技”“电影录音”“电影剪辑”“电影
洗印”“电影动画”“形形色色的电影”10个展
厅组成，以展示电影制作技术和电影知识，揭
示电影制作的奥秘为主要内容。

观众参与性和互动性是博览区突出的特
色。这里有 77项互动项目，为观众提供了丰富
的电影文化体验。参观者可以亲自动手做录
音、拍短片，体验电影制作的乐趣，从拍摄、
剪辑、美术、配音、配乐到特技、洗印等整个
电影制作过程都有充分展示。

多彩的电影放映与交流活动
中国电影博物馆还拥有国内乃至世界一流

的现代化电影放映厅，同步放映最新电影作品，6个影厅
可以同时放映数字电影、35毫米和70毫米胶片电影，可
容纳 1210位观众观影。还开辟专门影厅公益放映优秀国
产影片并按月举办主题展映活动。

中国电影博物馆以“国家级、公益性、专业化、第
一流”为定位，先进
的设施，让这里成为
业界人士进行集会、
研讨、庆典和观影活
动的重要场所。“探
寻电影之美高峰论
坛”“中国电影博物
馆 年 度 学 术 活 动 ”

“电影大讲堂”“社会
大课堂”“公益影展
观影团”“电影音乐
展示欣赏”等是中国
电影博物馆着力打造
的系列化、品牌化专
业传播活动。“影评
人俱乐部”不定期举
办观影评论活动。馆
刊 《影博·影响》 和

“会员俱乐部”受到
影人影迷的欢迎。中
国电影博物馆“影博
网”和官方微博“影

博汇”，为与观众“e”交流提供了平台。
中国电影博物馆凝聚着所有电影工作者的智慧和心

血。进入中国电影博物馆，你便能够徜徉于光影的世
界，在触手可及的千万幅画面里、在真实详尽的电影史
料里、在色彩斑斓的音画海洋里，圆一个属于自己的电
影之梦，聆听银幕背后的神秘故事……

300道“菜品”以假乱真

杭帮菜博物馆分两层展区，由专
业展陈馆、“钱塘厨房”“杭州味道”和

“东坡阁”四大区域组成。利用科技手
段，综合文字、实物、模型、雕像、场景
等多元要素，生动展示了从良渚时期
到现代社会各个时代杭州人的日常饮
食，活脱脱一部生动的杭帮菜史。

一圈看下来，馆内300道菜品和
点心模型当真诱惑人，其制作工艺精
良，惟妙惟肖，难分真假。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
名宴都得到了“真实”还原，如“康、乾
南巡御膳”“杭州将军府满汉全席”等，
简直让人大饱眼福，口水直流。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所所长赵荣光教授，是中国内地食学
界公认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代言
人”。这个博物馆的布展设计是由赵
教授操刀的。

他说，杭帮菜博物馆所回答的就
是这样一条主线，杭帮菜博物馆究竟
要告诉参观者哪些内容？这里有一个
金字塔，顶端是杭帮菜，往下是浙江
菜，然后是下江菜，最后是中国菜。

“下江”这个概念，在地域上基本包
括了江浙两省和安徽大部分，这个概
念在东汉末期就有，在地理位置上基
本对应的就是扬子江流域。至少自
12 世纪初以来，中华文化的地域重
心就实现了自黄河中游中原一带向长
江下游地区的转移，到了 19 世纪，

“天下食书出下江”正是以杭州等中心
城市为代表的烹饪技艺、市肆餐饮、民
族饮食文化厚重积淀、持续发展的逻
辑结果。杭帮菜文化的辉煌是有悠久
历史的。

杭帮菜博物馆馆长戴宁介绍，该
馆仿真菜制作，光从历史文献记载中
还原的点心就有 90 多种，其中 24 节
气点心当数其中精华，有立春时节的
枣糕、雨水时节的四色馒头、立夏时
节的阿弥糕、霜降时节的春兰秋菊露
等，都是以前杭州人适时吃的。

很多失传的菜肴，也被复制展示
了 出 来 。 譬 如 有 一 道 菜 叫 “ 云 林
鹅”，清代袁枚所著的 《随园食单》
中有记载，很精妙。

“整鹅一只，洗净，用盐三钱擦

其腹内，塞葱一帚，填实其中，外将
蜜拌酒通身满涂之。锅中一大碗酒、
一大碗水蒸之，用竹箸架之，不使鹅
近水。起锅时，不但鹅烂如泥，汤亦
鲜美。”

知味观·味庄副总经理刘国铭对
这道菜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烧制工具
到盛放器皿都下足了工夫，历经数月
的不懈努力，最终完成。

