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錄片中的中國少數民族和中國農民 
—以《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為例

盧垚

摘要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是CCTV推出的以展現傳統中國食物製作

過程為主題的紀錄片。相較於第一季而言，第二季將鏡頭更多地轉向

了鄉村空間少數民族和城市空間中國農民。因此對鄉村少數民族群體

的生活方式和農民進入城市後生活方式的展現便成了本文考察的重點。

本文擬從三個維度進行討論，首先通過對保存程度較高的少數民

族特色美食製作方式的展現，表現出了「國家」敘事下基於民族主體

性的自我認同。而漢族知青角色的引入，作為毛時代民族團結、民族

平等的政治實踐與少數民族一起完成了對中國的政治理解與國家認同

的文化書寫；其次，該片展現了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付出與代

價，兩代農民工在城市的遭遇與改變命運的幻象，並試圖將傳統飲食

製作方式所隱含的親情、師徒情作為兩代進城「農民」的代際紐帶與傳

統延續實現農民「鄉愁」的具體路徑；第三，前工業時代的農業和資本

虎視眈眈的鄉村如今已然成為城市中產階級釋放壓力的「一日遊」去處

與可供購買消費的對象，而作為一個在「國家–資本」的夾縫中取得巨

大成功的文化文本，紀錄片未來的發展並不樂觀。

關鍵詞：國家、少數民族、農民、紀錄片

盧垚，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2013級博士生。研究興趣：紀錄片批
評、海外營銷研究。電郵：emma_she@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1月22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3月31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7期（2016）：191–223

傳播論壇



Ethnic Minorities and Chinese Peasant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Documentary  
“A Bite of China”

Yao LU

Abstract

The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recently launched “A Bite of 

China”, a documentary series that reveals the processing and cook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The series has enjoyed tremendous succes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econd season of the series also enjoyed record-high 

domestic audience ratings and was released overseas. The second season shifts 

its focus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living in rural areas and the farmers living in 

the cities of China. This study thus focuses on the lifestyle of rural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farmers entering the c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opic. First, through 

representing the preservation of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od produ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t reveals the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ethnic subjectivity under the state narrative. Based on it, the documentary 

introduces the role of the Han educated youth, as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national unity and equality in the Mao era, have been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cultural writing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Secondly, the 

documentary shows the pay and the cost of Chinese village under the 

urbanization. Third, rural areas, which are hunted by the pre-industrial er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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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and capital with covetousness, seemed to have become “one-day 

village tour” destinations, which provide relaxation and recreation for the urban 

middle class and offer objects and goods that can be purchased for 

consumption. Nevertheless, though the second season of “A Bite of China” has 

been a huge commercial succes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documentaries will never set the capital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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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舌尖上的中國》（下稱《舌尖》）是CCTV推出的美食類系列紀錄

片，也是國內第一次使用高清設備拍攝的大型美食類紀錄片，從2011

年3月開始大規模拍攝，共在國內拍攝60個地點，涵蓋了包括港澳臺在

內的中國各個地域。《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下稱《舌尖 1》）共 7集在
2012年5月14日至22日在CCTV-1的22:40首播，平均收視率有0.5%，

高於同時段的電視劇，其中第4集〈時間的味道〉達到了0.55%的收視率

（陳文，2012年5月23日），並創下單集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的

銷售紀錄，銷往3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覆蓋領域達100多個國家和地

區。而時隔兩年，《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下稱《舌尖2》）在2014年4月
18日至6月6日，每周五在CCTV-1的21:00、紀錄頻道22:00播出。其中

第1集〈腳步〉的收視率便達到了1.57%，其首輪海外版權單片銷售額就

達到了35萬美元，創造了近些年中國紀錄片海外發行的最好成績。如

果加上《舌尖2》與其他節目之間插播的廣告，那麼它的收益已經達到1

億元以上（陳漢辭，2014年4月23日）。《舌尖2》與到底拍了甚麼，又是

如何拍的，它與《舌尖1》的不同之處在哪裡，它為甚麼能獲得罕見的商

業成功成為本文探究的出發點。

文獻綜述

《舌尖1》大獲成功時，知名專家學者以及學生學位論文都有過大量

分析：從大眾傳播角度將這部紀錄片的成功概括為傳播效果、感染力

及廣泛影響力三個方面（尹鴻，2012）；而考察傳播效果時，以抽樣調

查的方法選取微博樣本分析該話題的微博傳播內容，總結出傳播過程

呈波浪級逐漸展開，以意見領袖為主導，以口碑傳播的方式取得受眾

廣泛關注，在媒體各方的推動下上升為一個社會公共議題（王文靜，
2014），但是，該分析並未指出《舌尖1》的微博傳播不同之處。

對於《舌尖1》紀錄片品牌成功的論述是樸素的價值觀、大眾認可的

受眾觀、大跨度的敘事方式以及審美風格，基於當前中國紀錄片品牌

建設成效和瓶頸，提出了「民族化的堅守，國際化的視野，多渠道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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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產業化的運作」四種策略來推動中國紀錄片發展，希望可以為中國

紀錄片走向市場走向國際走向品牌提供些許借鑒（馮欣，張同道，
2012；劉花玲，2013）。而對於敘事方式的分析以電影敘事學的理論來

研究紀錄片的敘事策略和視聽符號運用技巧，通過剖析該紀錄片的成

功因素，為我國紀錄片創作更加與國際接軌鋪平道路（楊婧，2013；王

斐，2014）。雖然《舌尖2》延續了《舌尖1》的敘事思路，但主題已徹底

從食物轉到了人物身上。由閉合性的主題變成了開放性、抽象性主

題，更加人文化、文藝化。從主題的轉變中，其敘事焦點的轉變顯而

易見。對此，有不同爭議，有學者認為《舌尖2》故事的價值方面具體

體現在美食的社會性、和諧性、思辨性和人文性，從故事的價值、故

事的語態與故事的技巧三方面對《舌尖2》展開分析，這是《舌尖2》拍攝

手法的成功之處（尚文靜，2014）。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其敘事表意方

式，與近兩年來我國電視文藝節目、遊藝節目中大量運用的親情牌、

感動牌如出一轍。在我國電視屏幕上，親情秀這根弦已經綳得很緊

了，《舌尖2》再用同樣的技法來撥動這根弦，便不會有曼妙之音。同樣

在《舌尖2》中鏡頭與食物的粘性，不如《舌尖1》那麼強。《舌尖2》沒有

做到火候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對「秀親情」著筆過重（趙彤，2014）。

從文化研究研究的視角，有學者利用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以及

羅蘭 ·巴爾特深層的文化內涵層面對《舌尖1》飲食文化做分析認為其在

對國際化敘事方式上的運用與創新，提供了中國文化傳播和國家形象

建構的另一思維路徑，這既是中國紀錄片走出國門的成功嘗試，也對

中國文化傳播和國家形象建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呂娟，2013）；

也有借用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 ·凱瑞提出傳播的儀式觀，把傳播看作是

創造、修改和轉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這些儀式的傳播過程造就了

新的儀式共享，中國人傳統的禮儀、道德、文化得到了描述和強化（萬

喃喃，2014）。當然《舌尖1》、《舌尖2》帶來的反思是一些正在消逝的

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但是《舌尖2》因為過於側重講述人的故事和情

感，被認為浪費和忽視了美食節目本初對於美味的追求。關於「人文」

與「美食」之間比重的矛盾，成了《舌尖2》從開播到收官一直沒有間斷

的爭議話題（鄭春欣，2014）。

在文化傳播的策略方面，《舌尖1》提供了可行性的探索：本土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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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認同相結合；重視文化產品組合輸出；借助傳統媒體與新媒體

