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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松花蛋是咱中国老百姓餐
桌上的常食。 不过，在外国友人
眼里，这东西着实诡异。 绿幽幽
的灰色， 散发着硫磺和氨水的
怪味。 恶心！

这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女
孩扶霞·邓洛普在香港的一家
餐馆里接受表哥塞巴斯蒂安的
宴请。 她勉强吞下了这让她无
比抗拒的食物。 不久之后，她过
了口岸，进入内地，在广州市场
目睹大批关在笼子里的猫、獾、
貘等动物，以及晾晒着的蛇、蜥
蜴、蝎子和苍蝇等。 接下来的几
年， 扶霞生活在号称 “天府之
国” 的四川成都， 她在那里留
学，并报名参加了烹饪学校。 她
的英国胃经受了麻辣川菜和各
种奇奇怪怪的食材翻天覆地的
调理。

在扶霞写的这部《鱼翅与花
椒 》里 ，最初几章 ，“恶心 ”这个
词语经常出现 。 “中国人啥都
吃！ ”尤其鸡爪子、鸭脖子、兔脑
袋和动物内脏这类食物， 简直
无法理喻。 既来之则安之，入乡
就要随俗。 后来 ，扶霞可以一
边咀嚼猪脑花一边谈笑风生，
一如塞巴斯蒂 安 夹 着 一 瓣 瓣
的皮蛋大快朵颐。 他们的胃口
逐渐中式化， 他们的处事方式
也逐渐中式化。

《鱼翅与花椒》 本质上是一
部文化接受史， 从厌恶到熟悉
到沉迷， 从局外人的视角缓缓
进入作者所描写的事物的内
部， 不同文化的冲撞与理解是
题中要义。 每个族群都有它独

特的烹饪规则， 因为它与特定
的生活方式相联系。 正如扶霞
所说：“中国和欧洲在烹饪学上
有着天差地别的认知， 对美食
的欣赏标准也大相径庭”。 每个
人的胃口在童年初期就养成
了，随着生命的进程而演变。 这
是由古老的饮食传统、 习惯了
的菜谱、 常用的烹饪方式以及
文化熏陶与商业信息产生的冲
击所创造的。

据说， 当年周恩来总理招
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基辛格
盯着松花蛋啧啧称奇： 中国人
居然可以把一枚蛋弄得这么透
明，还在上面雕花！ 这可能只是
故事，不过其中有些道理，显示
了中外饮食文化的差异， 表明
中国菜对于形式的繁缛追求已
成共识。 中式刀工之精致，让吃
成为了一门艺术， 属于一种炫
耀性消费， 产生的视觉冲击非
同凡响。

扶霞也很为自己的刀工而
自豪，称之为她的“招牌”。 她熟
练掌握中国菜的各道工序 ，可
以烹制许多种菜肴， 并对中国
文化如数家珍。 中国菜讲究“食
补”。 扶霞对此深有启发。 扶霞
还看到了食物涉及宗教与祭
祀 、爱情与亲情 、生意往来 、行
贿受贿、间谍活动的关系，对于

古代礼仪、历史与文化典籍亦有
所叙述，“掉书袋”点到为止，主
要笔墨还是放在“吃货”的美食
体验上。

第八章，《嚼劲》极生动。脆、
酥、嫩、滑、爽、麻，味厚，有弹性，
这些口味很难用英语形容。 西
方文化缺少对“味”如此细致的
反应或者“味”的因果关系理论
的词汇。 欧洲的营养学知识偏
重理性， 强调食物的功效， 不
像中国人那么注重吞咽食物时
短暂的感官体验， 而肉体的感
受一旦被激起， 就会指向存储
着主观体验的文化领域。 这是
中餐吸引外国食客的主要原因。

