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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家

创业与职场

北京烤鸭，是一道具有中国美食标签的菜
品。海外许多中餐馆的菜单上，都有这道菜，但
最正宗的北京烤鸭，非全聚德莫属。

40多年前，我曾多次去北京，也路过前门
大街上的全聚德。但那个时候，感觉吃它的北
京烤鸭是一种奢侈，只是卑微地仰望一眼它高
大的店堂，在心里却信誓旦旦：我一定会来品尝
你的北京烤鸭。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全聚德漂洋过海，把
实体店开到了加拿大，全聚德的名声也随着烤
鸭的香味，飘逸在多伦多、温哥华和渥太华的街
头。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北京烤鸭，在好几家
中餐馆里吃过，唯独没有来过全聚德。在今年
的中秋佳节，我选择带一家人去全聚德吃团圆

饭，让大家都品尝一次中国正宗的北京烤鸭。
多伦多的这家全聚德，没有建在市区的繁

华地段，门面也不豪华张扬，但布满着中国元
素。大门和装饰墙上的朱红，全聚德横匾蓝的
底色以及周边的雕龙，大门上的金色门钉，装饰
墙上的空雕木栏、石狮等等，它的每一种元素都
像一把钥匙，能瞬间打开身在异国他乡游子记
忆的大门，让海外华人联想到北京的故宫、天安
门等古老建筑。

进入其内，门厅不大，餐厅很宽敞，里面还
设有不少包间。在餐厅的天花板上，两枚全聚
德大红印章格外醒目。在餐厅一侧的墙壁上，
有一幅立体感非常强的贴画，耸立的群山，飘浮
的白云和一群栩栩如生展翅高飞的大雁，似乎
在向顾客们讲述北京烤鸭不远万里落户加拿大
的历程。

服务员安排我们就坐，打开桌上两本菜单，
有北方菜，也有粤菜和江浙菜，不少菜品还属国
宴菜。菜品图片精美，令我眼前一亮的，是每一

种菜品介绍的旁边，都附有从浩瀚的唐宋诗词
中遴选出的句子。既增加了菜品的文化韵味，
也给美食带来一种诗情画意。

不一会儿，女儿点的几道菜开始上桌了。
最先上来的是冷盘：鸭掌和鸭肝。有趣的是，鸭
肝的蘸料是中国传统酱料，而鸭掌的蘸料却是
日本的芥末。我开始不知，夹了一块鸭掌，蘸上
调料就放入口中。哇，那个刺激劲真上头，直冲
上我的鼻腔，把我的眼泪都顶出来了。

当厨师把载有烤鸭的小推车推到桌边，那
烤鸭的香气顿时让我垂涎欲滴。在厨师的片鸭
过程中，我发现在其他餐厅吃北京烤鸭没有的
一环节。这位师傅首先片鸭胸部的皮，她把片
下的一角硬币大小的皮，一片片地放入一个小
盘，约十来片，盘子边缘放一小勺白糖，端到我
们桌上。

当我夹起一片烤得油光发亮的鸭皮，蘸一
点糖，放入口中时，皮的香脆与糖的甜味在口中
融合，那味道简直出神入化。

不一会儿工夫，厨师就片完烤鸭其他部位
的皮和肉，由服务员把它端上桌，还端上一笼荷
叶饼和一个放有黄瓜条、葱丝和酱料的大盘。
我们大家就像包饺子似的，把鸭肉、黄瓜条、葱
丝和酱料，有序地铺在荷叶饼上，然后把它们卷
起来放入口中。一口咬下去，鲜香醇厚的鸭肉
与葱香酱香在口中相互交织，释放出一股难以
抵挡的香味，令人赞不绝口：这才是地道的北京
烤鸭味道！

吃完烤鸭，我们又开始品尝几款国宴级别
的菜：清蒸狮子头、金牌松鼠鱼、蟹黄豆腐等，吃
着那一款一款的美味国宴菜，感觉每一口都是
一场味觉的盛宴，让每个人的心灵都被这美味
滋润了。

有人说，来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
真遗憾。我40年前留在北京的遗憾，今年的这
个中秋节在漂洋过海来的全聚德弥补上了。

今年的中秋，月圆了，家圆了，还圆了我40
年前的夙愿。

食在漂洋过海的全聚德
图文〔加〕王大坤

时至大雪，万物静藏，
江南小城的秋天还在枝头
暖阳里迟迟徘徊。抵御接
下来的寒冷，吃是非常重
要的。民间有“冬至吃三
冬，一冬无病扰”的俗语，
三冬之一，说的就是山珍
冬笋。

