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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而餐厅
则是展示这张名片的舞台。日前，“2021年
黑珍珠餐厅指南”名单在扬州揭晓，这份
专为中国食客量身定制的榜单吸引了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近年来，如何构建中国美
食自己的评价体系，成为中国餐饮业的一
个重要课题。

市场的内在需求

2016 年，米其林在上海推出了中国大
陆地区的第一本指南。然而，这份“舶来
品”却一直饱受争议与挑战，“洋指南不懂
中国胃”，中国消费者对它的接受程度普遍
不高。

“过去对中国的餐饮企业也有若干评价
体系，但缺乏一个统一长效的专业评价机
制，所以在许多场合不得不采用西方的餐
饮评价标准。”在中国烹饪协会名誉会长姜
俊贤看来，中国的美食评价体系仍然要与
时俱进、更加专业才行。

如今，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在
呼唤着中国美食评价体系的出现与完善。
与以往不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通过
手机寻找要就餐的餐厅。而依据什么标准
来选择餐厅，让许多人大伤脑筋。

笑称自己是一名“吃货”的王舒，几
乎吃遍了重庆的大街小巷，她告诉记者：

“每次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基本都是按照网
上的一些榜单来选餐厅，但有的时候也会
遇到榜单评价与实际相差很大的情况。”

因此，钱袋子鼓起来的中国人需要一
份属于自己的“舌尖上的中国标准”，这是
当前各类美食排行榜受到追捧的原因，也
是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

“黑珍珠指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
生的，据其负责人尹睿介绍：“我们最早做

‘黑珍珠指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全世
界范围内没有一个有影响力且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美食评价榜单。很多人推崇西方的
榜单，但它更多是西方的视角，中国许多
的优质餐厅和中国美食文化是很难脱颖而
出的。我们希望给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一份
指南，让大家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餐
厅，体味中国独特的饮食文化。”

权威才有可信力

对于一份评价体系来说，权威、客观
是其立身之本。

中餐跟西餐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有筷
子和刀叉的区别，也有更深处对烹调方
法、烹饪文化的认知差异。如果缺乏对中
国文化的深入了解，那么，对中国美食的

品评难免会失之偏颇。米其林餐厅指南在
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也与此有关。

当前，“黑珍珠指南”是中国本土的美
食评价体系之一，历经 4 年的发展，之所
以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不断提升，
也跟它特别注重评价体系的科学性有关。
为了更好地反应中国人的口味，“黑珍珠指
南”的评委不仅要求是华人，还规定了在
中国有一定的生活时长，而且，评委的覆
盖面也不断扩大，既有专业的美食专家，
也有食客。

对评委来说，既要注重食材口味本
身，也要阐释菜系背后的文化。“一说起川
菜，大家的第一反应是麻辣。但其实地道
的川菜是有很丰富的味觉层次的，所以我
们也要通过评比，引导大家去品尝更加丰
富的川菜。”一位匿名的评委说道。

此外，科技和算法的力量也被用来保
障榜单的权威和公正，美团高级副总裁张
川表示，“只要一家餐厅进入‘黑珍珠指
南’的候选名单，评委对他的评价，什么
时候去的，吃了什么菜，我们现在有一套
数据库体系能记录下来。哪怕 5 年以后，
我们还可以找出以前的数据，能看到当时
是怎么选择的，怎么评价的，因为什么原
因入选的。”

基于传统有创新

自古以来，八大菜系的存在便充分展
现出了中华美食的丰富与多元。每个地方
的美食，都与其物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一份属于中国自己的美食评价体
系，能够更加突出本土特色，同时兼顾烹
饪技艺、服务体验、文化表达、品牌表现
等方面，让不管外地游客还是本地食客，
都能找到可信赖的权威指南。

“对中国美食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墨守
成规，传承的过程本身就是变化的，要跟
时代相结合。我们传承的菜品，要能融入
当今世界。最好的创新，就是把传统的东
西升华、提升。只要被消费者认可，只要
被大家认为好吃，不管是传承还是创新，

