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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中餐。作为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基因的中
餐，在海外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得到不同族裔消费者的广泛点赞
……”中国人民大学食政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食学论坛理事长刘
广伟的一番话得到高度认同；“美食背后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
法餐注重用餐礼仪，而中餐具有风味多样化、四季有别、食养结合等
特点……”广州半岛投资集团董事长、美籍华人利永周的分享吸引了
广泛关注……

3月15日，第六届《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侨界、饮食界、学术界、商界人士共100余人在现场，围绕“食
文化与健康中国”主题展开探讨。半天的会议，与会人士对中华民族
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元的食文化重新梳理，对华侨华人推动中餐走出去
的经验成果以及下一步发展交流研讨。

刘广伟介绍，海外华侨华人开办的中餐厅约有20万家。中餐走
出亚洲的历史大约有800年，走到欧美则有2个多世纪。利永周表
示，中餐厅承载着华侨华人的乡情与乡味，也是他们彼此交流的平
台。他以中餐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之一粤菜为例，介绍了中餐走出国
门后，与当地菜系兼容并包，在保持和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和调味出
受到各国人喜爱的风味。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广东侨界人文学会会长李崴表
示，中华民族的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随着华侨华人走出去的脚
步，中国的饮食文化逐步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美誉。“舌尖上的中
国”，其实也是一部悠远且承载着记忆味道的“舌尖上的华侨史”。他
介绍，此次会议选定“食文化与健康中国”为主题，希望能围绕当前
的“民以食为天”新课题，展开农业种养、食品生产、饮食心理以及
中国美食烹饪、制作等话题进行讨论。

李崴表示，广东侨界人文学会是中国首个侨界的人文学会。成立
10年来，一直以侨与人文为两个重要抓手开展工作，以侨为桥，组
织国际民间人文交流、社会文化服务、慈善公益等活动。《侨时代与
人文中国》座谈会，便是学会打造的品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五届。主题涉及“梁思成与中国建筑”“一带一路·人文先行”等，
将侨与人文紧密结合。

本次《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由广东侨界人文学会、北京爱
尔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中护航集团、半岛投资集团、JOYYE卓艺
陶瓷艺术生活、广州滴水坊协办。

“食”为“侨”论健康
——第六届《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小记

本报记者 李寅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经前期充分
调研，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实验闽剧
院院长周虹提出了《关于全国大中小
学落实“每人每年一本戏”美育方针的
建议》。提起这件议案，这位国家级非
遗闽剧传承人先讲起了一段故事。

今年2月，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与
香港福建同乡会共同主办“元宵闽剧
晚会”，在线展演新编闽剧 《双蝶
扇》。熟悉的“虾油味”，不仅引发了
海内外乡亲情感共鸣，也收获了新一
批年轻戏迷。

“不同于老版剧目表现的爱情阴
谋，《双蝶扇》讲述了3个青年互相
体谅、彼此成全的故事，与时俱进地
传递向善能量，展现人性温暖。”作
为《双蝶扇》主演，周虹解析了这出
大戏圈粉的“秘诀”所在。

闽剧，又称“福州戏”，被誉为
福州方言的活化石，是现存唯一用福
州方言演唱、念白的传统戏曲剧种，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有
着400多年的历史。其风格高雅、潇
洒，道白清晰，唱腔优美，婉转流
畅，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地区，
并传播到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如何让以闽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
文化更广泛地走到年轻人中去？这些
年来，周虹一直在思考。“‘双减’之后
怎样给孩子们加‘营养’？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滋养青少年的精神，应是全
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当务之急。”她说。

近年来，周虹始终将非遗闽剧传
播普及作为剧院重点工作，坚持戏曲
传承从娃娃抓起。以身作则，通过“走
出去”“请进来”，开展“八闽戏剧进校
园”“闽剧进校园，文化润童心”“非遗
进校园，文化共传承”等，2015年至今
与50多所学校合作举办了近300场
活动，并在学校成立“闽剧少儿活动实

践基地”，辅导许多校园学生屡创佳绩。
同时，还承办了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闽台地方戏曲’——闽剧音乐雏鹰人才
暑期培训班”。

“戏曲艺术是词有诗意之美、曲有
音乐之美、动有舞蹈之美、妆有古典之
美、舞台有意象之美、内容有道德之美
的综合艺术，尤其是在剧目主人公身上
所具备的‘仁义礼智信’和家国情怀，
符合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周虹坦
言，长期的戏曲进校园活动，让她有了
更多思考。