組合傳播文化（張薇，2014）；在跨文化傳播方面，《舌尖1》均成為學者

定義為成功案例分析的對象。有學者對《舌尖1》的外宣翻譯的英法譯

版進行對比研究發現英語譯版抓住了原文要表達的主旨含義，法語譯

文內容更完整全面，但音韵美稍有欠缺（賈慧，2015）。四字詞全部翻

譯成了句子，整體節奏就被拉長，顯得比較拖沓，所以未來翻譯的功

用不能忽略，可惜該研究在紀錄片領域略少。再次，在拍攝手法上，

過去的片子很少用微距鏡頭展現事物的結構美、圖像美，《舌尖1》首次

使用了最新的拍攝設備SONY F3，拍攝了大量的淺景深鏡頭。它採用

了「微距攝影」法，運用特寫，結合中近景從各個角度拍攝。兩級鏡

頭，尤其是微距鏡頭的使用更是將《舌尖1》、《舌尖2》美食的拍攝發揮

到極致，觀賞性更強（尚文靜，2014；李林容，2012）。

無論是大眾傳播還是文化研究，無論是對於《舌尖1》抑或《舌尖2》

的文本還是對策研究，鮮有學者對兩部系列紀錄片尤其是《舌尖2》所隱

含及意指的歷史、現實問題有所警覺與反思，文本細讀的工作也鮮有

展開。伴隨著90年代以來整個社會的「去政治化」、市場化、商業化進

程加劇，農民進城打工的城市化進程步伐加快，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

不平等不僅僅加劇了城市與鄉村的變遷，同時也造成了城鄉分裂，民

族矛盾凸顯，民族文化面臨危機等等一系列的問題。《舌尖2》中大量對

於鄉村少數民族群體與個人的呈現與描摹不僅僅是對今天影視業全面

「好萊塢化」的反叛，更是對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傳統的回歸，食物

作為一條明線，暗合的卻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共同構成多元一體的中

華民族的政治實體。那麼，在某種意義上少數民族和中國農民的命運

殊途同歸，《舌尖2》是如何講述以少數民族為「代表」的中國鄉村的；

隨著農民進城打工，《舌尖2》又是如何呈現他們所面臨的問題的這是本

文要處理的問題。

研究問題

無論從國內收視率還是海外發行額，《舌尖2》都創造了中國紀錄片

的奇迹。而如果說《舌尖1》的熱映為海內外食客們繪製了電視版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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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食地圖的話，《舌尖2》則更有超越食材本身的表達野心，將鏡頭對

準了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用總導演陳曉卿的話來說，《舌尖1》和《舌

尖2》主題都是反映食物和人的關係。《舌尖1》更注重食物，但《舌尖2》

更關注關係本身，即人–食物–環境–家庭–宗族–社會的關係。《舌尖
2》共7集：〈腳步〉、〈心傳〉、〈時節〉、〈家常〉、〈相逢〉、〈秘境〉和〈三

餐〉，編導對於偏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描摹佔到很大比重，總導演陳曉卿

對編導們提出的拍攝要求是必須是50塊錢以內的美食也決定了該片的

拍攝基調與指向，即鄉村以及進入城市的鄉村群體。那麼《舌尖2》為

甚麼選取了少數民族群體作為鄉村部分的講述對象；而隨著農民進城

打工，《舌尖2》是如何呈現與講述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與命運的；今天城

裡人逃離城市出走鄉村卻重回城市背後的原因與困境是甚麼，以及《舌

尖》續集的拍攝都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

搜集、整理、分析相關研究資料，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舌

尖2》展開分析。並在分析、梳理的過程中發現問題。無論是大眾傳播

還是文化研究，無論是對於《舌尖1》抑或《舌尖2》的文本還是對策研

究，鮮有學者對兩部系列紀錄片尤其是《舌尖2》所隱含及意指的歷史、

現實問題有所警覺與反思，文本細讀的工作也鮮有展開。從表現對象

上來說，《舌尖2》將鏡頭更多地轉向了鄉村空間的少數民族和城市空間

的中國農民。因此相較於《舌尖1》而言，《舌尖2》對鄉村少數民族群體

的生活方式和農民進入城市後生活方式的展現便成了《舌尖2》值得考察

的重點。

話語分析

該理論廣泛吸收符號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和

社會學科的研究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語言使用中的變化形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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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社會文化過程聯繫在一起。近十年來，批評的話語分析法考察

社會變遷過程中語言扮演的角色，梵 ·迪克（van Dijk）和費爾克拉夫

（Norman Fairclongh）將話語分析與傳播研究結合，將人文學科和社會

學科理論成果作為基本的知識背景和分析框架，說明語言與社會變遷

的緊密關係，領域涉及視覺傳播、跨文化傳播、批評主義、民族主

義、種族少數民族等等，是知識領域面對社會領域、技術環境與歷史

境遇的重大變遷而提出的分析方式之一（胡春陽，2007）。《舌尖2》通過

對保存程度較高的少數民族特色美食製作方式的展現，表現出了「國

家」敘事下基於民族主體性的自我認同，同時加入漢族知青這一角色進

一步建構出在國家主體性和少數民族主體性雙重敘事下對國家命運共

同體敘事，並且展現了傳統飲食製作方式所隱含的鑲嵌在中國傳統倫

常當中的家庭倫理與師徒關係相互對比，將親情、師徒情作為一種維

繫傳統人際關係，實現兩代進城「農民」的代際紐帶與傳統延續，以及

今天都市白領逃離都市奔向鄉村再重回城市，我們需要檢視全球化市

場與中國農業雕敝的聯繫，以及重新認識改革取得的成功與毛時代的

聯繫與斷裂，當然以反資本面目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舌尖2》未來的創

作需要警惕與思考。

資料分析

少數民族的鄉村：「鄉土中國」與現代社會

《舌尖2》由〈腳步〉、〈心傳〉、〈時節〉、〈家常〉、〈相逢〉、〈秘境〉

和〈三餐〉7集組成，時長共計350分鐘，紀錄了50餘個個體、家庭、社

群與美食的故事。縱觀全篇，對於偏遠地區少數民族的表現佔到全片

約三分之一的比重，成為了《舌尖2》的重要表現主題。 

I. 「鄉土中國」：關於少數民族社群內部的美食

《舌尖2》紀錄了藏族、瑤族、維吾爾族、朝鮮族、佤族、達悟族等

少數民族製作美食的過程，影片重點展示了以本地化、鄉土化為特色

的傳統社會食物製作方式同工業化、機械化大生產背景下的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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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方式之間的差距。這些前現代社會的原生態食材的獲取顯得極為

