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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集短视频、10个香港美食风貌的不同侧

面，系列纪录片《香港之味》是一次沉浸式的香

港美食探索，也是一次高度浓缩的城市故事连

播；是一次因美食而起的文化溯源，更是一次立

足新时代的未来展望。

《香港之味》7月11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纪录频道和香港电台电视31频道首播，

上周末迎来完结篇。“香港之味”因生活而繁荣，

因文化而发展，纪录片《香港之味》用“生活+文

化”的立体结构，绘出了一本全面的“香港美食

图鉴”，细数这颗东方之珠的高光时刻。

该片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香港电台

联合制作。在执行制片人、摄影指导余源伟看

来，每集5分钟、总共10集的片长，看似不足以

展现香港美食的博大精深，但从美食的切口能

够以小见大勾勒出港人生活的侧面。多元的美

味、传承的乡味与中国的情味交相辉映，彰显了

新时代香港守正创新的文化活力。

探寻美食中的“仪式感”，聚焦
背后的生活百态

香港是“美食天堂”，香港人爱吃，也懂吃，

他们在不断的灵感碰撞中扩充着美食的宽度与

深度，“香港之味”的仪式感也就此油然而生。

《香港之味》以美食为桥梁讲述香港的人文

故事，展现香港的历史底蕴，如那一碗混合了鲜

与韧的云吞面，外表质朴内里却充满了家的味

道，烹饪出香港人难以忘怀的舌尖记忆；茶餐厅

是许多香港人一天的开始，热奶茶、菠萝包、沙爹

牛肉、蛋挞……每天，他们吃着相同的食物，问候

着相同的街坊。这是属于茶餐厅的人情味，也

是属于香港人的社交圈。随性而丰富的街头小

吃、忙碌而多味的海鲜市场，普通人的生活中各

有各的烟火美味。在这样一个以快著称的城市

中，美食往往也讲述着香港的繁复与包容。

节目中那个绿树掩映的老村落里，寓意阖

家团圆、满堂吉庆的盆菜宴，是维系宗族感情的

重要信物。这种融合了多种烹饪技法、将十余

种食材在盆中层层码放、让多种味道互相渗透

的杂烩菜式，既代表了亲情的温暖，也代表了传

统与传承。

美食总与生活紧密相连，纪录片《香港之

味》在尽职记录香港美食的同时，也找到了另一

种更贴切的方式来形容香港这座城市的“色香

味”，积极向上、踏实肯干、兼容并包……正是狮

子山下奋勇迎接时代潮头的香港人，才造就了

如今这自成一派的“香港之味”。生活，既是“香

港之味”的源头，更是“香港之味”的存在意义。

美食演进观照城市发展，追溯
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

香港因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环境，在

文化上经历了中西交流与碰撞，也由此被赋予

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和色彩，纪录片《香港之味》

寻根溯源，以美食为基点，探寻香港这座城市的

发展轨迹与文化内涵。

香港文化的根基在中华文化，尤其与岭南

文化中的广东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粤菜

作为香港菜的中心，从广义上来说，就是由广府

菜、客家菜、潮州菜三大流派组成，从香港开埠

至今，粤菜虽几经发展流变，“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的饮食风格却始终如一，正如节目中所概括

的那样，“没有粤菜，香港就没有‘美食天堂’的

美誉”。随着上海、浙江宁波、四川等内地各省

市人群在上世纪陆续融入香港，浙江菜、鲁菜、

川菜、本帮菜等菜系也开始在香港遍地开花。

多滋多味的外江菜背后，是内地新老移民念念

不忘的一份“乡愁”。他们与香港人一起打拼，

也一起体会着这份“香港之味”中流淌着的血脉

相连与同舟共济。

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

心，全球各地美食风情也浓缩于香港的城市

图景之中，纪录片《香港之味》将香港比作

“世界美食的竞技场”毫不夸张，因为这里不

仅散发着多样的异域风味，更接收着来自不

同国家的美食梦想，中西并举的文化氛围与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赋予“香港之味”源源不

