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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制作团队
传承不忘创新

策划、导演、摄影、录音、作曲、剪辑、
片头设计、海报设计还有助理和制片团
队，发布会现场，《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
创作团队代表前后三排，从 !"后、#"后
到 $"、%"后，黑压压站满了舞台，颇为壮
观。但其实这三十多人，只是团队的很小
一部分。据介绍，央视此番出动了将近
&""人的庞大团队，年轻且国际化，在短
短 '"个月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 &"多
个省市区，拍摄地点多达 (()处，调研采
访人物 *+"多人，拍摄美食 ,""多种。

辛苦对于电视人已是寻常事，昨天
很多没到现场的编导正在机房加班加
点，不过总导演刘鸿彦说：“舌尖三节目
里主人公有一句话挺打动我们，他说‘爱
是最好的调味品’，我们创作团队的人都
是凭着对于舌尖这个品牌的爱，对于这
个节目的爱和对于观众这种期待的爱，
来做我们这部作品的。”
据介绍，《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共 $

集，每集 )"分钟，$集的主题分别是：“器
具”、“宴席”、“厨人”、“小吃”、“点心”、“食
养”、“时节”和“融合”，将继续由李立宏配
音。也就是说第三季在传承前两季节目格
调、气质的同时，不忘持续创新，比如开发
出了“器具”、“食养”、“融合”三个新的创
作主题方向；也带来了更多关于历史文
化、人物命运以及食物关系的思考。

好故事和美味
都是不期而遇

为了给大家“解馋”，昨天现场不仅发
布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总宣传片，还
播放了“陕西水盆羊肉”、“河南穿山灶”和
“辣椒的前世今生”三个节目片段。

【陕西水盆羊肉】“陕西水盆羊肉”是
“小吃”一集里出现的美食，讲述老白在

陕西开着一家水盆羊肉
店，每天熬汤、煮
肉、打馍，定时关

门，几十年如一日。儿子继承父业后，每天
熬汤，老白把关，坚持开店前品尝汤的味
道，不合格就不开门。这个故事让大家看
到了老白在浮躁时代的持守和安静，看
到了他一生的坚守，那正是他数十年如
一日所成就的匠心。发现老白故事的《舌
尖上的中国》策划周塬说：“食物在我们这
个古老的文明当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
位，中国食物的精巧可能也是来自于此。”
【河南穿山灶】“河南穿山灶”出现在

“器具”一集，讲述的是河南三门峡特有
的地坑院内穿山灶，一个灶台七口锅，蒸
煮炖焖还能保温，可以放置七口锅同时
操作，非常高效，能够很快做出当地著名
的十碗席。这种烹饪方式，是当地老百姓
数百年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饮食文化
的体现。“器具”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三
季全新开掘的方向。刘鸿彦介绍，以往的
美食节目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美食、
人物或故事上面，但是对于参与创造美
食、盛放美食、隐藏在美食背后的器具，
却关注较少。《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
“器具”独立成篇，讲述了灶、刀、坛、锅、
盘、碗等美食器具的故事。

【辣椒的前世今生】“辣椒的前世今
生”揭秘了辣椒成为食物的过程。辣椒在
中国很红火，但历史却并不算长。,""多
年前，在昆曲里出现了“辣椒”，那时辣椒
是作为观赏植物被养在江南的，后来辣
椒从江南被带到了西南，人们才发现可
以食用，才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食材和调
味品。这一变迁过程，正蕴含了《舌尖上
的中国》第三季“融合”所关注的主题，每
一种食材的普及，每一种味道的迁徙，都
来源于人的迁徙与融合，而融合是继承
与包容，也包含着创新和希望。该集导演
张木介绍：“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味道’，
我们不仅想品到‘味’，还要品到‘道’”。
这种“道”，正是在中外融合的全球视野
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等
出席了启播仪式。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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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腊月二十四，二十四写大字，这是一个民俗，也是
我们的传统文化。“舌尖上的中国3”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徐徐拉
开了卷轴。喜庆的红底配以黑色的大字，嘉宾们以最传统、最
朴素的方式，为这部全国最受关注和期待的纪录片启播。

! ! ! ! #!"#$年度上海市美
术馆事业发展报告$发布

去年新开9家
上海美术馆
增至82家

!"记 者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最近发布的
《&"(#年度上海市美术馆事业发展报告》
显示，截至 &"(#年 (&月底，本市共有美
术馆 $&家。其中，国有美术馆 ($家、民营

美术馆 !,家。全年新增明当代美术馆、昊美术馆、宝龙美术馆等 %家民
营美术馆。同时公布的全年观众数前十家美术馆中，中华艺术宫位列最
受欢迎的美术馆之首，而十家美术馆中，民营占了 !家，超过国有，显示
出民营美术馆已经成为提供文化内容的重要主体，与国有美术馆相比，
展览主题更为丰富、形式更为活跃，对年轻观众更具有吸引力。

&"(#年，本市美术馆参观人数为 !(#万人次，较上年度的 )""万增
加了 ((#万，涨幅超过五分之一。其中，国有美术馆观众 *%!万人次，民
营美术馆 &&(万人次。地处浦东滨江的艺仓美术馆（见上图）异军突起，
以 *)万观众量成为最热门的民营美术馆之一，《保罗·史密斯大展》等跨
界展览以及美术馆建筑本身均成为亮点。龙美术馆（西岸馆 见下图）《詹
姆士·特瑞尔》《安东尼·格姆雷》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显示出市民对
世界艺术语言的认可与期待。位于人民公园的上海当代艺术馆利用公园
入口处的小型空间，深化“艺术亭台”项目，将国际与国内青年艺术家的
实验项目以“馆外馆”的形式展现给来往观众。

神话主题成为去年的关注热点。结合本市重大文艺工程“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实施，美术馆积极
策划主题活动。《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由刘海粟美术馆于
&"(#年底推出，通过 *- 打印、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影像装置等，共
计 *"多组“互联网.”艺术作品，诠释“中华创世神话”主题，呈现女娲
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
说，并举办多媒体舞台演出与传统戏曲讲座等。上海中国画院举办
《开天辟地———神话题材连环画作品展》，展出 !$件作品，并在海外举
办巡展。虹桥当代艺术馆《蝴蝶妈妈———中华创世神话主题创作展》，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我心中的中
华神话故事”——— 第四届“大师
从这里起步”上海少儿美术书法
大展》以少儿的独特视角，以美
术、书法的艺术形式，通过抒写
“我”心中的中华神话故事，引导
广大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浩瀚的
源头，激发少年儿童的民族自豪
感。上述展览受到了观众的热烈
欢迎，反映出中华创世神话题材展
览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