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抖音创作者@Mr叶先生拥有
一项“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纪录：
制作文物主题巧克力作品最多的
甜品师。他还推出“舌尖上的地
理”系列，用甜品还原祖国各地的
风貌，已获900万+的浏览量。

因为家里从事陈皮生意的缘
故，Mr叶先生从小就对传统文化
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学了珠
宝设计和鉴定，打下了扎实的设
计和造型基础。因为喜欢甜品，
他远赴比利时学习巧克力制作。
在那里，他看到巧克力在当地人
的手中变成精美而充满想象力的
人物、建筑、风景，他想：那它能不
能有一些“中国化”的表达？

2022年，Mr叶先生创作了自
己的第一件正式的巧克力文物作
品——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曾侯
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

“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这套
编钟的时候，被震撼到了。”他说，

“曾侯乙可以调动如此庞大的资
源来进行这样辉煌的创作，说明
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发达
了。”

从曾侯乙编钟开始，Mr叶先
生陆续做了三星堆青铜立人、黄
金面具、越王勾践剑、后母戊鼎、
千里江山图等一系列馆藏文物主
题巧克力作品，还做了不少著名
文物建筑的文创，比如赵州桥、黄

鹤楼、长城、莫高窟，还有一些则
是大家熟悉的文化场景，比如草
船借箭、鱼跃龙门。

每件作品的创作都是一次探
索与发现之旅。复刻北京天坛的
时候，由于网上难以查到详细的
建筑数据，他自己动手绘制了相
应的图纸。天坛的琉璃窗户需要
用两层薄薄的巧克力叠在一起再
压花、切割，然后一片片地粘上
去。复刻越王勾践剑的时候，考
虑到剑出土的时候大体呈黄色，
如果只涂金粉就会显得很呆板，
于是他将金粉和有金属光泽的可
可脂融合在一起上色。创作兵马
俑中只出土了10件的将军俑时，
他采用了当时工匠塑形采用的泥
条盘筑法，并且一片片地制作了
俑身上堪称当时最先进的鱼鳞
甲，致敬先人。

他觉得，创作过程中最难的
并不是制作工艺和造型，而是怎
样做出文物蕴含的文化，要理解
它背后的纹样，包括它的铭文、大
小、结构等等，就好像每一个编钟
的形状不同，音律音色也不同，创
作时要把这些细节展现出来，而
不只是形式上的模仿。做人物的
时候，怎样用神态、身体语言去展
现当时人的心态，每每最费思
量。“我做岳阳楼文创的时候，有

‘梦里不知身是客，满船清梦压星
河’的感慨。你得融入这种心态、
这种梦境里面去，我觉得这是最
难的。”

他说，甜品是年轻人比较喜
欢的食物，通过文物主题巧克力
作品的形式，让大家了解文物背
后的故事，思考它们在历史上扮
演的地位，是一件特别有挑战性，
也特别有乐趣的事。

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变身”

原来博物馆里的文物
这么“好吃”

5·18国际博物馆日又来了。在如今这个创意奔涌的时代，博物馆里数之不尽的文物
藏品给各路大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打开博物馆有无数种方式，去看，去听，去
触碰，当然，也可以品尝。一大批新锐的创作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一边安抚躁动的味
蕾，一边安放文艺的灵魂。于是，就有了博物馆与美食的邂逅，文物与味觉的撞击。

红肠灯笼

巧克力越王勾践剑巧克力三星堆青铜立人

巧克力曾侯乙编钟

在博物馆日活跃的“博物馆+美食”赛道
上，还能看到用甜品做100件文物的80后女
孩@小邹邹，她用蛋糕复刻河南博物院镇馆之
宝“妇好鸮尊”，用饼干模拟泛着铜锈绿的“亚
醜钺”，用巧克力再现“越王勾践剑”，用糖浆浇
筑“芙蓉石蟠螭耳盖炉”……引来人民日报、共
青团中央的报道、转发。

因“吃饭太认真”走红的@张良仁教授，把
一顿饭拆解成无数个知识点，对着热腾腾的酸
菜鱼开讲酸菜的历史，在糖粥藕铺里讲起了马
王堆汉墓出土的“在镜头下消失的藕”，在豆腐
宴上谈起豆腐起源的多种说法……

在抖音平台上，还有“硬核美食博主”@范
苏木，他耗时6个月用1860块巧克力复刻圆
明园十二生肖海晏图，将已经消逝的奇景“搬
回”现实，视频点赞量破250万。

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博物馆里的文物
早已不是披着神秘面纱的“宝物”，而是带着时
空的印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借助
活泼的新媒体形式，在短视频里，用中国人最
擅长，也最热衷的装点生活的方式——美食来
与文物们作一番交流，有夸张，有调侃，有轻松
写意，有严肃认真，但内里不变的底色，是真
诚，是热络，是无拘无束的自由感，是知根知底
的信任。

当你走进博物馆，如果发现自己脑中不自
觉地浮现出众多“美食”的话，那就尽情地享受
一次文化与心灵的美好对话吧。 （广州日报）

“我觉得美食也是另外一种
方式的历史记录，就像吃粽子时
想到屈原以及背后的文化故事，
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美
食，而这恰恰是当地历史的投
影。”

抖音作者@朱较瘦的微缩美
食 系 列 叫 作“ 优 雅 奢 侈 吃 太
饱”。他说：“‘优雅奢侈’是我对
食物美学的追求，‘吃太饱’是以
幽默的方式调侃‘多此一举’的
复杂烹饪方式。现在互联网上
不缺传统美食，我想用这种有仪
式感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不一样
的美食。美食不仅要好吃，还要
好看。”

朱较瘦上传了不少作品，比
如“吃圣旨”“绿豆算盘”“藕遇仙
鼎”“江湖菜”“猪肉粉丝”“猪肉粉
条”等，结合了不少传统文化元素
和文物元素。他说，希望这些作
品区别之前传统的表达方式，除
了有文化深度，还要好玩有趣，让
一些小朋友看到后，会去搜索相
关的文化知识。

这种充满创造性精神的作品
看上去就像是“一本正经地做傻
事”，但文化含量可不低。“红肠灯
笼”是“把一根红肠分成30份来
吃”，将红肠切片刻出传统木构建
筑中的榫卯结构，再一步步组装
成“鲁班球”，添上荷兰豆、洋葱等

搭配的“零件”。“藕遇仙鼎”需要
用圆规、卡尺为表皮测量定位，用
电钻挖出果肉，还要烘干果皮，填
入极小分量的藕粉。“江湖菜”里，
剑匣是猪肉脯，剑则是土豆微雕
制成，“六脉神剑今犹在，猪肉脯
里藏乾坤”。

一个作品从创意构思到脚
本、拍摄、剪辑，都很费心思，要花
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
成。在朱较瘦看来，把日常食材
做出高级感和仪式感的要诀，主
要是兴趣和耐心，“用双手重塑食
物的文化肌理，更像在烹饪一部
可咀嚼的文明编年史，未来会继
续创作文物方面的题材。”

用“巧克力文物”与古人对话

文化含量可不低

感受文物与美食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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