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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谭】

《舌尖上的中国》何以感动我们？
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央视一套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很少看电视的我晚上在家也等

着看。全体网民为一套讲美食的纪录片而兴奋，这件事情在当下的中国十分罕见，值得深究。

【微博秀】

昨日单向街创办人之一于威女士发布了一条消
息：“@鼹鼠的故事新编：从2006年开始创办的单向街
图书馆，目前遭遇了一点危机：合约即将到期，房租大
涨，无以为继。7年前，几个朋友的即兴之作，让这个
独立书店有了生命，7年后，它成为北京一个罕见的湿
润的公共空间，交织了个人的理想，开放的态度，文化
的栖息，思想的对撞。一定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愉快的
回忆。拯救单向街。”消息发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这其中有感慨，有留恋，也有期待。

#拯救单向街#

点题：@李蝴蝶：知道单向街是很久的事情了，那
时候我还经常去“思维的乐趣”。单向街是个有乐趣
的地方，如果它因为房租的问题不存在了，真是一个
让人悲伤的事情。

八卦掌

《舌尖上的中国》已经播
了三集，每一集都有一个主
题。第一集叫“自然的馈赠”，
讲原材料；第二集叫“主食的
故事”，顾名思义讲的是主食；
第三集叫“转化的灵感”，讲的
是豆腐、奶制品这一类“偶然”
的美妙发明。在一集50分钟
的纪录片里，导演和摄制组带
着观众探访祖国各地美食，了
解各式各样与美食有关的人
和事，整个片子节奏紧凑、制
作精良，十分好看。

吃对于中国人是一件重
要的事。我们从小被教育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一点首先
体现在饮食上。在世界版图
上，做饭好吃的民族为此总是
十分自豪的。在全球化的今
天，美食输出可能会被认为是
一个民族对世界的头一桩贡
献。法国的奶酪和面包、西班

牙的火腿、德国和比利时的啤
酒、希腊的橄榄油、东南亚的
咖喱、日本的寿司、韩国的泡
菜、墨西哥的卷饼、阿根廷的
牛排……这就是“吃货”眼中
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是和
谐的、动人的、充满幸福的。

中国的美食世界闻名，
但往往被人误解，因为它太过
丰富、太过复杂、甚至可以说
太过微妙。十年前，在大多数
外国人那里，宫保鸡丁、木樨
肉、左宗棠鸡这几道菜可能就
代表了中国菜（Chinese），现
在，美国小镇居民大概也知道
川菜和湘菜的区别了——美
食的输出和一个国家国际关
注度的上升，或许不无关系吧。

看《舌尖上的中国》是一
件情感投入很大的事。有人
说，吃大概是最能把所有中
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

在美国读书时，发现几乎所
有留学生都练就了一手好厨
艺，因为在美国很难吃到正
宗的中餐。还记得有一次犯
了鱼香茄子馋，专门托有车
的美国朋友载我去遥远的中
国超市买材料。朋友一开始
很难理解为了一道菜天遥地
远开车几十公里的疯狂之
举，但做完饭后（以我初级的
厨艺），他就不再疑惑了。出
国的时候是笼统地想中餐，
想水煮鱼、想火锅、想刀削
面、想广式点心，回到北京，
就想爸爸做的山芋粉圆子炖
肉。美食事关童年记忆和身
份认同，是最有效的族群凝
合剂。身为中国人，再怎样
的“世界主义”，他还是会有
一颗中国胃——一颗见过世
面的、被惯坏了的、挑剔的中
国胃。《舌尖上的中国》的聪

明和讨巧之处就在，给中国
人看，是建设和谐社会，促进
民族和地域包容融合；给外
国人看，是软实力建设。

美食知识普及之外，《舌
尖上的中国》拍得还很有感
情，因为它十分关注人，关注
自然。它的叙述是这样开始
的：“卓玛和妈妈正在寻找一
种精灵般的食物……”它以节
制而温情的语调，讲述了许多
和食物有关的人和故事，讲述
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寻找食
材而付出的艰辛，为了制作美
食而付出的劳动。它还讲述
了那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人向自然索取时的智慧，
因此也更懂得敬畏自然。这
种种“正面”的精神和故事，
是不是在向当今中国食品工
业的乱象温和地提出批评？

