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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佳丽/文 杨 辉/摄
餐饮江湖，群雄逐鹿；民厨民味，古城期会。8

月 26日—29日，2022年临海·荣光首届中华民厨
大赛在古城临海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厨艺高手、
专业评委、知名美食家、餐饮大咖汇聚东海之滨。
这趟“民厨之旅”，还有台州美食，给美食大咖们留
下哪些印象？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5位美食作家，
一起来聊聊台州味道。

新荣记诞生在台州是有理由的
张新民 著名美食家、汕头市潮菜研究会会长

台州是一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这里有古
长城，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同时，东海丰富
的物产，为台州提供了高品质海鲜。在烹饪手法
上，台州菜强调新鲜和丰富，追求原汁原味的口
感。因此，新荣记在台州诞生，民厨大赛在台州举
办，我想都是有理由的。

台州菜的顶级代表，肯定是新荣记。2015年，
我第一次来台州，这几年陆陆续续来过四五次，大
多数是因为新荣记。新荣记十分注重对食材的掌
控，在家烧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入各地技法，并进
行改造升级，让菜品的味道更加丰富。长久以来，
台州美食一直被遗忘在角落，新荣记带着台州美
食一下子攀到了巅峰，非常厉害，让人吃惊。

在新荣记之外，台州还有许多排档、苍蝇小
馆，这些地方也藏着许多厨艺高手。这次活动间
隙，我还去了一家名叫“回浦排档”的店里吃饭。老
板一个人负责从选材到烹饪的全部工作，既要保
证出餐率，又要保证味道，我觉得他也是高手。从
这个角度讲，举办“中华民厨大赛”，其实就是寻找
这样的高手，为他们开辟一条不一样的通道，提供
更多展示的机会。

从自己的味道出发，追求极致
林卫辉 美食专栏作家

鲜，是有条件的。只有最靠近大海的地方，才
能拿到最新鲜的食材。所有面向海洋的城市，味道
都有似曾相识之处——尽可能地体现“鲜”。台州
菜在对“鲜”的表达上，非常到位。而在“鲜”之外，
这里的地理和人文，又赋予了台州美食别样的风
味。例如江浙菜系中对于甜的地域偏好，江浙人细

腻勤奋的性格等，都与地方美食特质息息相关。
我对台州菜的认知，大部分来自新荣记。在这

次“新荣记 27年经典”迎宾晚宴上，我们吃到了新
荣记27年历史中的经典作品。例如黄金脆带鱼，只
取带鱼肚子以下的中段，炸得金黄喜庆，外脆里软
还多汁；家烧活鮸鱼跟台州手打年糕，鮸鱼选自咸
淡水交界处的，肌纤维更细，肉质表现更嫩滑……
在“台州风味”特色宴上，咸白蟹股、咸黄泥螺，是
台州菜对鲜的极致表现；姜汁猪肚鸡，用的是台州
人喜欢的姜汁，姜汁可以充分释放食物中的醇类
物质和烯类物质……把家常菜做到极致，汇全国
好味于一家，这就是新荣记。

博采众长，追求极致，从自己的味道出发，既
有坚守，又有发展，这是新荣记所代表的台州美食
的特点，我想，这也是未来中国美食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

共同创造美食记忆
闫涛 美食专栏作家、评论家

烹饪是一种科学，但饮食文化是一种艺术。中
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绵延不绝，中国饮食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放眼世界，无出其右。当我们用
台州对照这些特点，发现台州既拥有山海地貌的
多样性，又拥有千年文化的延续性，既有古朴守拙
的民间文化传承，也有像新荣记这样“敢为天下
先”的现代商业激情。古与新，守望与开拓，造就了
台州美食的独特性。

在台州，还保留着许多原生饮食风貌。这些风
貌的背后，是我们对民间技艺的传承。我们常常思
考如何在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保护好生态文
明的多样性，让它们得到自我衍生、自我延续的生
命力。中华民厨大赛，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契机。

