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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纪录片的叙事与传播策略探究
——以《风味人间》为例

任悦欣　闵　露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自播出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该纪录片的影响下，我国食品行业出现了新的浪潮。《风味人

间》参考了大量美食资料，并采取纪录片的方式加以展现，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感受，拓展了其美食视野。本文将《风味人间》作为案例，

分析了饮食文化纪录片的叙事以及传播策略，为后续的纪录片创作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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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精彩的饮食文化，如谚语“民以食为天”，展现出

民众对饮食的看重，饮食文化的不断积累，并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饮食文化。为了更好地宣传我国的饮

食文化，可以采取纪录片的形式，将传统饮食直观展现出来，纪

录片借助不同地域的文化，吸引更多的观众，取得良好的传承效果。

一、饮食文化纪录片蕴含的价值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在《风

味人间》中，采取合理的叙事方式，将叙事和碎片化相结合，满

足观众的观看需求。从该角度出发，其叙事风格存在较强的研讨

意义。《风味人间》具有较为深刻的内涵，可以从国际化视角出发，

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将世界各地的美食作为基础，展现

出不同的风俗，其中在该影片中，看重我国饮食文化的导入，有

助于培养观众的文化自信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纪录

片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需要为群众提供不同视角，引导其

积极探究纪录片的内涵，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借助食物

作为载体，可以更好地进行历史文化宣传，使群众形成良好思维，

得到文化认同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文化自觉。

二、饮食文化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在《风味人间》纪录片中，制造者将故事作为纽带，从而开

展更为高效的表达。制造者从全球视野出发，注重其中的饮食文化，

制作出良好的影视效果。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将食品带来的口味

差异进行展示，更好地进行饮食文化、不同国家的口味、习俗等

进行输送，食物属于人类本能与文明进行作用的产物，属于饮食

文化的载体，可以更好地展现出人类生活与文化。

一方面，从食物的角度出发，其属于一种文化符号。在民族

节日中，进行的祈祷等活动，展现出食物具有的文化价值。如秘

鲁人民在秋天需要爬上高山，进行采摘、筛选并献祭土豆，进行

集体聚餐，并且与祖先开展交流。该地区的人们使用土豆进行祈

祷，希望来年得到丰收。再如我国水族在端午节准备的“鱼包韭

菜”，展现出较强的民族特色。鱼属于水族的图腾，韭菜在水族

代表极强的力量，其传统菜肴“鱼包韭菜”蕴含了水族人民祈求

丰收的愿望。在广西地区，针对新生儿的出现，需要酿制“三朝

酒”开展庆生活动，其中庆贺的过程往往需要持续三天三夜，该

风俗展现出广西人民对新生命的欣喜。在宴会中的主要食物为酸

鸭，只有女主人可以进入存放酸鸭的房间。在宴会结束后，祖母

作为女主人需要将酸鸭的制作流程教给后辈，展现出代代相传的

寓意，同样展现了水族人民对各族人民的庆贺，希望民族得到延

续。其中“鱼包韭菜”和“酸鸭”都属于肉类，是宴会的重要食品，

同样属于节日习俗的一种。食物具有特色的意义，存在宣传文化，

继承传统的意义。我国古代农业文化占据主体，存在浓厚的传统

意识，对于子孙极为看重，该内容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对于

大众来讲较为熟悉，观众可以从饮食深层出发，感受到亲密感。

食物在节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出民族特色，同时蕴含了精

神寄托，在我国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将村庄作为中心，开展表演

活动，其中典型的庆典仪式，可以激发观众的记忆，推动完善民

族共同体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节日的角度出发。节日属于文化盛宴的一种，

可以推动群众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其中存在的礼仪风俗对当今社

会存在长远影响。《风味人间》中记录了少数民族的民俗礼仪，

例如，侗族使用酒来庆贺新生命的降生，还有水族在端阳节独特

的祭祀活动，以及阿昌族迎娶少女的仪式等。不同地区之间的风

俗、饮食等习惯存在较大差异，在民俗方面展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但其在风土人情方面展现出一定的相似度。从实际的考察情况出

