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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至初八，纪录片《千年陕菜》第
二季在网友的一片叫好声中完美收官。纪
录片收获央视电视直播实时收视率全国第
五的佳绩；微博“千年陕菜第二季”相关话题
量破亿，频登热搜榜；抖音热榜第四名。有
网友评论：“太惊艳了，看完想马上飞去陕西
旅游。”

该纪录片生动呈现陕菜饮食文化的历史
长卷和陕西人的生活长卷，将高档饭店和街
边小店的陕菜一并展现，雅俗共赏。本季更
全面地展示陕菜千年的发展与变迁，讲述了
陕厨们身上不为人知的故事，凸显陕西美食
鲜明的地域风格，借美食之手传递文化自信，
助推陕菜振兴，助力陕西旅游。

跨过山海
只为一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

陕菜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菜，
也被称为众菜之源。陕菜振兴必须走出去，
让全国人民了解陕菜，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
中国不仅仅只有八大菜系，让大家了解陕西
不仅有小吃，还有文化底蕴丰厚的陕菜。

“陕西极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传承积
淀，让我们很有底气。”制片人刘旭介绍，每个

地方的特色菜在调研之后都是有吃头、有讲
头、有看头，这种底蕴本身就是给纪录片增色
的地方。

为了拍出陕菜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美食背
后的故事，陕西摄影组历时 80 余天，跨越
5000余公里，踏遍三秦大地，辗转10个地市，
走过 52个县区。还组建了专门的摄制组远
赴欧洲，历时 45天，探寻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的“海外陕菜”，从而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
上的饕餮盛宴。

纪录片共采访 200余位嘉宾，记录了 101
道精品陕菜，主创团队在筹备初期菜品选择
时，遴选了 300多个选题，经过多轮评估和走
访，确定了 100多个趣味性、故事性兼具抑或
是有深度的美食文化。正是因为主创团队的
坚守匠心，行走世界各地，日日夜夜围坐民间
老席，才能让我们全方位了解陕菜的历史和
文化传承。

春节看年味儿纪录片
吃美味年菜体味浓浓人情味

选择在春节期间播出这部纪录片也是主
创团队的一番心意。制片人刘旭表示：“在春
节播放这部纪录片，就是想给大家增加一些
年味儿，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初衷。年味儿是
什么？就是美食的味道，人情的味道，人聚在
一起能够拉着家常，吃着一年可能都吃不到
的家乡的味道，这就是年味儿。”

其实，早在 2021年，《千年陕菜》第一季
就已经给全国观众带来过一次眼球和味蕾的
双重刺激。正因为当初的大获成功，才有了
主创团队制作续集的想法。相比较第一季而
言，《千年陕菜》第二季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
有了创新，《宴席之道》《老店心传》《一方招
牌》《面食之都》等八集内容，每集紧扣一个主
题：或是呈现某种食物的百般做法，或是探索
某种饮食习惯带给当地人的深刻影响，又或
是对比不同地域迥然不同的餐饮风格……除
了诚意满满的美食内容，还有令人眼前一亮
的 8K超高清录制技术，有了科技加成，更能
带给观众极致的美味“诱惑”。

复原盛唐时期“烧尾宴”
重现长安味道

纪录片中，著名陕菜食府西安饭庄的大
厨李文波想用一桌复原盛唐时期的“烧尾宴”
重现长安味道。

传说鲤鱼跃龙门需天火烧掉尾巴才能化
为真龙，烧尾宴中的“烧尾”二字就取意于此，
寓意步步高升。以前，士子登第，官员升迁，
朋僚慰贺，烧尾宴必不可少。据悉，烧尾宴食
单有上百种菜肴，至今存留下来的只有 58
款。加上年代久远，仅存的记载过于简单，所
以李文波从市井中寻找灵感，在家常中发现
食材，做出了自己的创新解读。复原烧尾宴
代表性热菜“遍地锦装鳖”时，为了让大家都
能做出来，李文波用河鳗代替了甲鱼，和金钱
菇、栗子一起炒制，高汤调味，等汤汁浓稠凝
聚后装入以食材雕刻的器皿中。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饮食专家委员会委员
朱立挺作为嘉宾品尝了李文波复原的烧尾宴
后，这样评价：“我觉得这是整个陕西餐饮人
对咱们陕西饮食文化传承的一种执著和崇
拜。经过上千年，能够用现代人的理解来诠
释烧尾宴席，然后复原烧尾宴，并且能做到色
香味形意俱全。我觉得这确实是陕西人、陕
西饮食文化一种真实具体的呈现，也是一种
文化自信。” □曲丽莉 彭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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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千年陕菜》第二季将陕西各地的
美食呈现在了全国人民面前，真正做到了为
陕西旅游业“引流”。兔年春节期间，西安文
旅全面复苏，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创新高；
重点景区人气爆棚，持续高位运行；西安市监
测的 15家重点旅游景区累计接待 227.79万
人次，同比增长 160%，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
平。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到西安旅行的一大
吸引力便是这里的美食，肉夹馍、胡辣汤、凉
皮、羊肉泡馍、甑糕、葫芦头等，无一不是西安
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各种“嘹咋咧”的面食
更让网友惊呼：“西安是碳水的天堂吧。”

