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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图画众生”

去国博看砖上的古人生活
据人民网，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甘肃省文物

局、甘肃省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图画众生——— 河西
画像砖上的古人生活”展览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9展厅展出。

画像砖是模印或刻画的有画像或花纹的砖。从
考古发掘来看，我国的画像砖历史从战国到宋元，
持续绽放了十四五个世纪之久。工匠们在塑造这些
画像砖时，以现实社会作为蓝本，融入非凡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在“仙凡幽明之间”形象地映现了古
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的画
像砖描绘出我国古人生活的一幅幅历史画面，而其
中最为“出彩”的，则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彩绘画像
砖。这些画像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神仙异
兽、桑蚕农耕、出行射猎、宴饮起居、建筑居所等
多种题材，而且大多一砖一画、一砖一景，艺术风
格活泼鲜明、构图巧妙生动、线条奔放飞动，表现
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融汇共生的民族特色。

曹禺剧本奖作品《家客》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据新华社，消失了40年的丈夫突然回转，而现

任丈夫允许他留下来一起生活——— 不可能吗？故事
就是这么开始的……

曹禺剧本奖获奖作品《家客》日前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上演。看过后，有观众评价“构思巧妙，台
词精彩，笑过之后泪水涟涟”“老戏骨飙戏极具感
染力，令人酣畅淋漓”。

全剧以马时途为关键人物，通过他“从唐山回
到了上海”“没有从唐山回到上海”以及“从唐山
回到上海后走了”三种不同的可能性，分别展现了
三段不同的生活状态。从第一幕里的回归者，到第
二幕里的闯入者，再到第三幕里的神秘人物，所有
的一切，都因为在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他的抉
择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人生结局。

据介绍，话剧《家客》从2016年至今5年多的
时间里，经过了一轮又一轮创作演出、修改打磨、
提升再演出，其间获评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大型
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此次修整回归，剧组
全力以赴迎接观众的检验。

沉浸式文旅不只是声光电

据工人日报，近几年来，全国多地不少文化单
位、景区景点等在沉浸式文旅项目上作出尝试，沉
浸式文旅迎来快速发展期。但“沉浸式”理念快速
升温的同时，也存在相关技术应用不到位、产品品
质不高、游客体验感差等问题。“沉浸式”理念的
火热，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也引发了
业界的新思考。

沉浸式体验与文旅产业的融合不仅仅体现在
“娱”上，还包含沉浸式吃法、沉浸式住房、沉浸
式购物等，涉及旅游项目的全产品链条。在此情况
下，推动沉浸式文旅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
课题。还有专家建议，为保障沉浸式文旅产业健康
发展，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出台相应的指导细
则，从思想导向、创作内涵、审批监管、模式创新
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推出高水平体验项目，避免
跟风炒作和低水平重复发展。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全国名小吃，数不胜数。最为人们公认
的有三家，一个是兰州拉面，一个是沙县小
吃，另一个是黄焖鸡，被称作国民小吃界的
三大“扛把子”。但令人好奇的是，兰州拉
面、沙县小吃，都冠以地名，一看就知道
“来头”。而作为济南传统名吃的黄焖鸡，
说起出处来，一头雾水的人不在少数。

这是为什么呢？

个体企业的品牌推广，

使黄焖鸡失去济南“名头”

兰州拉面，传说源于唐代，但因历史久
远已无法考证。真正的兰州清汤牛肉拉面是
河南省怀庆府（今河南博爱县）清化小车牛
肉老汤面演变而来的。兰州的牛肉拉面始于
清朝嘉庆年间，系东乡族马六七从河南省怀
庆府清化人陈维精处学成带入兰州的，其后
人陈和声、马宝仔等人以“一清二白三绿四
红五黄”统一了兰州牛肉拉面的标准。它以
“汤镜者清，肉烂者香，面细者精”的独特
风味赢得了国内外顾客的好评，稳步走出兰
州。如今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三大中式快餐
之一，誉为“中华第一面”。

起源于夏商周、晋、宋的中原地区的沙
县小吃更是源远流长，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
食文化的“活化石”。20世纪90年代初，沙
县人开始做小吃谋生，当时沙县小吃推行的
“一元进店、两元吃饱、五元吃好”的平价
原则抓住了城市低消费群体，俘获了无数食
客，迅速“火”了起来。当地政府不断扶持
沙县小吃的发展，到2008年，当地政府建立
了沙县小吃集团，推动沙县小吃不断走向标
准化、连锁化，在全国近30个城市和地区成
立餐饮连锁分公司。

而起源于济南的黄焖鸡，也承载着浓浓
的历史味道——— 这与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相
同：黄焖鸡米饭又叫香鸡煲，是济南传统名
吃，其起家相传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联。
朱元璋在夺得天下以后，遍尝山珍海
味，心中早已生厌。大臣刘伯温献上

了一碗鸡肉汤。朱元璋喝过汤后，食欲大
增，心满意足，给这道菜赐了一个名字———
三黄鸡。后来经过改良，三黄鸡烹饪技术就
在民间流传开来，这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黄
焖鸡的“前身”。到了20世纪30年代，济南
府有个老字号鲁菜馆叫“吉玲园”，推出过
招牌菜“百草黄焖鸡”，深受时任国民党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喜爱，称赞说，“此鸡匠心
独运，是上品之上，当为一绝。”

