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三十除夕夜，年夜饭桌团圆宴。古往今
来，中国人用觥筹交错、阖家团聚的仪式感，刻画
出“年味”里最美好的情感记忆。民以食为天，当
我们将乡野大地上的食材烹作别出心裁的美味佳
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油然而生。“味”的涵
义起于饮食，又超越饮食，撰写着中国人习俗、观
念的传承，记录着历史、文化的变迁。年夜饭在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象征着什么？传统饮食习惯体
现出中华文化的哪些特质？饮食文化应该如何在
发展中激发乡村活力？本期对话邀请万建中、李
其功、李海燕三位专家，共同探讨一饮一啄间的人
生百味。

对中国人来说，年夜饭是旧年和新
年的交接，也是除旧迎新的象征，通过这
最隆重、最丰盛的一餐，以崭新的面貌去
迎接新年到来，新的一年、新的气象，从
这一餐开始

主持人：新春将至，年夜饭汇聚了家家户户的期
待，年味之“味”由此而至。在您的家乡，年夜饭桌上
有哪些传统美食风俗？年夜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象征着什么？

万建中：我是江西人，在南丰县长大，除了南北
通有的鸡鸭鱼肉等大肴和南方多见的手打年糕之
外，记忆里南丰人的年夜饭桌上有三道菜颇具特
色。其中之一是曾作为皇家贡品的南丰蜜橘，这是
南丰人桌上最鲜明的一抹亮色。还有一道特别的
蒸蒜，应是取“算”的谐音，祈求来年富裕“有钱
算”。另一道记忆深刻的美味是冬笋，鸡鸭鱼肉常
见，而冬笋不常有，它出现在年夜饭桌上，颇有物以
稀为贵之感。

年夜饭是家家户户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饭，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年夜饭？对中国人来说，
年夜饭是旧年和新年的交接，也是除旧迎新的象
征，通过这最隆重、最丰盛的一餐，以崭新的面貌
去迎接新年到来，新的一年、新的气象，从这一餐
开始。这反映了我们对温饱问题的重视，在全家
人团圆聚会的温情氛围中，我们祈求新年生活更
美好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吃饱、吃好。美好愿望
在餐桌上得以表达，年夜饭桌上也要说吉祥话，祈
求丰衣足食、升官发财、出入平安等，此时的祝福
是最能反映人们朴素情感的。海内海外，只要有
中国人、有华人的地方，都在除夕夜里享用年夜
饭，这是华夏儿女的心灵沟通与共鸣，也是来自中
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强大力量。从更深层次来
看，年夜饭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体现，每个家庭的
富足与凝聚不仅是个人幸福，还是国家繁荣昌盛
的基础。

李其功：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南城，小时候家
里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年夜饭总是不一样
的。因为平时吃得没啥油水，所以对过年就很期
待。鱼是必不可少的，临近年关的时候，家附近的
副食店就开始卖鲜美的大黄鱼，当时按家庭人口凭
副食本（居民购货证）购买，一个人可以买一斤。开
卖时，大黄鱼在副食店门口堆得像座小山，而排队
的人也排到几十米开外。至于凉菜，一般是应季的
萝卜丝，还有肉皮冻，热菜除了炖黄花鱼，再配 3 个
别的菜，有荤有素，总之要凑个偶数，如果有丸子，
那道菜就取名叫“团团圆圆”。但这些其实是铺垫，
年夜饭的主角是在子时吃的饺子，包饺子必须全家
老少一起上阵，白菜和肉混合再配上一点青韭，还
得包个硬币或者花生豆，看谁能吃到就有好运气。
我姥姥喜欢吃素饺子，说是“素素静静”，这也是老
辈人的传统。过去，在一年之中，家庭成员往往为
生计所累，没有时间在一起团聚，而年夜饭是把一
个家庭全体成员聚齐的由头，这里面融合了长幼有

序的文化传统，也蕴含了祈福平安、幸福团圆的文
化内涵。

李海燕：正宗的客家年夜饭肉类要齐全，如猪、
鸡、鱼“三牲”必不可少，寓意着新的一年样样齐全。
传统样式叫“八大碗”，代表八面春风的美好愿望，不
少家庭也做“十大碗”，寓意十全十美。年夜饭是一
年里最有仪式感的一餐饭，它不仅代表中国人对阖
家团圆的向往，家族凝聚力的不断巩固，也饱含了人
们对生活新旧更替、承上启下的美好期盼。