都是好的。”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周
晓燕认为，一份权威、有影响力的评价体
系更有利于中国美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份属于中国美食自己的评价体系，
不仅包含食品口味本身，也应能反映中国
美食不断发展的脉络。眼下，经历过新冠
肺炎疫情的中国餐饮业，经营模式也有了
许多变化。外卖、无接触服务、“一人
食”、加工半成品等因疫情催生或壮大的新
业态很可能会长久地影响着中国餐饮业的
未来。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傅龙成认
为，这是现代科技手段与餐饮服务业的良
性结合，而因疫情防控需要，这些新技术
手段被更迅速、更广泛地运用到了餐饮业
中，加快培育出了餐饮业的新业态。

任何一份评价体系，只有经历过时间
的检验，才能收获更多的认可。我们期
待，中国美食自己的评价体系能够不断完
善，携中华美食文化的芬芳走得更远。

左图：市民在北京平谷区峪口镇第七
届香椿文化节上品尝香椿美食。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下图：游客在江苏省淮安市淮扬菜文

化博物馆参观。 赵启瑞摄 （人民图片）

中国美食更需中国标准
本报记者 刘发为

走进福建泉州龙通村，翠竹林
立，古木苍劲，花果的气息从各个
角落飘溢而出，随处可见的古厝散
发着历史的沧桑。

远望绿竹林，郁郁苍苍，近看
修直挺拔，直冲云霄。新竹笋已换
上新装，立在春光中。古树两三百
年的居多，枝干虬曲，布满岁月的
皱纹，却仍枝叶茂密，或偃卧于山
野，或高昂于天空，或静默于溪
畔，给我们几多诗意的遐思。守护
在显龙宫旁的女贞树已 500 年，外
皮褐色，爬满了藤蔓。

龙通人喜欢在树下打打拳，伸
伸腿，唱上几句南音，游客则频频
在树下留影。古厝有的气势恢弘，
豪放粗犷；有的精雕细琢，淡雅诗
意；有的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竹
海、古树、古厝，无疑是龙通独特
的景致。

村东面山脚的“崇墉永峙”土

楼，始建于 1644年，近 400年来从
不生蛛网，游客来此必观赏一番。
农耕社会，龙通先人以茶为生，起
厝盖屋，但他们时刻不忘教育，兴
学重教，如今一脉书香仍氤氲在乡
民的衣袖间，朗朗书声迂回于龙通
茶乡大地。

从村南面的深山发源而来的溪
流，穿村而过，如同一条蜿蜒的巨
龙，龙泉谷是清澈的瞳孔，土楼则
是它游戏的一颗明珠。山泉遍布，
鸣琴一般淙淙的声响不绝于耳，茶
园泛起绿色的波浪，油菜花霸着田
野的一隅，大地上装扮着的是招摇
的樱花和桃花。处处有芬芳在跃

动，一坡山仑一坡景，景景相扣而
缠绵。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一群人挥着犁铧在劳作，土楼的

“永峙”源于先辈们勇于开拓、积
极进取的精神，桃花园、桑葚园是
新时代龙通人画出的一个个金色的
版图，上面种着明天和希望。

乡 村 振 兴 正 当 时 ，“ 花 果 龙
通，古韵土楼”绘就出一幅幅世外
仙境般的壮美画卷。我们一路走
来，沿着纵横的阡陌，沿着汩汩的
溪流，沿着龙形的山系，在田野之
间，在群山之中，高歌“遥远的东
方有一条龙……”

花果龙通 古韵土楼
李志宏

听 说 要 去 瑶 乡 采
风，我有些兴奋起来。

瑶 乡 位 于 南 岭 山
脉骑田岭下的北湖月
峰乡。车离开湖南郴
州城半小时，进入瑶
乡 ， 空 气 渐 渐 清 新 ，
道旁山峦起伏，绿树
成 荫 。 进 入 盘 山 道 ，
山扑面而来，蜿蜒的
山道，仿佛要穿向云
端，山花树木渐入幽
境，我打开车窗，将
树的幽、花的香，分
享给车内久居城里的
客人，大家立刻心旷
神怡起来。