与另两个小吃不同的是，黄焖鸡虽然在
济南叫响，但向外走的脚步却晚了很多，导
致“输出方式”出现了根本变化。20世纪90
年代，济南一户杨姓人家，在济南泺口镇开
了家小饭铺，取名福泉居，当时的主打菜就
是黄焖鸡。2011年，杨氏后人杨晓路重拾祖
辈的主打菜，在济南周公祠附近一间18平方
米的小铺子里，开出第一家黄焖鸡米饭铺。
在走向市场之初，杨晓路在命名时，着实花
了一番心思。所冠之名“杨铭宇”，是他儿
子的名字，目的在于“希望像呵护自己孩子
一样呵护自己品牌”。不承想，“杨铭宇黄
焖鸡米饭”问世后日益火爆，在全国已经累
计超过6000家门店，并率先开拓了美国市
场，有了第一家海外分店。澳大利亚、日
本、新加坡、加拿大……加盟的门店越来越
多。有媒体报道，海外门店甚至会出现外国
顾客为了吃一顿黄焖鸡米饭，不惜排队几个
小时的场景。可以说，正是这个品牌企业的
攻城略地，才把整个“黄焖鸡”小吃推向了
全国、全球，但企业的一家独大，也使黄焖
鸡失去了成为兰州拉面、沙县小吃那样地理
商标的机会。

所以，黄焖鸡失去济南“名头”，从某
种意义上讲，正写照了时代的进步——— 个体企
业的品牌意识增强了嘛！但对于所在城市的济
南，未“蹭上热度”，也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云南大理，

“永平黄焖鸡”成第一名菜

众所周知，有地名标识的美食，是当地
一张格外闪亮的“舌尖”名片，是最便于利
用的文化资源禀赋。近年来，兰州拉面、沙
县小吃在这方面都做得风生水起。兰州市抓
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主打“一碗
面”品牌，以“面”为媒，从“经济+文
化”双向切入，成功策划“面对面”系列主
题活动，从而把“兰州”元素推向全国，乃
至海外。“一碗面”早已超出其本身的价
值，成为兰州城市形象和文化地标的重要载
体。沙县也是如此，当地将每年的12月8日，
定为中国（沙县）小吃旅游文化节，以此营
造发展氛围，还举办“沙县小吃发展研讨
会”“走进中国小吃之乡——— 沙县”大型演
唱会，更把“沙县小吃”搬上了荧屏，进一
步扩大了沙县和“沙县小吃”的影响。目
前，中国沙县小吃·城市会客厅项目也在推
进当中，厦门沙县商会计划在厦门斗西路美
食街投资建设以“感悟沙县文化”为主题的
沙县小吃旗舰店，经营面积达1600平方米，
建成后，又是一个极佳的宣传窗口。

从当前来说，济南针对“有实无名”的
实际情况，做好“黄焖鸡”这篇文章，的确
需要动点儿心思。随着“黄焖鸡”火爆全
国、全球，这种地理标识的缺失，会引发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如今在云
南大理，说起第一名菜，当地人首先能想到
的是“永平黄焖鸡”。永平人不仅以地名冠
之，还入选了非遗目录。为了宣传，当地还
策划过“最大一锅黄焖鸡”，获得“上海大
世界基尼斯之最”，还举办过150人“笼中逐
凤”“万人同吃黄焖鸡”等活动，大有把
“黄焖鸡”品牌据为己有之势。树立品牌的
文章，谁做多了最后就造成事实，这种现象
在饮食界司空见惯，不能不引起重视。

寻求“济南”和“黄焖鸡”

联系更加紧密的打开方式

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记者
最新了解到，有关部门已表明态度，将在
尊重企业运作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引
导，继续开展并创新一系列的推介活动，
让“济南”和“黄焖鸡”的联系更加紧
密。美食火爆之后，企业还要塑造过硬品
牌。相关部门在对“杨铭宇黄焖鸡米饭”
调研后表示，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全面
助力相关企业做大做强，积极促进本土品
牌“走出去”。

有专家建议，依托地域文化加强品牌建
设，若多在美食的包装、营销中，突出些泉
城特色，在企业文化中深化“泉城”底蕴，
或许能为黄焖鸡产业的持续向好增添更多
“附加值”。此举也能借助美食，进一步提
升济南的城市美誉度和知名度，是件两全其
美的事。

具体到操作上，将现有名称改为“杨铭
宇牌济南黄焖鸡”，这不就巧妙地两者兼顾
了吗？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赞同，“名
字是品牌的表象，文化才是品牌深层逻辑，
拉近‘济南’和‘黄焖鸡’的距离，可以互
相借力，互供平台，企业必能提高营销效率
和知名度。”但也有专家建议，须谨慎而
行：“品牌发展至今，得到消费者认可绝
非一日之功，势头正盛之时何以进行重新
命名？若突然对名字进行改动，可能造成
消费者混淆品牌认知，甚至导致降低品牌
好感，不利于品牌的文化内涵和形象宣传
的延续性，甚至还有可能错把‘李逵’当
‘李鬼’。”

如此看来，找到“蹭热度”的正确打开
方式，还是一门大学问！

有地名标识的美食，是当地一张格外闪亮的“舌尖”名片，是最便于利用的文化资源禀赋———

黄焖鸡为何没了济南“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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