饮食连接人事。 作品不断
出现各色人物，有烹饪老师，也
有餐馆大厨，还有饕餮食客，他
们在扶霞笔下纷纷登场。 民风
在变化。 扶霞几次踏足中国，作
品跨越时间约二十年，中国走向
对外开放，饮食本身也在发生变
化。 中国菜与中国人对外界文
化也有一个接受和改造自身的
需求。 说西餐的坏话少了，热情
夹菜、“你吃，你吃”的好客方式
改变了，有些中国菜也开始走清
淡路线了，中国人也不是啥都吃
了……营养、享受、健康、生态并
举，这是中外饮食都追求的可持
续之道。

中国菜与中国胃
□林颐

羞羞愧愧的的烟烟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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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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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改革
开放像一缕春风不仅复苏了严寒
渐冻的大地， 也让建筑工地的居
住环境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2004年， 我刚入职， 被分配
到北方一个高速公路项目上， 刚
从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转入寂静
的荒山野岭， 我被吓住了也被震
撼了， 宿舍是在一片庄稼地里开
辟的平地上建起的简易板房， 周
围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玉米地，
宿舍的地面只是铺了一层红砖，
时不时会有小爬虫的光顾， 板房
的材质不隔音， 晚上睡觉都能听
到隔壁的呼噜声……

面对简陋的活动板房， 与社
会有点脱节的生活节奏以及烈日
骄阳、 尘土飞扬的工地环境， 我
多了抱怨和唠叨， 正当我无所适
从， 迷茫无助时。 一位经历过十
几条铁路建设的老师傅却给我上
了生动的一课： “你们是新时代
的大学生， 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
初期的困难， 那时候的工程人是
真的苦， 过去有句话 ‘三块石头
架口锅， 帐篷搭在山窝窝’， 说
的就是我们工程人， 那时候真的
是一穷二白 ‘守山餐， 伴山眠。
风梳头 ， 汗洗脸 ’ 。 穷山恶水
里， 得自己开辟住所， 栽四根木
桩， 围一圈草席， 盖上茅草就是
一个工棚， 四摞砖头加上一块木
板就是一张床， 十几个人挤在工
棚里， 夏天像蒸笼， 冬天又冷得
像冰窖 ， 还有老鼠虫子钻来钻
去。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工地环
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了整
齐的宿舍 ， 有了统一的办公区
域， 有了专门的食堂， 有了方便
的洗澡间， 通了电， 夏有风扇冬
有暖气， 还有统一舒适的床铺。
这是多年前我们想也不敢想的。
安下心， 踏实下来， 我想在不久
的将来， 居住环境会变得更好。”

老师傅的话像小锤子， 一下
一下敲进了我的内心， 我开始沉
淀下来， 认真对待生活和工作。

如今我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工程项
目， 工地环境， 居住场所真是一
点点在发生着变化。 从 “家园式
项目” 到 “花园式项目”， 绿色
建筑、 绿色施工、 装配式建筑等
都已是项目建设的必选项。 对于
作业在一线的工人来说， 居住环
境也在逐渐改善。 每一个新项目
的临建都考虑到员工的归属感和
幸福感， 办公地点、 生活区域都
会因地制宜， 或租住， 或自己搭
建， 不管哪种形式， 但内部的设
施都是齐全的， 木地板、 吊顶，
成排的太阳能热水器、 宽敞的浴
室 ， 空调网线 ， 现代化办公设
备 ， 这些在以前不敢想象得设
施， 让工地上的工作生活变的更
加便捷， 更加舒适。

改革开放像一缕春风， 更像
一阵细雨为古老的中华大地注入
了无限生机， 也给工程人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数的工程人
就像老师傅一样从风餐露宿， 筚
路蓝缕走到了现如今的小康社
会， 他们吃过苦， 受过累， 却在
改革开放大潮中与时代一起进
步， 一代代传承着工程人坚韧顽
强， 奉献担当的精神。

40年光阴似箭， 工地生活的
变化见证了社会的变迁。 从过去
拥挤简陋的工棚到现在整齐划
一、 美观整洁的标准化宿舍， 每
一处细微的变化都记录着时代发
展的轨迹， 也见证了40年改革开
放带来的飞跃。