传统杭帮菜信史可据

东坡肉太有名了，博物馆工作人
员说，因为菜模做得太像东坡肉，被
参观者弄走好几个。宋嫂鱼羹，这个

菜在南宋就有文献根据，宋以后直至
民国，都有文人的笔记或者相应的资
料来佐证，确实是流传下来的菜，而
且它是一个南北结合的菜。

东坡肉、宋嫂鱼羹都是有信史依
据的传统杭帮菜，当然它们也都经历
了适应人们口味与观念需求的与时俱
进的演变，它们的最初形态、明清时
期与民国时期的模样、今天的典型形
态，都应当在博物馆中向观众展示，
餐饮人、社会大众、各种专业工作者
都能在这些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菜模
前得到启悟。

杭州将军府满汉全席是博物馆的
一个主题。人们总想知道“满汉全席
到底有多少菜？”

赵荣光介绍说，满汉全席是光绪

时期清代官场筵式，有相对稳定的模
式和不可或缺的品种两大特点：燕翅
加烧烤是相对稳定的模式，不可或缺
的品种则是：烤猪、烤鸭、燕窝、鱼
翅、海参以及鲍鱼、江瑶柱、鱼唇、
鱼肚、乌鱼蛋等另外5品海鲜。所谓

“满汉全席”，就是海八珍与烧烤全。
慈禧太后时期宫廷流行的无上上品

“添安宴”总共的菜和点心也只是24
品。

据了解，杭帮菜最早可以追溯到
《史记·货殖列传》 中对“楚越之民”
“饭稻羹鱼”的记载，但随着时代发
展不断创新。

炒虾仁、贴金钱、溜黄鱼、蜜火

腿、炖海参、八宝鸡、七彩挂面、官
燕鸡面……这些菜名看了是不是要流
口水？这份菜单，是宋寿宴中的杭帮
菜，目前“躺”在杭帮菜博物馆里。

在良渚时期，杭州人已经懂得
“饭稻羹鱼”。所谓“饭稻羹鱼”就是
用稻米做饭，用鱼做羹，可以说这是
最初级的“杭帮菜”了。吴越也是杭
帮菜发展的另一个高峰。

到了南宋，花样就更多了，都城
临安 （杭州） 是当时闻名于世的中国
第一大都会。史料记载，当时杭州城
内外有 17 处著名的食料交易市场，
当时的皇宫里还专门设了“四司六
局”管理膳食，这说明当时“杭帮
菜”的制作管理已经相当专业了。

到了清朝，杭帮菜已经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根据保存下来的乾隆西湖
行宫御膳食谱，乾隆在西湖行宫里吃
过红白鸭子攒丝、炒鸡肉片炖豆腐、
蜂糕等。这些虽然不是地道的杭帮
菜，但是也融合了精致清淡的江浙口
味。

发展到 2008 年，杭帮菜大厨们
甚至走进了联合国，给各国政要烧起
了地道的杭帮菜。

杭帮菜80年前已成名

该馆工作人员介绍，杭帮菜十几
年前热遍中国，业界有一个说法叫“抢
滩上海”。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
史实：杭帮菜在上海走红不是改革开
放以后，而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
的后花园”的说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
是事实，那时沪、杭两市联系比现在还
要紧密。江南酒家、知味观等名店已
经在上海驰名，南京路十字路口上就
有店，大报广告号称“早午名茶，精制
细点……著名杭菜专家……”，过去
可没有把某一个厨师称为“专家”
的，那个时候叫专家可不得了，上世
纪 30 年代杭菜就以专家名响九州，
更借西博会热遍上海滩。

杭帮菜博物馆由 A 区展示陈列
馆、B区钱塘厨房、C区杭州味道、D区
东坡阁四大结构组成，应当说博物馆
元素覆盖了全部四区，而 A 区则是主
展区。重要食材、食物、重大事件、重
要人物，组合成从田园、灶房到餐桌的
杭帮菜文化主旋律的大乐章，具体分
为禹入裸国、始皇南巡、苏小情会、
白元唱和、雷峰起造、东坡浚湖、岳
府望月、山家清供、周新悬鹅、于谦
闻教、康乾南巡、食圣袁枚、廿四节
食、西博盛会、杭帮菜热等等。

该馆借助考古研究等多学科的成
果，还原大禹途经西湖地区的历史事
件，展示4000年前杭州先民的食生产
与食生活。对大禹当时的身材、肤色、
神态、表情等做了严格的考证和推断，
大禹年龄约 55 岁，身高在 1.82 米左
右。秦始皇南巡，是有确切的历史根
据的，他比大禹晚约2000年。博物馆
借助始皇南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再
现了那一时代的礼食制度、烹饪水平、
食材种类与食品形态，展示出2000年
前杭州地区的菜品文化历史风貌。

江洋畈，以前是堆西湖淤泥的地方；杭帮菜博物馆，就建在淤泥之上。
临钱塘江畔，栖凤凰山下，扎根西湖沃土，嵌入湿地草丛。览佳肴历史，纳南北精华；

品满席美味，悟文化精髓。
于闹市旁隐居半日，本报记者走访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不虚此行。

忆杭州，怎不忆杭帮菜
——访中国杭帮菜博物馆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中国电影博物馆：一座光与影的殿堂
本报记者 苗 春文并摄影

民国时期盛放菜肴的竹编提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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