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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热艺冷观

历代文人中堪称老饕的，前有张

岱，后有汪曾祺。张岱在其著名代表

作《陶庵梦忆》中提到的美食遍及大

江南北，北至北京，南到福建，他自谓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几百年后，“作

家里特会吃的，厨子里特会写的”汪先

生则英雄惜英雄，慨叹“浙中清馋，无过

张岱”。

余在拙著《湖山：张岱与他的美学

世界》中，以“江南食”一章描绘了张岱

作为美食家的人生切面。其实，除了为

诸多美食写下冰雪妙文，张岱还写过

《咏方物》三十六首，以诗香词韵，赞人

间至味。从食材产地到烹饪技法，再到

口感品相，句句皆专。

知音王雨谦为此赞他：“自是老饕，

遂为诸物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期的史

官,被孔子誉为“良史”。王雨谦食事之

董狐的评价，可谓相当之高。细细品

读，有如一张穿越时空的江南美食地

图，个中佳肴美味，有的还在滋养着当

代人的舌尖味蕾，有的则随时代消逝只

余文字回响。或许，正是有张岱这样的

“食史”们，才得以令美食成为一种学

问，成为中国人生活美学的一部分。

独留文字余韵的
姑苏余杭至味

苏州有道历史名吃“带骨炮螺”，青

年作家马伯庸在《两京十五日》中也有

提及，谓之“带骨鲍螺”，一字之差。乍

听名字，仿若海鲜，其实它是道讲究的

甜点。张岱诗曰：“炮螺天下味，得法在

姑苏。截取冰壶魄，熬成霜雪腴。一甜

真彻骨，百节但知酥。晶沁原无比，何

惭呼酪奴。”从这首诗可知，炮螺是用牛

奶提炼出的乳酪制作的，起这个名字，

只因形状似螺。

张岱对自制乳酪非常热心，曾和叔

叔一起潜心钻研，有诗为证：“一缶山牛

乳，霜花半尺高。白堪欺玉汁，洁亦溷

珠胶。酪在讵能割，酥融不可挑。空山

养清寂，用以点松醪。”

如果说诗是在极尽所能呈现乳酪

之香，那么小品文《乳酪》则描绘了乳酪

之珍：“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

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

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

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人肺腑，自是天

供。”为了制得上好的乳酪，张岱竟然亲

自豢养了一头牛，也是资深老饕所为

了！在这样的乳酪中加入少量“蔗浆

霜”，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之，所得

“带骨鲍螺”，天下称至味。可惜的是，

这道美味“其制法秘甚，锁密房，以纸封

固，虽父子不轻传之”，今天的人只能靠

文字去想象了。

同样在今日地方招牌菜单里难觅

踪影的，还有“招庆烧鹅”。张岱一生挚

爱杭州，对杭帮美食念念不忘，以诗盛

赞的“招庆烧鹅”便是代表。诗曰：“烧

猪思佛印，招庆以鹅名。焦革珊瑚赤，

深脂冻石明。腯肥刚七日，鬯匕慰三

生。方晓羲之爱，何曾为唤鹅。”

颇值得玩味的是，百多年后的清代

老饕袁枚，却在他的《随园食单》中，对

烧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杭州烧

鹅，为人所笑，以其生也，不如家厨自烧

为妙。”两位文人老饕对于同一道菜竟

有截然相反的论断，甚至专门以诗文记

之，似乎已经不能简单用各有所爱来下

论断。或许，这道菜传了几代，便盛名

之下其实难副了。

流转千年的玉盘
珍馐与寻常瓜果

当然，张岱笔下的大多数江南美

食，如今我们仍有机会品尝，结合诗文

细品，不论是玉盘珍馐还是寻常瓜果，

都平添风流雅韵。

张岱一生行旅的范围不广，从《陶

庵梦忆》来看，其足迹仅跨江、浙、鲁、皖

四省，北方的诸多美食并没有机会亲

尝，因而提到羊肉，他念念不忘乌

镇：“羊肉夸乌镇，乳羔用火煨。沈犹

朝饮过，贾客夜船来。冻合连刀斫，

脂凝带骨开。易牙惟一熟，不必用

盐梅。”