古人食蔬讲究“就地
取材，应时而食”，笋要吃
新鲜的，最好现掘现吃。
对江南人来说，笋炒雪
菜、炒腊肉、炖鸡汤……
笋是一年四季都少不了
的。春天有春笋、毛笋、
白哺鸡笋、野笋，夏秋两
季有鞭笋，在温暖如春的
十月“小阳春”期间，还会冒出第二波“小春笋”。
当竹园里的笋蔬们渐次退场，当秋风萧瑟、草木
摇落的时候，冷冬里的一缕馨香——冬笋就要上
市了。

冬笋，顾名思义是冬天里才会生长的笋，它
是冬季时蔬中的一绝，品质佳，营养高，素有“金
衣白玉”的美誉。宋代佛门高僧赞宁的《笋谱》中
说：“冬月即生，埋头土中，以锄掘之，可三寸许，其
味极鲜。”冬笋是由毛竹的地下茎侧芽发育而成的
笋芽，汲大地之精华而长，喜暖厌冷，不会破土而
出，质嫩味鲜，以外壳颜色如猪蹄红者为上品。

我的家乡是山区，山上多的是竹子，笋是一
年四季都能吃到的。冬笋若煮的时间不长，火候
欠透，吃在喉咙里哮哮的，非常刮油。年幼时，母
亲会将冬笋焯水煮熟后切丝，用盐和辣椒拌匀，
腌制后放入瓮里压实，静置阴凉角落。数月后取
之食用，经过时光陈香的笋丝，果然变得别有滋
味，清脆爽口，咸香入味，又不失原鲜。

笋之为物，不止孤行。若将冬笋比作一位素
肌新玉的小家闺秀，那么猪肉和它是最完美的一
对儿。照清代文学家李渔的说法，那是因为“肉
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但觉其鲜之
至也”。

李渔重食材间的搭配，认为烹饪之前一定要
了解食材的物性。冬笋丰腴鲜美，味甘，微寒，有
涩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猪肉的性味为
甘咸平和，不寒也不热，味虽隽永，过于肥腻则容
易积滞不化，而冬笋所含的丰富纤维素正有利九
窍、消食积的功效。冬笋略带涩味，融入进肉脂后
去涩油润，更加清香可口。五花肉经冬笋吸脂后，
肥而不腻，滋润入味，可谓物尽其用，诸味皆鲜。

冬笋蒸腊肉是江南人独爱的一道菜品，新鲜
的冬笋和自家晒制的腊肉，甘鲜和咸香，成为冬
季里最常见的下饭菜。一筷入口，细细咀嚼，爽
脆的声音在口腔里回响，各种味觉的融合与碰
撞，撩拨着舌尖的味蕾，其至鲜至美连肥羊嫩豕
亦不足比肩。

冬笋的吃法有很多，但配各种肉类烹饪，味
道会更鲜美，不俗也不瘦。冬笋不喜出人头地，
只是默默地藏于土下，它与五花肉之间互相取长
补短，荤与素，脆与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滋
生了味道。

冬笋虽然美味，但也不可过度而食，过食必
伤肠胃。“凡物过度而食，益少而损多，岂止笋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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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无数英国的城市和乡村，在黄昏的时
候，我经常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钟声，虽然不
是多么美妙的钟声，却让人产生一些莫名的感
伤。以至于回国后很久，我还经常怀念那些钟声
响起的时候。

或许去英国旅游，你没有必要专程去看分布
在各地的教堂和钟楼，或许在英格兰、苏格兰与
北爱尔兰的土地上，最大、最多的标志性建筑是
永不分离的钟楼与教堂。

一个晴朗的午后，我们坐车驶入了伦敦的市
区。这里和其他的欧洲都市也没什么两样，乍一
看，街区好像是布鲁塞尔、马德里或者别处，却不像
我想象中伦敦该有的样子。但是如果静心回味，好
像它真的就是那座古老而有绅士风度的城市。

坐巴士观光，虽然时间匆匆，走马观花，但只
要融入其中，就再也不会忘记这个大都市了。远
远就看见伦敦塔，笔直地矗立在泰晤士河旁。塔
楼的尖顶高过云层，而塔楼的地基深深扎在泰晤
士河的泥沙里。