断的发展活力。

事实上，深挖香港饮食文化的构成元素不

难发现，其间无不是对传统技艺的坚守、对家国

情怀的坚定、对人间烟火的追求、对兼收并蓄的

认可等。这些元素既是中国人骨子里一脉相承

的文化追求，也是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之时，以美食作为

香港社会的映照，用创新的形式讲好香港的故

事，纪录片《香港之味》的播出不仅让全球观众

再一次认识了“东方之珠”独特的饮食风貌，更

是聚焦于这盘丰盛精致的文化大餐下，“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香港之味》

“美食图鉴”打开东方之珠的时代故事

“四位年轻的戏曲

演员，他们分别在不

同的戏曲领域、不同

的 城 市 、 不 同 的 剧

种，但都怀揣着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对艺

术的追求，选择拜入

麒派艺术门下，这不

仅是对麒派艺术的传

承，更是对传统文化

的弘扬。”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当今麒派

领军人物陈少云激动

地表示。

7月20日下午，76

岁的他再开山门，在

上海京剧传习馆收下

四名弟子，为京剧麒

派艺术培养更多优秀

的接班人。

收徒仪式上，上

海京剧院青年演员李

明洋、山西省京剧院

演员李国辉、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青年教师

曹宇、秦腔演员包东

东共同向陈少云和其

妻杨小安行简约庄重

的拜师礼。二人则向

四 名 弟 子 送 去 包 括

《论 麒 谈 艺》 文 集 、

《战长沙》剧照、生肖

印章在内的回礼。

据 杨 小 安 透 露 ，

每件礼物都饱含着陈

少云对麒派艺术的深

厚感情，《论麒谈艺》

是陈少云时常捧在手

上的书，多次阅读仍

爱不释手。《战长沙》

和生肖印章则是麒派

艺术创始人周信芳之

子周少麟留给陈少云

的珍贵回忆。周少麟

曾与陈少云合作演出

《战长沙》，陈少云始

终 把 剧 照 留 在 身 边 ，

就像大师从未离开过

一样。而周少麟收陈

少云为徒时，送给他的正是生肖印章。二人希

望这些物件可以提醒青年演员，不忘学习麒派

的初心，沿着前辈的艺术道路不懈努力，唱好

戏，学好流派。

陈少云1948年出生于梨园世家，9岁学艺，

10岁登台。1996年，他正式调入上海京剧院，

在麒派艺术的中心学习麒派。他主演的“陈少

云三部曲”——《狸猫换太子》《成败萧何》

《金缕曲》三部新编历史剧也被认为是新世代的

“麒派三部曲”。“我将尽我所能帮助年轻人理解

掌握麒派艺术的精髓。”陈少云说，“也期待他

们能够将麒派艺术融入自己的戏曲表演中，使

其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生命力。”

作为海派京剧的一面旗帜，麒派以其独特

的表演风格和演剧精神，成为京剧中独树一帜

的重要流派。在周信芳艺术研究会会长单跃进

看来，麒派体现了中国戏曲演剧思想从传统古

典走向未来的意识。麒派看重演员创造人物的

能力，在教学时陈少云也尤其注重这点。“师父

一直教导我，要用心体验人物，用心感染观

众。”李明洋说道。曹宇向陈少云学习的第一出

戏是《徐策跑城》。曹宇印象里，陈少云是个较

真的师父，一聊起戏来就有说不完的话，并且

亲身示范事无巨细。今年为辅导曹宇一折《明

末遗恨 · 杀宫》，陈少云不顾生病还未痊愈的身

体，来回60多公里为他抠戏。

作为收徒仪式的见证人，上海京昆艺术发

展咨询委员会主任马博敏感慨良多。在她眼

中，陈少云不仅是表演大家，同样也是优秀的

老师。“上海曾面临过麒派青黄不接的局面，陈

少云是承上启下的人物。”马博敏表示，“明年

是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师

生齐心协力发扬流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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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朵剧场出品制作的中国原创合家欢

