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掀起热潮，
至2025年新春之际《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
回归，十几年间，美食纪录片不断上新。

以《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人生一
串》等作品为代表，美食纪录片的镜头从田
间地头延伸至异国后厨，从微观的食材肌理
转向全球文化的碰撞，让纪实影像成为融合
地理、历史与人文的多维叙事载体，带领观
众一起欣赏更辽阔的美食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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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破圈：
从味蕾狂欢到文明解构

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一经

开 播 就 火 遍 大 江 南 北 ，纪 录 片 以

“自然的馈赠”“主食的故事”等主

题，跳脱传统美食叙事的桎梏，不

再仅仅局限于探访烹饪大师、美食

名家，呈现烹饪技法，而是在中国各

地不同的地理气候、风俗礼仪、生活

状态的铺陈中，讲述人与美食的相

处之道。“舌尖”系列作品不仅勾起

观众的食欲，更激发了观众对华夏

故里与饮食文明的兴趣与热爱。

2025 年大年初六，立春的烟火

尚未消散，《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

再次登上电视荧幕。本季将坐标

锚定在“双手、菜场、方寸、田园、县

城、厨房、中餐厅”7 个与美食连接

紧密的场域，“螺蛳壳里做道场”，

对中华饮食文化进行了又一次解

构重组。柳州螺蛳粉生产流水线

上，工业化浪潮与传统手艺激烈碰

撞；自贡盐帮菜中油爆腰花的烈焰

翻腾，既是技艺的传承，亦是宗族

纽带在当代的重塑。

10 多年来，美食纪录片题材不

断拓展。从关注中国人一日三餐

的《早餐中国》《向着宵夜的方向》，

到深挖地域特色的《傲椒的湘菜》

《边城好味》；从展现食材魅力的

《水果传》《鳗鱼的故事》，到探讨调

味料的《中国酿造》《风味人间 5·

香料传奇》；从以烹饪方式为切入

口的《人生一串》，到展现集市魅力

的《赶集故事会》；从聚焦厨师风采

的《街头大厨》，到以主持人探索美

食为线索的《我的美食向导》；从外

国人看中国的《奶奶最懂得》，到在

海外播出平台大放异彩的《风味原

产地》……这些作品共同构筑起中

国美食纪录片的生态图谱，构建起

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像库”。

视听创新：
科技赋能下的美学盛宴

除了努力发掘更多的创作题

材 ，美 食 纪 录 片 也 超 越 对 于 食 物

“色、香、味”的表层展示，在视听语

言和表现形态上寻求突破与创新。

美学的创新性突破，首先得益

于美食纪录片对于当前较为前沿

的影像设备和技术的整合利用。

《风味人间》曾与美丽科学团

队合作，借助显微摄影捕捉海带甘

露醇结晶的瞬间和马肉结晶的动

态轨迹。无法用肉眼看到的食物

变化，在此刻得以具象化呈现。

在《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中，

航拍器、水下摄影设备、超高速摄

影 机 、CG 合 成 技 术 等 均 得 以 利

用。与《风味人间》一样，显微摄影

技术的加入，让观众可以从食材纹

理的变化中清晰地感受一道道风

味形成的过程。《舌尖上的中国》第

四季微观摄影组负责人梁琰表示，

显微摄影揭示的新世界是科学的，

也是浪漫的。显微摄影让蟹壳纹

理犹如自然的抽象画作，随机却充

满节奏感的线条仿佛在画布上飞

舞；而花椰菜花序原基的几何之美

堪比建筑奇迹。

声音设计同样是美食纪录片

美学创新的重要一环。专业声音

团队化身为“厨房作曲家”，蒸汽升

腾的呼啸、面团发酵的微颤、刀刃

撞击砧板的节奏，共同编织成后厨

交响乐。

与此同时，美食纪录片增加了

解说与观众的互动感，将旁白塑造

成陪伴观看的“老朋友”，力图提高

听觉的亲和力。《舌尖上的中国》第

四季中，伴随着展示陈皮内部微观

镜头的一句解说“猜猜看，这是什

么？”，既引发了观众的思考，也提

升了影片的趣味感。

对于听觉的创新式呈现，不独

是 一 部 美 食 纪 录 片 的“ 专 利 ”。

2021 年 上 线 播 出 的《听 起 来 很 好

吃》，是一部主打“声音”的美食纪

录片，它放弃了旁白、访谈等常见

的纪录片表现形式，通过真实声音

模拟、高速动作拟音、声音元素创

意混搭等方式，有效凸显了美食的

质感；在《人生一串》中，高速镜头

配合油花迸裂的音效，将烧烤过程

升华为视听狂欢，“诱惑力”再上一

个台阶。

中餐出海：
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
《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最后