一方面，让大众把目光聚焦到这些散落在民
间的厨师身上，唤起大众对美食的追求——逃离
那些工业化、同质化的食物，那些看似多元，实际
已陷入教条主义的饮食框框，去重新发现家传，延
续国学。

另一方面，全国的美食高手聚集在这座东海
小城，上演一场“舌尖上的博鳌”，为这些对饮食文
化有执着、有热爱的人，提供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
会。对于台州来说，借由这次大赛，可以将更多地
方美食由深巷推到台前，从此它们不再是“养在深
闺无人识”的地方小吃，也不再是新荣记的“一家

之言”，而是大众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食记忆
和文化财富。

可以反复刷的美食目的地
曹涤非 主持人、美食专栏作家

中国是个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但一
直以来，我们都很少关注制造美食的人。这次举
办的中华民厨大赛，通过挖掘民间的厨艺高手，
让作为匠人精神代表之一的厨师也能受到关注
和尊重。

新荣记是这次大赛的举办地，也是许多美食
爱好者的“朝圣地”，很多人都是通过新荣记了解
台州和台州美食。在这两天的新荣记晚宴上，我们
品尝到了松茸炖鮰鱼狮子头、姜汁猪肚鸡、温岭墨
鱼乌炖墨鱼膏等代表性菜肴，你会发现新荣记的
菜肴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新荣记的团队
在美食的研发和制作过程中，特别注重细节的把
控，在餐桌之外，藏了许多看不见的功夫。

一道美食，一家餐厅，都可以成为你旅行的目
的地。新荣记摘得了 12颗米其林星、15颗黑珍珠
钻，作为“新荣记老家”的临海，绝对是你值得一去
的地方。而且，好的餐厅就像是一部好的电影，值
得你反复多刷，去一趟不是结束，而是开启你美妙
旅程的起点。

美食背后是山川地理
王寒 作家、学者

2000年，我开始在专栏写美食文章。2015年，
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台州美食的书籍——《无鲜
勿落饭》，这本书反响很好，被评为年度好书，重印
了 7次，并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输出了北美版
权。2021年，我的第二本美食随笔集《江南小吃记》
出版，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农家书屋重点出
版物推荐目录”。作为一名作家，向外界推荐家乡
风物家乡美食，是我自觉的文学使命。

在唐代，台州被视为蛮荒之地，是官员的贬谪
之所。到了南宋，台州成为辅郡，赢来了短暂的高
光时刻。台州山海神秀，食材丰富，但在饮食界一
直寂寂无名。直到新荣记横空出世，将台州菜从

“江湖之远”，带向“庙堂之高”，摘得米其林12星和
黑珍珠15钻，代表着餐饮界的顶级荣誉，不但在中
国餐饮界一骑绝尘，在全世界也独此一家。

可以说，新荣记将台州菜带到了一个新高度。
而回过头来再看，新荣记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除
了张勇能博采众长之外，还有便是台州的山川地
理，为其提供了极为鲜美的食材。

台州人的生活中离不开海鲜。
从周岁宴时男孩吃黄鱼女孩吃鲳鱼开荤，到

宴席上必不可少的大黄鱼，到看望长辈时提海货
礼包……台州人对海鲜的要求也特别高，追求“鲜
甜”。鲜是海鲜的第一要素，而甜，则是因为极致的
鲜带来的味蕾享受，鲜中带着一丝丝甜，这是舌尖
上的幸福感。

台州海岸线绵长，滩涂面积大，盛产各种优质
小海鲜。每年 8月的开渔节，是台州人的狂欢节。8
月 1日中午 12点，东海开渔，渔船出海。两三个时
辰后，第一批海鲜就运到了七号码头。第二天凌晨
三点半，这些海鲜就出现在万济池菜场，一货车梭
子蟹一运上来，就被抢吃头网海鲜的吃货抢光了。
而到早晨七点，运鲜车已装满东海海鲜，运往沪
杭，到中午，东海海鲜就出现在沪杭餐桌上。

