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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端午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佳节之一，今年
端午由于日本还没有放暑假，我没有回国
和家人、朋友团聚。不过，过节的仪式感
不能少，我和朋友们相约要用自己的方式
一起庆祝。

这天一大早，我便戴上了自己编织的
五彩绳，给书包绑上端午香囊。课堂中，
许多日本同学向我的五彩绳和香囊投来好
奇的目光，我向他们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
和文化传统，并向他们推荐了粽子这一中
国传统美食，大家听完后好奇心不小，纷
纷追问。

放学后，我和朋友们齐聚在家中厨
房，准备一起包粽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过节的兴奋。从东京的华人超市中，
我们买到了所需食材：糯米、猪肉、红
豆、大枣、粽叶。虽说也可以很方便地购
买到现成粽子，但这和自己包的意义可不
一样。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包粽子，
跟着互联网学习实操方法，忙得不亦乐

乎。由于是头一回尝试，包出来的品相不
是那么完美，有的粽子不太严实，已经能
预料到煮的过程中会散开，但这并没有降
低我们的热情，在动手的过程中，大家有
说有笑，不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也
加深了彼此的友谊。除了包粽子外，几名
同学大展身手，烹饪了自己家乡的独特美
食，大家心怀期待，想尝尝祖国各地不同
的风味。

终于到了开饭的时候，吃到自己包的
粽子，心里十分满足。味道如何已经不重
要了，重要的是虽身处异乡，但仿佛回到
祖 国 ， 感 受 到 了 那 熟 悉 、 热 闹 的 节 日
氛围。

这次聚餐，我深深体会到了身在海外
对家乡、祖国的情感。我们不仅在庆祝端
午节，更在传承我们的文化，每一颗粽子
都寄托了我们对家乡的怀念，每一道佳肴
都饱含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在海外动手包粽子、品尝家乡味道，
我们未感孤独，而是与祖国更加紧密地联
系在了一起。我们追寻着家乡的味道，传

承祖国的文化，这是我们的牵挂、依靠和
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
部国际关系专业学生）

在西班牙马德里学习多年，
我的“中国胃”始终不变。马德
里中餐多种多样，川、鲁、粤、
淮扬菜，满足各位食客的味蕾。
但我刚来这里时，没有找到地道
京菜，于是我把生炭铜锅儿带到
了西班牙。

“冬月大雪瑟瑟风，铜锅炭火
百味融。欢颜笑谈围炉聚，推杯
换盏又一盅。”还记得那是2017年
的冬天，大雪节气，马德里阴冷
多雨，我们三两好友聚在一起，
大家都无比怀念老北京铜锅儿，
但无奈没有炊具，被迫用电磁炉
涮了个火锅，抚慰留学生的思乡
之情。

吃铜锅儿涮肉成了我心里一
个愿望。第二年，我背了一个可
以点炭的老北京铜锅儿回了西班
牙。我特意从当地的肉店买了鲜
肉，苦练手切肉的本领，力图在
不懈努力下，切出“薄如纸、形
如帕、入口化”的肉片。那时的
货运没有如今便利，芝麻酱、酱
豆腐、韭菜花等各色调味料都得
让身边的朋友去凑。大家为了吃
一顿老北京铜锅儿煞费苦心，有
人向西班牙邻居寻求木炭，有人
提前去定大白菜，有人甚至在家
熬豆浆做豆腐……最后，来自五
湖四海的原材料汇聚成了一桌丰
盛美食，实属不易！最后，大家
一致决定把“大雪”这个节气作
为我们在西班牙的“聚友节”，纪
念在这里生活、学习、一起奋斗
过的时光。

时至今日，每每大雪节气，
我 的 家 中 就 有 朋 友 坐 得 满 满 当
当，当年的一口铜锅儿变成了两
口：清真锅儿和四川锅儿，满足

南北口味。朋友越聚越多，“青山
不改长流水，围炉夜语醉新丰。”
新朋友不断加入，这个由我们创
造的节日影响力更广了，新加入
的小伙伴总会说：“到了这儿，就
是过年了。”

如今食材购买也变得更加便
利了，但大家永远都忘不了团聚
的那份感动和真诚。“聚是一团
火，散作满天星。”庆祝节日的朋
友们各奔东西散开在不同角落，
然而每当大雪节气来临，来自天
南地北的视频连线总能让人感受
到那份“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相
互理解与支持。