为此，她呼吁从国家层面落实全国
大中小学“每人每年一本戏”的美育方
针，鼓励或要求具备条件的城市大、
中、小学生每年至少进剧场观看一场演
出；不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采取政府
购买，通过与“送戏下乡”“文化惠
民”相结合的方式，落实“每人每年一
本戏”美育计划。

“通过观剧可以寓教于乐，使观众
在观剧过程中对真善美有所感触。”在
周虹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
强新时代学校美育教育，增强学生文化
素养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发挥戏曲艺术
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独特作
用，对全国戏曲市场培养和发展也将产
生积极影响。

同时，周虹建议，加快推动闽台戏
曲文化交流，设立闽台戏曲文化交流专
门机构，建立两岸青年戏曲戏剧项目专
项扶持体系，还可以专项资金扶持方
式，从院团的角度邀请台湾戏曲人与福
建省内国有院团实现剧目共建，推动两
岸巡演，让乡音乡曲以文化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促进闽台交流。

“未来，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虹如是说。

全国人大代表周虹：

“每人每年一本戏”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所有的‘非遗’一开始都是来自生活，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山东省青联副主席
魏新看来，非遗不应该像文物一样放在博物馆里，“比如说美食类非
遗，应该回归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消费，就是对其最好的传承
和弘扬！”

作为长期生活在济南的曹县人，魏新心里始终对家乡的年菜“蒸
碗”念念不忘。“‘蒸碗’的味道，是故乡冬天的味道，是老家过年
的味道。每一碗一个味道，每一碗一种情怀。”魏新说，年节最难忘
的部分，一定是与亲人和故乡有关的。

这些年，老家的“蒸碗”在味道和包装上进行了一次次升级和调
整，也斩获了诸多殊荣。最让魏新感到欣慰的是，老家的“蒸碗”技
艺还成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解了诸多游子胃里的乡愁。

“记忆里，老家过年走亲戚，喝酒是喝酒，吃饭是吃饭。喝酒时
上炒菜，吃饭时不管菜有多少，一盘盘全撤下，然后上‘蒸
儿’……”魏新告诉记者，“蒸儿”就是“蒸碗”，上四个、六个或是
八个，有许多种花样：蒸羊肉、蒸牛肉、蒸鸡、蒸鱼等等。

“‘蒸儿’不是清蒸，更准确地说是‘重蒸’，有重重工序，大
体是将要蒸的食材切块，稍微腌制一下，挂糊，放油锅里炸好，捞出
再放进碗里，加少许盐、葱姜、汤汁和调味料，放在蒸笼里蒸透，扣
在盘子里，便是可以享用的美味了。”

比起别的菜，“蒸碗”的滋味儿最浓最足。每块肉要经过腌、
炸、蒸的重重工序，哪方面都不能含糊。魏新介绍，关于“蒸碗”的
做法，并没有可以参考的食谱，家家都是不断积累摸索出的经验。

“所以，每一家的‘蒸碗’，味道都不同。过年一圈亲戚走下来，谁家
‘蒸碗’好坏，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数。”魏新说道。

诸多“蒸碗”中，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是“蒸甜米”。“甜米是用江
米做的，加上红枣和山药片一起上锅蒸……”魏新说，红枣在碗底扣
过来，在盘子上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再撒上些白糖，仿佛花瓣上
晶莹的露水……

魏新介绍，自己情有独钟的蒸素鸡，通常是用猪肉剁成馅儿，炸
成一个饼的形状，再用刀切成半指厚薄片的一种食物。素鸡之所以叫
素鸡，这跟山东人的传统年节礼密切相关。客人到家里，主人要有鸡
有鱼，才算成席，尤其是过年，必须“吉庆有余”。没有鱼，用木头
刻一个，也要摆在桌子上，还在上面正经撒点香菜和葱丝，应景那句

“年年有余”；若没有鸡，就用面粉做一个，摆上桌，也算是有鸡了，
应景那句“大吉大利”。

后来，日子好一些，面粉里掺点肉，素鸡虽然不素了，还叫素
鸡。如今条件都好了，素鸡基本上全是肉的，掺点馍糁子，是为了不
那么腻，再加点面粉，也只是为了定型。

“素鸡不是鸡，类似于四喜丸子，放在碗里蒸好了，外黄里白，
咸香无比，就着个白面馒头，我足足能吃一碗……”魏新感慨地说。

“现在看来，这算是最早的预制菜。”如追溯“蒸碗”的诞生，
魏新认为是受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使然。“没有新鲜蔬菜、肉蛋，没
有冰箱储存，没有那么多方便、快捷的厨具，年要过，客人要招
待，于是提前做好适合存放的蒸碗，客人来了，一会儿工夫，就能
端出几个‘蒸碗’来吃。”魏新说，蒸碗里有浓浓的亲情，有热腾腾
的年味儿。