“瑶民住在高山上
哎，羊肠小道实难上
唉。竹篱茅舍春光好
啰，刀耕火种度时光
哦 ……” 我 凝 神 细
听，一曲优美而质朴
的瑶歌有如山泉似的
夹在山风中从山岗上
飘悠而出。

我们沿着歌声，踏着石板小路向山岗爬去。
唱瑶歌的大姐名叫石友，看见我们一下来

了这么多人，大姐显得有些拘谨。她忙进里屋
拿出花生、瓜子、橘子待客。我们问及她所唱
的瑶歌，她用手摸着头上的长发有些腼腆地
说：“在我们瑶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凡人琐
事，远自盘古开天，近至眉毛眼前，都可用歌
谣的形式来表达。可以说无歌不成戏。喜事佳
节唱‘贺歌’，待人接物唱‘礼歌’，生产劳动
时多唱‘气节歌’‘知识歌’。其实，瑶歌也是
我们与大山的对话。”

“与大山的对话？”我对这句话来了兴趣。
“是啊。大山是神奇和神秘的，老辈传说山

里有神灵呢！我们这些歌既是唱给同伴听，又
是唱给自己听，还是唱给神灵听的。”

我们说：“大姐再唱两首瑶歌来听听。”
听到唱歌，石友大姐眼睛里出现了兴奋的

光，来到门外，面对高山白云清了清喉咙唱
到：“出门看见水连山噢，山有岭来水有滩哎。
园种梅花朵朵发呵，山里野花遍地开哦……”

我看着对面峻秀的山峰，一道瀑布从山顶
飞流而下，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这山
歌与景融入得恰到好处。

“富裕道路宽又长噢，发展经济振瑶山哎。
丢掉穷帽换新装呵，力争瑶民翻两番哦。”石友
大姐面对大山，山歌一首接一首，歌声飘向远
方，仿佛那山歌都藏在山上，她只要看一眼大
山就有了。

我脑子里浮现出瑶家儿女在山上劳作唱歌
的情景。在我们这些城里人看着稀奇的事，长
年在山上瑶胞则一切随时光流转变得寻常，归
于自然之中。

听着一曲曲优美的瑶歌，我们沉浸于心灵
的沟通，灵魂的升华，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
想起该回家了。

走在下山的碎石板路上，我们看着一只只
山鸟在山梁上飞翔。这时一曲甜甜的瑶歌仿佛
绕着山梁从后面追了出来钻入我们耳朵：“抬头
看见满山青噢，今日来的好客人哎……”

一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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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绕
山
梁

曹
旭
东

近日，浙江省天台县大淡溪沿
岸的梨花连阡接陌，如皑皑白雪，
竞相开放，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
纷前来，享受这“十里大淡溪，穿
越梨花海”的万亩梨园美景。

天台县滩岭村、石塘徐村、三村
村、金山岭村从 2013 年开始，每年
4 月轮流举办梨花节，将丰富的梨
花资源打造成惠农的“梨园经济”。

今年，当地通过线上线下火热
办节，借助抖音、视频号、网络直
播带货等多项“云上”活动，拓宽
销售渠道，不少游客前来赏花、订
果。通过办节，每年梨子还没有成
熟就被各地的客户预订，目前，滩
岭蜜梨协会与广东一家企业签订了
1800 多万斤的蜜梨销售协议，销售
总额达 2700万元。不仅如此，梨花
节还拉动沿岸各村农家乐的收入近
5000 万元，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

曹宝康、林子禾摄影报道

农旅融合
万万亩梨园惠果农亩梨园惠果农

4月的季风拖着厚厚云朵，从东
海向武夷山脉长途奔跑，到江西铅山
篁碧畲族乡，拖不动了，无奈作短暂
滞歇。云层灰黛色，渐渐松弛洇散开
来，浮泛在圆弧形苍穹，又似信手勾
勒一页宣纸，濡染得墨韵淋漓。