珍貴。〈腳步〉中藏族小夥白馬占堆用幾近原始的採擷方式—在無任

何保護措施的狀態下攀爬40米高的大樹，徒手為弟弟和家人奉上美味

的蜂蜜；〈三餐〉中巴塘草原藏族母親顧君卓瑪清晨六點為外出放牧的

丈夫和孩子準備早餐—酥油茶和糌粑；〈心傳〉中莽山瑤族秉承先輩

傳統，從蕨根中獲得原料，製成一種原始的中式糕點—糍粑；〈時

節〉中新疆吐魯番切糕，不僅是最具西域風情的甜點，也是當地人重要

的熱量來源更是對這一年忙碌最好的慶祝；台灣蘭嶼的達悟人為避免

生態持續惡化，每天收穫五六條魚，夠一家人一天食用，就可以收工

回家；以及〈秘境〉中內蒙草原一年只開花一個星期的野韭花為牧民希

吉樂和一百公里以外的表妹創造了一年一次相聚的機會，而做成的韭

花醬全家人可以吃到來年春天；新疆和田村民吾布力卡斯木正在用羊

肚做烹調器皿；塔克拉瑪干荒漠中，烤饢耐腐蝕抗乾燥，保存幾個月

都不會變質，成為人用食物應對極端環境的典範；內蒙古達裡諾爾漁

民們團結協作冬捕，但為了保持湖魚的種群數量遵守著不會超過30萬

公斤的默契；朝鮮族70多歲的老人姜貞淑和老伴沈范極在位於中朝邊

境的長白山上採集蕨菜；中緬邊境的佤山人李小七和姑姑阿秀遵循著

秘境中的自然法則，找到留藏雞樅鮮味的訣竅並同時保護蟻巢。

總導演陳曉卿接受採訪時坦言《舌尖2》更關注人–食物–環境–家

庭–宗族–社會的關係，在此，食物不僅僅成為果腹的必須，也是維繫

一個家庭，一個族群的紐帶。它是族群團結協作的一種儀式，也成為

親友往來的一種話語，更是遵循自然法則的一種約束與代代相承的一

種傳統與責任：酥油茶、糌粑、糍粑、切糕、韭花醬、雲吞麵以及蕨

菜、雞樅和盆菜，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採集的野生蜂蜜等具有當地民

族特色的有著上千年歷史與傳統的食物與食材在改革開放以來急劇現

代化的今天被完好的保留與延續下來，至少紀錄片是這樣呈現的。何

明（2009）研究表明20世紀50年代前的少數民族社區與漢族農村社區相

比，除個別民族外，社會的封閉性更為突出，社會關係具有強烈的血

緣性、親緣性、族緣性和地緣性特徵即機械聯繫，族緣和地緣交錯而

成的空間基本劃定了其社會交往的邊界。為甚麼《舌尖2》卻對鄉村前

現代傳統食物與食材以及其所承載的傳統與默契不吝潑墨呢（僅有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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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影響的例子，稍後闡述）？難道僅僅是種懷舊與「近鄉情更怯，

不敢問來人」從而對於「故鄉」的美好想像嗎？並且又為甚麼將鏡頭偏偏

對準的是少數民族呢？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少數民族美食的描摹都是

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當地飲食，如同吐魯番的切糕和饢就是維吾爾族

人的名片一樣，在總導演陳曉卿看來：「西藏靈芝的蜂蜜，那是藏族人

在極端環境下能夠找到的一種快速補充熱量的一個食物。在北京，那

不就是糖水嗎？在北京在哪裡都能吃到，而且片子裡從來沒說野生蜂

蜜的味道要比我們放養的好吃，這個是吃不出來的。而且聯合國衛生

組織從來沒有提供過任何一個數據說，野生的，天然的比種植的有營

養，都沒有。」（張浩、劉琴，2014年5月12日）因而，影片之所以對少

數民族風俗特色食品的製作過程進行詳細的描摹，其目的並不在於展

現食物自身的魅力，而是以紀錄的方式展示出在民族平等的國家制度

安排下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結構傳統。

早在1949年新中國的臨時約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中就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

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

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

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

為。」汪暉（2011）認為其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前提，將「中華

民族」的定義不但闡釋為幾千年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自在民族實體，

而且還闡釋為在近百年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形成的自覺民族的政治實

體。作為帝國遺產、民族國家與社會主義價值綜合的我國民族區域自

治制度正是以平等、發展和多樣性為方向進行的創新與實踐。通過將

少數民族的「民族性」同「國家敘事」緊密相連，原本作為中國邊緣化的

少數民族文化，通過國家對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尊

重，實際上實現了原先所不可能實現的主體性。在少數民族「主體性」

和「國家性」兩者的關係論證中，《舌尖2》還引入了知青這一特殊年代

的特殊群體作為「主體性」和「國家性」相互關係的重要證明，將作為「民

族性」的敘事與「國家」（nation-state）緊密相連，在阿爾都塞（1971）看

來，這也是意識形態通過借助「族裔」作為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的雙重

項目計劃中的一個關鍵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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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知青：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命運共同體

《舌尖2》第5集〈相逢〉中有上海知青董翠華赴新疆尋訪第二故鄉的

故事：1966年董翠華16歲，第一次踏上西去的列車，那時10萬上海青

年奔赴新疆從事農業生產。故事僅僅只有5分鐘，但這5分鐘卻是全集

的主題。事實上，對於知青題材的拍攝，這只是關於2013年9月7日上

午10點半滿載700名上海知青回訪新疆旅遊的三部紀錄片中的其中一

部。搭乘這趟專列的各路紀錄片攝製組跟踪上海知青一路拍攝，完成

三部紀錄片：新疆兵團衛視的紀錄片〈故鄉〉；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的

紀錄片〈兵團往事〉；而最有影響並獲得紀錄片「白玉蘭」獎的則是《舌尖
2》第5集〈相逢〉（郭解，2014年7月2日）。1968年12月22日，〈人民

日報〉刊發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

指示。從此，全國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據1975年4月上海「革委會」

上報國務院〈關於上海下鄉知識青年情况的報告〉，1968年以來，上海

先後有近60萬知識青年奔赴安徽、江西、黑龍江等外省區（馮小明，
2004）。

周恩來（1984）談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命名時說道：「新疆不僅有

維吾爾一個民族，還有其他十二個民族，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因

為維吾爾族在新疆是主體民族，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

戴這個帽子。至於『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西藏、內蒙的名稱是

雙關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這裡有個民族合作的意思在裡面。」今

天，食物使「知青」進入到歷史敘述中來，它也作為漢族與少數民族融

合的見證，勾連出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建設家園的命運共同體。如今

人到中年的董翠華做的一手好新疆菜，一盤大盤雞是她對青春歲月的

無限緬懷，也是對戰友，對歷史的一種祭奠，更是漢族與少數民族我

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意涵。費孝通（1989）說：「它（中華民族）的主流是

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連結和融

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這也許是世界各地民族

形成的共同過程。」當然這種「多元一體說」不僅僅指的是多族群共存的

狀態，而且也適用於中華民族、漢族和各個少數民族，一個社會的民

族內部存在著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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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後的1949–1966年這17年共拍攝18個少數民族的生

活故事片47部，為了重構少數民族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對新政權的

確認和擁護，電影作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被納入到國

有經濟的計劃經濟軌道之上（章柏青、賈磊磊，2006）。而成立於1953

年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延安電影團」。它承

擔著反映新中國面貌，擴大我國對外宣傳，加強人民的思想政治工

作，培養新聞紀錄電影戰鬥隊伍的任務，其拍攝了一系列少數民族題

材的紀錄片。而經歷了文革，在黨的十二大提出宏偉綱領之後，新聞

紀錄電影同樣面臨著建設現代化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

義精神文明的新的歷史任務（荒煤，1983年7月5日）。1982年中日合

拍了關於雲南省傣族、阿細族、白族的生活習慣、傳統節日和民間藝

術的學術性紀錄電視片〈秘境雲南〉。於是，紀錄電影鏡頭上升為新的

國家書寫的重要部分，尤其這種書寫在少數民族文化居於極其重要地

位的民族題材的文化創作在1990年代終結的「去政治化」之後顯得難能

可貴。伴隨著90年代之後中國電影公司市場化改制，電影「作者」致力

於少數文化的「自我」表述，以田壯壯〈獵場札撒〉、〈盜馬賊〉，張暖忻

〈青春祭〉為代表的影片對少數民族題材的電影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直到1999年謝飛的〈益西卓瑪〉標誌著「去政治化」之後少數民族題材電

