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满意了。 ”因为疫情，美食纪录片《风味
人间》第二季的开播日期从正月十五一直拖延至
4月下旬；也因为疫情，对总导演陈晓卿的专访不
得不通过电话完成。 接通电话，寒暄着问他前三
期的播出效果是否满意， 本以为会得到一个
委婉客套的回答， 没想到这位 “久经沙
场”的老将，这位与美食纪录片打了近十
年交道的老饕客带着几分欣喜
和激动这样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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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十日翻面展览
赵朴初名作《延安礼赞》与《某

公三哭》被书写在同一册页的正反

面。从木匣中取出的是一本折叠着
的精巧册页，册页展开后长 116.8

厘米，高 14厘米，由赵朴初先生行
书书写。

“欣奔驰道，望迎前一塔，延安
来到。山上延园遥指点，山下延河

微笑。洞吐虹霓，树喧猿鸟，想见风

云闹。英雄儿女，归心天下多少。
争话薪胆坚心，江河浩气，岩穴

神州小。旋转乾坤无尽愿，终把魔氛
尽扫。下笔飞龙，燃犀烛怪，一卷人

争宝。循墙抚案，壮心腾跃云表。”

这首《百字令·延安礼赞》是赵

朴初先生 1960年参观延安时所书，
歌颂了中共中央曾经的驻地，及毛

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为了远大理想
而坚持抗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册页背面的套曲《某公三哭》
笑谈谑说，勾勒出“反修”时期时代

风云。其高屋建瓴的视点、娴熟典

故的功底、寓庄于谐的幽默，赢得
了毛主席的赞誉。

朴老在 1960 年至 1964 年写
了这一系列作品，并把它正式抄录

在同一本册页的正反两面。整册书
法工整隽雅，用笔娴熟自如，墨色

浓郁醇厚，笔精墨妙。这一系列作
品既饱含书法的审美价值，又有珍

贵的史料意义，反映了时代背景下

的人民心声。
据悉，上海博物馆馆方每隔

10天将会把手卷翻面展出。

朴老作品属于国家
本次展览名称“无尽意”取自赵

朴初先生的斋号———无尽意斋，展

览甄选了亲属捐赠的赵朴初先生各
个时期珍贵手迹以及文献遗物，涵

盖诗词曲俳、书法艺术等丰富内容，
包括《百花令·全国科学工作会议

卷》《庆长春词卷》《为汉唐壁画往日

本展出作诗轴》《自书遗嘱卷》等，分
为家国情怀、时代巨匠、当代维摩、

高山景行四大板块展出，彰显其爱

党爱国、弘法利民的博大胸怀。

赵朴初先生大部分的书法文
献、珍贵文物、珍贵遗物，此前分别

存于北京故居和中央统战部。去年
初，这批书法作品和文献遗物进行

了清点交接，捐赠给了上海市，文
物运抵上海后入藏上博。博物馆专

家经过一年努力，对朴老的珍贵书

法文献、珍藏文物、珍贵遗物做了
认真细致的整理和修复，在《无尽

意———赵朴初书法艺术展》上遴选
93幅作品展出。

“伯父朴老深受大家尊敬和爱
戴，他留下了的无尽珍宝，不属于

赵家，属于国家、属于世界。”昨天
代表赵朴初先生亲属前来捐献文

物的是他的侄女———全国政协常
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赵雯。她表

示，伯父在上海学习、生活、战斗、工
作了 35年。“我们感恩上海，将伯父

无尽珍宝捐给上海，由上海博物馆给
予专业的、永久的保存、展示、研究、

弘扬。这是对伯父朴老最好的纪
念。”据上博馆长杨志刚透露，上博

东馆建成后将把赵朴初书法作品作
为常设展品展出。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延安礼赞》下周亮相上博
赵朴初书法作品未来常驻上博东馆

食物是打开世界的一把钥匙
访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总导演陈晓卿

    昨天下午，赵朴初先
生珍贵遗作———《延安礼
赞》册页，由他的家人送
至上海博物馆，当场入藏
展厅展柜。 为纪念赵朴初
先生逝世 20周年， 上海
博物馆将从 5月 21日起
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无尽
意———赵朴初书法艺术
展”，免费向公众开放。