音乐剧《山海经》刚刚在上海大剧院完成第四

轮演出；暌违五年再登上海舞台的英文原版音

乐剧《摇滚学校》正在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

心热演；根据经典漫画改编的音乐剧《嗨！查

理，我是史努比》下个月将在上海艺海剧院中

国首演……这个暑假，多部适合亲子家庭观看

的音乐剧亮相申城，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打开大

小观众对舞台艺术的想象空间。

上海舞台洋溢青春摇滚气息

这几天，因为音乐剧《摇滚学校》，前滩31

演艺中心洋溢着青春气息。作为音乐剧大师

安德鲁 ·劳埃德 ·韦伯的摇滚系爆款力作，舞台

上12名小演员连唱带跳，吉他、贝斯、鼓、键盘

等各种乐器手到擒来，尽情摇滚。散场后的剧

院前厅也是人声鼎沸。“这是忙碌一天后的心

灵释放。”“摇滚范儿的童声合唱，仿佛让我看

到了小时候那个满腔热忱的自己。”“有力量，

有欢笑，有感动。”沉浸在兴奋中的观众们在打

卡装置前举起摇滚手势，留下一张张真性情的

纪念照。

音乐剧之都上海在今夏掀起观剧热潮。

从7月19日起，《摇滚学校》在前滩31演艺中心

驻演近20天。不少观众发现，《摇滚学校》其实

是一部“嗨”中带泪的作品，气氛高涨的同时也

传递出细腻情感。如果说《当我爬上摇滚神山

之巅峰》唱出了男主角杜威内心坚守的“摇滚

梦”，那么《我的心声》则是孩子们的情绪袒露，

“叛逆”和“摇滚”的外衣下是他们小心翼翼掩

藏起的真心，想要被理解，想要被倾听，想要活

成自己想活成的样子。诚如一位“校友”观演

后在留言板上所写：“他们骨子里的激情是真

的，对音乐的狂热是真的，孩子们冲破万难登

台后眼里的光芒也是真的。”

继《摇滚学校》之后，由文广演艺出品的另

一部韦伯经典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于8月

下旬亮相上海大剧院。来自欧美的两部经典

音乐剧前后汇聚申城舞台，体现了上海作为亚

洲演艺之都的号召力，而无论是主打合家欢的

剧目还是老牌口碑名剧都能找到忠实粉丝，也

印证了申城音乐剧市场如同一个容纳多元审

美的珍宝盒。

带领观众遨游中外奇幻世界

今夏上海不仅有《摇滚学校》释放的音乐

热力，还有其他寓教于乐的剧目，集结中外主

创对中外文学、漫画等进行创新表达，带领孩

子和家长在奇幻世界中遨游，让不同年龄的观

众们在观剧中发现童心。

近日在申城舞台上演的音乐剧《山海经》

主打合家欢，讲述了4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一

次郊游时阴差阳错地从现代踏入到山海经的

奇幻世界，并邂逅女娲、夸父、应龙、精卫等神

话人物所展开的冒险旅程。该剧采用双层纱

幕，将舞台锻造为多层视觉空间，并结合多媒

体影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重现《山海经》中的

东海、不周山、夸父山等诸多经典场景。同时，

剧目中还融入皮影和京剧元素，丰富舞台的表

现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潮质感。

源自风靡全球的史努比漫画系列的音乐

剧《嗨！查理，我是史努比》将于8月在上海迎

来中国首演。作品温馨呈现了查理 ·布朗及其

朋友们日常生活的斑斓画卷。从棒球场上的

欢乐到课业奋斗的坚持，再到悠扬歌声中的纯

真与对心仪之人的默默守望，一个个场景是对

生活细微美好的捕捉。在这场童趣与哲思交

织的旅程中，查理和他的伙伴们不仅在棒球场

上追求小小的胜利，更在探寻生命的大问题。

“《嗨！查理，我是史努比》就像一束阳光，

它传递出正面而温暖的信息，这是一部关于

善良、纯真与快乐的作品。”该剧伦敦原版及

中国版导演、编舞阿曼达 · 诺尔对此次来沪

演出充满期待。“此次能够在中国的舞台上复

排《嗨！查理，我是史努比》，我倍感振奋。

希望能找到洋溢着欢乐、激情，同时具备歌

唱、舞蹈及表演能力的中国演员，加入我们

剧组共同演绎这部剧。”她透露，届时，伦敦

原班人马将携手中国音乐剧演员，共同为观众

带来这部温馨的作品。

《山海经》《摇滚学校》《嗨！查理，我是史努比》接连上演

多部合家欢音乐剧盛夏绽放申城舞台
■本报记者 姜方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7月22日20