影的主流意識形態已經建立（胡譜忠，2013）。「去中國化」、「去政治化」

要去掉的是「社會主義」紅色中國。今天的少數民族電影已經脫離了「新

中國影像書寫」的政治框架，並且，當全球化資本運作為前提的「華語

電影」大行其道時，由票房市場決定的「東方主義視角」的合法性就勢不

可擋（呂新雨，2015）。可以說，中國新電影幫助重新點燃了公眾對後

毛時期的民族身份的興趣。它憑藉著海外資本以一種相當老練的電影

技巧，重新包裝那些通常據信為中國民族文化的東西（它們總是在西方

被神秘化和東方化），然後再把它們投放到國際電影市場，從這一角度

看，當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確是深深地牽扯進了跨國資本主義的文

化經濟之中（張英進，2008）。

而在2014年大熱的《舌尖2》的〈相逢〉中，知青董翠華和戰友們40

多年後重訪當年需要花費4天4夜抵達4,100公里以外的新疆石河子，

當紀錄片用大盤雞、烤包子、架子肉、馬腸子、拉條子、這些新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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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完成了她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的回憶：「整雞剁件，青紅椒、土豆切

塊，糖炒至焦黃，放入雞塊，依次加入川味中標誌性的辣椒，甘肅人

鍾愛的土豆，再用先炒後燉的中原做法，讓肉和菜相互浸潤。鮮美的

雞湯與土豆中的澱粉形成豐盈的湯汁，最後放入陝西特色的褲帶麵，

五味俱全。大盤雞不斷變化融合，滿足著不同籍貫勞動者的味覺需

求。」唇齒間食材的彙聚與相逢，見證了各族群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

撞，也是毛時代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的政治實踐的淋漓盡致的文化表

達。某種程度上說，《舌尖2》中的知青「董翠華」和「董翠華們」，重拾

了中華民族建構現代化國家的文化表達，同時也是對西方中心主義視

閾下被奇觀化了的中國少數民族影像的一種反叛，更是對今天全面好

萊塢化、票房至上的中國電影畸形發展的一記重拳。通過食物，那段

時光與歷史也再次潤物細無聲的回到大眾視野中來，一如40多年前的

使命一樣，作為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命運共同體的見證，完成了對今日

中國的政治理解與國家認同的文化書寫。

III. 市場化進程下的少數民族鄉村

〈秘境〉中寧夏回族姑娘馬阿舍每天和丈夫在養殖場工作12個小時

餵養2,000多頭羊每年能保障一年4萬多元的收入供養自己的兩個孩

子；〈相逢〉中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的口蘑商人何福志，經常驅車幾百

公里收購蘑菇，最為尊貴的白蘑曬乾後可以賣到2,000多元一公斤。而

正如同期聲所言：「東山島上海的鮑魚，珠海到成都的石斑，廣西到北

京的蔬菜，昆明到新疆的菌類。今天的物流和今人的胃口大大加快了

食材遷徙的速度。」《舌尖2》在對於鄉村少數民族美食與食材獲取的紀

錄中，也呈現了鄉村遭遇市場化進程的洗禮。

大衛 ·哈維（1990）常常讓地理學的新生思考他們的上一餐是哪裡

來的。追溯做出這一餐所用的所有材料，揭示了一種依賴關係—依

賴一個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社會關係與生產條件下從事社會

勞動的世界。當然這也是馬克思在用商品拜物教來捕捉市場遮蔽社會

信息的方式，我們必須穿透由於商品生產和交換系統而圍繞著我們的

拜物教的面紗，並去發掘後面隱藏了甚麼。空間障礙的消除和通過時

間消除空間的鬥爭，對於資本積累的整個動力非常重要，而且在資本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7期（2016）

204

過度積累的危機中格外明顯。通過入侵新領土的地理擴張和空間關係

的全新建構，來吸收剩餘資本（有時是勞動力）已經不是鮮見之事。空

間關係和全球空間經濟的建構和再建構是資本主義能否存活到20世紀

的主要手段。於是，展現了周轉時間的加速（生產、交換和消費都傾向

於變得更快）和空間範圍的縮减「地球村」，而時間和空間的關係的革

命，經常不僅導致建立在前述的時空系統周圍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

的毀壞，而且也導致地景裡的實物資產的大範圍「創造性破壞」。於

是，也激發了〈心傳〉中高寶良夫婦腳不停歇，最忙的時候每天要挖750

公斤的雷笋，只因這種江南一帶最流行的佐茶小食是深山裡家家戶戶

的生活中心和高寶良夫婦倆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時節〉中充滿危險的

勞作要持續整個夏天，在女兒眼中他基本都在沉睡的的餘雲山，因為

要捕捉品質優良，價格可觀的青螄而遵循其晝伏夜出的秉性，然後交

給妻子每天5點去市場販螺。

如今在城鄉收入差距和土地倒逼模式等多重因素推拉下，民族村

落中的人們為了擺脫貧困，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市從事非農業生

產勞動，少數民族人口流動過程中與其他非本民族成員進行交流互

動，原本以自然村落血緣關係和家庭關係為繁衍基因，反映村落群體

人文意識的社會文化觀念也逐漸發生變化。（羅賢貴，2015）。當然，

《舌尖2》在展現這些「鬥爭」與「創造性破壞」之時，我們也可窺見其拒

斥工業流水線作業，提倡手工傳統，遵循季節流轉「道法自然」的良苦

用心。〈時節〉中「對於時間，中國人有著獨特的感悟，破繭成蝶，花開

花謝，草木枯榮，都是時間的腳步。而在四季變換中，中國人不懈地

尋找美食的秘密。春江水暖，刀魚最鮮，夏天滋補，笋乾燉雞，秋季

肥美，魚頭不容錯過，冬日最愛，必是那熱騰騰的火鍋。儘管生活越

來越遠離自然，但人們在餐桌的方寸之間，也能通過食物的變化。體

察時間流逝，四季輪轉。」的解說詞就是直白的體現，更不必說〈秘境〉

中的佤山人找到留藏雞樅鮮味的訣竅就來源於空間的阻隔讓秘境留

存，秘境也留住了奇絕的美食；〈腳步〉中養蜂夫婦跋涉上萬公里只為

追逐花期；藏族到夥白馬攀爬40米高的大樹為家人獲取野生蜂蜜以及

為了一種特殊的菌子守候8個多月的老漢和「重達100公斤的撞錘，反

復榨打，持續3個小時，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今天，這也許是對祖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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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最好的繼承」的菜籽油的製作等等。雖然說陝西掛麵製作能手68歲