□乔苏（北京 媒体人）

@魏寒枫：拯救单向街，我没有经常去，但创始人们很大程
度也在影响我。知远上午正在焦虑中，一个这么大的才子
啊，为琐事折磨得痛心疾首啊。
@陈伟的日本商业史：希望单向街能开辟出更精巧的盈利
模式，能长存下去。自我救赎比拯救更重要。
@碎叶叶：腿软了四十分钟，爬起来觅食去。眼泪横流纵
流莫名其妙流四十分钟，擦干不能再哭。单向街还没怎么
着呢，你哭个屁啊！没出息！你给我振作起来！赶紧出去
买饭去！我是打不倒天下无敌丫丫，你是永远屹立不倒的
单向街！必须的！
@郝舫：因为开过方舟书店的缘故，我有一年曾经满世界
去朝拜独立书店，问他们还能戳得住的原因。我觉得只有
Strand的老板讲了实话：不要租店面，要买下来。可是，在
中国买得起店面的谁会开书店呢？
@孟繁韶：偌大北京，容不下一小小独立书店，谈何包容？
拯救单向街，不是一种矫情，也不是一种煽情，是一种自我
救赎。作为单向街图书馆的合伙人之一，有责任让这个空
间长期存在，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谢谢大家的支持与
鼓励！

1、秦海璐：“有媒体做
了一个戏霸排行榜。我对
那家媒体的记者说，上榜的
都是演戏特别好的演员，因
为对自己、对观众负责，才
会提出疑问。不管最后听
谁的，还是要看作品的效
果。技不如人，就不要开
口。我们这个行业，惟一的
衡量标准就是专业。”
5月13日《南方人物周刊》

我心中的戏霸名单有：
姜文、陈道明、陈宝国、王
志文、李保田，得，差不多
都是一代人，演技还都真不
错。鉴于球员实在稀缺血
腥，中国足球已经为球霸平
反了，单就这几位来说，戏
霸也基本上是个褒义词。

2、止庵：“‘文革’时所
谓‘抄家’是对私人财产的
非法侵犯，尽管其后国家努
力做了一些退赔工作，仍遗
留着很多问题，应该得到妥
善解决。如果是被抄走的
东西，就不应该落入他人之
手或仍存公家之处。”
5月15日《中国青年报》

周作人手稿被拍卖，周
氏后人周吉宜追讨手稿，发
现是被唐弢后人给卖了。他
的感慨很深刻：“中国文化这
些年来已经被破坏得太多
了，而我除了想要回属于我
家的东西之外，也担心在中
国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
可以顺理成章地据为己有，
并变现获利，那将会给人们
一个危险的暗示，对社会安
定具有巨大的危害。”

3、@小柯：有个粉儿
在评论里头说：“这年头音
乐、祭奠、青春、追忆很美
但太昂贵，我们穷孩子有共
唱 的 热 情 却 没 共 唱 的 钞
票。柯老师，看了你的票
价，我不信你的梦想。”——
谢谢你，哥们。我知道，不
热爱听众的音乐，它什么都
不是。
5月13日 新浪微博

最近小柯、高晓松都在
拿校园民谣和青春搞演出，
有位年轻人的犀利回帖刺痛
了小柯。小柯最终降低票
价。但悖论仍然存在，校园
民谣演出不是给青春的学生
看的，是给听着校园民谣中
产告别青春的一代看的。

4、刘晓庆：“其实说句
心里话，我不怎么欣赏赛金
花。我不是踩着男人的肩
膀上去的，好多男人是踩着
我的肩膀上去的。”

刘晓庆：“曾经我是《福
布斯》杂志第一期第 42 位
的有钱人，哐当一下子被抓
进去，所有的钱都没有了。
刚 出 狱 我 就 去 横 店 跑 码
头。当时只要给钱我就演，
重打江山嘛，我一点都不觉
得这有什么丢人。”
5月17日《精品购物指南》

