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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螃蟹宴。澳门作为东西
方文化最早发生碰撞的华人城市，
其螃蟹的吃法，也反映出这座城市

“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文化特
质。

位于澳门半岛的福隆新街，是
澳门最古老的街道。而坐落在这
里的佛笑楼餐厅，是澳门最古老
的餐厅。在这家始创于 1903 年的
百年老店里，记者见识了“一只
螃蟹”在中式与葡式两种菜系中
的经典吃法。

据餐厅的第四代传人、经理黄
庆添介绍，澳门人有着吃蟹的悠久
传统，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和
中西文化碰撞之地，澳门的蟹宴为
迎合南来北往、穿梭东西的各色人
等，形成了品类繁多的各式味道。

“中式”做法中，典型菜品有水蟹粥
等，水蟹粥借鉴了粤菜的煲粥手
法，将蟹汁溶于白粥之中，蟹之鲜
香灌满唇齿。

以葡餐立店的佛笑楼，人气最
高的蟹餐是葡式做法的焗酿蟹盖
和咖喱炒蟹。据说，这两道菜在
餐馆创立之初就已写入菜单，百
余年来受到代代食客的厚爱。由
于配方保密，我们无法进入厨房
拍摄两道菜的制作过程。不过黄
庆添向记者透露了两道秘制大菜
的“关键环节”。

“首先要选对了螃蟹”，黄庆添

说 ， 所 有 在 佛 笑 楼
“出场”的螃蟹，均为来自珠江

入海口之处的青蟹。这种螃蟹有海
蟹健硕、丰腴的优点，却没有其咸
腥的缺点，而且兼有河蟹微甜、细
腻的口感。每年农历八九月份，休
渔期刚刚结束，温暖的海水温度让
青蟹达到了最佳的身体状态，此时
食之适逢其时。

“其次是要新鲜，所有的螃蟹在
入锅之前必须是活蹦乱跳的，不要
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黄庆添说。在
佛笑楼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叫即
做，人等蟹，蟹不等人。所来食
客，需头一天点单，告知你要吃哪
道菜、吃几只蟹，掌柜按需进蟹，
绝不多入。

佛笑楼的历史贯穿了中国百年
的沧桑沉浮，见证了澳门从没落边
城走向繁华都市的蜕变过程。

店里的老伙计荣叔每天十分乐
得教“自己同胞”使用蟹夹将完整
的螃蟹肉“请出来”。在他看来，吃
螃蟹是门技术，得学。

百年老店，不仅一如既往地
“用心”留住了老滋味、老顾客，也
留住了老伙计。85岁的荣叔，在店
里已经工作了70多年，至今仍然坚
持上班。他和年轻的服务生一样身
着利索的白色制服，连风紧扣都一
丝不苟地系好。他上菜的动作轻
巧、敏捷；如果客人不问便静静站
立一旁，从不多说一句；他对菜单

上每一道菜的名字和配料如数家
珍；他记得他的老顾客的口味和偏
好……

记者问：“你为什么工作了 70
年还离不开这里？”这位耄耋老人略
带羞涩地说，没有工作我不行。而
黄庆添则认真地对记
者说，没有荣叔，店
里不行。

台湾自去年下半年起油就没
消停，先是名牌大厂的大统假油

“橄榄油里没橄榄，花生油里没花
生”；今年中秋前夕又爆出名牌大厂
强 冠 生 产 的 猪 油 是 “ 馊 水 （泔
水） ”油；进入 10 月，大集团顶新
旗下的猪油、牛油又“现形”为饲料
油，劣油风暴扫过全台，除了夜市、
小吃店外，百年字号、名牌美食几乎
全“被馊”，“原来我们一直吃猪剩下
的”，当饲料油被用在方便面、面包、
牛排的消息天天爆出，一位台北人气到
自嘲。

但劣油风暴中也有咸鱼翻身一夕走红
的，其一便是久受冷落的猪板油，市场价
格一路走高，家庭主妇重拾妈妈辈的生活
方式：自炼猪油。小家庭榨不了植物油，
先炼点猪油炒菜图个心安。