的張世新面臨著腿疾無法製作掛麵，一次和麵35公斤只能由老伴獨自

完成，而年輕人沒人願意學習手藝的窘境，但也有口蘑商人何福志的

女兒大學畢業後願意回到錫林郭勒草原，隨父親一起經營收購蘑菇。

「口蘑的萌發需要雨水眷顧，預報中的秋雨遲遲未到，老何很不甘心，

父女倆決定借宿在牧民家繼續等待。雨後的草原清新如洗，蘑菇圈上

白蘑終於露出身影。」讓何福志父女幾天他們終將得償所願，也如總導

演陳曉卿說「《舌尖2》更接近我們的理想，那就是在鄉土中國與現代社

會之間，我們希望能用『舌尖』的探索，給大家提供一條與文化根源相

連的味覺紐帶，用夢牽魂縈的家鄉味道承載時代的悲歡離合。」（顧學

文，2014年5月26日）那麼，從「鄉土中國」走入「現代社會」之後，農

民的境遇是甚麼，「舌尖」又是如何「探索」的呢？

農民進城：兩代人的「恩愛情仇」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以及由此而

來的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發展，農村勞動力開始大量涌入城市，形

成了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群體。農民工這一矛盾性稱呼體現了這一群

體的特殊性：他們是農民和工人的混合體。他們的正式制度身份是農

民，但卻不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而是在城市從事工業生產，即他們

的職業身份是工人。

I. 父輩進城打工：三代人承受離別的代價

從《舌尖1》的急切的逃離鄉村到了《舌尖2》的從鄉村進入城市生活

的種種境遇，讓人看到了中國鄉村和中國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付出

與代價：〈腳步〉中四川養蜂農民譚光樹和妻子吳俊英為供養兩個孩子

讀書，夫妻倆一年10個月以上的時間在外奔波，風餐露宿非常辛苦；

貴州雷山苗族女孩李建英的父母遠在一千公里以外的廣東一家制衣廠

打工，半年當中夫婦倆第一次歸家也是因為收玉米和房屋修繕等雜事

而在家中稍作停留；寧夏麥客赴陝西手工割麥一天勞動10小時，每人

割1畝多地最多收入200元，在機械化的挑戰下這一古老的職業和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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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說正被收割殆盡。遠離鄉村進城打工成了不得不的別離，整個家

庭三代人也承受了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謀生活的代價—孤寡老人與留

守兒童。〈腳步〉的解說詞談及「中國農村6100萬孩子的成長沒有父母

陪伴，這個數字相當於英國人口的總和，他們被稱為留守兒童。」當前

中國農村正在發生家庭結構及家庭代際關係的變動，學者賀雪峰

（2008）以近年來在湖北、安徽、遼寧、河南、湖南等農村調查的資料

與感受，得出當前農村的代際關係，因為缺乏傳統時代父家長對土地

的控制權，缺少人民公社時期國家對家庭關係的強有力干預，加之市

場經濟提供的農業以外的廣泛機會，而使之前以長遠預期為基礎的哺

育和反哺變得可疑起來，立足於短期的現實結算基礎上的代際關係則

開始出現，這種代際關係是一種更加理性化、較少親情友好、較少宗

教關懷（傳宗接代）的代際關係，是一種新型的平衡的代際關係。李建

英小小年紀就要經歷與父母的分別，我們無法體味清晨5點母親對她說

「你在家不要想我們，要多吃飯，再見」留給一個年幼小女孩的心靈創

傷，也無法感受〈家常〉中一個養大了兒女又開始撫養第三代年邁的姥

姥盼望兒女回來吃一口自己做的西瓜醬的迫切心情，單是獨居老人饒

長清孤零零的背影和李建英企盼父母歸來與凝望他（她）們遠走的眼神

就足以令人感到心酸。但是，現實就是譚光樹和妻子吳俊英每年在外

奔波10個月以上，持續20年的風雨勞頓給兩個孩子提供了安穩的生

活。而李建英和哥哥給父母裝好了家鄉的魚醬，譚光樹和妻子吳俊英

帶好了一路相伴的家鄉路菜，中國最後的職業割麥人馬萬全一行辛苦

割麥過後吃上一碗老婆婆一灶旺火燒出出彩美味的陝西臊子麵…… 

美食成為一種慰籍與思念，更成為勾連起父母與子女，鄉村與城市的

紐帶，它更成為我們反思資本排斥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為自我發展的

前提而導致的農民主體性在現代性理論中的喪失的由頭與武器。

作為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社會代價，當美國、歐

盟在政府強大的價格支持下進行世界農產品傾銷的同時，除了被排斥

的美國南部黑人農民和西部破產的租佃農場主之外，它也是中國和其

他第三世界農業危機和農民背井離鄉的原因。於是工業的發展必將建

立在對鄉村的剝奪上面，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在工業化進程中付出了

沉重代價，而今天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現代化進程中，這種代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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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世界市場和農業的機械化對勞動力的需求或排斥所導致的人

口流動並不見得是現代化的福音。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農村勞動

力開始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群體到如今數字仍

在不斷擴大，2010年中國農民工總數為2.42億人，2011年達到2.52億

人，2012年達到2.63億人，2013年則接近2.69億人（姚培碩，2014年5

月28日）。而源自20世紀50年代末我國實行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工儘管

已經工作和生活於城市，但保障他們生存的各種制度性權利卻被留在

了農村（郭忠華，2015）。由於新中國要在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發展資

本密集的重工業，無法依靠市場來完成，它產生了以國家資本的形式

對農民、農業的過度汲取，造成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日益深刻的

分裂—這依然是今天中國社會最嚴重的危機。但是它並不是社會主

義的危機，而是近代以來中國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現代化的民族

國家的邏輯結果，所以毛澤東時代努力解決卻無法完成的工人與農

民、城市與鄉村、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三大差別」在今天市場經濟

的條件下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城鄉二元的問題是自晚清以來中國現

代性悖論的現實展開（呂新雨，2008）。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西安攝影家侯登科的攝影集〈麥客〉中的馬萬

全，吸引了日本NHK的資深製作人劉慶雲，也成就了2000年的NHK

的紀錄片〈麥客：鐵與鐮刀的衝突〉拍攝，該片全程跟拍了馬萬全從凑

路費到河南割麥的過程，以一把鐮刀為工具的「老麥客」和聯合收割機

「鐵麥客」的時代衝突產生了極大影響並獲得了大獎。十多年後，他再

次揮舞鐮刀出現在《舌尖2》第1集〈腳步〉的鏡頭裡，他有4個女兒、1

個兒子，如今都成了家。當年的紀錄片裡，供孩子們讀書的願望最終

還是沒能實現。《舌尖2》是他最後一次「趕麥場」，因為「兒子是先天性

的腦萎縮，還有一個70歲的老哥，無兒無女，也需要我照顧，」馬萬全

家裡的土房子還是12年前紀錄片裡的樣子，他懊惱自己沒有抓住「使生

活有大的變化的」機會，「前兩年有政策說讓我們自願搬到銀川，但我

也不知道搬走到底好不好，就沒走。後來我去銀川看過，他們住的是

樓房，打工掙錢比我們多多了。」「不割麥了，有機會的話，我想去銀

川打工，聽說工資高，一天一百多塊哩。」（王建宏、張文攀，2014年
4月22日）在被機械化收割殆盡的生活過後，馬萬全和馬萬全們依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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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城市，把城市作為自己的救命稻草，那麼城市可以拯救他和他的