关于“乌镇羊肉”，当地有一个

传说，明嘉靖年间，乌镇有一家湖羊

肉馆，味道平平，门可罗雀。老板怀

疑是伙计的问题，开口辞退之。次日

凌晨，伙计气愤难平，将伙房外堆着的

萝卜、甘蔗梢倒进了炖羊肉的锅里，就

离开了饭馆。老板到厨房去查看羊肉，

感觉跟平时不太一样，尝了一块，膻味

全无，香软可口，赶紧追回伙计，升职加

薪！此后，乌镇羊肉声名鹊起。传说

嘛，真假莫辨，毕竟品牌都有故事。

瑶柱，北方人称之为干贝，即以扇

贝的闭壳肌制成的海味珍品，自古是老

饕们的挚爱，古人赐一雅称“西施舌”。

苏东坡曾著《江瑶柱传》，将之拟人化，

写下一篇生动的“人”物传记。张岱在

《咏方物》中诗以载之：“谁传江瑶柱，纂

修是大苏。西施牙后慧，虢国乳边酥。

柱合珠为母，瑶分玉是雏。广东猪肉

子，曾有此鲜无。”

除了“西施舌”，张岱还钟爱“西施

乳”，即苏州河豚肝，与芦笋同煮则无

毒。在《瓜步河豚》中，他咏道：“未食河

豚肉，先寻芦笋尖。干城二卵滑，白璧

十双纤。春笋方除箨，秋莼未下盐。夜

来将拼死，蚤起复掀髯。”为了这口至

味，不惜拼死一试，好在安然无恙，早起

抚着胡子，感叹一句：活着真好啊！张

岱的文字真是幽默得很。

张岱笔下的寻常瓜果蔬菜，完全不

输饕餮盛宴。如《花下藕》，盛赞杭州莲

藕：“花气回根节，弯弯几臂长。雪腴岁

月色，璧润杂冰光。香可兄兰雪，甜堪

子蔗霜。层层土绣发，汉玉重甘黄。”如

果说莲藕是寻常，那么福建的荔枝则透

着几许奢侈。想想那是明朝，绍兴与

福建遥遥相隔，张岱却总能吃上最新

鲜的那一口荔枝，也难免吃完要感慨

一番：“宋香曾冠谱，进奉贵钟南。

霞绣鸡冠绽，霜腴鹄卵甘。蔗浆寒

一舌，螫乳滑千柑。飞骑供妃子，珊

瑚里雪含。”