主持人：他乡与故乡的距离有时仅在一粥一饭
之间，饮食不仅用以果腹，更多是情感和生活的寄
托。怎样看待人与食物的情感联系？

万建中：在人和食物的联系中，生长环境起到决
定性作用，饮食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与生俱来且相对
稳定。南北东西水土相异，养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
与口味，人与食物的关系相辅相成。随着时代发展
和交通便利，如今不同地域之间服饰、建筑、娱乐等
各种物质生活形态已逐渐趋同，但饮食区别仍然明
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主要体现在吃这件事上，这
充分说明，人与食物的情感联系是最为紧密、浓烈
的。吃的文化与习惯也反映在人的群体性格上，例
如将湖南地区的女性称为“辣妹子”，认为“大口吃
肉、大碗喝酒”的北方人性格豪爽。再有，历史上饮
食对民族融合、变迁起重要作用。在古代，游牧民族
与农耕民族饮食习惯差异显著，以汉族为代表的农
耕文明相比游牧文明来说，经济形态更趋稳定，其生
产方式也更具有预见性，简单而言就是更能满足人
们对饮食温饱的需求，这是促成游牧民族与农耕民
族逐渐靠近、融合的重要因素。从另一角度来观察
这一问题，北京从元朝开始成为首都一直持续到今
天，重要原因在于交通便利，大运河源源不断将南方
的粮食输送来此，作为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北京能够满足人们对饮食、粮食
供应的需求。而今天，我们把“保障粮食安全”“树立
大食物观”的理念放在关键位置，充分说明了人与食
物之间的关联是最基本、最稳定、最切要的。

李其功：说到饮食与思乡之情，晋代张翰的“莼
鲈之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张翰在想起家乡的
莼羹鲈鱼脍后，毅然决然地辞官不干了。人与食物
的一种特殊情感关系或是源于亲情，或是囿于某地
特色。我们常说“家的味道”“家常菜”，儿时记忆里
父母的手艺是人们美食的开蒙、味蕾的培养。烹饪
的过程中包含着浓浓的亲情和慈爱，每道菜不是因
袭菜谱，而是根据家人的口味“私人定制”，这样菜式
自是天下无二。而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味觉与
饮食特色，离开此地或难寻此味、或“味”不对版。亲
情和思乡之情通过味蕾已经完全体现，“莼鲈之思”
典故的深层映射，是以食物为载体的人的情感。

李海燕：传统饮食尽管很多已经不适应现在人
的口味和饮食习惯，但它们能够一直被保留下来，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起到了一种情感纽带的作用。现在
食品工业趋于发达，传统美食无论是从生产力和口
味的丰富度，都难以和工业化产品相比较，但是只要
一入口的瞬间，人们会说“哇，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这是妈妈的味道”，这道美食仅凭情感纽带就已经
胜出。食物是有记忆点的，它由很多因素共同组成，
味道、时间、空间、相关人物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更像
是人类脑海里的一个刻录机，承载记忆里一段段完
整的影像。

千变万变，所有的工业化都不能离
开传统饮食工艺的文化精髓，那就是我
们常说的工匠精神

主持人：一碗腊八粥、一块月饼，虽只是吃食，

却与文学、历史，甚至与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紧
密相关，蕴藏着丰富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在传
统饮食习惯里体现出中华文化哪些特质？来自乡
土的传统饮食是怎样在现代生活中融合发展、传承
创新的？

万建中：二十四史中，大部分都有“食货志”，饮
食既是日常，也是国本。除了供给生存所需外，家
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分享美食的方式，也体现了中
华饮食文化中的传统价值。古代有一种宴席叫“鹿
鸣宴”，一头鹿发现了好吃的不会独食，而是通过鸣
叫声呼唤，等同伴到齐了才吃。“鹿鸣宴”上“鼓瑟吹
笙、和乐且湛”，是中华文化崇尚和睦、共享的价值
体现。很多餐桌上的传统礼仪到今天仍然得以延
续，如敬菜、劝菜、座次长幼有序等，体现了中国人
尊老爱幼、关爱他人的优良品质。中国人爱用圆
桌，圆桌的巧妙在于能够平等兼顾到桌上的每一个
个体，从宏观层面来把握家这个集体，与西方自助
餐等饮食方式所体现的“自我”有别，中国人更看重
的是集体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在更深、更广维
度上讲即家国观念。而从烹饪角度来看，中餐烹调
形式多样复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多种食材的
搭配、多重味道的调和、多种火候的变化汇成无数
佳肴。梅菜扣肉这道菜就很典型，梅菜干涩酸咸，
五花肉厚重肥腻，但两种食材烹调在一起就形成了
绝佳组合。中国人不仅在饮食一道上讲究调和的
艺术，和谐理念更体现在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国家
治理等各个方面。