想在春节假期出门旅游的小杨本来在其
他城市和西安之间犹豫，“看了几集《千年陕
菜》，果断订了到西安的车票。我们一家都是
吃货，这次来一定把西安吃个遍。”

《千年陕菜》第二季对西安乃至整个陕西
旅游业、餐饮业影响极大。制片人刘旭表示，
旅游无非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看，看美景，
感受当地独有的文化气息；再就是吃，吃很重
要，有时就是为了品尝一些特色美食而选择
去某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的不仅是人尽
皆知的小吃，还有各地的陕菜宴席，比如白水
的三转席、陕南的蘑菇宴等。陕西有着独特
的地理特征，陕北、关中、陕南口味差异巨大，

这也使得陕菜菜系更丰富。”
此外，从最直接的经济角度来说，更多地

向全国人民介绍了陕菜菜系，让游客来到陕
西不仅仅会品尝小吃，更会进到正宗的陕菜
馆子，这样带来的经济效益比吃几样简单的
小吃大得多。“有人开玩笑说，西安人去成都
一顿火锅几百块钱，但成都人到西安来，吃碗
面吃个凉皮儿，一二十块钱就能搞定，这是严
重的‘贸易逆差’，所以《千年陕菜》不仅要提
升大众对陕菜的认识，还要改变大家‘陕西无
大菜’的刻板印象。”刘旭说。

近年来，由于《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吸
引人们疯狂搜寻片中记录的美食，制作一部
纪录片，不仅自身获得很大收益，还能直接拉
动餐饮行业的消费。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
不断提高，从以前简单的要求吃饱到如今的
要求吃好，美食类纪录片满足了人们对美食
筛选的高标准高要求，刘旭向笔者透露：“《千
年陕菜》团队正是将此作为拍摄的目的之一，
更好地服务大众，有底蕴深厚的三秦大地为
其文化赋能，这部纪录片自然可以推动陕西
的旅游经济发展，反哺三秦大地。此次《千年
陕菜》第二季口碑热度双丰收，团队也有继续
拍下去的想法，也请大家期待《千年陕菜》第
三季的到来。” □曲丽莉 彭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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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陕菜》为春节陕西旅游业成功“引流”

经过疫情的困顿，电影的春天比癸卯年
的自然之春来得更早、更浓烈一些。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类型各异、主题
鲜明、剧情跌宕、制作精良，在回首过去、珍
惜当下、展望未来的时空跨度中，书写人生
价值、诠释家国情怀、传承中国精神，给观众
带来了震撼和感动。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春节档电影票
房为 67.58亿元。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
查·2023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观众满意
度得分 87.1分，为 2015年开始调查以来同
档期最高分，观众油然而生的或畅快淋漓，
或恬淡释然，或欢欣鼓舞，或热血沸腾之情
溢满了春节银幕。即便是放假结束的工作
日，春节档仍热度不减，社交网络活跃，各
种热搜不断。

这一派“开门红”景象，不仅营造出喜庆
的节日氛围，滋润着亿万电影观众的心田，
还成为提振电影行业发展信心的原动力、繁
荣发展电影事业的催化剂、激发电影人奋斗
精神的新动能，为电影行业这一年的发展博
了个头彩。

科幻为媒，开启主旋律表达新样态

近年来，科幻题材成为中国影视市场一
股强劲的新生力量。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
球》拉开了中国硬科幻电影的创作序幕，不
仅让观众惊叹于科幻制作水平之高，打破
国产电影多项票房纪录，更是让国人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科幻浪漫，“中国科幻元年”
的说法自此诞生。

2020年，具有顶层规划意义的“科幻十
条”（即《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
见》）应时而生，推动业界将科幻电影打造

成电影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点，开启
中国科幻新征程。
在产业实践和政策
规划的双重引领下，
《独行月球》《明日战
记》《外太空的莫扎
特》等多部科幻片以
及电视剧版《三体》、
动画片版《三体》纷
纷播映，尝试将喜剧