遗憾
很多美食没拍上
过往的大多数春节，陈晓卿都

在路上，在拍摄现场。因为新年是食
物汇聚的高峰，拍摄与美食有关的

纪录片，节庆是最“出活儿”的黄金
时段。按原定计划，今年春节同样是

《风味人间》团队非常重要的拍摄
期，去年没拍充分的，大家都想着就

当作调研，今年春天还能有一次机

会。一些重磅食物的棚拍期也被安
排在这个时间，“比方说烤一块猪

肉，皮像火山一样往外爆的镜头，本
来应该在灯光下，我们专门地特别

细致地再拍一次。”
但忽然之间，疫情暴发了，蔓延

了，一切安排都被打乱了。原先联系
好去拍的餐厅被迫停业，请来棚拍

的厨师没法到场，找不到这段时间
还开门的场地，配音和音乐合成也

没地方弄⋯⋯计划要去海南拍的文
昌祭祖，全村过年的大事，也取消

了。“明年肯定会有新的故事。但比
如，我们有一个故事，计划去那家拍

两年，但现在，就很可惜。”尽管对剪

辑、解说，包括作曲，陈晓卿和他的

团队都做出了有相应的调整，但陈
晓卿没在《风味人间》第二季里加一

丁点儿和疫情相关的内容，“想尽可
能地让观众觉得，疫情没有太大地

影响我们的生活。也想让大家看看，
我们人类本应该怎样生活。”

痛惜
很多习俗消失了
大多数自然类的纪录片，拍摄

周期是一个自然年。有些食物和习

俗，或许还会出现在未来的节目里，
有些则可能就此与团队和观众错过

了。比如《风味人间》第一季所拍过

的瓦屋山的冷笋，后来因为禁火，冯

玉兴夫妇第二年起便只能在浅山采
集了。“在地球日渐成为一个村庄的

过程当中，在人的生活半径逐渐扩
大的过程当中，有些饮食方式和生

活方式正在被无情地荡平。”虽然对
于社会向前发展陈晓卿是坦然的、

肯定的，但对于充满温度的美食不

断消逝，他仍旧痛惜，“从人类的历
史上看，有些东西注定要消失。但很

多习俗，是我们的祖先，也是人类多
样化生存的标本。能够用影像把它

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作为一个纪录
片人，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

责任。”于是，这一季从西藏雪域到

宁波盐田，从尼泊尔到挪

威，从悬崖处的甜蜜到深
海中的珍馐，节目组再一次几乎走

遍了中国各地和全球五大洲 25个

国家和地区，拍摄超过 300种美食，
记录下无数张动人的笑脸。

作为一个始终对食物充满好奇
的人，陈晓卿并不讳言自己对统一

配送的“中央厨房”的不悦，“我看着
那些机器里压出来的东西，有莫名

的恐惧感，他们至多是不难吃”，他

甚至担忧交通发展带来的距离的消
失，“距离越来越近的结果是，大家

越来越一样，人类的这种参差多态
就不存在了。而美的本源就是参差

多态。”对他来说，所能做的就是带
领团队，为行将消失的参差的生活，

留下最后一帧照片。

盼望
拍摄理念再更新
聊到团队，陈晓卿告诉记者，其

实《风味人间》的核心团队并没有观

众以为的那么大，“大概二三十人，最

年轻的分集导演是 1993年出生的，
我们从没有开过超过二十人的会

议”；团队的预算也没有外界想象的
那么宽裕，“跟兄弟团队相比，我们不

过是把别人用来住宿吃饭的钱，用来
拍片了，现在设备和素材的花费的确

比过去大得多”。但哪怕比上一季更

大范围地用上了显微摄影和自动摄
影控制系统，团队中也不乏一些常年

给《国家地理》掌机的摄影师，陈晓卿

依旧觉得，中国纪录片未来要真正投
身到国际纪录片大的潮流里面去，还

有很多努力可以做，“比如，提升我们
对事物的认识方式。”

于是，《风味人间》每个导演进
组都会收到一张长长的书单，从汪

曾祺的《五味》、唐鲁孙的《唐鲁孙

谈吃》，到袁枚的《随园食单》、孟元
老的《东京梦华录》，再到玛格丽

特·维萨的《饮食行为学》，不难看
出其中有关于食物的大部头著作

史料，也有融合个人阅历的美食札
记，有严肃的人类学视角，更有洞

悉日常的世情眼光。于是，在拍摄
第二季第一期《甜蜜缥缈录》前，陈

晓卿要求导演先研读季羡林《糖
史》和西敏司人类学著作《甜与权

力》，“我们希望能不断进步，能在
一个更大的参照系里，来看一个小

小的食物。食物只是我们打开世界

的一把钥匙。”

于是，这个总导演大约会参与一
半左右现场拍摄，“很多纪录片，第一

集好看，后面就‘掉’了下去，我们希
望能不断给观众惊喜，比如这周日播

出的《杂碎逆袭史》，我们自己看片的
时候办公室都‘张牙舞爪’的，它突破

了我们自己的很多认知。”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风味人
间》第三季的提纲已经通过了，“要

准备开始拍摄了”。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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