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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胜地

今天，在街头巷尾林立着西饼屋，满眼
充斥着西式糕点、西式快餐的时候，中式传
统点心似乎成为了过时的东西。然而，在懂
得欣赏的人眼里，中式糕点自有其独特的视
觉与味觉之美，其中蕴含着厚重的中国传统
文化和古老精巧的技艺。让我们一起来探寻
中式甜点的魅力。

中式甜点由糖开始

中式糕点离不开糖的制作。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副教授敖堃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糖的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前后，那时已
经开始食用麦芽糖。最早的糖是用“剩饴”熬
制，也称为馓、饴。

春秋时期，人们已开始食用蜂蜜，最早
见于《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向周王进贡蜂
蜜。当时因为蜜的产量极少，所以蜂蜜是统
治阶级以及贵族的“特供”食物。

用糖或蜜制作点心，这是中国古代茶点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敖堃告诉记者，在西
式糕点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传统糕点都是
用米糖或者酥糖制作而成的。民间流行的糖
点有以下几种：

芝麻酥糖，南糖中的上品。用饴糖、白砂
糖和芝麻制成，酥、脆、香、不粘牙。另外一种
不带酥的芝麻糖，用米糖和白砂糖熬成糖
浆，放入芝麻搅拌均匀，摊开、微凉，然后切
成片。这是中国传统饮食中的顶级糕点，香
脆、可口。芝麻糖开始流行应该是在元代，最
典型的就是我们今天还在吃的孝感麻糖。

北方的豆酥糖，天津叫豆根儿糖，是用饴糖加上黄豆粉
制成，有大豆的香味。

麦芽糖，多为祭灶神的糖瓜。唐代以后，腊月二十三为
祭灶日，民间要给灶王爷供糖瓜，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事，
是对未来一年万事如意的祈盼。

花生糖，即花生蘸。花生炒熟浇上糖浆，搅拌均匀冷却。
另外，少数民族当中也颇流行糖点，例如满族人喜欢加

糖的蜜制食品，包括北京的果蜜子、蜂糕、蜜贡；蒙古族的很
多奶制品用糖调制等等，不一而足。

中式甜点形秀味美

在古代，糕点叫作“果子”，分为苏式、京式、广式三大派系。
京式甜点被称为宫廷风味，实际上，是大众中的精品进

入宫廷后变身为宫廷风味。特点是油多、味重、皮厚、馅少。
制作方法多是蒸炸煎烙，馅料基本为素，几乎没有肉馅。宫
廷糕点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外观好看。

早年在北京老北京人把糕点铺称为饽饽铺。“饽饽”一
词始于元代。元世祖定都北京（大都）后，市面上出现了以蒙
古饽饽为主的民族食品。经营这种食品的称为鞑子饽饽铺。
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又引进了南方糕点，经营这种糕
点的称为南果铺。清人入关后，又带来满洲饽饽，从此北京
形成了蒙、满、汉、回四个民族、三种类型的饽饽铺。

苏式甜点强调酥爽，以绿豆为主要馅料，面皮要薄、要
酥、要脆。苏式糕点重视外形和口感———形味俱佳。典型的
苏式糕点有茯苓糕、马蹄糕、花糕、云片糕等。

广式糕点馅料内容比较丰富，甜咸荤素各种食材都
可以做馅料，在制作工艺上有一些西点的技巧，口感比较
清爽。

总体来说，中式糕点的原料是以谷物、面粉为主，以油、
蛋、糖、果仁为辅，制作方法是包馅成型，口味香甜或咸。

在原料使用上，南北方有很大区别，北方用面粉，南方
普遍用大米粉，一般是用淀粉含量比较少的籼米。

中式糕点的原料中，豆类也很重要，常用的是黄豆、绿
豆、红豆。其中红豆加绿豆一般做馅，绿豆混合黄豆做豆糕
或豆酥糖。豆沙馅的制作方法为大众所熟知：用碱水煮豆，
过筛去皮、过滤轧干，最终做成豆沙。而豆沙好吃与否的关
键在于加油加糖炒制这一环节。

馅料有炒制、煮制和拌制，例如，加油加糖的豆沙馅、莲
蓉馅是炒制工艺，奶黄馅是煮制出来的，月饼中的五仁馅、
百果馅、玫瑰馅、火腿馅等是拌馅。

在油的使用上，中式糕点一般要用猪油，植物油用量也
比较大。

当令进食顺应天意

传统上，不少中式糕点讲究按照时令食用。敖堃告诉记
者，以苏式糕点为例，按照传统，流行于春天的酒酿饼，正月
初五上市，三月十二日落令。雪饼，正月十五上市，三月二十
日落令。大方糕，清明上市，端午落令。薄荷糕，三月十五上
市，六月底落令。绿豆糕在过去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吃，是三
月初上市，七月底落令。月饼是四月初上市，九月初十以后
就不能进食月饼了。菊花酥，四月初上市，八月二十落令。年
糕冬至后上市，腊月三十落令。