後代們嗎？

II. 二代農民工：都市尋夢者改變命運的幻象

《舌尖1》中出生於偏僻山村的小姑娘龍毅對於自己的民族服裝有著

由衷的自豪感和對於走出大山進入城市也充滿了極度的渴望，「我們苗

家的銀飾是傳女不傳男的，我這一整套銀飾，全部都是我媽媽傳給我

的。」她讀書很用力也很辛苦，坦言「我現在苦幾年，以後我可能就幸

福很久。」當然，食物—臘肉和腌魚也陪伴著這位苗族少女走出一片

新的天地。當鄉村少男少女對城市充滿了無限渴望之時，《舌尖2》直白

的紀錄了在城市的「尋夢者」的生活軌迹。〈心傳〉中剛滿20歲的蘇北小

姑娘阿苗，3年前高中畢業，跟隨父母來到蘇州學習蘇式糕點製作；

〈家常〉裡離鄉赴上海學琴的子鈺母女，母親辭去工作全職陪讀做飯，

她們的生活全靠父親遠在河南一個人負擔，而5年來父親沒有來過上

海；〈三餐〉中有著90個高考班的安徽六安毛坦廠的高考工廠，並且每

個班級都坐滿百余名學生，照顧女兒高欣雅的一日三餐是母親李溪每

天的任務；廣東白領梁景軒，每天早上如同打仗般的擠地鐵上班，只

有晚飯時間才能享受到母親的手藝；90後富士康工人楊圓圓，每天早

晨7點半同16萬人聚集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廠區，每5秒完成1次操

作，並且每周5天每天7小時重複5000次上演，她的飲食同樣是以工業

化模式製造的一日三餐。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旗下的〈中國實時報〉欄目以「〈舌尖上的中

國2〉有點變味兒」為題，指出《舌尖2》似乎已變成一檔愛國主義教育節

目，而不再是一部純粹的美食紀錄片。對此陳曉卿則表示，《舌尖》只

是一檔美食紀錄片，無法承載更深刻的新聞性社會思考和表達，因為

「倘若拍攝的素材都展示的話，會非常的絕望」，「央視的播出平臺肯定

會對話語的邊緣線有所限制。這個邊緣線到底在哪兒，其實每一個新

聞人都在談，都用自己職業的敏感在談。如果《舌尖2》是宣傳意識特

別濃烈的片子，那為甚麼會提富士康呢？那不是宣傳的負面嗎？」（梅

子笑、唐子龍，2014年5月14日）為甚麼在陳曉卿看來富士康是宣傳的

負面，從1988年投資中國大陸的全球第一大代工廠商目前在國內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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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了30餘個科技工業園區，員工人數從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
2009年74.8萬人，2010年更是達到了80萬人，而富士康財富的創造者

是年齡基本集中在16-19歲的年輕人。自2010年1月23日至2010年11

月5日，富士康發生的14起跳樓事件引起社會各界乃至全球的關注，

而儘管該企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安裝了雙層防護的宿舍依然阻擋不

了2012–2015年跳樓事件的持續不間斷發生，這儘管絲毫不影響作為納

稅大戶的富士康成為全國各地爭相招商引資的香餑餑，但是平均工作

時間達到每天12小時，每2小時可以休息10分鐘，每次操作要精確到

秒的種種機械化規定把人活生生變成了一台機器。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富士康的邏輯和城市生存的叢林法則是一樣的，不斷的有人「自殺」，

但是每天又不斷有新鮮血液涌入城市，想賺錢賺更多的錢就要加班，

嚴酷的競爭與機械化的機制導致心理問題然後「跳樓」，從而形成一個

惡性循環。這是城市與工業的原罪。

《舌尖2》中我們結識了個人首演成功和國際比賽獲得冠軍的子鈺，

安徽六安毛坦廠的高考工廠裡成千上萬的高欣雅，或許等待他們的就

是高考成功後，擠地鐵上班的梁景軒；或者高考失敗後進入富士康的

楊圓圓與糕點製作學徒的阿苗。擁有門徒20人的呂杰民對阿苗說，師

傅領進門，今後還是要靠自己。於是，每天收工後只要有剩餘的食

材，阿苗就會留下繼續練習。那梁景軒、楊圓圓與高雅欣、子鈺以及

他們的父母們，為努力留在這座城市而嘗試著各種不同的努力。當

然，這裡還有一個雙層打工的問題，父母給在城市的孩子打工，中國

的父母把自己命運的改變寄託於孩子身上，為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

不惜背井離鄉，這是中國很多獨生子女家庭的選擇，所以才出現了陪

女兒赴上海學琴的子鈺母親，她辭去工作全職陪讀做飯，替女兒打理

一切雜事，甚至靠翻字典學會了寫英文信；以及在珠海安家的漢生和

夢露接受著來自廣東的爺爺奶奶和來自四川的外公外婆在厨房各自為

產婦和新生小兒展開的較勁與「激戰」。我們可能更能記住這些故事，

而非阿苗的厨藝，子鈺母親的紅燒肉，高雅欣母親的蒿子粑粑，梁景

軒母親煲的廣式湯，以及作為「8萬名中的一員」的楊圓圓要參與消耗

「每天2噸魚、3噸猪肉，15噸蔬菜，15噸大米，滿足8萬人的消耗」。

導演陳曉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如何看待煽情大於食物本身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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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時，他說「如果我們把我們拍攝的所有的東西都呈現出來，那可能不

僅僅是煽情的問題，可能會有，會產生非常多的絕望。那是因為你在

中國在拍片，就這麼簡單。中國現在的社會現實是甚麼樣子，我想大

家都應該非常非常清楚，你選擇說甚麼，不選擇說甚麼，背後站的是

你自己的價值觀，這個同意吧？我在央視上班，我拿著央視發的工

資，我就要考慮央視的平臺能夠做到最大的是甚麼，我只是把一些現

象很克制的，我看到的情况說出來。後來是用這些素材展示了特別極

端的條件下人的那種堅韌和堅強。」（梅子笑、唐子龍，2014年5月14

日）就職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陣地的陳曉卿能夠說出此番話，道出

的也是被逼急了的實情。但我們依然可以窺見當新一代「農民」以各種

方式進城尋找出路遭遇城市的堅硬的叢林法則的時候，鑲嵌在中國傳

統倫常當中的家庭倫理與師徒關係這樣的親情，師徒情成為一種美食

與救贖，這種導演所言的「堅韌」與「堅強」成為一種力量支撑著新一代

「農民」在城市叢林裡穿行，但是他們的遭遇和父輩們沒有甚麼不同，

改變命運或許真的只是幻象而已，但至少有改變的勇氣與行動，那麼

成功或許就有了可能。

城市化／商業化視閾下的「舌尖」和「舌尖」們

《舌尖2》完結篇〈三餐〉裡講述了一對辭去白領工作移居大理洱海

的北京夫婦史旭霞和王翀悠閑的田園生活，激蕩起都市白領們「越是在

水泥森林裡久居，越嚮往對農耕生活的回歸」的漣漪，這似乎也是一種

暗示與預設：逃離都市，回歸鄉村。

I. 都市白領：鄉村「一日遊」

從北京西四環到大理洱海門，3000公里，史旭霞和王翀開著車載

著全部家當到達洱海，結識了鄰居李奶奶—這是史旭霞小時候才有

的鄰里關係。和李奶奶學習新鮮的洱海鯽魚的做法，過著史旭霞日記

裡寫的「粗茶淡飯不一定苦悶，別人眼中的虛度生活卻是無比珍貴的時

光」的逆城市化的清靜日子。但是《舌尖2》播出之際，史旭霞和王翀便

重回了北京。在大理居住一年之後他（她）們重回了曾經要逃離「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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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之地的北京，並出了一本頗具小資情調的遊記〈離開北京去大