原本就有金色的装饰物的尖顶，在夕阳的映
衬下，熠熠生辉，仿佛是用无可估量的黄金堆积
而成，让人惊叹的同时连连称赞。

倘若更近一点，穿过那一座著名的伦敦桥
后，在夕阳下，就会看见浅浅的棕黄色石头做成
的塔身，但有些颜色因为岁月的沧桑而变得深
灰。每一层雕刻的神秘的花纹，让人心生敬畏。
钟面的旁边镶嵌的一圈金属，同样也是黄色，在
夕阳的照耀下，形成了一个尊贵的光环，却并不
刺眼，深受游客们喜爱。

如果在夜晚，还会遇见美丽的灯光秀，看着眼
前的教堂和车来车往的道路，盛大而倍感温馨。
塔身四面各有一块据说非常准时的白色大钟，以
供附近的路人们看清时间。夜里，塔的尖端会发
出亮丽的光芒，足够照亮周围的几条街道。

不过，除了大钟、教堂，英国议院也是一个非
常漂亮的地方。高大的穹顶，哥特风格的建筑。
穹顶有几根雕刻精美的石柱，或许就是它们在支
撑着穹顶，所以被雕刻成了半圆形。

教堂大厅的两边窗户，都有着彩色的玻璃。
这种玻璃或许在以前非常的少见，上面画的大多
是英国的国王和贵族们。玻璃下面是一面墙，有
人走过来，在那里虔诚地默默祈祷。那里有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也有最后的晚餐的浮
雕，两边摆放着烛台和长长的白色蜡烛。

教堂外，同样也是一片草坪，不过与其他地
方的草坪不同，这里的草颜色非常深，被打理得
整整齐齐。

我是否也应该为世界留一些“彩色玻璃”，而
不是普通的“白玻璃”呢？

伦敦的钟楼与教堂
董俊淞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
代末，村里已经通上了电，
家家都装上了电灯，用电却
非常紧张，经常停电，于是
家家都备有煤油灯。

那时候，农家人卧床上
方的墙面，都会固定一个小
木板，煤油灯就放在上面。
长期使用煤油灯，墙面熏得
乌黑一片。家里有学生写
作业时，会在卧床上放个小
炕桌，将煤油灯移到桌上照
明。夜间在外劳作，家境好
些的人使用马灯，燃的也是
煤油，只是灯的体形大，有
玻璃罩护着，不易被风吹
灭。尽管煤油灯也能照明，

但煤油却是紧俏商品，经常断货。
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供电系统基本稳

定，尤其在夏收和秋收两季，农村是绝不会停
电的，一些人家里的煤油灯已经没了踪影。

到上世纪90年代，农家的学生晚上写作业
可以坐在书桌前，用台灯照明又亮又方便。本
世纪初，农家人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就连
房顶也是用水泥浇灌的。屋顶的白炽灯泡显
得土气了，于是，日光灯走进了农家。

这几年回到老家，见室内装修得整洁明
亮，屋内的地面也铺上了瓷砖，有的人家墙上
贴着壁纸。家家屋顶都吊着吸顶灯、水晶灯，
就连屋顶的四周也安装了彩灯、LED墙角灯。

走夜路再也不怕黑了，公路通到了家门
口，村村都有了路灯。煤油灯和马灯进了博物
馆，成为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见证。

半
个
世
纪
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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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习惯将头发随手扎成短辫子，很
少打理。可是，额前和两鬓的白发渐渐增多，每
次对镜看见这些刺目的白发，心中难免沮丧。
查阅资料后，我不得不接受白发无药可治的事
实。这份无奈，让我下了决心去染发。

理发店的小伙子根据肤色调配发膏，小心
涂抹均匀。在等待的半小时里，我盯着镜子中
的自己，仿佛迎接一场蜕变。头发洗净吹干后，
镜中的我焕然一新：白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柔
顺的棕色发丝，轻盈自然，整个人都显得清爽了
许多。

染发不仅遮盖了白发，还衬托得肤色更加
白皙。这些肉眼可见的改变，让我久违地拥有
了一份好心情。

曾经，一位同事向我推荐过一本书，书名叫
《你的形象价值百万》。当时，我对这本书并不
以为然，甚至觉得它只不过是教人如何将自己

“包装”成商品，未免太过世俗。然而，直到今
天，我才真正明白，改变外在形象，最重要的并
不是取悦他人，而是善待自己。

一个看似简单的改变，却能成为生活中一
抹亮色，为原本琐碎的日子增添几分光彩。

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一向以“实用”为
原则挑选物品。比如笔记本，我总是选黑色普
通皮质的那种，觉得只要能记录下内容就足够
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款故宫文创的日程
本。它以红色宫墙为底，画着一只小猫仰头望
着飘落的银杏叶，活力与童趣巧妙融合。