李海燕：这个话题特别有趣。我举个例子，客家
先民刚迁到南方的时候，非常思念北方故土，尤其是
中原的美食——饺子。怎奈南方不产小麦，饺子皮
无从获得。聪明智慧的客家人便就地取材，把豆腐
当饺子皮使，往里头放入肉馅，于是便有了“酿豆腐”
的诞生。这个故事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溯本思源、吃
苦耐劳、创新进取的精神。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全国八大菜系都把当地人的特性体现得明明白白，
如粤菜注重原汁原味，体现了岭南文化里的低调务
实和包容性强；而鲁菜作为过去的宫廷菜，大气、华
贵、典雅，承载了山东人长幼有序、矩步方行的文化
体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有这方面的深刻含义。

主持人：在今天，一颗黄豆变成一滴酱油的过
程，已难见竹匾与瓦缸的踪迹，现代科技对传统工艺
的改造让食品的生产过程逐渐规范化、规模化。您
怎么看待生产方式变化对人们日常饮食带来的影
响？规模化的食品、餐饮产业如何更好满足中国人

“味蕾”的需求？

李其功：在现代社会，食物或者调料再依靠古法
生产无法满足供应，现代化生产能够满足巨大消费
需求，虽然可能在口味上有一定损失，但是利用现代
技术也有长处所在，过去的传统工艺未必是完全科
学的。随便举个例子，传统古法制酱或者酱油无法
避免生产环境卫生不达标问题，从卫生这点来说，我
们现在的酱比过去的酱要好得多。再有，标准化有
利于食品质量的稳定，作坊式操作受到人为以及气
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食品的质量不具备稳定
性，甚至靠天吃饭，而当代科技使食品质量保持高度
的稳定性。此外，高科技并不一定导致口味上的“今
不如昔”，还是以酱油来说，为了丰富产品层级，利用
目前发达的生物工程学技术，可以加入核苷酸等鲜
味素，使酱油更具风味。标准化并不是推开传统工
艺另起炉灶，很多老工艺的特色也还是要保留的，比
如某酱油广告说的“晒足 180 天”就是一例。在企业
实际操作中，针对不同消费群体也在生产不同的产
品，如北京六必居一方面生产工业化的酱油，但同时
也酿造传统的“铺淋酱油”，既有工业化生产的糖蒜，
也有古法酿造的糖蒜。但千变万变，所有的工业化
都不能离开传统饮食工艺的文化精髓，那就是我们
常说的工匠精神。

李海燕：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使食品加工

技术不断提高，食品的保存、加工和运输更加便利，
人们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各种食品；随着生活节奏的
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加，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
变化，快餐、方便食品等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要满足人的“味蕾”需求，规模化的食
品、餐饮产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研
究消费者需求，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需求进
行产品研发和创新。其次要注重食品安全和质量，
确保产品的口感和品质。第三，要推出多样化产
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例如推出不同
口味、不同规格、不同包装的产品，定制产品、配送
服务等。最后，还要提升有差异化的竞争力。总
之，要满足中国人的“味蕾”需求，规模化的食品、餐
饮产业需要不断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
者的多元需求和期望。

每地有每地之物产，乡村美食具有
极大的魅力。饮食文化要成为乡村发展
的动力，成为乡村休闲旅游的主力吸引
点，将乡土的原汁原味，和当地传统饮食
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凸显出来

主持人：乡村美食、家乡味道是让人对乡村心向
往之的强大吸引力，在您看来，饮食文化应该如何在
发展中激发乡村活力、为乡村振兴赋能？

万建中：饮食市场是巨大的，而且是具有相当可
持续性的。饮食文化要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甚至
于休闲旅游的主力吸引点，要重视两个方面，一个是
绿色健康，另一个就是优势特色。当前，随着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升，消费市场对健康相关的产品、绿色健
康的食品需求越来越旺盛，而乡村正是健康饮食天
然的供应地。当下人们越来越向往田园生活方式，
饮食是田园生活的重要方面，对城市居民来说，休闲
出行有多种选择，只有某个乡村有独一无二的特色
资源时，才会被消费者选择。因此乡村要做好饮食
的“土”特色，将乡土的原汁原味，和当地传统饮食的
独特性结合起来、凸显出来，包括在药膳等方面，也
可以深挖拓展，形成产业体系。另外，饮食文化的辐
射面是非常广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与历史人
文联系紧密，饮食有来历、有典故，应该把乡村特色
饮食文化的人文要素发挥出来，将与之相关的名人
故事、神话传说作为重要一环，延伸其内涵。参考一
些成功的乡村休闲产业模式，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
的发展最后应该是链条化、规模化的，这并不是说要
让所有乡村千篇一律地去发展，而是要用集约化的
模式打造出乡村特色，做到整个产业链的开发。从
饮食来说，游客从种菜、择菜开始，体验特色饮食的
每一道工序，让他们参与烹饪最后品尝，还有加工产
品可以购买带回家。例如在运河沿线，就可以发展
运河美食，形成沟通运河上下游的产业体系，让沿途
的村庄都参与到产业体系中来。

