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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美好

在传统印象中，厨师这个职业似乎总是与烟火灶台为
伴，很少与书籍搭边。然而嘉兴人王秋麟，这位国家特一级
厨师，却在锅碗瓢盆与诗文书卷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
之路。

王秋麟是嘉兴市石门镇人。23岁时他踏入嘉兴桐乡梧
桐大酒店，从此便开启了厨师生涯。从最初干了整整一年的
切配，到后来在师父的指导下，慢慢上炉台烧菜，王秋麟一步
一个脚印地成长着。

王秋麟说：“厨师就是要勤快加悟性，干着手艺活，你勤
快就能得到师父更多的指导，也能获得更多实践积累。”

俗话常说众口难调，但厨师干的就是这个让更多人都能
品尝到美味的工作，如何做得好吃，并且得到大多数人的认
可，如何把师父教的变成自己手里的东西，这需要悟性，更需
要不断学习。

1999年，王秋麟离开梧桐大酒店，前往海盐国际大厦酒
店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桐乡本地厨师工资都只有八九百元时，
他去海盐工作能拿到两千多元的“高薪”。外出工作这一决
定，不仅让他在经济上有了提升，也让他在行业内开始崭露
头角。

2007年，在全国淡水鱼烹饪比赛这个高手云集的舞台
上，王秋麟充分展现出超脱寻常的视觉、味觉审美。

当其他参赛选手选择制作清蒸、红烧鳜鱼这类传统菜品
时，王秋麟却另辟蹊径。

他将鱼片精心打成薄片备用，接着用金黄的小米细细熬
煮，直至化为一锅醇厚的汤。随后，他把鱼片轻轻铺放在米
汤之上，巧妙地将它们排列成船的造型，再用萝卜精雕出一
位垂钓的渔翁。

这一设计，精准借用了柳宗元笔下“孤舟蓑笠翁，独钓寒
江雪”的悠远意境，不仅在味觉上带来全新的体验，更在视觉
上呈现出极具诗意的画面，最终，这道菜力压群雄，斩获金奖。

在大赛上斩获桂冠，不仅依靠日积月累的专业功夫，也
离不开王秋麟好学的习惯。

原来王秋麟不仅是一位厨师，更是一位热爱读书的人。
上小学时，王秋麟父亲工作的供销社内开了图书馆，这里就
成为他常去的地方，爱看书的习惯就这样慢慢养成了。直到
现在，工作之余空闲时别人玩手机，他仍然会选择看书。

1993年，因为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刚做学徒没多久的王
秋麟就开始攒钱，只为购买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
集》。

谈及他最喜欢的书籍，王秋麟的回答是《读者文摘》（后
来改版为《读者》）。他直言，自己看书很杂，涉猎广泛。在他
看来，读书是最好的解乏方式，也是一种深入灵魂的爱好，就
像人的素养一样，虽不必时时展示，却至关重要。

2025年是王秋麟从业第33年，他说，厨师这份职业，带
给他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对做人做事的理解。

三十多年前，他在杭州跟随杭帮菜大师陈善昌学习时，师
父常说：“做好人，做好菜。”“做菜无非是大的切切小，生的烧烧
熟。”看似简单的两句话，王秋麟说够自己用一生去实践了。

33年来，王秋麟从学徒成长为国家特一级厨师，用行动诠
释厨师与文化并非无缘，锅碗瓢盆与诗文书卷同样可以并行不
悖。

往后，他会继续在厨房一边做菜一边读书，让大家知道，
平凡岗位也能追求不凡，在生活的琐碎中亦能寻得诗与远方。

■苦李

小吴是位85后，来自安徽
农村，高中毕业。他曾经考上
师范大学，可家里根本凑不齐
学费，只能作罢。当时内心万
般不甘，不过现在小吴这么想，
年逾六旬的父母供他读完高
中，已经很不容易。

失学的小吴，到邻省一座
小城打工。起初他去建筑工地
搬砖，也曾在流水线上工作。
后来他离开工厂，独自焊接不
锈钢栏杆。经常走街串巷，只
为多揽些活，多挣点钱。再后
来，有了同甘共苦的妻子，继而
成为孩子的父亲。开过便利
店，也开过小吃店。多年下来，
只是求得了温饱，但一家人从
未对美好生活失去信心。