我一眼沦陷，果断买下！自那以后，每年都
会精心挑选一款色彩丰富的笔记本，开始享受
书写的乐趣。其实，一个人对生活的偏好，积累
起来便是他精神世界的外显。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每个院落都透着主
人的个性和审美，宝玉的奢华贵气，黛玉的清雅
书香，探春的敞亮明快。唯独宝钗的房间过于
平淡：“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
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
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
也十分朴素。”

最初读到这里，我并不觉得异样，以为这是
宝钗钟爱简约的表现。如今再回头品读，却连
连叹息：一个青春的贵族少女，连居所都如此寡
淡，失去了趣味，该是多么无趣啊！

走出理发店时，瞥见门前停着一辆粉嫩的
小汽车，车身贴满了卡通的图案，还写着一行
字：“迪士尼在逃公主”。我不禁微笑，心想：车
主一定是个热爱生活、童心未泯的小公主吧？

是啊，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这些细微之
处。一抹亮色、一份热爱、一点细节的改变，都
会让平凡的日子更加丰盈。 ■苗青 摄影

给生活一抹亮色
陈莉

镇上的高铁站已建了两年有余，父亲还未
坐过这里的车。周末要去武汉走亲戚，我决定
带父亲体验高铁。

父亲早年当过客运站售票员，对各种交通
工具并不陌生。听说我在微信上买了车票，就
催着我赶紧出发，提前去高铁站取票。我笑着
摇头说，现在坐高铁不需要纸质车票，只要带上
身份证就可以了。

真的？父亲将信将疑。以前坐火车的时
候，都要提前两三天去火车站买票呢，还得排老
长的队。等排到你跟前吧，票又卖完了，窝火得
很。

为了不让父亲着急，我还是决定提前一个
多小时到高铁站。去高铁站的快速路畅通无
阻，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开阔大气的站前广
场，让父亲眼前一亮，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比
老火车站漂亮多了。

我把汽车停在车场里，轻车熟路地领着
父亲，通过电梯的输送，来到了进站口。父亲
带了一瓶矿泉水，过安检时，在安检员的示意
下，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哈哈一笑，有当年坐
火车的感觉了。安检员也被父亲的幽默逗乐
了。

候车厅宽敞明亮，天花板设计得很现代，
有大城市的味道。商店、饮水台、母婴室、公共

卫生间，以及残疾人专用设施一应俱全，十分
贴心。

我们找到了空着的座椅，父亲却坐不住，他
对这里充满了好奇，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四
处转悠。不一会儿，检票口排起了长队，父亲
一路小跑过来，问我是不是要开始检票了。我
说我们的车次还没到点，不要着急。父亲这才
放松了些，眼睛却紧盯着正在通过闸口的乘客，
发现他们果然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拿着身份证
进去。

父亲看得很认真，我知道他的心里在揣摩
学习，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细节。即便如此，轮到
父亲检票的时候，他还是有些紧张。我站在父
亲身后，教他把身份证放在感应读卡区，再将脸
部对准摄像头，只听“滴”的一声，闸门开了，父

亲匆忙通过后，脸上露出满满的成就感。
当流线体的列车驶来的时候，父亲兴奋地

拿起手机拍摄，还顺手发了个朋友圈，配文：第
一次坐高铁。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父亲惊讶
于车上竟然能给手机充电。父亲感慨万千，真
是白驹过隙，今非昔比啊。

父亲将沙发座椅调成斜躺的姿势，微眯眼
睛小憩。窗外的山川在我的视野里不断倒退，
渐渐绘出了一幅画面：春节返乡队伍里的父亲
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抱着仅有几岁的我，递出的
火车票，被检票员用剪子“咔嚓”一下，就算验票
通过，随着拥挤的人流匆忙登上绿皮火车，靠在
车厢角落里，长吁一口气。

那年，父亲抢到的是一张归心似箭的站
票。 ■心飞扬 摄影

父亲第一次坐高铁父亲第一次坐高铁
陈涛

人生旅途岁月流转，总有一些过往，依旧照
亮着前路。

我30岁出头的时候，借调新办公室的那些
日子，就是这样一段闪耀的时光。那是一个充
满活力与梦想的舞台，我如同一个初来乍到的
孩子，带着一丝拘谨，却又满怀期待地，踏入了
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组成的大家庭。