江浙地区喜食茭白，张岱也对之

情有独钟。他的《秋茭白》曰：“九月

西湖上，新茭个个肥。玉莹秋水骨，碧

卸楚绗皮。隽永同蔬笋，鲜甘比蜜蠡。

几年曾大嚼，软饱在山居。”九月的西

湖，正是秋茭白上市之时，肥嫩如玉，鲜

美甘甜，每年来此大吃一顿，“软饱”这

词，用得正好。

不爱美酒却钟情醉蟹

自古美食配佳酿，张岱论酒的诗文

却不多。在《自为墓志铭》中，他列举了

自己的诸般爱好，唯独没有饮酒。其实

张家喝酒是有渊源的，张岱说他的祖父

素能豪饮，再往后代尽失传。张岱的父

亲、叔叔，吃一碗糟茄，立刻面颊发红。

家宴上，家厨精心烹饪，可谓江南一流。

每上一道菜，兄弟们都争相举箸，吃饱了

自行离去，从头到尾竟没有人举杯饮

酒。对此，有个叫张东谷的酒徒对他

父亲说：“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

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

吃不会吃。”张岱说，二语颇韵，有晋

人风味。有好事人在《舌华录》中总

结道：“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

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

吃。”张岱忍不住感叹：“字字板实，一

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虽不爱吃酒，张岱却是醉蟹的最佳

代言人。《西泠河蟹》诗曰：“肉中具五味，

无过是霜螯。盾锐两行列，脐高三月

烧。瘦因奔夜月，肥必待秋涛。谁说江

瑶柱，方堪餍老饕。”“九月团脐十月尖”，

张岱会在秋蟹肥美时，备一只坛子，先将

冰糖煮化，加花椒、姜片、干辣椒，倒入适

量料酒，放入洗好的花蟹，再浇入冰糖水

和米酒，封好口。密封七天后取出，只见

醉蟹色青微黄，肉质鲜嫩，酒香浓郁，略

有甜味，开坛即食，不开坛可保存两月。

明朝中后期，文化兴盛，结社成

风。文人们或以文会友，或结聚论学。

唯有张岱，别开生面地成立了一个“蟹

会”，自封会长。《陶庵梦忆》中有“蟹会”

一篇，描述了蟹正肥美的金秋时节，“蟹

会”开张、热闹非凡的盛况。

“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

为河蟹。河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

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

油油如螾。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

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午

后友人纷至，会长便开始煮蟹了。每人

六只，担心冷了有腥味儿，所以吃完一

只再煮一只。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桌

上还佐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等各色

佳肴；白菜是以鸭汁精心炖煮的，谢橘、

风栗、风菱皆是应季佳果；酒乃玉壶冰，

蔬以兵坑笋，饭是余杭新产的精米，漱

口用的是张岱亲自研发、一价难求的兰

雪茶。“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

余味无穷的佳肴、添酒回灯的盛

宴……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张岱的前半

生。改朝换代之后，张家寓居乡村山

野，粗食布衣，潦倒度日，能吃饱已

是不易。在《陶庵梦忆》中忆及往

事，张岱慨叹“酒醉饭饱，惭愧惭

愧”；吟哦种种方物，目睹今日山河

“寸寸割裂”，此心亦是寸寸断折。

好在人生还有梦，在梦中，秋蟹

正肥，兰雪犹香；在梦中，家国故人，

含笑依然。如此，怀着对生活的无限

爱意，才有勇气在“布衣疏莨，常至断

炊”的后半生，把这些回忆凝成冰雪诗

文，再以一颗冰雪之魄，去造一处永不

坍塌的精神桃园，荫庇后来者。

（作者为作家、书画家）

张
岱
诗
文
中
的
江
南
美
食
地
图

老
桥

■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系
列
谈

▲明代画家沈周笔下的蟹

▲清初画家恽寿平笔下的藕

▲清代画家董邦达所绘《西湖十景图卷》局部

不久前，于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罗
意威（LOEWE）《匠艺天地》展览，在社交
媒体上掀起热浪。禁不住朋友的推荐，
以及自己作为观展达人的好奇心，也便
抽空去一探究竟。

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我在上海陆陆
续续看过不少有关国际一线品牌的时尚
展览，与之前的时尚展览相比，此次罗
意威不再停留在讲述一个品牌的故事，
而更多吸取了当下艺术展览和当代艺
术中某些创意与灵感，以此来彰显品
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这是我认
为此展获得追捧的主要原因。比如说，
整个展览的动线设置，颇为注重策划，重
视参观者的心理感受，高低起伏，张弛
有道。有的展厅相对密闭和紧凑，让人
凝神聚气观看展品；有的展厅豪华气派，
开畅辽阔，气宇轩昂，体现品牌的实力和
格调。

高挑深远的第一展厅即让我过目难
忘。最远处安放了几件罗意威基金会收
藏的大型雕塑作品，其中悬挂在半空中
的那件艺术作品，远远吸引住观者的目
光，同时也奠定这个展览整体的艺术氛
围与气质调性。

更让人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此次
展览的设计，尤为注重借景与借力，以及
展览的“在地性”。