□杨丽丽

工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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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敏 文/ 图

那个年代 ， 一家子吃的喝
的 都 是 靠 父 母 外 出 打 工 挣 钱
来保障。

那次， 我去送爹。 爹扛着瓦
刀、 工匠包， 匆忙去村口集合。
娘帮爹拎着铺盖， 一路上不停地
絮叨： “上了年岁的身体不如以
前了， 别再做外檐活儿了。” 爹
一路上嗯嗯作答。 走到村口， 爹
让娘回去照看刚出生的羊羔。 娘
在原地几个回合， 走也不是， 留
也不是， 好在车来了， 娘才安心
地朝爹摆手回去。

司机吆喝： “老王， 动作快
点。” 就在我扭头的那一刻， 我
看到爹的样子， 他瘦小的身子，
配着极不相称的大脚， 将肩头扛
的铺盖， 费力地往上拽了拽， 缓
慢地拎着手里的工匠包朝车门走
去。 门太窄， 他被卡住， 几次他
都没有进去， 我心里暗示着： 真
笨。 就在我看他出丑的那刻， 好
在他脑袋开窍 ， 工匠包丢在一

边， 他顺着铺盖卷成直筒， 算上
了车 。 车要启动的时候 ， 爹狂
喊： “等等……我的工匠包还没
提上来。” 这是我看到他最狼狈
时的样子。

临近小年， 放烟花是小孩儿
们最渴盼的事， 做泥窝的匠人老
早就上市了 。 一堆人拥在摊位
前， 我怕去的晚了买不上烟花，
撒腿朝家跑去， 上牙对下牙朝爹

磨了半天 ， 也没磨上 。 爹嘟噜
嘴： “眼下，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
候， 没那个闲钱。” 我气得跺脚
大哭 ， 但也没戏 ， 如果闹得再
凶，爹可要动家法的。我抹了把泪
跑出去，做泥窝的匠人，一刻不停
地忙活，只要报出装几斤的烟花，
匠人几分钟就能把药埋好。 大伙
儿不住嘴地夸：“这么用心， 烟花
儿放起来肯定好看。 ”我直勾勾地
看着买到泥窝的孩子，羡慕极了，
趁匠人没注意， 我脑袋萌生一个
想法，钻进人堆，将箱子外面一个
小泥窝迅速抱起来， 揣在袄里悄
悄地溜回家去。

我躲进羊圈挖坑将泥窝埋起
来， 不知怎的被爹发现了， 他揪
住我， 将鞋脱掉， 朝我的屁股上
狠狠打来。 我捂着屁股满地打滚
儿， 但他也没有停手， 我哭得更
凶， 朝他嚷： “不给我买， 还好
意思打我？” 爹的手不停地颤抖
着， 鞋随即落地， 他靠着墙蹲下

去， 用褶皱的手擦了把鼻涕抹了
把泪， 拉着我朝外走。 我被爹拉
在人堆里， 爹跟卖泥窝的人讲了
实情。 我颜面扫地， 捂着脸继续
哭闹。 卖泥窝的人上下打量了一
番， 知道了事情原委， 愣了半天
回了句： “小孩儿犯错是常事，
何必这样凶孩子。” 平常不爱说
话的爹回道： “穷， 也得挺直腰
板， 不能干那偷鸡摸狗的事。”

爹将衣服兜翻遍， 凑了四块
五给了人家。 回家后， 关了我半
天禁闭。 等我饿得头晕眼花承认
自己错了时， 爹才放我出来， 吃
饭前 ， 爹严肃地给我上了一堂
课： “爹没钱给你买泥窝， 你也
不能去偷别人的， 有本事， 就把
书念好， 想要啥凭自己本事去挣
回来。”

若干年后， 贫穷早已成了记
忆中模糊的概念 ， 日子越过越
好， 幸福围绕身边， 但我始终记
得爹的话： 挺直腰板做人！

———读 《鱼翅与花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