在这里，有IT达人，他们指尖轻舞，代码
如诗，解决着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有中文系
毕业的女生，她们笔下生花，文字间流淌着细
腻的感悟，阳台上那片微型花圃，是她们心灵
的寄托；还有擅长接待与沟通的同事，他们总
能在最好的时机，用最好的方式，架起沟通的
桥。

我是一个习惯了技术世界黑白灰的工程
师，第一次踏入这个充满色彩与活力的领地，心
中既有期待，也有忐忑。

一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从陌生到熟
悉。那次开会，大家坐得端正，脸上洋溢着欢

笑。我还以为是会议内容让大家如此愉悦，后
来才知道，他们早已拉了个临时微信群，在群里
分享着各种笑话，让原本可能沉闷的会议变得
生动。经理念文件时，看到大家的专注和微笑，
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尝试融入，在群里发了个恐怖故事，想给
大家醒醒脑。结果，主管嘉姐却后背发凉，白了
我一眼。那眼神里既有无奈也有包容，仿佛在
说：“小伙子，你这玩笑开得有点过了吧。”

中午散会，大家默契地三五成群，开车去
附近镇上有名的鸡鱼馆。水煮鱼的麻辣鲜香，
辣子鸡的酥脆可口，让我们大快朵颐。简单
却美味的蛋炒饭，再配上冰镇可乐，所有的疲
惫都烟消云散。我们举杯庆祝发工资的喜悦，
大家争着埋单，那份真诚与热情，让我深深感
动。

下午，时尚达人橡叔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
的消息——团建活动——密室逃脱。这对我来
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密室里，我们相互协

作，共同解谜，那份紧张与刺激，让我们之间的
关系更密切了。

我赶上了青春末班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参与了这样的活动。

我渐渐发现，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
那么直来直去，没有弯弯绕和小九九。而他们
也发现我不是端着，不是装，只是太老实，有些
拘谨，很快接受了我。那段时间，大家伙儿工作
配合默契，我的个人能力提升迅速，每一天都充
满了挑战与成长。

多年后，回首那段时光，我心中依旧充满了
温暖与感激。那些简单和快乐，如同青春末班
车的温暖旅程，让我学会了在职场中成长。

只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去学习，去尝试，
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绽放出自己的光
芒。 ■毛毛 摄影

青春末班车
付令

孔子第七十八代孙、当代著名画家孔维克
背靠孔府的一幅《孔府送福》，成为圣地约定俗
成的吉祥图。孔子骨相融入人格化的福中，现
圣灵瑞气。而他的胞妹薇薇君，竟也以写“福”
为乐，渐成气候，携兄扮演泰山祖母左右的金
童玉女，演神话中的“昭穆”景象。

玉树金果之慧根，亦缘自满襟勋章、抗美
援朝立功的军医母亲，这位显贵家庭出身的共
和国功臣的金字铭碑，近傍圣墓，魂在圣境。
她的娘家亲侄黄亚洲，为著名诗人、中国作协
副主席；侄女黄亚瑟，人称“江南才女”，天堂杭
州的书法名家。便是维克之后的女儿薇薇，也
在声乐界美名远扬，却又因祖脉家风之顶托而
意气风发，挥毫泼墨。

不得不归结于孔家族脉文德积聚太厚。
初试剑锋的“薇福”，竟迸发银瓶乍破、水银泻
地、一鸣惊人之华彩。书若其人，“福”若其歌
的神仙走笔，竟是行云流水，潺潺漫漫。

她无需穷聚才情而气冲天灵，却以其登台
一歌的本质美态美感，完成着书法的气发丹
田，气韵生动、气态富贵、气度端庄，但文气却
是饱满，冲顶得“福”之叶瓣片片张扬，福音揉
发，金声玉振，与维克“福”之骨感对仗对映，阴
阳相合而谓之“道”！

又有真善、真美、福相、富态的众说纷纭，
亦有各界大家的溢美吟夸；至高赞美的是来自
新版歌剧《白毛女》导演张奇虹后人，将“薇福”
与著名作家曹禺的书法同框挂举，大夸“薇福”
充满喜气、瑞祥。被大家美誉的“福”字，岂不
是人间“大福”？ ■图为孔薇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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