上海展览中心以欧洲古典主义风格
为主，融合了丰富的装饰和细节，如大理
石立柱、精美雕刻的檐板和玻璃穹顶，以
及各式华丽富贵的水晶吊灯。这些富有
特色的建筑室内装饰，通过开窗的方式，
被成功引入展览。一方面空间变得通透
开阔、富有层次；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提
升了展示设计与商业品牌的内涵、品质
和历史感。

在艺术创作或艺术展览中强调的
“在地性”，以及就地借力借景的做法，被
此次展览广泛又灵活地运用到各个展厅
设计中，尤其第五展厅的“寰宇艺家”，用

来展示品牌基金会手工艺奖作品，上海
展览中心原本就有一盏超大又精美的水
晶吊灯，此展把它自然引入展览，并成为
此厅中最华彩的点睛之笔。

第一展厅转入第二展厅前，有一处
楼梯，为避免单调和枯燥，此展不光在楼
梯两边的墙上粘贴了蓝色的墙纸，以区
别于第一展厅通体素白的风格，更重要
的是安装了很多电子显示屏，类似影像
装置那样布展，突出艺术性和形式感，从
而让这个原本只具有实用价值的过渡空
间变得赏心悦目。一座楼梯在艺术思维
的加持下，华丽转身，成了很多观众的打
卡地。

不光这处楼梯，我注意到，此次展览
中使用了许多电子显示屏作为展示手

段，但很少独立使用。或有机与其他展
示方式相结合，混入其中，自然融合，不
让人感觉突兀与跳脱；或故意选择大小
不一的显示屏，进行类似于绘画小作品
那样的组合式展示；或给显示屏增加一
面金属镂空的底板，底板的选择格外注
重与显示屏材质的适配度，从而构成一
道既精致又具有工业感的酷酷的展示
墙。当然，电子显示屏在中间那座时装
秀场的展厅里，表现最为出色，三面图腾
柱形的电子屏，穿插在众多模特中间，反
复播放历年时装秀场的视频。光影交错
间，仿佛此刻模特正漫步在真实的秀场
中，给人亦真亦幻的恍惚感。不难看出，
对电子屏展示方式艺术性的重视，很大
程度上受到当代影像艺术发展的影响。

眼下，当代影像艺术不再仅仅注重内容
的创作，同时也日益强调它外在呈现时
的形式感、适配性和丰富性。

如今，除了国际一线品牌的时尚展
览之外，日常一些高端的商场也越来越
多地吸取艺术展览的策展思维为其所
用。它们不再将艺术品当作点缀，或当
作气氛的烘托，而是将商品与艺术品等
而视之，一视同仁，把整个商业空间当作
艺术与商品混合的展示空间来进行整体
布置与安排。

比如位于杭州天目里的时尚买手店
B1OCK。这幢总共十层约6000平方米
的买手店，每个楼层都各具特色，不管是
现在最潮流的时尚单品，还是小众的设
计师品牌，甚至各种显现高品位生活方
式的品牌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与此
同时，令我最为惊诧的是，居然每一楼
层都有大量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示和
售卖，并且每一件作品下面都明确无误
标明了价格。实际上，它相当于将商业
空间与画廊性质的艺术空间做了天衣无
缝的结合。

据说，这家先锋的买手店邀请了一
位美国当代艺术家进行室内空间策划以
及创作艺术装置，然后，又将来自国内外
许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与时尚单品在视
觉陈列中做了有机融合。漫步在这家店
里，你会发现，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
各种当代艺术和谐地与商品共处一室，
没有丝毫的违和感。整个店逛下来，我
看到的当代艺术作品数量和种类之多，
完全不亚于一个中等美术馆的规模。因
此，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让每一位来
店的消费者在购物的同时，也顺便参观
了一个免费的当代艺术展览。由于大量
当代艺术作品的加入，让一个商业空间
由此拓展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语境与社
交属性的复合型空间。据店员介绍，这
家具有先锋意识的买手店，还会不定期
更换橱窗、陈列方式，让消费者每一次来

