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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舌尖上的中国》在荧屏“飘香”
后，各种美食节目层出不穷，人们的味蕾
也在节目中得到了慰藉。记者日前获悉，
一档全新的美食节目《最爱故乡味》正在
江苏卫视热播。

身在遥远的海外
品味地道的家乡美食

每当说起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乡，很
多人的故乡记忆里，一定有暖心的妈妈
菜，有小时候吃过的小零食，还有家乡最
地道的特产或美食。

随着春节的临近，人们思乡的情愫渐
浓。无论身在何方，回家过年是共同的愿
望。但是，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说，自己就
像是故乡的一片云，回到家乡那片土地却
是一种期盼。对于他们来说，家乡的美食
是最能慰藉心情的，美食里有他们对乡土
最真切的思念。

《最爱故乡味》，这档美食节目应运而
生，节目把最地道最淳朴的家乡美食送到
海外游子的身边，让他们在美食里充分感
受家乡的味道和亲人的思念。

不讲求美食传奇
传递暖心乡情

在美食节目的缤纷世界里，《最爱故
乡味》却是一种不一样的存在。以往说起
这类节目，大家可能想到颇有传奇色彩的
制作技艺，抑或是一些吊足人们胃口的佳
肴。但《最爱故乡味》却把美味和佳肴交
融在了一起，更讲求的是暖心的温度。

这档在江苏卫视播出的节目，用美味
“点燃”了人们的乡愁。那些深深思念故
土的游子，在点点滴滴的家乡味道里，回
忆起家乡的点点滴滴，用美食承载乡情。
节目组说，在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也
不需要高超的烹饪技艺，就是一道道家常
菜散发出家的味道。这里面，浓缩的是家
乡的原汁原味。

带着主人公的故事
踏上慰藉乡愁之旅

主创说，随着国际化，很多中国人离
开了家乡，来到了世界的舞台上，追逐人
们的梦想，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勤劳打拼出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他们也成了华人的

“代言”。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春节来临，更
是思乡心切。节目组也是通过故乡美食，
让海外游子完成一次与家乡的“团聚”。

追求温度，是节目的一大主张和特
色。《最爱故乡味》让人想家。节目将带
着主人公们的故事，带着家人亲手制作的
家乡美食远赴海外，踏上慰藉乡愁之旅。

《最爱故乡味》 里有最地道的家乡美食，
有最暖心的家常菜，有最质朴的亲人祝
福，更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晚综

《最爱故乡味》
用故乡味道温暖人心

女性偏爱悬疑小说为哪般？
说起柯南·道尔的《福尔

摩斯探案全集》，东野圭吾的
《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献
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等耳熟能
详的悬疑类小说作品，人们的
脑海中不免会出现惊悚的剧情
和烧脑的推断。虽然这些词语
都与人们刻板印象中描绘女生
“弱小”“胆怯”的形象大相径
庭，但实际上，女性读者却占
据着痴迷于悬疑侦探小说大军
中的半壁河山，不但如此，越
来越多的女性悬疑小说作家创
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不禁
让人产生了疑问，胆小柔弱的
女生为什么会爱上刺激甚至恐
怖的内容呢？对此，记者近日
分别对女作家、女读者以及心
理学专家进行采访，听听她们
是怎么看待女生偏爱悬疑小说
的缘由。

记者搜索“悬疑小说”贴吧
和知乎中“悬疑、侦探”相关内
容发现，其中不乏女性读者的身
影，有些甚至自称“骨灰级”侦
探迷，还将自己喜欢的悬疑作品
及桥段频频分享给网友们，并加
以分析。对于喜欢悬疑小说的原
因，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女性读
者。网友“一只人鱼”告诉记
者，从小时候看的动漫《名侦探
柯南》开始，她就对这种题材的
作品情有独钟。《福尔摩斯》《侦
探 Q 学院》《死亡笔记》 以及阿
加莎·克里斯蒂、亚森·罗平、
东野圭吾、京极夏彦、乙一的作
品她都了如指掌。“我觉得喜欢看
悬疑小说可能是性格所致，我比
较喜欢刺激，做标新立异和一般
女孩不敢做的事情，而且故事终
究是假的，所以看到惊悚的内容
也不会觉得很害怕。而且可能是
出于对探索向往的好奇心，我很
享受解开谜底的畅快，像是做了
一场侦探脑力训练。同样，有时
在生活中遇到事情还会联系到悬
疑小说中的一些知识，让我觉得
自己更镇定也更有逻辑性了。”

网友“吃橘子的小喵”则认
为，喜欢看悬疑小说无非是刺激
作用的驱使，人在阅读后，会有
心跳由紧张激动变为安静的过
程，“这个时候大脑的血流量就会
较平常略高，大脑记忆力、理解
力都会得到暂时的提高。此外，
在看悬疑故事时注意力会比较集
中，是生理上得到了某种需求的
释放，所以对我来说是个缓解压
力的好方法。”她说自己喜欢悬疑
小说也存在着不愿安于现状而寻
求改变、在挑战自我的同时寻找
心理快感的因素。“我觉得这种状
态也许能在学习和事业上让我更
能吃苦和坚持。”不过，她也坦言
自己不会长时间沉浸在悬疑题材
的作品中，怕会造成对世事漠然
的心态。