目前，夫妻俩开着一家早
餐店，卖小笼包子。

有时夜跑，偶尔冬泳，最爱
读写。小吴习惯用笔，在厚厚

的本子上，以随笔的形式，记下
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或叙
事，或议论。每个字都是楷体，
其工整程度，不输给那些认真
的小学生。他没有电脑。那个
本子，大红封面，是一个教书的
朋友馈赠的。一篇篇端端正正
的小吴所记，好特别，在我看
来，真的很“吴记”。

小吴如是说：“文字是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恋人，若
长时间不动笔写点什么，我对
她的思念会愈加强烈，就像今
夜，工作早已让我疲惫不堪，可
仍然无法遏止心中的渴望。书
写是对麻木和一成不变的生活
最有力的对抗，能够书写的日
子，即使苦，也甘甜。”

半年前，机缘巧合，小吴跟
我取得联系。我在附近一所高
中教语文，他希望在写东西这
件事上，我能指点一二。指点
当然谈不上，一个忠厚青年，如
此执着，十分难得，我肯定乐意

跟比我小整整20岁的他作些
交流。

人跟人很不一样。有的酷
爱搓麻将，有的热衷跳广场舞，
小吴则沉醉于他自己的读写世
界。我让他设想，要是不这样，
有没有可能，赚到的钱会超过
现在。他笑着摇头。就是说，
既不干扰别人生活，也没有挡
自己的财路。那何乐而不为
呢？

小吴表示，这是他的爱好，
只有好处。他妻子完全不反对
他这一“嗜好”。

最近，他申请了微信公众
号。接下来，他还想尝试给报
刊投稿。他愿意自己的文字被
更多的人看到。

小吴说，很多跟他一样的
打工人，眼睛里没有光。他不
想这样。

他的大女儿已经上大学
了，小女儿还在读小学。晚上，
小吴把小女儿送到某机构学画

画，其间，他在不远处的城市书
房静静看书，以这样的方式等
待。

他凌晨2点就起来工作，
一边做包子，一边听书。现阶
段他正在听的，是莫言的《丰乳
肥臀》。他对这部小说的一些
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颇为赞
赏。

前几天，转借给他“读库”
系列的两本书，上面分别有胡
安焉先生的《我在北京派快件》
和田维堂先生的《上海浮生》，
都是纪实长文，作者均为普通
打工人，特别适合小吴阅读。

临走，考虑到他时间金贵，
我说，我就看了这两篇，你也这
样好了。他问我根据什么挑选
这两篇而忽略其余的。我只是
凭感觉，但匆忙间说出来的是，
我关注底层。

小吴的早餐店叫“吴记小
笼”，开在小城的西北部，面朝
大街，我经常路过那里。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
画史上的名作，最精华部分是
虹桥至城楼这一段，但其描绘
对象却充满争议。其中最基
本、最关键的一个谜团是，画
中画的是北宋都城东京（又称
汴京）的哪一角？甚至，它画
的到底是不是东京城？

主讲人邵彦，中央美术学
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中国美术简史》、“马工程”《中

国美术史》等重要教材撰稿专
家。专著有《皇舆揽胜——清
代宫廷山水》《山川换古今——
蓝瑛家族的故事》等。

扫出一堂课

本视频通过云南米线、饵
丝的制作工艺差异与地理环境
的关系，延伸到云南咖啡的产
区地理、品种特色及历史背景，
并结合川菜的创新案例与香料
文化，探讨了食物与产区、地
理、风味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传
统食物品种保护的重要性。

主讲人魏水华，专栏作家、
食味艺文志博主，《风味人间
5》美食顾问、中国地方菜推广
大使、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专家

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美
食文化主笔人、《中国国家地
理》撰稿人。

《清明上河图》
画的究竟是哪里

全球时代下
乡土美食能走多远

（来源：杭州市西湖区图书馆）

■王婉若

城市的角落浮动着油墨与
咖啡混合的气息。倒计时牌上
跳动的数字，像细密的鼓点，催
促着千万个年轻的身影奔赴同
一场关于奋斗的约定。

高考，这场承载着无数期
待的人生大考，早已超越了考
试本身，成为青春岁月里最炽
热的注脚，诠释着独属于这个
时代的奋斗方式。

深夜的书桌是无声的战
场。台灯晕染的暖光里，草稿
纸堆积成小山，演算的痕迹如
蜿蜒的河流。书页间夹着的励
志便签微微卷起边角，“今日事
今日毕”“乾坤未定，你我皆是
黑马”的字迹被手指摩挲得发
亮。窗外的月光悄悄爬上窗
台，又在晨光微露时悄然退去，
见证着学子们与时间赛跑的每
分每秒。夏日的热浪掀动窗
帘，浸湿的校服贴在后背；寒冬
的霜花爬上玻璃，呵出的白雾
模糊了笔记，但笔下的字迹从