店都有焕然一新的体验。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创新和突破

的过程，很多商业品牌通过关注艺术界
的最新动态和趋势，有意识汲取与借鉴
这种精神，及时将新的艺术理念和元素
引入自己的品牌设计和营销中，进行持
续的更新和拓展，从而让品牌可以保持
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

前不久，我在日本旅行，看到很多街
头的橱窗设计，颇具创意与艺术性。几
年前，爱马仕曾经与日本设计师吉冈德
仁合作，共同为东京的爱马仕店的橱窗
打造了一组动态的艺术装置，给人们留
下深刻印象。我们知道爱马仕除了包包
之外，丝巾是它最具品牌辨识度的单品
之一。如何让丝巾散发出别样的魅力？
该品牌设计了一个动态的装置，悬空挂
一块丝巾，设置一个动画显示屏，专程请
来著名女优录制视频，配合器械鼓风效
果，显示屏中反复播放一位女子吹气的
动作，正好与前面悬挂的丝巾对应上，于
是丝巾在半空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因画
面中女子的吹拂而飘动。动静结合，展
现出丝巾轻柔飘逸的气质。这件别致的
动态艺术装置，让很多行色匆匆的路人，
忍不住驻足停留观望。

在大阪，我看到很多纤维艺术和艺
术展览的布展思维已被广泛运用到门面
设计和室内设计中。某天，我路过一线
奢侈品牌云集的旗舰店心斋桥商圈，猛
然撞见一幢黑黝黝的通体由玻璃幕墙打
造的大楼，除了位于中心的W异常醒目
之外，就是两旁采用白色纤维布料通过
折叠产生螺旋状效果的艺术装置，对相
对冰冷黝黑的建筑外观起到一定程度的
调和作用。深入酒店，我发现餐厅里大
面积使用了一种软性的半透明的纤维面
料的帷幕，高高低低围绕着餐台的起起
伏伏，既拥有一定的区域感和私密性，又
不影响整体开阔感和通畅性。这些设计
的思路，与我们日常在策划与布置艺术

展览时所思考的，是如此不谋而合，一脉
相通。

总的来说，时下当代艺术渐成商业
品牌获取灵感和创意的重要源泉。一些
商业品牌正是通过深入研究和借鉴当代
艺术，塑造出独特的形象和价值观，并因
此提升品牌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除此之
外，对于商业品牌来说，与当代艺术合作
可以扩大其受众群体。因为当代艺术往
往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可以吸引年轻、
有品味、有个性化追求的消费者。所以，
通过与当代艺术家的合作，商业品牌可
以将这些艺术家的粉丝群或关注圈转化
为自己的消费者，进而扩大品牌影响
力。其次，当代艺术可以为商业品牌提
供独特的设计灵感和文化内涵。当代艺
术家通常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思
维，能为商业品牌带来全新的设计元素
和文化内涵。这些元素可使商业品牌
的产品更具个性和特色，从而吸引更多
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这背后其实反
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是一个崭新的
时代，新的时代有着全新的商业逻辑与
商业规则。艺术的商业化与商业的艺术
化两者相辅相成，艺术与商业、艺术与消
费以及艺术与广告之间的区隔正被磨
光、理平。

当然，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家通过与
商业品牌的合作也可以促进当代艺术的
普及与传播，将一些当代艺术的理念传
递给更广泛的受众，推动文化艺术的交
流和互动。因此可以说，商业品牌与当
代艺术的合作可以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
和结果，但也需要考虑到合作的多元价
值和差异化处理。只有通过合理的合作
策略和实施方式，艺术与商业的联姻，才
能最终为双方带来更多品牌、文化、经济
等层面的价值。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上海油画雕塑
院美术馆馆长）

艺术渐成品牌获取灵感的重要源泉
傅军

▲位于杭州天目里的时尚买手店B1OCK，相当于将

商业空间与画廊性质的艺术空间做了天衣无缝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