如今在马德里，可以品尝到
地道的北京烤鸭、四川血旺、广
东 烧 鹅 …… 这 一 切 就 像 符 号 一
样，唤醒“中国胃”的同时，也
温暖着中国心。

（作者系西班牙卡米亚斯大主
教大学法学博士生）

我在俄罗斯莫斯科读书，离家乡河
南信阳有万里之遥。还记得初到这个陌
生国度的我，每天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生
活方式和学习环境，不知不觉已过去 3
年多。我时常想起家乡的美味佳肴：芽
叶翠绿的毛尖茶汤，烟火气十足的西关

热干面老店，还有爸爸做的啤酒鸭、红
烧肉……

豫菜一般讲究五味调和，对于酸甜
咸辣不偏不倚，但信阳菜明显有别于其
他豫菜，主要以咸香、微辣为主，菜色
也微重。

俄餐和中餐在食用感受上差别很
大。俄罗斯冬天寒冷，人们需要补充能
量，所以传统菜肴的油量较大。俄罗斯
地域广，各地特产和饮食习惯不同，烹
调多采用炸、烤、烩、焖、煎等方法。
热菜品有烤肉串、蘑菇汤、酸红白菜
汤、炸土豆等；冷盘有红黑鱼子、火
腿、红鱼、咸鱼、酸黄瓜等食物拼盘。
菜品冷食多、重油，对拥有“中国胃”
的我来说不容易适应。

初到莫斯科时，有一天下起了鹅毛
大雪，我踩着 2厘米厚的积雪，和好友
相约去一家中餐馆换换口味。当时，我
在菜单上看到了 2个熟悉的菜名：红焖
羊排、糯米八宝饭。这是豫菜的传统
菜，一道鲜辣咸香，醇厚的羊肉加上甘
甜的胡萝卜，让人直呼过瘾；一道甜而
不腻，软糯清香的糯米搭配八宝果仁，
让人回味无穷。光想想就很期待，我立

刻点单，希望尝到家乡的味道。
然而，菜品被端上餐桌后，我感到

了失落。味道和我记忆中的相差甚远，
刹那间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涌上心头。
好在莫斯科有中国超市，我打住了失落
情绪打算自己动手。

在超市，我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中式
调料，例如四川的豆瓣酱、火锅底料
等。我买了鲜羊排和各种香料，准备做
一道红焖羊排。

回到家，我按照菜谱步步推进。首
先把鲜羊排剁块，炒酱料、炒制羊排不
焯，倒入整瓶啤酒，淹没羊排再盖上盖
焖制……整个过程虽然花费了不少时
间，但我却感到了做饭的乐趣。幸运的
是，下厨过程颇为顺利，出锅的红焖羊
排和我印象中的家乡菜一样。尝到自己
做的羊排时，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满足。
那种独特的咸香美味，让我仿佛回到了
家乡，回到了与亲人并坐的餐桌上。

美食是情感的纽带，也是记忆的延
续。无论身在何处，我的心始终与家
人、家乡紧密相连。

（作者系俄罗斯莫斯科理工大学经
济系学生）

巴黎和成都，这两座城市其
实有几分相似。我出生于成都，
后来又在北方生活数年，初到巴
黎时竟感到几分亲切：巴黎随处
可见的咖啡馆让我想起老成都遍
布大街小巷的茶馆；巴黎人点杯
咖啡、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漫谈的
场景让我怀念成都的闲适安逸。

对故乡的思念也折射在饮食

上。巴黎有许多川菜馆子，其中
不乏味道不错的店铺，但外婆和
妈妈烹饪的家常菜是我记忆里最
纯正的巴蜀味道。在家时我只知

“饭来张口”，而留学生活逐渐让
我变成了一个烹饪爱好者，为了
复刻川菜，我开始“锤炼”厨艺。

地 道 调 料 是 川 菜 制 胜 的 法
宝。每次我从成都回巴黎时，都
会在行李箱里塞满各种各样的川
菜调料，比如妈妈亲手制作的红
油豆瓣、红花椒、青花椒以及四
川特有的二荆条辣椒。豆瓣用来
制作各类烧菜，红花椒用来炒菜
或磨成粉后凉拌，青花椒用来做
麻油、各种麻味菜肴。

“熟油辣子”是川菜的灵魂，
我 通 常 在 空 闲 时 制 作 。 首 先 将
葱、姜、八角和草果在菜籽油中
炸至焦黄然后捞出扔掉，然后将
稍微冷却一点的热油倒进用二荆
条磨成的辣椒粉中，最后加入提
前焙香的芝麻，密封好静置一夜
后装罐保存。“熟油辣子”使制作