风格、动作元素、家庭教育等融入科幻叙事，
丰富着科幻题材的发展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今年春节档，多部科幻
色彩浓厚的影片集中上映，尤以蛰伏四年精
心打造的《流浪地球2》最为惊艳。相较于前
作，《流浪地球 2》在运用科幻电影独有的类
型化叙事手法基础上，借助3D打印、数字车
床等新技术的支撑，打造直入云霄的“太空
电梯”等气势恢宏的影像画面，呈现诸如时
光倒流让演员演绎自己青年时代之类的视
效奇观，折射出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新突破。
剧情设置在富有历史感的三次危机中推进，
使科幻电影的叙事格局显著提升。小人物
和大群像的情感塑造，更拉近了影片与观众
的情感距离。这种中国式科幻电影创作思
路，为未来的创作开拓出新的空间，将引领
中国科幻电影迈入日益成熟的新阶段。

春节档，科幻表达不只为类型创作带来
更多想象，还与动画制作碰撞出别样火花。
《熊出没·伴我“熊芯”》让星星、月亮、琥珀石
等童话表达，对话万能一号机器人、铁甲怪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深海》在中国特有三维
动画形式“粒子水墨动画”技术的支撑下，使
小女孩在神秘海底世界中探索生命的旅程
表现得极具视觉张力。从流浪的地球，到

“熊芯”妈妈，再到深海世界，无不说明我们
科幻电影的中国式表达风格更为显著、科幻
元素的糅合空间愈益扩展。

古今相映，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创作，一直是电影
的重头戏。近年来，创作者们精选具有典型
意义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内容创作坚持
在尊重历史基础上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叙事

策略坚持在古为今用原则下不断推陈出新，
创作出一批蕴含家国情怀和现实观照的优
秀作品。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满江红》和《无
名》可谓其中的代表作。

《满江红》讲述了南宋时期一群忠义之
士舍生忘死铲除奸佞的传奇故事。创作者
借助精巧独到的细节刻画、紧凑凝练的叙事
节奏、层层反转的情节演绎以及“先闻其声
后见其人”的戏曲鼓点配乐，实现了对“精忠
报国”主题的艺术渲染，极大激发了观众对
历史文化的共鸣，为今后传承历史文化精髓
和抒发民族情怀的同类型电影创作提供了
有益借鉴。

《无名》作为春节档中唯一的谍战影片，
讲述在 1940年前后的上海，我党身处隐蔽
战线的何主任等冒着生命危险斡旋在各方
势力中传递情报的感人故事。影片在继承
类型片固有结构和元素基础上进行创新，突
破谍战片平铺直叙又相对窄化的表现模式，
叙事手法采取碎片式、闪回式的非线性方
式，构图运镜运用明暗对照的方法，让观众
在悬疑氛围中深切感受年代的历史感和斗
争的残酷性，在个体情义与国家大义之间的
戏剧张力中实现影片主题的升华。

两部影片或以悬疑幽默的喜剧风格呈
现古代英雄“精忠报国”的大义情怀，或以
个性化叙事风格展现革命先烈融入血液的
牺牲精神，表达主题遥相呼应，赞颂中国人
自古传承至今的“家国一体”文化价值观
念。创作手法也殊途同归，通过故事情节
的戏剧化呈现和富有张力的视觉美学，实
现了与观众在民族文化精神延续和传承上
的共情共鸣。

以喜溢彩，营造合家欢文化氛围

春节是合家欢的文化节日，在阖家团圆
的日子里，全家人一起走进影院观看电影已
经成为新年俗。这种特殊的文化需求，使春
节档在全年电影市场档期中占据了举足轻
重的地位。

相较于往年票房收入先扬后抑的递减
态势，今年的春节档市场呈现逆跌态势。这
得益于供给充沛和消费旺盛的良好局面。
一方面，春节档是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之
后首个重要档期，观众累积三年的观影热情
得到了尽情释放，1.29亿人次观众走进影
院，给全国电影市场带来强大的观影势能。
另一方面，涵盖科幻、悬疑、喜剧、谍战、动画
等高质量、多类型的片源供给，满足了观众
各种观影需求。

《交换人生》沿用经典喜剧的叙事框架，
以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清新捧腹的喜剧桥
段，把大叔仲达与少年陆小谷因意外造成身
份错位后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行为反差表
现出来，为观众带来了欢笑，满足了人们开
开心心过大年的简单愿望。还有很多影片
通过增加喜剧元素提升影片观感，营造节日
轻松喜庆的氛围。像家人一样陪伴观众步
入第九年的“资深”贺岁影片《熊出没》系列，
在用喜剧手法烘托合家欢氛围效果上不负
众望，让观众在充满童心童趣、欢乐祥和的
氛围中思考母爱的主题。《满江红》借助喜剧
演员的精彩演绎为影片融入喜剧元素，使作
品包袱迭出，观众捧腹。