今天，随着西方饮食文化的进入，中国传统糕点茶食受
到了冲击，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西点的挑战，中式糕点也
在不断创新，变得更加精致细腻。更重要的是，由于浸润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式糕点不仅仅是一件食物，同时也传达
出艺术、意境与诗情画意。中式糕点的倾城之美，需要我们
用心去品味。

在繁忙的日常生活里，找一个悠闲的午后时光，为自己
沏一杯幽香的茶，摆一碟如花似玉的中式糕点，慢慢品味它
的悠长韵味。

美国黄石公园被称为“地球上最独一无二的
神奇乐园”，最负盛名的是它的地热景观。

据统计，在公园内约有 3000 多处热泉。在热
泉周边常常云雾缭绕，时有沸腾的水柱喷射而出，
壮观至极。一些间歇泉的水柱气势磅礴，像参天大
树，其直径从 1.5 米到 18 米不等，高度有 45 米至
90 米。巨大的地下压力可以使其持续数分钟，有的
可持续将近一个小时。

其最著名的热泉要属老忠实热泉、大棱镜热
泉和猛犸象热泉了。

老忠实喷泉不同于其他喷泉，它每隔约 90 分
钟喷出一次，每次历时约 4 分钟，喷发持续四五分
钟，水柱高 40 多米，从不间断。由于它的始终如
一，因而得名“老忠实”。

大棱镜温泉（又称大虹彩温泉），是世界第三
大温泉。它宽约 75 米至 91 米，49 米深，每分钟大
约涌出 2000 公升温度为 71℃左右的地下水。它的
美在于湖面颜色随季节而改变：春季，湖面从绿色

变为灿烂的橙红色，这是由于富含矿物质水体中
生活着的藻类和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它们体
内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比例随季节变换而改
变，于是水体就呈现出不同色彩。

猛犸象热泉是世界上已探明的最大碳酸
盐沉积热泉。其景观以石灰石台阶为主，也称
热台阶区，分为上台地和下台地；原有多个热
泉从山坡上一节一节地流下来，滋生了大量细
菌，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阶梯。但是在 2002 年
的一次地壳运动后，大部分热泉停止了活动，
导致大量微生物死亡，使猛犸象热泉失去了颜
色，死掉的细菌也变为灰白色的粉末，残留在
干枯的大台阶上。

在黄石湖中有一个特别要留意的热泉，英文
称为 Fishing Cone，相当有意思。黄石湖产鱼，以前
人们钓上鱼直接就在这个泉眼煮熟再拉上岸。现
在这样的 Cooking-on-the-hook 已被禁止。

（作者系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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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要去看看吗
姻本报记者 韩天琪

高力最终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轨迹上，尽
管他失去了公务员的职位，并且经历了回归后
的漫长适应期。现在的他与大城市中千千万万
的上班族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李沐泽在周游 40 多个国家、经历六七年
的漂泊之后，没有回到原来路透社的媒体工作
中，他成了一个职业旅行者。

在一场名为“带着灵魂去旅行”的分享会上，
李沐泽坦言，要想辞职去旅行，就必须要做好与自
己现有生活轨迹完全割裂的准备。“你作出走出去

的决定，很有可能无法再回来。”李沐泽说。
这正是他不想劝人一窝蜂辞职旅行的原

因。“辞职旅行的代价很大，你要想好，从来没有
绝对的自由，你不能把旅行当成解决你人生问
题的出口。当你在外放逐，你的同学和朋友们在
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熬着，他必然会比你累积更
多东西，他们加薪、升职、买车、买房，你一次次
与生活闹翻，暴烈出走，转了大半个地球，带了
一身尘土回来，可能什么都没有，谁也没有能力
既远走他乡，又安居此地。”李沐泽说。

现在的李沐泽没有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中，他成了一名职业旅行者，以此作为保障自己
生活和旅行的方式。他在旅途当中结识的很多
朋友也和他一样，无法再融入主流社会。

“我认识的很多人在辞职旅行之前都有很
体面的工作和收入，而当他经过一番游历，却怎
么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去了。有的人
在洱海边开了一家青年旅社，有的人打好行囊，
看着空空荡荡的房子失声痛哭。”李沐泽说，“自
由，真的是需要代价的。”