除了海，台州还有山。如果说台州人在众多海
味里感受到的是“风物之盛”，那么在山珍里感受
到的便是“风物之美”。清鲜，是台州人对山珍的要
求。台州人将春笋称为“山头黄鱼”，在春天的时候
会吃菜蕻炒年糕、油焖笋，追求的都是清甜带鲜的
滋味。

台州是山海之城，也是中国的美食高地。台
州，值得你一次次来打卡！

首届中华民厨大赛在临海举办

听美食作家品“台州味道” 本报记者包建永

“他是埋在泥土里的钻石，还没有到完全发光的时候。”8月28日，中
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姜宝林如此评价道，“他的
画是跨越时代的，意境非常好。如画山，像海浪一样，虚无缥缈，神秘而飘
逸。”

前几日，得知他生病，年已八旬的姜宝林专程从北京赶到台州看望
他，鼓励他安心养病。

姜宝林如此看重的人是谁？他叫南庐（黄伟雄），一名台州本地画家。

一鸣惊人

南庐生于 1959年，自小爱画，自学成才。成年后，逮着机会便寻访名
师，到处学艺。

1998年，姜宝林和吴山明来黄岩采风。机缘巧合，南庐接待了他们。
在交流中，南庐发现，姜宝林的艺术观点既传统又现代，画风大开大合，奇
幻变化，境界沉雄，令人眼界大开。

两人相谈甚欢。南庐遂入姜宝林门下。
姜宝林对他日后绘画风格的变化，影响巨大。“作画要变，要越变越新。”

“笔墨越传统越好，思想越现代越好。”姜宝林这些话，他一直铭记于心。
进入新世纪，南庐画功大进，但仍以传统山水为主，没有完全跳出前人窠臼。
路漫漫其修远兮，南庐上下而求索。他北上昆仑之墟，南下彩云之南，

千山万水，眼收胸藏，雁荡、天台，咫尺胜境，更是百看不厌，多次往返。他
从《山海经》里找灵感，从上古神话传说里找意象，从古汉语里找意境，浸
淫日久，一个亦幻亦仙的世界，逐渐在他心中形成，从笔下泄出。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的画风大变，上古神兽，《山海经》里的
各色人、神、兽、半人半兽，六朝古砖拓片里的中古风物，无不融入他的仙
幻世界里。这是蜕变的十年，他的画，愈画愈高古，仙气飘飘，奇趣可爱；他
的文字，愈写愈似古书里走出来的，与《诗经》《楚辞》等一般面目。观他的
画，不知不觉便会坠入他创造的幻境之中。

这个时期的南庐作品，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个性鲜明，风格统一，一
画展开，境界全出。

2020年7月1日，“境错——南庐作品展”在苏州彬龙美术馆开展。短
短数日，南庐作品的新境界，让人耳目一新，观众反响强烈。当月 10日，

“南庐作品品鉴会”隆重举行。
2021年1月5日，“熔古铸今——南庐书画与清源斋典藏古砖拓印作品

联展”在深圳图书馆开幕。因为作品广受读者好评，展览延期至2月28日。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南庐作品经过这几次展览，其艺术的独创性和深

刻性迅速引起关注，得到同行广泛认可，知音者视之为艺术奇葩、收藏珍品。

好评如潮

南庐的作品因原创度高，与其他画家作品不雷同，没有可比性，导致
有些人理解不了。姜宝林曾向中国国家画院推荐南庐作品去展览，最终没
有通过。

但姜宝林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多次在公
开场合逢人说项。“他（南庐）的小品画很有味道，既有传统元素，又有现代
元素。”这是2014年的评语。“他就是画这种，神秘的，带着故事性的，有文
化背景的内容。他已然形成自己的面貌了。”这是2017年评语。作为老师，
看到徒弟“已然形成自己的面貌”，该是多么欣喜与自豪。