女读者
缓解压力，提高抗挫能力

被豆瓣评为2017悬疑小说佳作之一
《饮罪者》的作者黄青蕉是一名现代典型
的“80后”女性，时尚小资的打扮、智
慧爽朗的个性、风趣伶俐的谈吐中都透
着一股阳光向上的气息。谈起对自己创
作悬疑小说的影响，黄青蕉表示，除了
本身是东野圭吾的“脑残粉”外，还有
两个女性作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人会觉得女性作家的作品偏温柔、
细腻、更女性的视角看待事情。但其实
不是，女性作家写推理犯罪类的小说常
常特别的‘心狠手辣’。”她举例称，女
作家桐野夏生的作品就很符合这个特
点。另一位则是女性作家凑佳苗，她的
作品《告白》中对行凶者女老师一角的
描写同样十分冷静。

在多次和一些悬疑推理作家的攀谈
中，黄青蕉发现，无论男女，大家一致
认为女性在面对惊悚血腥场面时更为镇
定。“首先，女性本身天然是不怕血的，
特别是年龄稍大的女性，她们生过孩
子、杀过鱼、砍过肉……这些都经历过
来了，再看悬疑小说的情节根本不会带
来什么巨大的心理冲击。其次，女性的
忍痛力、忍耐力其实是比男性要强的，

因为女性有生育的本能，生理激素会让
她在紧张的时期或刺激的时刻突然稳定
下来，而由于女性都有‘护犊子’也就
是要保护后代的本能想法，所以在面对
危险的时候，女性能快速的冷静下来做
决策。”

“害怕又想读，这种追寻刺激的感觉
其实男女是一样的。”黄青蕉称，她认识
的女性中都很喜欢看悬疑小说，当看到
一些阴森恐怖的场面时，虽然也会害
怕，但仍会继续往下看。对于为什么会
这样，她还曾找了很多论证。

除了写小说，黄青蕉的本职工作是
一名编剧。她介绍，不仅是写悬疑小
说，其实创作无论是爱情、探险等任何
题材的故事都需要悬疑的元素。她拿爱
情片举例，一个爱情故事吸引观众的地
方肯定是男女主角最后有没有在一起，
两人中间会遇到什么困难，这都是打问
号的东西，这些就是所谓的悬疑元素，
而且悬疑元素是所有故事里必不可少
的。“大家对悬疑都是天然有兴趣的，其
实女生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胆小或害
怕，读者给我留言中也很少有人说害
怕，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心理障碍的。”

女作家 本能所致女性其实更冷静

专家观点

针对在人们观念中，悬疑小说的主
流读者是男生，而近年来女性读者陆续
加入这一“阵营”中引起的现象关注。
记者咨询了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心理学
博士段鑫星女士，由她给出了是什么原
因推动此类阅读的改变。

视点一 全民阅读的兴起，大家的
阅读兴趣被点燃，个体化的需求加上社
会阅读的推动，逐渐形成一种浪潮，人
们在阅读浪潮中往往会有更多机会依自
己的兴趣选择读什么和如何读，这是阅
读时代到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阅读不再
是个人的选择，往往变成一个时代的潮
流。而悬疑小说的暗潮涌动又催生着另
外一个独立的阅读人群——青少年学
生。无论性别，从青春期的少年到成长
中的年轻人都是这类小说的主流读者。
可以这样说，这类小说之所以兴起，正
应了阅读者的需要。

视点二 成长中的女孩子。青少年
是人生发展中重要阶段，根据爱里克森
的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每个阶段都有
其独特的人生发展任务。青少年是自我
同一性建立的时期，即确立“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等人生任务，同一性的确
立也要通过同伴与异性朋友的确认。阅
读也是自我认知的一条路径。

视点三 正在靠近的两性。生理性
别的差异无疑是个体发展的基础条件，
不知我们是否关注到，从家长给孩子起
名，到孩子的衣着、性格塑造、思维训
练、读书选择，家长给予女孩子更加开
阔的选择视角与自由的选择机会。两性
之间在阅读偏好差异并不像几十年前那
么显著，比如，男性要读勇敢、担当的
书，而女性要读贤淑的书……如今，男
性女性的选择权更易集中在阅读兴趣甚
至流行性上，其中，流行更是成了人们
阅读的风向标。

视点四 虽然女性内心胆怯、更易
恐惧与焦虑，但现实的情况是，通过读
悬疑小说既可以放大自己的恐惧，还可
以让自己在小说中与恐惧相处，通过靠
近恐惧、接纳恐惧，然后达到系统脱敏
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的女性是
缘于好奇心接近这样的小说，而这类小
说越来越缜密的推理与优美的语言对于
成长中的女性具有独特的魅力，欲罢不
能，引人入胜处正是内心最怕的地方。
这种矛盾的心态与好奇心会推动一个读
者步步深入，或者说，这类小说一旦遇
见最容易爱上而且无法撤离，就是那种
尽管恐惧依然想读的冲突心态。

据《北京晨报》

阅读选择在于兴趣和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