发，大多数庆贺仪式在形式与功能上，都与食物仪式庆祝相似，

其本质指的是对庆祝的喜悦。仪式在纪录片中作为一种特殊景象，

可以唤醒观众记忆，使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从

节日采取的形式出发，饮食仪式具有明显形式，存在手工制作特

点，在村庄开展的特殊节日中，需要要求全部家庭成员参与其中，

进行庆典准备工作，其中图像的事物展现出相似性特点。例如，

浙江龙泉的汉族人、广西侗族人在庆祝准备环节具有特殊性，通

过红纸粘贴的形式，将所有成员的分工加以明确。通过播放有关

节日庆典的内容，可以使观众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得到民族认同

感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展现出节日的价值。

三、饮食文化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一）立足多元文化，开展交流活动

纪录片《风味人间》从全球化视野出发，将传统美食文化加

以展示，深入探究了传统美食的特点，并深层次的展现出人与美

食存在的联系。《风味人间》不仅对我国美食进行记录，还收集

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美食，将其作为基础，开展国内外美食的对

比活动。例如，我国关内平原存在的陕西石子馍与伊朗的烤馕存

在许多相似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使物种迁移。在《风

味人间》中不同地区美食的碰撞，出现了许多火花，借助视角的

转变，可以使观众摆脱以往对食物的看法，借助多种视角，感受

到食物在不同文化的表现。

《风味人间》可以展现出多维的美食形象，借助多种记录方

式的开展，使介绍更具深入，开展更好的讲解活动。《舌尖上的中国》

为我国美食带来了纪录片的制作浪潮，其中各类美食节目的出现，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果，但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视野局限

于国内美食。而《风味人间》通过全球视野的导入，打破了以往

美食节目的束缚，为后续美食纪录片拍摄开创了先河。我国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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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包括生活习惯、烹饪方式以及食物材料等，

展现出不同民族对粮食生产的看法，同时展现出具有的历史文化

差异。

将食物作为核心，依照历史与文化，《风味人间》通过纪录

片的形式，将不同民族的特点展现出来。其中从国内到国际，该

纪录片的重点关注不同地区的生活与饮食习惯，明确其存在的差

异性，使观众更加了解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同时，《风味人间》

将世界范围内的食材加以融合，使观众从不同角度出发，明确不

同美食的特点，掌握各种美食的食用方式。该纪录片并没有刻意

的进行中餐宣传，而是借助细节对比的方式，展现出中餐的特点，

体现了中华民族聪慧待人的处世之道。

（二）融入家国情怀，丰富美食内涵

我国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民族特点，包括

热爱和平、民族团结以及艰苦奋斗等精神，在民族精神中爱国主义

占据核心地位。家庭属于构建国家的单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中家国人文情怀具有重要价值，该情怀注重社会群体对大环境的

认同，在饱含人文关怀基础上，家国人文情怀有助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人类人文宗旨指的是注重自身道德品质的提升，保障家庭稳

定，从而更好地进行国家治理，为世界和平共享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文情怀注重打破日常言行的束缚，使群众与国家产生共荣感，属

于心怀天下的力量。家国人文情怀在国家发展与治理环节具有重要

意义，其属于自我意识、生活教育以及家庭的传统。在《风味人间》

中，创作者通过大量时间，将家国人文情怀融入其中，提高纪录片

的感染力。如新疆毛勒提别克通过养殖羊群，为全家带来了经济收

入，只有保护好羊群，才能为家庭生活提供保障；在广东潮汕地区，

蔡昊的传家烹饪美食手艺，谋得了一席之地；云南侗族内，每一位

祖母都需要将传统食物酸鸭的制作方式进行传授，实现烹饪手艺的

代代相传；在李山头，为了更好地完成祭祀活动，张太保与村民开

展合作，在祭祀节日中，开展良好的祭祀仪式。血脉属于力量的源

泉，家庭可以赋予人民深刻意义，属于民族象征的一种，可以展现

出家国人文情怀。饮食文化纪录片可以将世界美食进行展示，同时

凸显出美食与人、人与家庭以及家庭和民族的关系，可以使群众形

成良好的价值观念，提升传统美食的接受能力。将食物作为媒介，

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实现家国情怀的有机融入，培养观众的民族

自信心与自豪感。

（三）树立全球视野，完善融通模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展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全球化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