出去了，还能回来吗？

前不久，一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看看”的辞职信引爆了“辞职去旅行”的
话题。面对年轻人山呼海啸般的“看世
界”冲动，一位过来人这样说：许多人都
告诉你怎么出去，却没有人告诉你怎么
回来！

选择远方风雨兼程

2009 年大学毕业后，已经考上南
方某市公务员的高力放弃了这份在外
人看来十分体面的工作，开始了自己
计划已久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间隔年”
旅行。他花了 293 天从北京到达了伦
敦，一路上途经 14 个国家，使用了 7
种交通工具。

“当我终于站在泰晤士河边，回想
这 200 多天的行程时，我开始明白这不
仅仅是一场旅行。”高力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正如美国一个名为“过渡计划中
心”的间隔年问题咨询组织顾问杰森·
萨罗汉所言：“间隔时间意味着让你的
大脑恢复生气———以免紧张的课程烧
坏你的脑袋。”

周围很多毕业即开始工作的朋友
很羡慕高力的“间隔年”经历，但他坦
言，这也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出发前，旅行的花费是他面临的
第一个压力。由于父母对他的“间隔年”
计划并不十分支持，对于尚无经济来源
的他来说这无疑将是一场艰苦的旅行。

带着大学期间积攒的不到 2 万元
钱，高力上路了。“一开始支出计划就很
紧张，我都是一点一点计算着花钱，能
不花钱就不花，比如选择最便宜的交通
方式、带着干粮上路缩减吃饭的花费、
住青旅等等吧。”高力说。

但与经济上的拮据相比，精神上的
寂寞更令人恐惧。“在路上的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人，或者能碰上一些同行者，
但你们也只能相伴一段距离。”在高力
看来，长时间远离自己熟悉的社会和人
群是比经济压力更大的挑战。

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将近一年
的“间隔年”旅行结束，他回到朝九晚五
的上班状态时，这种生活已经让他无法
适应。

“在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状态
下，应届毕业生有着不错的优势，但选
择‘间隔年’有可能在就业中失去优
势。”高力说，“尽管很多人认为‘间隔
年’可以帮助年轻人发现兴趣、提高能
力，最终通过探索世界来认识自己。但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东西太多了，
值不值自己应该充分考虑。”

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教授王兴斌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社
会上盛行的“间隔年”和“辞职去旅行”现象与中
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有关。

“我们目前所处的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
开放和多元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多人希
望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王兴斌说道。

30 多年以前，个体的命运掌握在组织手
里。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社会规则被打破，很多
人都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但很长一段时
间中，人们还是为了生活而奔波。“在经济欠发
达的年代，生活和生存是第一位的，要生存就要
找工作。”王兴斌认为，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另
一个阶段，“生活已经无忧无虑了，对一部分人
来说，生存已经不是最紧迫的问题了，追求自由

成为他们的价值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年
轻人选择暂时放弃工作，或者不急于毕业即工
作，而是想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走向外面的大世
界。我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

王兴斌强调，勇敢走出去的年轻人具有一
个最可贵的品质：敢于冲破一切成规、一切社会
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创新精神的起
点。“我认为社会应该鼓励这些年轻人，甚至给
予这些年轻人一定的帮助。比如有条件的企业
家可以成立一些基金提供条件。未来的创造、发
明、企业家、思想家很可能就从这群人中诞生。”

在期待社会宽容和支持的同时，王兴斌也
提醒每个想要“走出去”的年轻人理性慎重选
择。“间隔年”的迷人之处和危险之处就是，它给

你一段五光十色的特别经历，回来之后，你可能
得到了满足和修复，也可能还是回到出发前的
原点，甚至可能找不到新生活也回不到旧生活。

“‘间隔年’和‘辞职去旅行’是有风险的事
情，丢掉了原来的工作，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当
你漂荡几年之后，可能对旧生活已经不习惯
了。”王兴斌说道。

对于即将踏上“间隔年”行程的年轻人来
说，作好出发前的准备、有一颗清醒而理智的头
脑、摆正心态、实现更好的回归才是最重要的。

王兴斌相信，只要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社会
更加包容和多元，个体更加理性和谨慎，选择

“间隔年”和“辞职去旅行”的群体就会发展起
来，一些有志有为，有理想，有抱负，有个性的年
轻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于即将踏
上“间隔年”行程
的年轻人来说，作
好出发前的准备、
有一颗清醒而理
智的头脑、摆正心
态、实现更好的回
归才是最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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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黄石公园
姻于立民

①热泉喷涌

②猛犸象热泉

③大棱镜热泉

④喷发的老忠实热泉

⑤黄石湖 Fishing Cone

于立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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