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交融融食食与与器器文文化化
十十九九载载文文旅旅聚聚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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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顶着“鲁菜名城”和“陶琉之乡”两个头衔，美食与美器
在博山的“邂逅”，看似是“水到渠成”的天作之合，实则更多体现
了“顺水推舟”的有意为之。

无论是代表地域特色的美食，还是见证工业文明的器皿，其
背后都有着同一个灵魂——— 文化。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十九载打造美食文化
与陶琉文化融合发展的坚持，换来了一朝的振翅高飞。在眼下
颜神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期，曾经的博山美食美器节
不仅实现了登高聚变，也为颜神古镇的文旅产业发展带来了无
限可能。

光和影的交错，描绘出城
市辉煌的过往，每一张照片都定
格了太多桑梓乡愁的温馨和拼
搏奋进的感人画面。

“为配合首届中国美食美
器节，我们禹王山居照相机文化
馆 专 门 策 划 了 长 城 下 的 烟
火———‘老城留痕，岁月有言’影
像展，共分为沧桑的博山、长城
下的烟火、大美博山风光三个板
块，汇集了博山当地众多摄影爱
好者以及摄影家协会会员的精
彩佳作。”作为首届中国美食美
器节暨第十九届博山美食节的
一处重要打卡地，禹王山居照相
机文化馆馆长、博山摄影家协会
主席王延刚感慨道，博山摄影人
一直紧跟时代步履和城市发展
方向，根植文化血脉，挖掘传统
根柢，用相机记录着颜神古镇的

发展变化。
“作为此次美食美器节的

重头戏之一，鲁菜博物馆开馆仪
式尤为瞩目。博物馆以多元文
化展现为主要内容，分为鲁菜博
物馆、鲁菜体验馆、鲁菜美器体
验馆、美食体验馆四大展区，这
样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必将为
天南海北的游客带来更丰富、更
极致的感官体验。”山东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山四四席”传承人、
鲁菜博物馆馆长王鹏坦言，鲁菜
博物馆在博山落地开馆，标志着
颜神古镇美食美器文化树立起
了新的行业标杆，铺设出了新的
发展轨道，同时也体现着颜神古
镇特有地域文化的综合实力和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独特创新。

“在我们老颜神美食街，五
位鲁菜名厨现场制作经典菜品

供游客免费品尝，再现鲁菜经典
风味。”老颜神美食街合伙人、博
山饮食行业协会会长崔凯表示，
首届中国美食美器节系列活动
能够在老颜神美食街举行，无形
之中认可了其在颜神古镇文旅
融合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出
的贡献。

曾几何时，作为鲁中重镇
的颜神古镇，因为经济发达、商
贾云集而刺激和推动着当地餐
饮向更高层面发展，积淀深厚的
人文历史又使这一产业处处彰
显着地方风味和民俗特色。经
过漫长岁月的兴衰更迭，每一道
美食、每一个美器都因蕴藏着特
有的文化故事而大放光华，而首
届中国美食美器节的到来，无疑
为颜神古镇文旅产业的复兴插
上腾飞的翅膀。

11月5日，首届中国美食
美器节暨第十九届博山美食
节开幕式现场，一个熟悉的身
影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11月4日晚在红叶柿岩
酒店多功能宴会厅举办的中
国名宴‘博山四四席’展示与
品鉴交流会上，看到如此规格
的盛宴，我还是被深深震撼到
了。”作为山东老颜神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合伙人之一的郑
良孝，有着20多年的餐饮行业
经验，自博山首届美食美器节
开展至今，郑良孝亲眼见证了
博山美食与美器的融合发展。

“用昂贵的瓷器盛装精美
的菜品并非稀罕事，而能够将
美食与美器的文化交融展现
出如此高度，还是第一次见
到。”郑良孝坦言，美食美器节
作为博山的特色文化节日，在
当地已经举办过18届，但是与
今年举办的首届中国美食美
器节相比，无论是规格还是文
化内涵，都不可同日而语。

在郑良孝看来，首届中国
美食美器节的举办，赋予了美
食与美器更深的行业和文化
内涵，同时将鲁宴名厨的身份
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极大地
促进了鲁菜文化的传播，也为
鲁菜的创新发展拓宽了道路。

与鲁宴名厨有着同样际
遇的，还有出自博山的陶琉大
师，以及众多承载博山陶琉文

化传承的年轻陶琉匠人。
“作为一名年轻的博山陶

瓷行业传承人，我深切感受到
了首届中国美食美器节的不
同，以及其举办背后的重要意
义。”33岁的大韵坊工艺美术
师周虹坦言，虽从业时间尚
短，但世居于此，自小受到家
庭熏陶的她，对于博山美食美
器节再熟悉不过。

“博山美食美器节已成功
举办过18届，美食文化与陶琉
文化虽已实现深度融合，但对
于博山陶琉行业的融合发展，
却始终未实现更大意义的突
破。”周虹坦言，在博山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的特殊时期，首届
中国美食美器节在博山举办，
使得博山陶琉行业获得了更
广泛的传播。此次，借首届中
国美食美器节之机为美器名
企颁奖，无论是对年轻的陶琉
匠人，还是对为博山陶琉产业
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陶琉大
师而言，都是一次充分的肯
定，它为博山陶琉匠人注入一
剂强心剂，也使得博山陶琉匠
人站上了更高的平台。

“非常感谢政府给我们打
造了这么好的平台，我有信
心，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博山陶
琉行业传承和发展下去，为博
山文旅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周虹说。

一条“时光隧道”，拉近了
美食美器节与颜神古镇最美自
然风光之间的距离，红叶柿岩
旅游区的游客数量也出现了

“井喷”式的增长。
11月5日，山东红叶柿岩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郇正坤
在接受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今年
的10月1日至11月1日，红叶柿
岩旅游区共接受了18万名游客
的“检阅”，这一数字远远超出
了预期。至今，郇正坤仍清晰
地记着，在2020年2月21日，时
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淄博
市委书记江敦涛亲临红叶柿岩
旅游区施工现场时的情景。

“当时，我们有100多名工
人戴着口罩在施工现场加班加
点。最终，历时7个月，在近千

名工人的努力下，红叶柿岩旅
游区才收获了今天的成绩。”

郇正坤坦言，红叶柿岩旅
游区在博山文旅产业发展过程
中所取得的成绩，还与创始人
房利军先生的高瞻远瞩密不可
分。“回头看，房利军先生于
2019年引入影视剧《绿水青山
带笑颜》的拍摄，对红叶柿岩旅
游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郇正坤说。

对此，创始人房利军在接
受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自己
对博山文化有着传承和发扬的
使命，因此，他们有责任将老祖
宗留下的厚重文化通过深入挖
掘来传承，以独特创新来呈现。

“必须将颜神古镇的原始风

貌和人文风俗从时间洪流中截
留下来，让老博山人有精神寄
托，让后辈们深刻铭记，让外地
人认知喜爱，颜神古镇——— 红叶
柿岩旅游区的未来任重而道
远。”现实中，也正如房利军所
说，在博山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
当下，以众多活动为契机，越来
越多的博山市民及城市合伙人，
正发挥着历史文化传承功能，赋
予这座千年古镇可持续发展的
活力，并结合颜神古镇丰富的生
态资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推动
当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发展，助力
当地经济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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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器节上展示的鲁菜名品。

鲁鲁菜菜博博物物馆馆内内展展示示的的鲁鲁商商迎迎宾宾宴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