融合，同时还加快饮食文化的碰撞，形成良好的融合效果。在文

化的交流活动中，饮食文化属于重要组成，可以将不同国家的传

统文化、情感相联系，推动群众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

一般情况出发，只有实现全球化，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在

该过程中，首先开展的是区域和地方文化的交流，之后是大众文

化的全球化。其中在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区域性可以为全球

化打下基础，推动地域的发展。相较于《舌尖上的中国》，《风

味人间》主要从第三视角出发，借助大篇幅影视内容，将国外美

食与国内美食进行对比，分析其存在的文化故事。该纪录片打破

了以往局限与美食表明的叙述方式，从美术的内涵出发，将其置

于重要位置。同时饮食文化纪录片还可以为未来的饮食增加更多

元素，从而更好地展现出美食的起源，加深群众对不同文化美食

的了解，更好地进行中西文化比对，加强区域和全球的融合，进

行良好的美食文化交流活动。国家之间的许多区域性食品采取进

口的方式，推动了各国食品的推广与发展，将食材输送到世界各地，

开展了良好的交流活动。

《风味人间》的制作者采取现代纪录片的方式，开展了与许

多国家的合作，真正意义上使美食纪录片走向国际。该纪录片的

拍摄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宣传效果，可以为饮食文化的深入发展提

供保障，为其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为了使我国的纪录片受到世

界范围的欢迎，需要加强对节目品位的分析，根据观众的审美情

况，调整美术纪录片内容。《风味人间》对国际市场进行把控，

介绍我国传统文化的细节内容，展现出了良好的民族精神。同时

注重收集国际观众的意见，开展针对性调整，可以更好地进行中

国价值观念的宣传。因此，在实际的饮食文化传播环节，需要将

国际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依据，注重中国本土内容的展示，从而使

不同国家更好的认识不同文化。本土传播内容并不是拓展我国的

风土人情，而是选择合适的内容，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

凸显文化传统内容。由于纪录片具有较强的文化意义，蕴含良好

的民族文化题材，其中在实际的构图选择中，可以注重纪录片艺

术性与观念性的提升，使观众得到更好的感受。

另外，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需要注重国际化表达的展示，

重点关注拍摄与表达方式，在纪录片中将中国美食与外国美食的

占比进行合理调控，加深关注对相关文化体系的理解，在相关过

程中，思想国际化、情感表达等方面需要注重表述清晰。在纪录

片的制作环节，需要明确其首先目的，保障观众可以观看到制作

的内容，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形成良好的文化认同。为了真正程

度上适应不同因素，不同组织需要从内部文化、外部理念等角度

出发，注重交流桥梁的构建，开展更好的沟通活动。从跨文化的

角度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沟通渠道搭建的目标是加强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形成良好的尊重和分享意识。通过以上活动，可以保

障人民的权益，开展更好的对话交流，为民族之间的交流提供保

障。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较为广

泛的范畴，在纪录片中展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转变以

往的纪录片说话方式，构建更好的影片效果，为各国民众之间的

交流提供平台，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逐渐产生情感的共鸣。《风

味人间》为了消除国外观众的成见，借助辩论视角的转变，从全

球化角度出发，更好的展现出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全球观众的

认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风味人间》纪录片的播出，受到了业内外人士

的广泛称赞，其得到了较高的点击率，在当前我国的影视市场中，

《风味人间》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观众，在美食纪录片中处于领先

地位。根据其采取的叙事与传播策略，发现可以采取多元文化、

家国情怀等内容，取得更好的收视效果，保障传统饮食文化的宣

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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