现如今，过年在家做“蒸碗”的比过去少了很多，通常人们只简
单做几样有个代表，但味道似乎总差了点。

“‘蒸碗’最不可复制的，就是要用大地锅和大蒸笼，一层一层
把不同品种的‘蒸碗’放在一起蒸，让各种食材、香料的香气在笼子
里互相浸透，牛肉有羊肉的香味，羊肉也带着鸡肉的香味，鸡肉有糯
米的香味，蒸出来的‘蒸碗’才有‘蒸儿’的香味。甚至，每一层放
什么‘蒸碗’，都影响着‘蒸碗’最终呈现的品质。”魏新直言，看似
简单的“蒸碗”里实则有“大文章”。

“不管是我老家的‘蒸碗’，还是其他各地的特色美食，这种‘舌
尖上的非遗’要想‘做大’和‘走得更远’，一要保持它的特色，二
要严控它的质量，三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主动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
求，才能够不被淘汰，越做越好。”魏新说。

全国政协委员魏新：

小“蒸碗”里有“大文章”
本报记者 张文敬 雷蕾

工艺美术是生活、生产与审美创造性结
合的造型艺术。存在于乡村的工艺美术产
业，能带动设计印刷、快递物流、餐饮住
宿、设备工具销售租赁等相关行业发展。

“我国工艺美术从业者1300多万人，年
产值30000多亿元。”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
雕塑行业协会副会长、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
石雕传承人高英坡说，工艺美术产品蕴含着
丰富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可
以为乡村振兴赋能。

高英坡是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人。他的
家乡是全国知名雕刻之乡，10多万人从事雕
刻产业，乡镇遍布大大小小的雕刻工坊、雕
塑企业。为此，他更对工艺美术在乡村振兴
中起到的重要带动作用感同身受。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
见》，对发挥美术工作者引领带动作用、突出
地方特色、巩固提升美术产业等提出要求。

“传统工艺美术从业者还面临一些现实问
题。”高英坡说，目前很少有扶持工艺美术产
业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出台。另外，工艺美术
产品原材料多是就地取材或向当地农民购
买，而农民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导致税费转
嫁到工艺美术企业，手工费占生产成本的比
重较高，企业也不能获取增值税发票予以抵
扣。

高英坡表示，可以建立一套有扶持资
金、有鼓励政策、有人才发展战略的工艺美
术产业发展机制，以充分动员广大工艺美术
工作者参与其中，推动工艺美术创意产业快
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在工艺美术资源丰富、具有特色手工业
技艺传承的地区，可以构建特色小镇、最美
乡村等。”高英坡说，加强特色乡镇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可以筑巢引凤，吸引有能力、有水
平的工艺美术工作者助力乡村振兴。同时，
出台支持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将中央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
进就业创业等惠农政策，在乡村工艺美术产
业上得到体现。

高英坡认为，增强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乡村工艺美术名牌
产品非常重要。建议政府建设或鼓励民间资本建设一批手工工坊、特色民
宿、民间博物馆、美术馆、文创馆等，推动全域旅游主体融合发展，把工
艺美术产品打造成名优产品，逐渐实现规模化发展，并促进银企合作，坚
持市场化运作，推动工艺美术产业化进程。

“既要加强对现有工艺美术传承人的保护，又要加强完善工艺美术人
才培养梯队。”高英坡说，要完善乡村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队
伍梯队建设，尤其要鼓励培养留守乡村的劳动力，提高技能，增加收入。同
时，加强中高职院校、大专及本科院校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培养集现代艺
术设计与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于一身的青年复合型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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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见证，许
多城市发端于运河，兴于运河，繁荣于
运河，成为这些城市的血脉。京杭大运
河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
古代运河，几千年来，以水波为曲，以
桨帆为歌，传唱着中华民族浩荡奔腾
的历史壮歌，孕育了璀璨的运河文明。

出生在青岛、生活在杭州的全国
政协委员，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
的艺术生命里与“水”有着不解之
缘。崔巍一直认为，在自己创作的生
命中遇到大运河，是冥冥之中的使命
和责任。“越接近她，就越发觉得千
年的运河不是一部戏能完整呈现的。
运河虽然不像长江那样汹涌澎湃，但
生生不息的运河水却蕴含着一种无穷
的力量。”崔巍说。