刘晓庆是中国最有性
格的演员，那股出得厅堂入
得 牢 房 的 精 气 神 独 一 无
二。跟她的气场比起来，姜
文、道明等走性格路线的就
像个小弟。

□潘采夫

作为原著作者，看剧的心态相当复杂，有接受，有抵触，有欣喜，有折磨，各种矛盾纠结我
心；看剧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历险，诸多惊心动魄不足为外人道。但即便像我这样一个特殊
的挑剔的观众，我亦多处落泪，被《风和日丽》感动得热泪盈眶。

四月初，我终于去了里
昂。这是我这次欧洲之行的
最大愿望。在我的长篇《风
和日丽》中写到了里昂，法国
南部的一个工业城，一个发
明之都，卢米埃尔兄弟在此
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电
影。小说里的尹泽桂将军
1921 年 在 里 昂 勤 工 俭 学 。
可是我在写作《风和日丽》时
并没到过里昂，我是凭对欧
洲其他城市的印象及查找相
关的资料描述的。

四月欧洲的气候有点反
常，我行走在里昂老城区的
街道上，仿佛走在炎炎夏日
里。这条街道比我小说描述
得要热闹。我正赶上庆祝复
活节前的化妆巡游，满街彩
装，锣鼓震天。不过我想，平
日里这条街应像欧洲其他老
街一样是安静的。1991 年，
我小说中的女主角杨小翼先

于我到过这儿，就走在这条
旧街上。沿着杨小翼走过的
路，一会儿我来到圣让首席
大教堂。我描述过这座教
堂，我很佩服自己，我关于教
堂的描述几乎准确。但是关
于圣像壁的描述稍有误差。
圣像是白色的，我在小说里
描写成了金色。

我看着圣让首席大教堂
的广场，想起小说里的场
景。1991 年杨小翼陪着索
菲娅嬷嬷从教堂里出来，就
在这个广场和 1989 年来到
欧洲的伍思岷擦肩而过。杨
小翼还在这个城市得到了儿
子的死讯。我在欧洲的这段
时间，根据《风和日丽》改编
的电视剧正在江苏城市频道
播出。制片方告诉我，收视
率很好，破了十个百分点。
作为原著作者我很高兴。

最初是 SMG 尚世影业

的徐华先生找到我，说想把
小说改成电视剧。我当时信
心不是很足，电视剧如何传
达原著的精神，是一个难
题。在拍摄前，我和本剧的
导演杨文军先生有过较为深
入的交流。杨文军很年轻，
一张娃娃脸，有着电视剧圈
中人少有的沉静和低调。我
和他的交流也十分顺畅。他
对原著的“情怀”有很好的理
解，他说他会尽力拍出苦难
中的温暖时光。

从欧洲回来不久，制片
方给我寄来了碟片。我断
断续续看了这部剧集。作
为原著作者，看剧的心态相
当复杂，有接受，有抵触，有
欣喜，有折磨，各种矛盾纠
结我心；看剧的过程可以说
是一次历险，诸多惊心动魄
不足为外人道。但即便像
我这样一个特殊的挑剔的

观众，我亦多处落泪，被此
剧感动得热泪盈眶。应该
说 这 是 一 部 情 感 饱 满 的
戏，导演杨文军很好地控
制了人物的情感张力，有
很多创造性的发挥。在情
感这个层面，杨文军完成
得非常出色。演员们都很
好，各自精彩。出于一点
小小的私心，我比较喜欢
杨泸，陶慧敏的演绎最符合
我对杨泸的想象。

电视剧是大众的产品，
它拍成如今这样精美大气已
属不易，其中的艰难，主创们
一定点滴在心头。诚如编剧
之一林和平先生所说：“本剧
基本上尊重了原著，但电视
剧是讲故事的艺术，是大众
娱乐，要想深刻的观众，可以
去读原著。”期待观众喜欢这
部电视剧。

□艾伟（浙江 作家）

《风和日丽》：一路叹息，不失希望
【电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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