理〉在電商網站上熱賣。書的封面熱鬧的很，「北京小夫妻，2013年移

居大理，經《北京青年報》《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推介，一時間成千上萬

網友關注」以及「《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特別推薦」等字樣。事

實上，也正是因為官媒的微博轉發了他（她）們離開北京去大理生活的

誓言與行動之後，才讓《舌尖2》的劇組發現了這個故事，並以紀錄片的

方式記錄了他（她）們在大理的生活，當然，《舌尖2》的熱播也帶動這

對小夫妻的知名度，書也賣的相當不錯，而史旭霞在新浪微博的名字

依然是辨識度很高的@iko在大理，並且擁有著過萬的粉絲。

前工業時代的農業和資本虎視眈眈的鄉村如今似乎成為城市中產

階級「鄉村一日遊」的釋放、消遣之地，在某種程度上和旅遊勝地所起

的作用並無二致。那麼，從嚮往都市到逃離都市，不僅僅是在都市白

領身上有所體現，進入城市打工的鄉村群體身上也可窺見這種欲望與

傷痕。從《舌尖1》中出生於偏僻山村繼承著母親華美服飾的小姑娘龍

毅卻極度渴望脫去華服走出山村進入城市，到《舌尖2》中對於進城打工

一代農民工留給後代的創傷赤裸裸展現：貴州苗族女孩李建英的母親

遠在一千公里以外—廣州打工，而她的女兒卻不得不成為留守兒

童，熱切期待與珍惜每年與母親相處的短暫時光。而從出走到回歸，

但最後還是不得不面臨繼續出走—進城的境遇，一代農民工馬萬全

們到二代農民工楊圓圓們都在經歷著這種宿命。但是我們窺見可以城

市化／商業化帶給鄉村少數民族的改變，雖然依然很貧困但是經濟上逐

漸富裕起來：寧夏回族姑娘馬阿舍和丈夫在養殖場每天辛勤工作12個

小時的收入可以供養自己的兩個孩子的生活；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的

口蘑商人何福志和女兒驅車幾百公里收購白蘑最為尊貴可以賣到2000

多元一公斤。當然，離開鄉村進入城市打工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

入：四川養蜂農民譚光樹和妻子吳俊英一年10個月以上的時間在外風

餐露宿可以供養兩個孩子讀書；而苗族女孩李建英的父母遠在一千 

公里以外的廣東一家制衣廠打工也可以承擔起整個大家庭生活的重 

擔……但是，作為農業大國，如何把握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以及往

返於這片土地與城市之上的人們依然是中國的最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的差距在1978-1985年是縮小的，從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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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擴大，1989年到1991年城鄉收入差距又恢復到1978年以前的情况。
1993年以後，由於國家提高糧食價格、鄉鎮企業增長過快、外出務工

人口收入增長等原因，農村收入增長較快，但在城市勞動力大量剩餘

的情况下，這一勢頭正在改變。而與農村改革相比，在城市進行的市

場改革和私有化的過程中，社會財富尤其是國有資產的再分配卻沒有

遵循在起點平等狀態下找到「最初所有者」、在規則平等的狀態下找到

「最終所有者」的市場規則（汪暉，1997）。由於新中國要在一個資本短

缺的國家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無法依靠市場來完成，它產生了以

國家資本的形式對農民、農業的過度汲取，造成城市與農村、工業與

農業日益深刻的分裂—這依然是今天中國社會最嚴重的危機（呂新

雨，2004）。進城打工帶給一個家庭三代人無法估量的代價—孤寡

老人與留守兒童。當年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

育」從而全國掀起的上山下鄉運動，僅上海先後有近60萬知識青年奔赴

安徽、江西、黑龍江等外省區的自上而下的國家意志強力執行從城市

到鄉村參與生產建設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所以，當我們重新檢視全

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全球化市場與中國農業雕敝的聯繫之

後，是否應該重新認識中國改革成功與毛澤東時代的聯繫與連續性，

以及中國歷史傳統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當然，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高

速發展的經驗經驗與教訓也是值得反思的，媒體亦需如此。

II. 《舌尖2》和《舌尖2》們：資本裹挾下的「鄉愁」

在市場條件下，對文化資本的控制和媒體的掌握，決定著社會的

基本文化傾向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取向（汪暉，2008）。而「無論承認與

否，一個最先由包括商業廣告在內的大眾傳媒所運作和製造出的所謂

『成功人士』或『新富人』階層，在『全球化』理論、『與世界接軌』的口

號、國際金融、跨國資本等諸種力量的共同推動下，正成為我們這個

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羅崗，1999：57-58）大眾傳媒以及圍繞著大

眾傳媒而建立起來的種種「權勢集團」，事實上也正在逐漸成為我們的

社會生活中一種舉足輕重和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化支配力量。由於這樣

的原因，由大眾傳媒所不斷運作和製作而成的所謂「成功人士」或「新富

人」階層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便成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種神話或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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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在資本運作，商業頭腦激烈交鋒的幾近二十年後，整個市場被

娛樂（真人秀）節目掌控之時，紀錄片《舌尖2》橫空出世祭出一碗「鄉愁」

是值得重視與深入分析的。 

在《舌尖2》開播前的一個月，央視評估部門通過結合《舌尖1》連續
7天播完所給予廣告客戶冠名企業的促狹空間，決定《舌尖2》改為周

播，每周五晚9點的黃金時段播出（馮寅杰，2014年5月12日）。於是

《舌尖2》在2014年4月18日至6月6日，每周五在CCTV-1的21:00、紀

錄頻道22:00播出期間，第1集〈腳步〉的收視率便達到了1.57%，其首

輪海外版權單片銷售額就達到了35萬美元，創造了近些年中國紀錄片

海外發行的最好成績。如果加上《舌尖2》與其他節目之間插播的廣告，

那麼它的收益已經達到1億元以上。同時在某種程度上，《舌尖2》扮演

了一個O2O平臺的角色，通過內容的方式將「爆款」食物一網打盡，這

將會成為紀錄片新的盈利增長點（鄒玲，2014年5月16日）。在《舌尖2》

上線之前，央視紀錄頻道跟天猫、我買網、1號店等電商平臺也達成了

合作，節目內容為電商導入了巨大流量。據統計，第一集〈腳步〉播出

時，貴州魚醬廠的一年存貨都賣光了，四川臘肉7天賣出1萬份，臭豆

腐銷量增至750份，空心掛麵兩天賣了1156份。節目中出現的西藏蜂

蜜、浙江跳跳魚、貴州稻花魚、四川臘腸都成了熱賣品。例如『跳跳

魚』，在首播當天和翌日在百度的搜索量從原來的每天約400次大幅增

加至1.3萬多次（張浩、劉琴，2014年5月12日）。在央視紀錄頻道總監

劉文的構想中，「重建紀錄片黃金時代」的夢想是循序漸進的：先搭建

一個國家級平臺；聚攏一批專業化隊伍；再建立包括選題、生產流

程、定價等在內的一系列行業標準；最後是吸引廣告的大量投放。紀

錄片周播在中國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但卻是具有國際視野並符合國際

紀錄片營銷規律的。那麼問題來了，商業化的裹挾會影響〈舌尖3〉甚

至是未來其他紀錄片的創作嗎？央視雖已制播分離多年，但是紀錄片

頻道還保留著原始的「計劃」意味。陳曉卿認為是否盈利的問題和他沒

有任何關係，紀錄片能夠給一個導演帶來作為創作者的快樂，這不是

錢能恒定的，所以《舌尖2》的創作是排斥並拒絕植入廣告的。但是，

《舌尖2》成功了，並且是巨大的商業成功，未來還會有〈舌尖3〉、〈舌

尖4〉、〈舌尖5〉……那麼，能守住拒斥商業化的底線嗎，又或者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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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姿態與方式與商業化合作而不是合謀與妥協呢？