云层下，被浓岚厚霭封锁的模糊
视线里，危峰兀立，山峦罗叠，群冈
绵延，逶迤远去，似一群疯跑的野牛
突然停下来，静止的背影暗藏奔涌的
力量。左边是巍巍高崖，右边是垂垂
深渊，一条逼仄险峻的山径缠绕山
腰，于反复迂回中抬高了海拔，有湍
急、多变、酣畅淋漓的弯度和坡度，
那是通往篁碧大垄坑的路，也是一条
通往云端的路。

云雾渐渐散去，又被繁盛草木深
情挽留，凝结成水滴从叶尖缓缓滑落
下来，把山中的清晨细细盥洗一遍。
老祝开一辆柴油皮卡，挂一挡，“突
突突”，车子咆哮着送我们上大垄
坑。山径两畔的葳蕤竹树积翠拥碧、
接天连云，呈瓢泼汹涌之势，相互对
望夹峙，婆娑枝叶打着车窗，让我们
下意识地低头、闭眼，带给我们一种
错觉：仿佛，人越往上走，心就越下
坠，直至探底绿色的深渊。

车过大岩村约5公里，被一条春
水盈沛的溪涧逼停。剩下的 3 公里，
我们必须徒步而上。攀缘在这条浓荫
遮蔽的陡峭山径上，目光所及，皆是
密实、黏稠的纯绿质地，仿佛随时会
触弹回来。只有抬起头，才能看到零
星的天光透过浓厚的叶隙在跳溅。各
色的鸟声在头顶、在周野群簇喧哗，
此兴彼落。扶摇的杜鹃花穿插林间，
开得如火如荼，是山中绿色扉页跳跃
的诗行。

飞花溅玉的大垄溪羞怯藏匿深
山，忽焉在左，忽焉在右，忽焉在
前，忽焉在后，款款拨响一把竖弦
琴。随阔深溪涧一路偃卧错列的累累
岩石，大如屋宇，小若犬羊，皆有坚
硬的质地和顺滑的表面。更近一些，
藤蔓和苔藓枯了又绿，各色野花谢了
再开，树在发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

种子，这些荒野里静默生长的事物依
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互为彼此也互为
参照，建构起彼时彼刻的纯粹关系和
生动场景。

随行的篁碧保护管理站站长告诉
我们，独竖尖除了是武夷山脉第二高
峰，更以其环围的篁碧十八坑，独占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1/6，总
面积超过 3.8万亩，而大垄坑，是眉
额上的一根最深褶皱，需要常常被正
面仰望。他拎一台无人机，开始每天
例行的巡逻，沿途教我辨认每一株
草、每一种花、每一棵树，指给我们
看属于这片山冈特有的动植物种。最
难得的，是峰冈上数百亩野生野养的
野茶，山水孕育，云雾滋养，4月爆
芽，5月采制，全山也仅1000多斤的
产能，是天地恩赐篁碧十八坑独有的
人间滋味。成立不久的篁碧独竖尖茶
叶专业合作社，把十八坑的绿色生态
经营成金色财富，让一片茶叶承托起
乡里人的殷实生活。

置身于大垄坑 1400 余米高的豁
口处，我们迎风俯眺篁碧的篁，也切
身感受篁碧的碧。千峰万冈的篁，所
烘托出的千层万重的碧，是独竖尖锦
绣繁华的皮肤和肌理，仿佛是从山巅
哗啦啦倾泻下来，又像是绿色的浪花
在沸腾、在翻滚、在喷涌，涤荡向更
高的高峰、更远的远方，弯垂的谦逊
蓄满风的力量，无数的纤柔撑起浩大
的气势……被云雾浆洗的十八坑的篁
与碧，最终定格在几双眼瞳中、几只
屏幕上，也镌刻在几个被惊羡、被震
撼的内心深处。

那个上午在大垄坑，山青山的，
篁碧篁的，草绿草的，鸟鸣鸟的，风
吹风的，水流水的……于我们，无疑
只是生命时间里的一个偶然邂逅、生
活空间里的一个瞬间横切面。无论我
们是来时的流连或去时的缱绻，春深
只不过是大垄坑的春深，绿浓也只不
过是大垄坑的绿浓。

上图：篁碧大垄坑风光。

春深绿浓大垄坑
程杨松 方 圆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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