不仅小家庭，就连星级酒店也纷纷打出
“自制猪油”的招牌。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
店和台南大亿丽致酒店都表明酒店的猪油是
饭店师傅自己炼的，请顾客放心食用餐点。

“我们用自炸猪油”，这几乎成了饭店抢客的法
宝，现在台湾餐饮已进入春节尾牙宴的推销阶
段，不少饭店在开出红烧鱼翅羹、清蒸树子石
斑鱼、一品水晶鸡等菜单时，都注明是“自炸
猪油”。

但自炸猪油也不是万灵丹，通常猪板油最多
只炸到七分，如果为了多炸些油过度炼，猪油味
道就不对。而且自炸猪油易坏、不耐放，冷藏也
要一个月内用完。再加上猪板油涨价，食品成本提
高，企业要么涨价，要么停售某些大量用油产品，
台湾食品餐饮业面临考验。有餐饮业者悲观地说：

“至少现在还有猪油可用，但如果有一天猪也出问题
呢？ 我们要自己养猪吗？”

除了猪板油，走红的还有番石榴，因为网上有
文章说多吃番石榴有助于排毒，结果自认吃下不少
劣质油的老百姓开始狂吃番石榴，台北批发市场的
番石榴已从每公斤 32 元 （新台币，下同） 涨到 52
元。原本入秋后就少有人问津的番石榴大卖，果汁
店也跟着沾光，原本喝咖啡喝茶的，不少人都改买
番石榴汁，果汁店经常卖到断货。这倒也不是消费
者盲目，有医生表示，酸败的油品有氧化作用，食
用后就要多喝水帮助代谢，多摄取番石榴、奇异
果、柠檬、柑橘类等维生素 C 较高的水果，确实有
抗氧化功能，能帮助体内排毒。

现在，台湾已有 235 家食品企业被劣油污染，
已有11个地区和国家禁止进口台湾部分食品，其

中包括大陆、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
坡、日本、菲律宾、智利、荷兰、越南、新

西兰等，台湾经济部门预估到年底食品外销
将损失约22亿元。

“精品”高粱有假

台湾连续几年在大陆各省市巡回举办精品展
售会，有大陆消费者在近日于山东举办的展售会
上买到“金门建县 90 周年”家户配售酒和“就
职纪念国宴酒”后，感觉味道不对，便向展售会
主办方台湾“外贸协会”投诉。主办方将酒寄到
金门酒厂检验，被鉴定为假酒。寻此线索，金门
县警方在高雄找到造假的生物科技公司，在现场
查获已经灌装的高粱酒。已经灌装的高粱酒瓶
盖、卷标、酒瓶几乎都能乱真，疑似收购真酒酒
瓶灌假酒。制售假酒者将可依违反商标法及诈欺

罪被起诉。

“良心”撑不住了

台北市区“立法院”办公大楼附近一条巷子
里的早餐店，因为客户都是办公大楼里的熟客，
老板曾经放置收钱、找零盒子，让客人自投餐
费。老板准备了一个长圆筒和三个塑料盒，让顾
客分别放 100 元纸钞及 50 元、10 元、5元等硬币，
客人用完餐自己付费找零，付钱时还会“唱付”
一般跟老板喊一声付了多少。这家店因此被称为

“良心早餐店”。
但是，近日这家店却悄悄收起了付费盒，因

为“良心”的默契慢慢丧失了。老板娘无奈表
示，几个月来，每天清点零钱盒都会发现无处兑
换的外国硬币，甚至还有小铁片，50 元的硬币会
被顺手牵羊，还有人投 1000 元的假钞后把零钱都
找走，让小本生意一天都白干了。老板也表示中
断多年对顾客的信任自己也不习惯，但每天算钱
时发现又有人少付心情很坏，“希望这不要变成社
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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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里的

文化人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文化的空间不仅仅是校园、舞台、美术馆，祖
母的手工、身边的山海、传统的生活方式里都深藏
着文化的血脉，尤其对于被工业文明压迫的乡村来
说，要想重获生机，新大楼不如旧文化。

