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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纪录频道）是中央电视台旗下以播出各类纪录片为主，中英双语、全
球覆盖的24小时全天候排播免费专业的纪录片频道。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播出的国家级纪录片频道，
也是中国第一个全球覆盖的中英文双语纪录片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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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种题材上，文字的表现力远远弱于影像，一星给扩展内容
2、毕竟是有意义的纪录片，值得收藏，2就算了呗
3、果然成书之后比解说词的感觉要好很多。这本书做得挺用心，能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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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两年之后，再看这部红极一时的纪录片落下来的文字，却有了别样的感慨。这七集电视剧之中，
各有小的片段组成，跳跃不可谓不大，甚至能从青藏高原一跃飞至东部沿海，又或者是炎炎夏日紧接
着凛冬将至。初看电视时，我是不爱这种结构的。这种巨大的跳跃性最终归于一张张明显摆拍出来的
笑脸，让人不由得心生疑惑，这究竟是关于美食的、纯粹的纪录片，还是以高歌主旋律为最高指令的
、主题先行的专题片——当然，在中国，这两种本应该泾渭分明的影片类型早已被混为一谈，连在制
作者自己都说不好。然而，“舌尖上的中国”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中国美食文化的最高象征
；同时，两年之后，再次回顾这部姑且称为“纪录片”的解说词，那种电视媒体无法弥补的视觉语言
的跳跃性却淹没在一页又一页的文字与图片中。这也终于让读者有了思考的空间，不再流着口水，沉
溺于视听盛宴中亦步亦趋。我们甚至可以按下“暂停”键，翻阅工具书，查一查“醢”的来龙去脉，
想一想家乡的美食，又或者起身去厨房里看一眼，为自己准备一道舌尖上的晚餐。衣食住行，食排在
第二位。民以食为天，似乎食又成了第一位。无论第一还是第二，中国人几乎穷尽了一生的智慧，只
为满足须臾的口腹之欲。然而种种食材却又超越了这种自古以来的宿命，变成了换取财富的交换之物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食物，依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本源。无论是松茸，还是莲藕，俱是如此。从
最初的食材，到最后的盛宴，既需要无数的汗水，也凝聚着无数的智慧。食物总是与记忆里最深刻的
温暖联系在一起，现代人在经历了繁华世界之后，总会返璞归真，渴望最淳朴的食物：有时候是一枚
黄澄澄、香喷喷的烤山芋，有时候是一筷子按下去便“吱呀”一声涌出油来的咸鸭蛋，又或者只是一
碗熬到恰到好处的大米粥⋯⋯就像这本书/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个章节一样，回归田野，回归自然，既
是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得以传承的根本。不得不说，《舌尖上的中国人》之所以能从一堆国内外的
纪录片中脱颖而出，吸引无数的观众看了一遍有一遍，甚至导致一些店铺、小贩有了新的故事，大部
分归功于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蕴。在这里，&quot;吃&quot;已经脱离了最本能的定义，化而成为一个民
族的象征。而当这种象征最终落到纸面上，随着时间的发酵，人们终究会发现，这些其实已经深入了
民族的骨髓；而这部片子，或者这本书，只是恰到好处而又含蓄地借助&quot;吃&quot;这一媒材，再
次提醒了我们。绽放于味蕾的滋味也许会让我们想起家乡，也许会勾起最深处的回忆；而一张张清晰
的剧照，却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所有的酸甜苦辣，微笑与辛酸。这或许也是前述的象征以图文这种单一
形式呈现的原因，它剥夺了得过且过、只看今朝的心理，时刻提醒着人们，食物来之不易，且行且珍
惜。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舌尖上的中国》里没有现代“所谓的”资深吃货老饕，无论是纪录
片，还是书，都是这样——这似乎也暗示了这是一部属于整个中国的作品。书中收录了汪曾祺、梁实
秋、王世襄等老一辈美食大家的文字，和解说词比起来，倒更觉得朴实得可爱。汪老关于吃的文章，
被有心人集结成了《做饭》；梁老谈吃也有诸多版本；世家子王世襄的一本《吃主儿》倒更像是菜谱
。他们的文字夹杂在每一章中间，饶有趣味，并不显突兀，却将老派文人的馋与雅都揉了进去。彼时
的文字与此时的影片交映在一起，数十寒暑，终究会变成一坛令人沉醉的老酒——俱往矣，一杯浊酒
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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