一集，以“华流”为主题，通过海外

中餐馆几代人的创业史，呈现了饮

食文化交流互鉴的些许片段。

横跨百余年的中餐西进史，在

纪 录 片 中 化 作 味 觉 符 号 的 变 奏 ：

从 旧 金 山 的 一 碗 上 海 馄 饨 ，到 东

南 亚 娘 惹 菜 的 味 道 变 革 ，再 到 被

英 国 观 众 称 为“ 民 间 中 华 美 食 大

使 ”的 黄 瀞 亿 简 化 中 餐 制 作 流

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餐正在

进行一场“本地化生存之变”。这

种“以调为技，以和为美”的融合智

慧，恰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

的生动注脚。

中餐出海的故事，历来备受关

注。早在 2019 年，聚焦海外中国餐

厅的人文纪录片《中国餐馆》便编

织 了 一 张“ 中 国 味 道 的 世 界 地

图”。从斐 济 海 滨 的 渤 海 海 鲜 餐

厅到荷兰的“大众美食城”，从坦

桑尼亚的东北炖菜到南非的创业

小 店 ，每 一 位 厨 师 都 面 临 着 坚 守

与 改 良 的 平 衡 ，并 且 需 要 敏 锐 捕

捉 中 餐 与 异 域 文 化 的 化 学 反 应 。

也 正 是 因 为 如 此 ，身 处 阿 根 廷 的

中国厨师李秀瀛才在“遍尝百鸭”

之后，找到一种当地的鸭子品种，

通 过 长 时 间 的 尝 试 和 改 良 ，还 原

出 与 中 国 口 味 口 感 相 近 、卖 相 相

似的北京烤鸭。

中餐出海的本质，是一场持续

的文明对话。中餐在异域的发展，

既有对本真的坚守，也有创造性转

化。唯有如此，中华美食才能超越

果腹之需，成为温和却极具穿透力

的文化使者。

当下，美食纪录片不再满足于

打造令人垂涎的视觉盛宴，食物成

为一面棱镜，折射出传统与现代、

本土与全球、手艺与科技的复杂光

谱。美食纪录片让我们看到，所谓

人间至味，不只是每一代人追求更

好生活的里程，更是文明在时间长

河中留下的印记。守护舌尖上的

美味，既是守护每一个人、每一个

家庭的珍贵日常，更是守护文明存

续的基因密码。

李宁

“影片讲述城市治理故事，反映

了群众心声”“片中刻画的普通人形

象让我印象深刻”……自 2 月 18 日

上映以来，纪录电影《您的声音》的

故事内容和情感表达受到业界关

注，引起观众共鸣。

《您的声音》由中央新闻纪录电

影 制 片 厂（集 团）摄 制 ，选 取 胡 同

停车治理、老楼加装电梯、话务员

成长、街道书记工作、接诉即办立

法、外 国 记 者 调 研、应 急 抢 险 等 7

方面内容，拍摄涉及北京市 9 个区

120 余个场景，生动挖掘不同岗位

接诉即办工作人员的真情实感。

“影片摄制团队在拍摄中接触

的人和事，都让我们对基层一线工

作者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有了深刻

的理解和感悟。”导演徐洁勤说。

在不少观众看来，影片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生动讲述

了百姓身边的故事，带有浓厚烟火

气，传递了温馨动人的真情实感。

来自北京的观众张女士看完影

片后深有感触：“影片不仅关注居

民生活诉求，也为观众讲述了这些

诉求是如何得到解决的。片中呈

现的基层工作者的付出和奉献让

我深受感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

一川表示，《您的声音》兼具纪实性

和故事性，具有一定喜剧色彩，刻画

了话务员、社区工作者等诸多鲜活

形象。“影片直面现实社会，反映了

普通人的心声。”他说。

此外，一些观众和专家学者认

为，影片再现了超大城市治理的生

动实践，展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携

手为城市发展作出的努力。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研究员高

小立看来，影片有人物、有情感，也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国际视野。

“影片展现了老百姓对城市治理的

参与，对于树立城市形象具有积极

作用。”

新华/传真

电影《您的声音》——

描摹日常生活讲述群众心声

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

温暖亲情巧解都市代际关系

美食若镜 照见中国

《哪吒2》中藏着哪些
传统文化“彩蛋”

近期，“二刷哪吒”“三刷哪吒”

成为热门社交话题。看电影，一刷

看剧情，二刷看细节。其实《哪吒之

魔童闹海》（又称《哪吒2》）中藏着许

多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惊喜。用

导演饺子的话来说：“中国传统文化

是动画电影创作的一座巨大宝藏。”