台湾几年来一直在推行“乡村活化”，重塑乡村
文化是其中重要一环。台东，都兰部落，不仅是台
湾的乡村，也是台东的乡村，山脚下，海之滨，青
山悠悠，海水连天，是阿美人的家园，世代在此狩
猎捕鱼，歌舞欢庆。记者今年 9月底来到都兰部落，
却 是 街 巷 空 寂 ， 唯 有 阳 光 热
烈、涛声喧响，城市对年轻人
的磁吸效应早已抵达部落。在
台东生活美学馆许嘉绮小姐的
带领下走入废弃的都兰糖厂，
从台北返回部落的希巨·苏飞以
每月1万元新台币租下此地作为
自己的木雕工作室，他的作品
无论抽象或实用的日用品，都
粗犷厚重。记者指着一张由原
木、麻绳、竹子制作的有弧度
的大床问：“这样的床在现代生
活中方便使用吗？”希巨·苏飞
说：“这是过去部落家家都有
的，面对大海放在屋檐下，晚
上躺在上面聊天。”“现在呢？
部落里买你的床吗？”“不买，
现在都用塑胶的
了。”我看着不
菲 的 定 价 说 ：

“也买不起吧？”
希巨·苏飞平静
地答：“是，部
落 里 的 人 买 不
起，买塑胶的更
便宜。都是一些
做 工 程 的 朋 友

买。”“那你如何看待部落的用品现在部落人反而不
用了呢？”答：“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啊。”

日用品更新换代的确是“没办法”的事，但如
果隐身其中的手艺失传便是文化的断裂。与山林为
伴的台湾原住民，木雕是他们祖辈传承的谋生本
领，触手可得的木、竹、麻和海里的漂流木，经由
他们的手变成床、桌、凳、门、窗等，而且雕上图
腾或鱼鸟花草，是部落的标记也是爱美天性的释
放，这些过去寻常的用品，凝聚着传统的生活方

式，其雕刻图案也
凝 聚 着 部 落 的 传
说 、 历 史 、 审 美 。
希巨·苏飞说：“我
的作品就是和老人
们喝酒聊天时，听
老人们讲‘很久以
前’，脑子里就有了
形象。”

虽 然 部 落 的 年
轻人都成了都市生
活的追赶者，部落
的屋檐下摆放的也
是塑胶桌椅，但好
在还有希巨·苏飞的
这 个 木 雕 工 作 室 ，
收藏着部落原有的
色 彩 、 符 号 、 生
活，成为联接过去
与现在的一环，令
人有一个点可以追
溯 昨 日 ， 思 考 未
来。希巨·苏飞当初
从台北回到都兰部
落 时 ， 到 处 拣 木
头，家人骂他“不
赚钱”，他说：“我

还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一生能留下来的事
情。”除了传承部落文化，希巨·苏飞还令部落里消
失的一群人重回同胞视线，他们就是台籍老兵。当
他在部落里遇到大陆口音的老人时，非常惊奇，从
他们的口中才得知，国民党当初从部落征兵到大陆
打仗，把山海之间的阿美青年投入内战战场，其中
幸存下来的人大多数留在大陆，也有的回到家乡都
兰，却难再融入自己的家族部落。希巨·苏飞把这些
人的故事告诉一位纪录片导演，并和导演一起到大
陆追踪台籍老兵的命运，拍成纪录片 《路有多长》，
为这群被社会遗忘的人传出声音。

相较于在台北的建筑工地赚钱，回到都兰部落
的希巨·苏飞建立起更有意义的生活，他做木雕，参
展，歌唱，组建剧团，将沉寂的部落文化一点点发
挥出来，成为部落里的文化人。虽然他赤脚、黝
黑、寡言、嚼着槟榔，不符合一般文化人的样貌，
但作为部落的子孙，他却是这片土地上文化最好的
传承人，那些文化不是他学习来的，而是伴随着他
的成长，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他对文化的推广
不需教室、不用宣传，他生活在部落里，用部落原
生的手艺赚钱，吸引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大陆人来探
访，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播。

一块粗砺的原木，被希巨·苏飞雕了一群扭曲挣
扎的面孔，其上是一双巨大的翅膀，“在我们的传说
里，翅膀会带着死在异乡的灵魂返回家乡”，希巨·
苏飞说。这是他献给被抓往大陆的同族长辈们的作
品。

希巨·苏飞在工
作室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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