當然商業化背景下，創作層面還必須要面對技術與藝術的問題。

《舌尖2》第二集〈心傳〉中有個關於陝西五堡縣掛麵爺爺的故事，最後

以一個長達17秒的長鏡頭收尾。鏡頭從掛麵爺爺的兒子端著新做的掛

麵走出門開始，掃過一排排掛在院子裡的掛麵，隨後緩慢拉升，掠過

正在吃飯的一家人，到達小院二樓的高度，並繼續攀升後退，直到整

個小院、村落、高原的全景，都在畫面中一覽無遺。據該集分集導演

陳磊透露，這個鏡頭其實是請來專業航拍團隊，用六翼飛行器拍攝而

成的。這種六翼飛行器，飛行時穩定度較高，搭載一台帶有攝像功能

的微單相機，最高可飛行至海拔為1,000米的高度。據航拍公司介紹，

租用六翼飛行器一天的費用大概在15,000元，其中還不包括飛行團隊

的食宿費用。陳磊說為了控制預算，製片人要求《舌尖2》每集只能有

一個地點使用航拍。陳曉卿認為受技術局限，《舌尖2》的拍攝還做不到

跟著題材走，所以縱然有好的創作想法，資金成本控制下的設備分配

未必都能實現，以及縱然有好的設備在手，攝製組卻未必能拍到想要

的好畫面（沈宇波、高星，2014年5月27日）。如今現有的電視市場格

局下，娛樂節目已經佔據了很多年的風光，佔據整個市場80%到90%

的比例，對於紀錄片的走紅在投資人看來是一種正常市場的回歸，但

是面對商業化的期待與捆綁，《舌尖》和《舌尖》們還必須要處理好的是

政治化期待（「向世界說明中國」）與紀錄片自身美學創作的關係，所以

「舌尖」之路，任重而道遠。

討論與結論

結尾討論

國家是資本主義運作的一個組成因素。當然，如果沒有一種政治

保證你就永遠不能支配經濟，永遠不能扼殺或限制住市場的力量（費爾

南 ·布羅代爾，1997）。《舌尖1》在片名旁邊有一行字「治大國若烹小

鮮」，雖然《舌尖2》播出的時候把這行字去掉了，但是其「野心」卻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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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主題和播出的平臺「暴露」了。2010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臺

〈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11年元旦，中央電視台以

中英文雙語面向全球開播CCTV-9紀錄頻道，成為國內唯一一個全國播

出、全球覆蓋的專業紀錄片頻道。其定位為「全球視野、世界眼光、中

國價值、國際表達」。據人民日報報道，央視領導奔赴各地推動紀錄頻

道的國內落地入戶；央視海外傳播中心將紀錄頻道的海外落地作為
2011開年的頭等大事。2011–2012年間中央領導就為央視紀錄開播後產

生的國際影響力作出過5次重要批示（陳竹沁，2014），這對於一個頻道

來講這是前所未有的；而央視拿出了一套的晚間黃金時段（晚上十點）

給一部紀錄片，這也是聞所未聞的；當然還有，3,000萬的投資也是不

敢想像的（曾經號稱中國投資最大、製作最精良的，拍攝了3年的12集

紀錄片〈故宮〉共投資1,000多萬元）。

《舌尖2》總導演秉持著「在鄉土中國與現代社會之間，我們希望能

用『舌尖』的探索，給大家提供一條與文化根源相連的味覺紐帶，用夢

牽魂縈的家鄉味道承載時代的悲歡離合」的夙願重新回顧作為政治「場

域」的「中國」，它也前所未有的強調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以影像民主

的姿態強調與保護勞動的民主參與、平等分配。這種「平等」與「民主」

的呼喚與面向在《舌尖2》中指向中國少數民族和中國鄉村，而當代中國

實行的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前提」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現代

中國革命的產物，是帝國遺產、民族國家與社會主義價值的綜合（汪

暉，2011）。於是，民族的自我認同作為國家建構的產物，《舌尖2》以

紀錄片的方式借由完好保留了少數民族風俗的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美

食所承載的這個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的命運，並且使「知青」（漢族）進入

到歷史敘述中來，作為漢族與少數民族融合的見證，勾連出漢族與少

數民族的命運共同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建構。

而現實是伴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自足的民族工業體系逐漸

瓦解，最終被重組為一體化的世界生產和貿易體系的構成要素。但生

產和貿易的全球化並沒有自發產生與之相適應亞洲和拉美等邊緣地區

興起的政治、經濟關係，更沒有解決所謂的南北差異和不平等（汪暉，
2008）。《舌尖2》雖然以必須拍攝的是50塊錢以內的平民化美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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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節制」的呈現了以少數民族為代表的鄉村群像，與進城打工的兩代

農民的遭遇與「苦難」，讓人看到了中國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付出與

代價，以及兩代農民工在城市的遭遇與改變命運的「幻象」，並且試圖

把把鑲嵌在中國傳統倫常當中的家庭倫理與師徒關係這樣的親情，師

徒情作為延續的力量與救贖以及城市中產階級「鄉村一日遊」來面對城

鄉問題。但是其在國際文化市場特有的「國家–資本」夾縫中取得了巨

大成功的文化書寫本身已被資本裹挾其間：西貝蓧面村斥資600萬買斷

《舌尖2》張爺爺手工空心掛麵，並宣布一年至少1億元的銷售計劃；以

及《舌尖2》中在北京打拼的年輕夫妻選擇辭職定居雲南大理後又重回了

北京，並且借著節目熱播的東風出了遊記獲利等等，雖然總導演陳曉

卿談及《舌尖2》的創作與資本絕緣，但是連其播出方式（由《舌尖1》的

日播改為現在的周播來配合廣告商），剪輯節奏（借鑒BBC的經驗，單

個鏡頭2秒，故事8分鐘內講完）等等種種與國際化接軌表明《舌尖2》

和未來的《舌尖2》們已經不能置身於資本之外了，雖然從內容來看可以

說也標誌了中國紀錄片新創作模式的誕生的話，那麼在無孔不入的商

業化浪潮下，《舌尖2》和《舌尖2》們的未來發展並不容樂觀。

研究建議

面對我國文化的生產受制於國家機器的運作和資本市場的活動的

現實，當一個文化文本在「國家–資本」的夾縫中取得巨大成功是值得

對其展開深入分析的。囿於能力有限，本文的研究僅立足於《舌尖2》

文本的分析，在題材方面未展開橫向抑或縱向的對比研究。如果研究

視野再打開一些，從不同學科結合多種研究方法或許能夠研究、發現

更多的問題。譬如《舌尖2》中還有浙東沿海的退休船老大張士忠，携

帶海邊特產殼菜去台灣看望姐夫的故事；定居大陸的郝志宇往返於重

慶和台灣之間給住在眷村的姐姐郝淑芬和父親送開牛肉麵館所需香料

的故事；以及在美國農場做工40年的華僑程世坤用隆重的祭拜儀式完

成了他對家鄉泉州的家族回歸……所以《舌尖2》可探究的視角很多，

本文拋磚引玉，期待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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