在数次作品集中展览后，南庐的庐山面目，才为人知，好评如潮而来。
著名昆曲大师林继凡用“惊奇古怪”来概述南庐的作品特征，评其为

形象奇特，精神饱满，给人美的享受。吴门知名书画家章致中发现，南庐画
中简单的物象蕴含无限的联想，独具韵味。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邵
琦也读出了“南庐在有限的空间中营造出了无限的意味”。原颜文樑纪念
馆（苏州油画院）馆长葛杨则从中感受到了“化石”的文化气息，指出这些
作品可反映过去，可直指未来。原苏州国画院院长周矩敏指出，南庐作品
完美地融合了当代和传统，跨越几千年的文化间隔，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
现出来……

香港国际卫视《白汀访问录》栏目学术主持、著名策展人杨晓明（白
汀），知名策展人孔晓冰等，都折服于南庐作品构造的艺术境界，为其走向
大众，积极牵线搭桥。

目前，南庐正与深圳方面密切合作，筹划南庐美术馆和画展等事宜。
姜宝林希望，接下来他能亲自主持南庐的作品展。

南庐：自成一统写妙境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8月30日上午，“喜迎二十大 共绘富裕路”——

长三角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台州市文化馆开幕。
此次画展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作为指导单

位，省美术家协会、省文化馆、省中国花鸟画家协
会、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台州市文
化馆、浙江画院中国工笔画研究所承办。活动邀请
了姜宝林、何水法、乐震文、张伟民、林容生、陈琪、
祁恩进等长三角地区国画名家出席，吸引了众多
书画爱好者慕名前来。

共有 34位长三角区域的名家携近期作品入
展，涉及老中青三代，包括14位写意画家、14位工
笔画家和6位兼工带写的画家。

在这些题材新颖、手法各异的画作中，画家们
积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营养，并融入了

和合二仙、名山胜景等台州元素。著名花鸟画家何
水法以华顶山杜鹃为素材，创作了《天台云锦》，以
清丽的笔墨，展现了天台山杜鹃的典雅气息。山水
画家祁恩进创作的《遥想天台》，描绘出多变的山
形结构，绘就了“暮鼓晨钟”的青绿世界。来自台州
的花鸟画家鲍海斌、王贻正汲取家乡现实题材进
行美术创作，作品展现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诠释
人文社会的美好。

一直以来，我市致力于以艺术为纽带促进长三
角地区的艺术交流与融合，至今已举办了“长三角名
家百家书法精品邀请展”“长三角民乐名家庆祝建党
100周年台州行系列活动”等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名家作品，提升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

据悉，本次长三角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地点位于
市文化馆诸子艺术空间，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0月8
日，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近距离欣赏名家名作。

长三角中国画名家名作进台州

本报讯（记者元 萌）近日，由台州华语互联影
视有限公司出品的短片《魂兮归来》，获得第三届
中国短视频大会暨2021年度全国微视频短片推优
展播活动短视频单元文娱类三等奖。

此前，该影视公司参与制作的影片《我的父亲
焦裕禄》，曾参与到中国高级别电影奖项的角逐
中，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四项提名。作为珍贵
的记录，《魂兮归来》真实还原了电影《我的父亲焦

裕禄》拍摄背后的故事。该片由焦裕禄之女焦守云
策划，杜闻伟监制，翁伟、李锋、黄建伟编导，300多
人的摄制组全程跟随拍摄。

从 2020年 10月电影开机起，摄制组连续拍摄
45天，先后辗转淄博、兰考、洛阳、银川、阿拉善等
地，拍摄了大量的电影花絮。

主创人员表示，为了探寻焦裕禄的成长历程，
摄制组前往焦裕禄的故乡山东淄博，在北崮山村

的故居进行实景拍摄，还原了焦裕禄当年的生活
场景。为了追求画面的真实感，又先后到洛阳、银
川、阿拉善等地进行实地取景。

短片《魂兮归来》记录了片场工作人员的辛
勤付出，再现了焦裕禄一生勇于担当、不忘初心
的时代精神。作为台州出品的优秀短片作品，此
次获奖将鼓励越来越多的台州人投入到影视精
品创作中。

台州短片在第三届中国短视频大会上获奖

桂宫炼药桂宫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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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名家名作。

举办中华名厨大赛，让大众把目光聚焦到散落在民间的厨师身上，也唤起了大众对美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