的菜肴色泽红亮，散发辣而不燥
的香气，事实上菜品吃起来不会
很辣。

平 时 晚 上 回 家 ， 我 就 用 这
“熟油辣子”加上酱油、醋、葱、
蒜给自己做一份简单又美味的红
油素面。如果时间充裕，我还会
尝试红油拌鸡丝、拌千层肚。在
家做饭经济实惠，用几欧元就可

以做出餐馆十几欧元的菜肴。更
重要的是，我可以还原心中最熟
悉的巴蜀味道。

做饭不仅能满足自己的口腹
之欲，还可以在逢年过节时招待
朋友。尤其在过年时，许多中国
留学生在巴黎，虽不能与家人团
圆，但大家的节日仪式感完全不
输国内。我会按照当年外婆的做
法做一道川味红烧牛肉，提前一
晚将牛腩肉切块腌制，第二天用
妈妈亲手制作的豆瓣搭配酱油、
各种香料，小火慢炖直至软烂，
最后加入白萝卜一起煮熟，出锅
时香气扑鼻。过年那天，我从早
上起床后就待在厨房，小伙伴们
陆续来我家后搭把手，完成其他
炒菜、拌菜和汤菜，然后我们一
起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到了下
午我们又开始包饺子。大年三十
这样过，即使身处异国他乡，也
不会觉得孤单。

（作者系法国巴黎西岱大学社
会学系博士生）

到达美国密歇根州一段时间后，墨西
哥卷饼和校园食堂已经不能满足我对美食
的追求了。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去见识传
闻中的“熊猫快餐”。它是美国的中式快
餐连锁餐厅，主要开在大型购物中心、超
市和商业街中。到店后，隔着食品玻璃
柜，我看见套餐有如下选项：炒饭、炒
面，主食选其一；橙子鸡、蜂蜜芝麻鸡、
北京牛肉、西蓝花牛肉，菜选其二。美式
中餐都类似，肉多是糖醋脆炸和黑胡椒小
炒这两种烹制方式，跟常见的蔬菜洋葱、
菜椒、西蓝花，两两组合一下，可以搭配
出十几种菜式。

全球华人多，中餐的名气大，其实在
国外也能常吃到，除了去中餐馆，还可以
自己动手做。美国的蔬菜种类较少，常见
的菠菜与罗马生菜轮换着吃。有一次，我
终于去到了当地中国超市，新鲜的蒲瓜堆
满整张货台，胖茄子码成一摞，细茄子铺
展开来，这景象已让人对美味佳肴浮想联
翩。我所在的公寓厨房设施不适合煎炒，

但可以做一份白灼豌豆清炖肉。等盐粒消
融，点几滴酱油，撒两颗米椒，汤面上热
气腾腾、油花缱绻，在大雪天都能吃出一
身汗，给功课满满的日子加些调味料。

后来我与朋友们结伴到西海岸去旅
游，到旧金山时恰巧住在华人街区，中餐
馆比比皆是。我把电子地图放大看，生怕
缩放间错过任何宝藏店铺，哪怕是奶
茶店。

尽管没到饭点，但我们冲进了一家东
北菜馆。光看菜单就感觉很正宗，想把菜
品全都点一遍。我摁住馋虫，故作镇定地
问大家是吃饺子还是炒菜，四人目光还没
有接上，声音已经对齐：“都要！”等后厨
一阵乒乓响过，滑溜溜的三满盘饺子上了
桌，瓷盘温热，大家心急手抖还好稳住了
拿筷基本功，三两口连皮带馅下肚，接着
服务员又端上脆皮辣子鸡和酱炖地三鲜，
小四人位的桌子摆得满满当当，撤走吃空
的白盘才上得了新菜，紧接着新菜又变成
白盘。在异国他乡吃到如此地道中餐，实

在是难忘体验。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

士研究生，公派留学至美国密歇根大学安
娜堡分校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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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北京铜锅
背到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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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在异国他乡生
活，最怀念的还是中餐
味道。

有的同学自己动手，
逛中国超市、搜菜谱，复刻
美味佳肴；有的同学探索
当地，和三五好友一起打
卡中餐馆，满足“中国胃”。

几名在不同国家的留
学 生 讲 述 他 们 的 美 食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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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涵星在日本留学时和同学一起聚会做中餐。
▶在西班牙留学的段炼把铜锅带去当地，和朋友一起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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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桐留学期间经常做饭，他还
会做包子。

作者在旧金山吃到的地道中餐。
作者 （右一） 和同在西班牙的

中国留学生聚餐。
作者 （右一） 和同在西班牙的

中国留学生聚餐。

作者留学时经常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做饭、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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