未停歇。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较
量，在反复背诵的知识点里，在
不断攻克的难题中，青春的韧
性被一点点锻造出来。

高考的奋斗，是对理想的
虔诚追逐。从恢复高考的那一
天起，无数寒门学子握着这把
钥匙，打开了通往更广阔世界
的大门。有人走出大山，在实
验室里探索未知；有人跨越江
河，在讲台上传递知识。他们
的故事告诉我们，高考不仅是
一场考试，更是改变命运的契
机。如今，教室里悬挂的“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标语依
然醒目，新时代的青年们，将
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洪
流，在高考的考场上书写着

“强国有我”的青春答卷。他
们知道，此刻的每一分努力，
都在为祖国的未来积蓄力量。

但高考的意义，远不止于
一张录取通知书。当我们把
目光投向更长远的人生旅程，
就会发现，那些挑灯夜战的日
子，早已将坚韧不拔的品格刻

进了生命。备考时遇到的挫
折，教会我们如何在困境中寻
找出路；模拟考的起落，锤炼
出宠辱不惊的心态。就像破
茧的蝴蝶，挣脱束缚的过程或
许痛苦，但收获的却是飞向天
空的自由。这些在奋斗中培
养的能力与品质，才是高考馈
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将伴
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

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高
考不再是人生唯一的独木
桥。职业教育的蓬勃兴起，为
学子们打开了另一片广阔天
地；自主招生的改革，让不同领
域的人才各展所长。“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的理念深入人
心，“一考定终身”的观念早已
被时代改写。但这并不意味着
高考的奋斗失去了意义，相反，
它教会我们的是：无论选择哪
条道路，奋斗永远是实现价值
的基石。田间地头，新农人用
知识振兴乡村；工厂车间，技术
能手以匠心打磨精品；科研一

线，青年学者凭创新突破瓶
颈。不同的赛道，同样的奋斗
姿态，共同勾勒出新时代的壮
美画卷。

当收卷铃声响起，笔与试
卷接触的沙沙声戛然而止，高
考落下帷幕，但奋斗的征程永
不停歇。走出考场的学子们，
带着在高考中收获的勇气与智
慧，即将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他们会在大学校园里汲取知识
的养分，在社会实践中锤炼过
硬的本领，在服务社会中实现
人生的价值。青春的赛道上，
没有终点，只有不断超越的目
标。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
因奋斗而升华。”高考这场奋斗
的盛宴，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成
功，不在于是否抵达理想的彼
岸，而在于奋斗过程中绽放的
光芒。愿每一位怀揣梦想的青
年，都能在高考的洗礼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奋斗方式，以青春
之名，赴时代之约，在人生的长
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高考，诠释了一种奋斗方式

书香留痕

本报讯 记者李凡 通讯员
陈利娟摄影报道 日前，宁波
力劲科技有限公司的职工培训
室里交织着两种特别的味道
——新书油墨的清香与长寿面
的咸香，20余名职工寿星围坐
一堂，一边过着生日会，一边与
书相遇。

“在机器轰鸣的车间之外，
能闻到这样的书香气，就像给
心灵也过了个生日。”机械工程
师郝师傅捧着书说道，“感谢公

司既让我们有口福，又给了我
们精神食粮，很开心。”

据了解，这场特殊的生日
会，也是潮甬领读·同心领读第
十五期读书会的特别现场。读
书会发起人表示，投身制造业
的产业工人不仅要脚踏实地扎
根成长，也要学会仰望星空追
寻精神家园，将生日会与读书
会进行有机结合，有利于让阅
读真正渗入产业工人的日常生
活。

书香与面香交织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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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书写的日子，即使苦，也甘甜

编者按
今天的主人公，一位是金牌大厨，一位是小餐馆经营者，他们的生活轨迹不同却共享一方精神天地——

阅读与写作。

在掂勺、记账的忙碌间隙，他们总将手伸向书本。这并非附庸风雅，而是于烟火日常中辟出的“心灵驿

站”。阅读抚慰辛劳，滋养想象，让精神得以小憩、远航；写作则沉淀思考，回响生活。他们的故事印证：书页

与笔尖筑起的驿站，无关身份，是每个奔波灵魂都能点亮的心灵灯火，让平凡日子焕发不凡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