在大屏幕中“寻宝”
如今，文物以独特的魅力在影

视剧中大放异彩，等待我们的偶然

一瞥。许多观众发现，一些国宝竟

在《哪吒 2》中“复活”了，大家忙着

在影片中“寻宝”。

影片中，负责看守哪吒重任的

结界兽憨态可掬，让人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它的形象设计灵感正是来

源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

从细节上看，结界兽的外观材

质和配色与三星堆青铜器高度相

似，其中一只结界兽的头部造型高

度还原了三星堆金面铜人头像，无

论是金面具的元素还是耳朵部位的

纹饰都极具三星堆文物的风格。

古老的青铜元素始终在影片中

贯穿。比如，炼就仙丹的天元鼎，其

小鼎的扁足龙纹借鉴了商代龙纹扁

足鼎的礼器特征，而大鼎浑圆的造

型则来自战国铜敦；哪吒母亲殷夫

人使用的青铜剑，是典型的战国圆

首双箍青铜剑风格，等等。

影片中，哪吒前往玉虚宫时，一

群仙鹤飞舞，空灵而静寂的宫殿让

人充分领略宋韵之美。玉虚宫的外

景色彩与布局是对宋徽宗名画《瑞

鹤图》的致敬。

七色宝莲是《哪吒 2》里最重要

的宝器之一，正是有了它，哪吒和敖

丙才能重塑肉身。七色宝莲的设

计与汉代的博山炉极为相

似。博山炉以层峦叠嶂的山形为造

型，是古代的“香薰机”，焚香时烟

雾缭绕如海上仙山，被汉代人视为

神仙居所的象征。

建筑爱好者还发现，玉虚宫内

的仙池花园，是我国古代桥梁经典

之作——山西晋祠“鱼沼飞梁”的同

款建筑。“鱼沼”指的是桥下泉池，

“飞梁”即水上之桥，仿佛展翅大

鸟，这座桥梁始建于北宋。

这种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的十

字形桥梁，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

立交桥”。梁思成对它评价极高：

“这种石柱桥在古画中偶尔能看到，

但实物仅此一例，非常珍贵。”

天籁之音来自“非遗”
如果说，《哪吒 2》的视觉特效

给观影者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其中

的原创音乐则埋下了许多非遗文化

的听觉伏笔，需要细细感受。

比如说，侗族大歌。

电影片头曲一登场，吟诵的空

灵感让人置身奇幻世界。还有西海

龙王——敖丙的姑姑敖闰婉转的吟

唱，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宝莲盛开

的配乐。它们并非乐器所奏，而是

来自人声。由贵州黔东南州各村寨

组成的“舞乐蝉歌”乐团的 10 名侗

族姑娘，用千年的非遗之声为这部

电影注入了听觉灵魂。

不少观众观影后，被天元鼎缓

缓下沉时的配乐震撼。在这里出场

的非遗音乐是呼麦。蒙古族音乐有

三宝——呼麦、马头琴、长调。呼麦

蒙古语意为“咽喉”，呼麦歌手可同

时发出多个声音，包括低沉的喉音、

高亢的尖音和颤音，呈现出丰富多

样的音调和音色。

还有天津曲艺。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

作诗……”这首哪吒嘴里的“洗脑”

诗，有活脱脱的天津快板味。哪吒

采莲藕时，背景音乐暗藏天津曲艺

的小调，给影片的轻松场景增色不

少。

影片中运用的非遗乐器还有

埙、唢呐等。

埙是中国最古老的闭口吹奏乐

器，音色朴拙，最早文献记载于《诗

经》“如埙如篪”。唢呐是具有代表

性的民族管乐器，高亢的唢呐声能

将观众迅速拉入情境中，与哪吒那

股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非常适配。

魔丸和灵珠是“水火既济”
《哪吒 2》导演饺子本科毕业于

药学专业，细心的中医人发现，电影

中融入了许多中医阴阳学说。

比如陈塘关百姓需要治病时，

李靖“购物车”里的中药材可不是随

便选的。三七、当归、血竭、冰片、

红花、苏木、马钱子、蒲黄、茜草等，

这些中药的功效都与活血化瘀、止

血定痛、散结消肿有关。

电影是一部根据中国神话故事

改编的动画。其中有一个充满想象

力的情节，是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

用莲藕为哪吒重塑肉身，莲藕这一

食材的选择颇有讲究。

莲藕生长于水土之中，得水土

之 气 而 生 ，中 医 称 它 为“ 阴 中 之

阳”。在古代，藕甚至被视为“水中

灵芝”。《本草纲目》记载，藕“味甘

性平，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

疾”。太乙真人的用意，正是基于莲

藕在中医药中的“再生”与“修复”