2023年春节档电影主题立意高远，主流
叙事多样，题材类型多元，专业完成度较
高，上乘佳作颇多，合家欢特征明显，在观
众中掀起了强劲的观影热潮，带来了票房
口碑和艺术品质的双赢，极大增强了行业
稳定发展的信心。在此积极态势影响下，
中国电影发展更是未来可期。 □刘丁鑫

春 节 档 唤 醒 电 影 春 天春 节 档 唤 醒 电 影 春 天

兔年伊始，电视剧《狂飙》成为首部热播
大剧。央视八套的收视率峰值破 3，相关话
题频频登上热搜，实现了热度口碑双丰收。
这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为背景的电视剧，为何拥有如此魅力？

《狂飙》讲述了以安欣为代表的政法工
作者和以高启强为代表的黑恶势力及其保
护伞之间展开的正邪较量，展现了扫黑除恶
的复杂艰巨，彰显了党中央“打伞破网”的坚
定决心，致敬英勇无畏的扫黑除恶英雄。除
了跌宕起伏的剧情、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精湛
演技、制作精良的服化道，《狂飙》在叙事结
构、人物塑造、立意深度等方面也给当下的
刑侦剧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剧作在 20年宏阔的社会变迁中展开剧
情，运用双线交叉叙事手法。一条以正叙方
式讲述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下沉京海市
开展督查，彻查当地的“保护伞”；一条用倒
叙手法，通过安欣的视角回顾京海市最大黑
恶势力强盛集团的发家过程，以及他与高启
强之间的恩怨情仇。主创选取 2000 年、
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点，构成三幕式结
构，围绕凶杀案、征地纠纷和指导组办案等
核心事件展开，既反映了社会变迁，也构建
了人物命运发展的三个阶段。

警察安欣与地方黑恶势力高启强这种
双主人公设置在以往同类题材影视剧中并
不鲜见，但《狂飙》却通过两人难分难解的
恩怨纠葛，描绘出了“命运的不可知和偶然
性”，以及复杂的人性。他们相识于微时，
之后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维护法治
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安欣虽然被严峻的现实
反复捶打，多次负伤，失去师傅、战友、恋
人，被排挤、边缘化，从意气风发的热血青

年变成了谨小慎微的白发中年，却始终不
改初心，独自隐忍直到拨云见日。深谙人
情社会规则的高启强最初是个勤劳守法、
备受欺压的底层鱼贩，却一步错、步步错，
滑向罪恶的深渊，成为盘踞一方的黑道大
佬。该剧从时代背景落笔，从人性逻辑出
发，勾勒时代发展洪流中两个对立的小人
物的命运曲线。除了两位主角，《狂飙》对
曹闯、李响等刑警队“灰色”人物，以及黑帮
大佬徐江、大嫂陈书婷等众多角色的刻画也
可圈可点。他们个性鲜明，立体多面，都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扫黑除恶题材，《狂飙》的立意并没
有止步于讲述一段惊心动魄的黑白较量，而
是更多地深入到对人性的挖掘和对现实的
反思中。不仅歌颂正义，也对邪恶进行了客
观深入地剖析。该剧以大量篇幅讲述了出
身寒微的高启强如何一步步堕落成在京海
市一手遮天的黑老大。作品没有停留在小
人物黑化发家复仇的爽剧层面，也没有把高
启强的堕落简单归因于个人选择，而是进行
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借由扫黑督导专员徐
忠的独白，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唐小龙、
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

索的话，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中确实还存在
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基层百姓觉得如果
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
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并非一日形成，面对重重黑幕，以安
欣为代表的政法干警不忘初心、坚守底线，
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最终使正义得到了伸张。高启强、赵立
冬等人被判处死刑，京海最大的黑恶势力和
保护伞被连根拔起，守护了人民群众的安宁
与幸福，让观众既深刻认识到了扫黑除恶工
作的复杂艰辛，也看到了光明与希望，进而
实现了现实主义与主流价值的双向奔赴。

当然，《狂飙》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与反派相比，正面角色还可以更加丰满立
体；与前半段相比，后半部分剧情应更加符
合现实逻辑。但是瑕不掩瑜，创作者用有广
度、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故事讲述，揭
示了黑恶势力形成的根源，描绘了“黑色大
网”织就的过程，反思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结
构性、制度性问题，并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彻
底铲除黑恶势力，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
之问，为刑侦题材创作进行了有益尝试。

□文卫华

《狂飙》：人性挖掘与现实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