因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机
缘，崔巍希望以自己所擅长的舞蹈艺
术形式，为中国大运河的世界性申遗
助力，《遇见大运河》应运而生。在
崔巍看来，《遇见大运河》不仅是一
部舞台艺术作品，更应该扩展为一次
文化遗产传播行动。

在巡演采风的第一站，崔巍来到
开凿运河第一锨土的扬州古邗沟，聆
听世代居住在运河边的老人拉着二胡
讲述《茉莉花》的由来；在浙江探寻
了古人行舟背纤的古纤道，追忆祖先
创造运河文化的辉煌；来到河南曾被
誉为天下第一粮仓的洛阳含嘉仓，采

访守仓人，聆听他三十年如一日守护
具有千年历史含嘉古粮仓的故事……

“我们还去到安徽，那里拥有现
存的大运河活化石——隋唐大运河通
济渠唯一保存的泗县段，那份震撼、
感动，无以言表。”崔巍回忆起，当
地老百姓顶着烈日，主动加入她带领
团队举行的“万米红线 保护运河”
的行动中，82岁的陈绍兰更是一路
跟随，为大家讲述她和乡亲们保护古
运河的故事。

“我们踏上大运河制高点山东南
旺分水枢纽遗址，尽管这段运河早已
失去原有功能，但整个团队依然从心
底对治理运河的功臣致以敬意，我们
为此还专门举行了庄严的祭拜宋公、
白公仪式。”崔巍说，当来到天津武
清北运河十六道闸口前，他们这些生
在南方长在南方、脑中早已习惯了运
河舒缓地流淌的演员们，更是第一次
看到了运河汹涌奔腾的场面。在被震
撼的同时也都意识到，在《遇见大运
河》 第四幕“又见运河”中所表现
的、那几乎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的
运河水是真实存在的。

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采风后，崔
巍脑海里逐渐形成了男主角的样貌
——一位关心大运河并为之进行艺术
创作的年轻艺术家。这个人物形象与
苦心创作的崔巍本人有着多重相似，
而女主角则最终选定为一滴运河水的

化身，人与水相知相恋。在戏外，观
众也因男女主角的相爱而情不自禁地
爱上大运河。最终《遇见大运河》的
呈现，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沉重的
历史陈述，而是从现在的“我们”的
视角出发，讲述运河与我们“相遇”
的故事。

随着排练进程的展开，“大运河”
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崔巍把对大运河
的认识通过艺术展现在大众面前。《遇
见大运河》活了，也火了。如今，《遇见
大运河》已走遍大运河沿线省市，并走
出国门，走向了世界。舞蹈剧场《遇见
大运河》也成为崔巍创作最难、成就最
大的作品之一。

“我们走到每一处，都能唤起人
们心中关于‘运河’的记忆；当观众
再度为运河的命运而产生关注、揪
心、想要为运河做些什么时；当他们
在看完演出后，第二天来到运河边走
一走时，《遇见大运河》就产生了真
正属于它的独特价值。那不仅仅是艺
术造诣上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对艺术
作品的欣赏与赞美，而是他们让来源
于生活的艺术，最终又回归到生活中
去了。”崔巍说。

为了“遇见”更多的同道中人，让
大运河走向更宽更远“航道”，《遇见大
运河》开启了世界巡演。在第一站——
法国，有一位意大利观众在演出结束
后一直不走，还激动得泪流满面。虽是

第一次看中国舞剧，但她却看懂了，并
被中国灿烂的文化所震撼，她为此还
想来中国看看大运河。在埃及演出时，
有一位观众结束后不肯离场，他说这
是一部国际化的题材，虽然讲的是文
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但他联想起
尼罗河的保护与传承。

“在希腊演出时，还有一位史学
家这样说，中国有两大人工奇迹：一
个是长城，一个是运河。长城代表了
中国的历史，它是防御的、坚守的，
但运河代表了中国的今天，它是交流
的、开放的、共融的。”这一幕一
幕，都让崔巍记忆犹新。

崔巍说：“过去的千年，人们用生
命铸就了运河，今天的我们，也该用文
化挖掘一条运河。”从2009年开始，她
就在全国两会上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
份提出中国大运河的相关建议。作为
杭州市政协委员，她也在市政协会议
上连续五年提出提案，呼吁加大中国
大运河保护力度，让中国大运河文化
走向世界的概念越来越清晰。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
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构建了
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
心的文明华章。如今，我们要用舞蹈
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为人民提供精神
指引。”崔巍说。

“遇见”让大运河与艺术家心手相连
——全国政协委员崔巍的运河情

本报记者 鲍蔓华

为创作《遇见大运河》，崔巍到运河沿岸采风。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演员们为孩子们表演经典闽剧 高英坡在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