李其功：每地有每地之物产，也有“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之说，乡村美食具有极大的魅力。比如
北京延庆的柳沟豆腐宴，妙峰山的玫瑰酱、玫瑰饼
等，其实很多乡村美食是依赖当地物产。乡村美食
要想发展起来，必须集群化、特色化、精细化。所谓
集群化，就是一个村落都围绕着一种美食作为地域
名片来深耕，这样才能形成规模效应、集群效应、广
告效应。第二是特色化，从总体上说，这种围绕着
一种美食为经营核心的村落是独一无二的；从个体
上说，这并不意味着千人一面，还是要打出个人特
色，围绕着一种美食，延伸开发出不同菜式，与时俱
进，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烹饪方式和新
的口味。第三是精细化，就是从源头确保菜品食材
的质量以及后期的精工细作，农家饭并不等于粗制
滥造，农家菜应该是最能体现食材美味的。食材可
以就地取材，突出食物的“鲜”。精细化并不要农家
具备大厨的水准，而是在加工环节从卫生、营养、美

味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主持人：在数字时代，短视频等多元化媒体传播
方式让原本深藏各地的传统饮食文化传播更广、影
响更深，这样的传播有怎样的意义？当前应如何促
进以饮食为载体的传统乡村文化创新性传播？

李其功：不仅是短视频，包括电商在内，对传播
和弘扬各地的饮食文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没
有网络视频以前，很多地方美食皆“养在深闺人未
识”，而近年来，通过视频以及电商的传播，这些地方
的美食迅速走向全国。举个例子，很多年前，除了去
过广西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螺蛳粉，但是通过
网络视频，螺蛳粉一炮打响，受到全国人民喜爱，如
今已经是人人皆知。可见新媒体打造出一个依托于
网络媒体的新经济时代。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系列
关于地方美食特产的宣传短视频，其中既有成功的
案例，也有需改进的部分。不少短视频和直播间把
观众带入生产场景，了解农家的种植过程以及产品
特点，但这些视频也难以避免制作千篇一律、人物千
人一面的情况，观众看了以后不仅没有了新鲜感，反
而容易对文案产生抵触。乡村美食在宣传上一定要
突出乡土特色，让人看了以后觉得乡音亲切、“土”味
芬芳。另外，农家特产或者美食的重要特点就是味
美价廉、经济实惠，视频直播等带货方式也不能丢掉
这个特点，让消费者觉得“口惠而实不至”，就难以实
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李海燕：饮食不仅是一种生理需求，更是一种社
交纽带和文化传承的方式。许多传统美食都有着深
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这些信息以短视频等为载体
更快更远地传播，也是在传递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文
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我
自身的经历来谈，我本身是地道的客家人，短视频平
台火了以后，我发现很多城市都把自己家乡的美食
拍得很美，年轻人通过刷到一道美食，就会想要去那
个城市看看。但当时客家美食几乎没有专业的拍摄
团队在做，我们团队有美术功底，于是就萌生了一个
想法：能不能把客家美食拍得更美更有质感一点，让
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是我们的初心。在持
续更新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很多意外收获。梅州是
世界客都，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在外华侨。有
很多海外客家人会私信我们，让我们帮忙找他们记
忆中的味道，或者是老人家年岁已高，无法回国，询
问能否帮忙把家乡的美食邮寄出去等。做到这一步
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不是在做美食视频这么简单
了，“慢食客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桥梁，连接了
海内外的客家乡情。

数字时代，短视频等多元化媒体传播方式让原
本深藏各地的传统饮食文化传播更广、影响更深，一
方面促进了文化传承和保护，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
传统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
另一方面通过短视频等多元化媒体传播也直接推动
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当前促进以饮食为载体的传统
乡村文化创新性传播，一方面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
制作和传播有关传统饮食文化的短视频，吸引更多
人关注和了解传统饮食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
开发美食文化旅游产品，如美食之旅、美食体验等，
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了解传统饮食文化。同
时还要培养更多传统饮食文化传承人和保护者，推
动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主持人：一餐年夜饭，是柴米油盐的生活滋味，
也是时间与情感缓缓流淌的人间至味。一日三餐、
一年到头，食物的传承延续，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塑造
出各异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纽带，记载着四方土地上
随人的聚散而前进的历史脚步，诉说着中国人和谐、
共享的独特精神价值。在今天，饮食工艺与方式日
新月异，短视频等传播方式的赋能，让传统饮食文化
传播渐广渐深，而不变的是中国人对食事的认真。
随着饮食文化传播与产业整体发展，凝结浓厚乡情
的乡村美食也将完成向地方文化印记的转身，为广
大乡村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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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李其功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

李海燕 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慢食
客家”自媒体创始人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知宜

◇万建中 ◇李其功 ◇李海燕

舌尖上的年味与乡愁
——对话万建中、李其功、李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