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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舌尖》温暖回归

2012年4月 ,纪录
片《舌尖上的中国》一炮

而红，直到2014年4月，第
二部才在千呼万唤中出

现，而第三季，则整整筹备了
三年。但与前两部在4月份播出

不同的是，《舌尖三》这次放在了
春节档，家的温暖、妈妈的味道、
故乡的情怀，一并凑齐。

据总导演刘鸿彦透露，《舌尖
三》跑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一百多个地方采集“美食”。在讲述
一种食物的同时更注重讲述一个好
故事。如，在“小吃”篇里，“陕西水盆
羊肉”讲述了老白的故事。水盆羊肉
店里，他每天熬汤、煮肉、打馍，定时
关门，几十年如一日。儿子继承父业
后，每天熬汤，老白把关，坚持开门
前品尝汤的味道，不合格就不开门。
这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老白在浮躁
时代的持守和安静，正是他数十年
如一日的匠心才成就了这道美食。

“辣椒的前世今生”则揭秘了辣椒成
为食物的过程。最早在昆曲里就出
现了辣椒，那时辣椒是作为观赏植
物，后来随着人的迁徙被带到了西
南，人们发现可食用后，辣椒才成为
重要的食材和调味品。每一种味道

的迁徙，都来源于人的迁徙与融合，
而融合是继承与包容，也包含着创
新和希望。

品味美食，琢磨其道

从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
一季引爆之后，每一季都成为粉
丝期待的重量级纪录片，当然观
众的期待越大，就希望作品品质
越高，越具创新性。那么，第三季
与前两季的最大不同在哪里？总
导演刘鸿彦称，第三季通过“食
养”“时节”“融合”的方式来讲述
食物是如何一步步走到餐桌，又
走到人们舌尖上的，即食物的前
世今生，不仅能看到漂亮的美味，
还折射了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和价
值观，这是有所创新的点。

刘鸿彦称，从第三季开始，《舌
尖上的中国》从食物、人物和文化三

个点切入进行拍摄。“食物是一个载
体，人物在食物的后面，我们还要讲
述一个好故事，强化食物背后的文
化，既近观食物之美，又远眺文化渊
源。从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
食的迁徙与融合，深度讨论中国人
与食物的关系。”

《舌尖上的中国》催热了很多美
食节目，也出现了一些美食纪录片，

“食物”成为一个影视大“IP”。面对
当下美食作品的不断出现，刘鸿彦
称当下的美食节目确实太多了，“但
与其他美食节目不同，《舌尖上的中
国》是纪录片，纪录片跟这个时代有
密切的关系，即使讲食物，也不是单
纯讲，它不是教人怎么切菜、做饭的
片子。中国有个词叫味道，我们不仅
想品到味，还要品到道，同时，还需
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变与不变。
我们有一种责任，在食物的基础上，
给观众一些提升的东西。”

“君子爱食”
“食之有道”。还
记得那些诱人的
美味及其背后的
故事吗？2 0 1 2
年，“爆款”
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
国》引得
众 多 吃
货 深 夜

“舔屏”。
从 此 ，

“ 舌 尖 ”
成为纪录
片 和 美 食
两界的江湖
传奇。等待了3
年多之后，《舌
尖上的中国》第
三季将于2月 1 9
日大年初四晚上
8点播出的消息
一经传出，很多
忠实粉丝已迫不
及待了。记者获
悉，《舌尖三》共8
集，分为“器具”

“宴席”“小吃”
“食养”“时节”
“融合”等八个主
题，风格上依然
是“见微知著而
温暖人心”。

《舌尖上的

中国》第三季拍摄

现场。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春节上桌

近近观观食食物物之之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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