寓意。

再比如，哪吒和敖丙的“水火既

济”。哪吒和敖丙，一个是魔丸，个

性张扬；一个是灵珠，性格沉稳。他

们俩一个属火，一个属水。水火看

似不相容，但是一旦合力，可达到阴

阳互补的效果。这也体现了我国传

统的阴阳平衡原理之说，阴阳平衡

也是万物相生之道，蕴含着深刻的

哲理和智慧。

更有趣的是，电影里太乙真人

说的是四川的“川普”。太乙真人为

何说的是四川话，这不是玩梗，是有

历史考证的。四川绵阳江油乾元山

自古被誉为道教名山，相传为太乙

真人修炼洞府、哪吒成长之地。

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哪吒 2》

中的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如同一颗

颗珍珠，被巧妙地镶嵌在电影里，熠

熠生辉，耐人寻味。

彭薇

继《我在他乡挺好的》《装腔启

示录》后，导演李漠的“情感三部曲”

之亲情篇《180 天重启计划》最近在

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开播。

交叉呈现不同年代
女性生活

该剧讲述了 28 岁的顾云苏（周

雨彤饰）同时受到失恋和失业冲击，

无奈选择回家，准备依靠母亲吴俪

梅（吴越饰）暂时过渡，结果发现再

婚的 48 岁母亲竟然高龄怀孕。顾云

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高龄孕

妇的贴身陪护，与一往无前的母亲、

不甚相熟的继父、无血缘关系的弟

弟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之间上演

了一出出啼笑皆非又温暖治愈的亲

情故事。

“高龄 孕 妇 ”“ 代 际 沟 通 ”，乍

看 之 下 观 众 可 能 会 以 为 ，《180 天

重 启 计 划》又 是 一 部 将 母 女 间 的

各 种 代 际 冲 突 作 为 调 料 ，集 合 亲

情 爱 情 等 社 会 议 题 的“ 话 题 剧 ”，

但 该 剧 恰 恰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以 交

叉叙事的手法真正切入不同年代

女性的生活中。

剧中，顾云苏的“假孕”和母亲

的“真生”构成巧合，在情感与自我

面前都要做出个人的重大选择。新

时代的女儿顾云苏选择了自我实

现，放弃跟男友共赴一个不确定的

未来；同一时期的母亲则在重新寻

找到真爱后，不惜选择被出版社辞

退，也要高龄生子。看似截然不同

的选择，展示的是不同时代的女性

在寻找自我时，如何看待婚姻、事业

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演员分饰两角精准自然
该剧在剪辑手法上没有遵循常

规的叙事顺序，大胆采用插叙和跳

切 方 式 ，在 不 同 的 年 代 之 间 来 回

“穿梭”。演员周雨彤一人分饰两

角，不仅要出演女儿顾云苏，还要

出演年轻时期的母亲吴俪梅。有

趣的是，当 48 岁的吴俪梅面对“工

作还是生孩子”的“二选一”时，年

轻版吴俪梅同样也做过这样的选

择，而上一次的她就选择了放弃学

业、留下孩子。

这种“互文”式的困境直观展示

了 女 性 在 人 生 中 面 临 的 恒 久 议

题 。 哪 怕 时 光 穿 梭 ，曾 经 的 吴 俪

梅 、现 在 的 顾 云 苏 和 如 今 的 吴 俪

梅，都会因为生育问题要面对人生

的“二选一”。该剧客观地展示不

同年代背景下真实的女性生存环

境，而身处其中的吴俪梅和顾云苏

所采取的选择和态度，才是这部剧

希望表达的重点，即“只有爱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剧作以吴俪梅和

顾云苏的选择，春风化雨地将价值

观隐藏于内，鼓励女性应当勇敢追

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必受困于外

界的偏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打乱时间线

的剪辑方式下，周雨彤同时塑造母

女两个角色，口语表达、动作设计

等细节精准自然。周雨彤模仿了

吴越本人的口音和动作习惯，哪怕

脱离妆造也能让人辨别出人物的

差别。

该剧同时集纳众多实力演员，

韩东君扮演吴俪梅青年版前夫，陈

明昊出演老年版前夫，耿乐扮演吴

俪梅的现任丈夫，每个人都演出了

属于人物独特的性格特质，并带上

了明确的时代印记。

立体刻画“中国式
母女”关系

伴随着故事的推进，顾云苏在

陪伴母亲的过程中不断解决与离异

父母的代际沟通问题，同时也从母

女关系中找回重塑人生的力量。

该剧还将祖孙三代的关系同时

呈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吴俪梅就辍

学生子，吴俪梅的母亲显然遭受过

不小的打击，母女关系几乎分崩离

析；当吴俪梅到了 48 岁突然高龄怀

孕，母亲则要抓住机会弥补当年的

遗憾，来亲自照顾吴俪梅。同处一

室的祖孙三代，让“中国式母女”关

系的刻画更加立体，也以其细腻独

特打动了不少观众。

正如李漠导演前作一样，《180

天重启计划》充满温情脉脉的细节，

人物塑造鲜活而灵动，既不刻意煽

情造作，也保留着真诚的表达。这

部温暖的“小剧”只有 27 集，但却犹

如一碗热汤，能熨帖人心。

李夏至

《人生一串》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