时30分，2024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总票房（含预

售）突破61亿元，由沈腾、马丽主演的《抓娃娃》

以16.5亿元领跑。

这是一部合家欢电影，吸引了上至白头老

人、下至孩童的各年龄层观众走进影院。影片

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对夫妇反向养娃

的荒诞故事。影厅内不断传出的笑声，印证着

影片的票房成功。它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

被“沈马CP”吸引，将其视为喜剧版《楚门的世

界》和暑期档“救市之作”；也有人认为它叙事视

角独特但深度不够，是一部哲理小品。专业人

士则指出，与这些讨论相比，暑期档第一爆款引

发的有关家庭教育的思考更有意义。

高适配度“沈马  ”长效营业

片中，“沈马CP”饰演一对为鸡娃而扮穷的

富商父母马成钢和春兰，这对喜剧顶流组合嬉

笑怒骂眉眼之间全是默契，密集输送笑点，被观

众称为“‘磕’学养娃”。生怕儿子马继业发现端

倪，一言一行颇具“偷感”，憨态可掬。当姥

爷前去老宅子给马继业过生日，将藏在假发下

的钱塞给外孙时，马丽来一句“防不胜防”；

当儿子看到父亲鞋底开胶表露出“要攒钱给爸

爸买新鞋”后，沈腾干脆将鞋底撕下，跳起踢

踏舞……烟尘飞扬的家庭生活样态在娴熟的喜

剧演绎中活灵活现，网友评论“沈腾和马丽搭

档有种活宝父母的既视感”“两人的化学反应

真是浑然天成”。

两人不负众望成为今年暑期档赢家。根据

中国电影资料馆数据，“沈马”组合对观众的吸

引力颇为亮眼，“《抓娃娃》因‘主要演员的表演’

赢得普通观众评分87.95分，居2024年调查40

部影片第一位”。

“沈马”组合之外，西虹市宇宙也助力扩展

电影影响力。《抓娃娃》与《夏洛特烦恼》《西虹市

首富》同属于“西虹市”系列作品，都由导演闫

非、彭大魔执导。片中出现的“西虹市第七中

学”“西虹市医院”，在马继业身边的安保、辅导

人员也出现在上部电影《西虹市首富》中；马成

钢、春兰夫妻的司机在《夏洛特烦恼》中载过马

冬梅，输球的“WangD.Y”球员亦串联起电影之

间的平行时空。

诙谐与悲剧之间探讨社会话题

一个四面围起的老式里院，从天井望下去

才能看到其中人们的生活。原名牛牛的小孩因

父母的教育野心被改名为“马继业”，并被父母

带到这样一个破旧的宅院，过着父亲年幼时的

苦日子，开始了父母为他量身订制的“教育实

验”。老宅子背后通着监视器与一批专家团队，

追踪孩子成长的每个细节，就连马继业的微表

情都有专门的图谱详解。电影或直接或间接地

点明了这场浩大教育行动的“实验”性质，孩子

的成长不再是充满可能性的林间小路，而是笃

定的“康庄大道”，任何尝试都可能被纠偏，情绪

波动可以置之不理。而影片结尾，马继业试图

通过“都是爸爸教我的”父辈方法打破父辈之

愿，冲入监视后台，拉开形似“第四面墙”的车库

门，重新走入真实世界。

不少观众认为《抓娃娃》是教育版《楚门的

世界》，电影中的监视器与“接棒人计划”可能是

现实生活中万千孩童成长路上被迫接受的各种

“形塑”。在电影中，孩子望着亲生父母问出“你

们又是哪位老师”，父母以事实和指标构筑了一

个“假世界”，覆盖或否定了孩子用真情建造的

“真人生”。

电影采用诙谐与悲剧交替的手法，表达了

教育的残酷与复杂。一场“假奶奶”李老师假装

去世的戏码，所有人都在佯装悲痛，只有马继业

恸哭，他的哭声引发“奶奶”回忆十几年来的祖

孙往事，尽管是假扮的，但真实的情感使其在

“裹尸布”下不禁泪流，“奶奶”企图坐起，现场乱

成一锅粥……

电影讽刺了“望子成龙”背后的教育问题，

也试图给出一些具有时代性的思考：“钢铁战

士”有第三种解释视角，“成钢”“继业”的殷殷期

待也很难再成为亲情的附属物，这种期待并不

等同于“爱”。然而，浅尝辄止的探讨，终究难以

深刻反映现实，显得有些隔靴搔痒。

    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  亿元，《抓娃娃》以  .5亿元领跑

第一爆款引发的教育思考更有意义

10集短视频、10个香港美食风貌的不同侧面，系列纪录片《香港之味》用“生活+文化”的立体结

构，绘出了一本全面的“香港美食图鉴”。

“沈马CP”这对喜剧顶流组合在《抓娃娃》中嬉笑怒骂眉眼之间全是默契，密集输送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