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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酱火烧、螺丝转儿、一品酥、松肉、炸糕、
奶酪、豌豆黄、麻团、翡翠豆腐……光看着这些
名字，就让人不禁咽口水，谁要是全都做得出
来，那可是不简单的小吃专家了。目前在北京西
城职业技术学校任教北京小吃课程的杜振扬，
不仅会做以上提到的各种小吃，光数他要教授
的小吃种类就有 120 种，据说他本人会做 170
种以上的北京特色小吃。

杜振扬的小吃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术学校内，是为待业人
员免费开办的公益性培训。这个小吃班开办于
2011年 3月，到现在已经有 600多位学员拿到
了结业证，去年就有学员开起了自己的小吃店，
听说生意还挺不错。班主任卢媛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谈起班里学员的业绩，语调很是轻松愉
快。
“1斤面，7两水，10克盐，一年四季用温水

……”一位女学员一边和面，一边念叨，好像对
面团施咒语一样记念着原料的搭配。
“这是刘海瑛女士，前段时间刚做完一个手

术，恢复了一个月就来上课了。她现在正和门钉
肉饼的面呢。”杜振扬边介绍着学员，不时回答
旁边人对配料的疑问。他直呼学员们为先生、女
士，处处透着温和、恭谦的劲头。

小吃背后的故事

“咱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大都有历史故事，这
就是传统文化，您要是一边尝着小吃，一边咂摸
这里头的故事，哎，有趣儿着呢！”关于小吃的故
事，杜振扬津津乐道。
螺丝转儿是以前的胡同里烧饼铺子卖的一

种小吃，把面和作料揉在一起，拧成螺丝样儿，
放在吊炉里烤熟。卖剩下的就都处理给大酒缸，
什么是大酒缸？就是社会下层人买酒的小铺子，
在大酒缸上加个盖子当桌面，客人围着酒缸喝
酒吃小菜。因为大多数大酒缸不动火，就备些现
成的酒菜。螺丝转儿烤硬了，既是嘎嘣脆的酒
菜，也是粮食，很受欢迎，它在老北京人里有了
个昵称叫“干蹦儿”，很便宜。这种地方只有骆驼
祥子和小福子她爸这样的人光顾，光喝酒不行
啊，需要点零嘴儿下酒，这种人不可能到小酒馆
里坐下点个小菜，就买个烧饼啥的就着。这么着
大酒缸里的螺丝转儿就在穷人里头流行开啦。
像祁瑞宣这样穿长袍的人是不会在大酒缸吃螺
丝转儿的。
杜振扬不仅讲小吃的历史，还拿老舍作品

中的人物举例，对号入座，妙趣横生。
肉末烧饼又叫圆梦烧饼，传说慈禧太后有

一天打盹儿，梦见一种夹肉面饼，尝了口齿生
香，就命后厨做出来，御膳房的师傅们就研制出
了一种中空的烧饼，塞上肉，慈禧太后一尝，果
然跟梦见的味道一样，赐名圆梦烧饼。

至于传说的真实程度已经无从考证，不论
怎样，它们都给流传到现在仍然受到食客追捧
的小吃增添了魅力。

捂着技术不传人，那是封建

杜振扬生长于小吃世家，他的姥姥、姥爷就
做得一手传统的北京小吃，品种花样繁多。从小
热爱小吃文化的杜振扬，不满足于习得的小吃
手艺，大学毕业后曾到各家有名的小吃门店打
工，不计报酬，偷学手艺。
做小吃和其他技艺一样，很多师傅是不传

外人的，即使收了徒弟，到关键步骤还得留一
手。杜振扬只能用巧法量出师傅们的配料用量：
自己早点进店里为师傅们称好小吃配料，下班
了再称一下剩下的重量，这样用多少盐、糖就心
中有数，做出来的小吃和大师傅们的分毫不差
了。

杜振扬深知偷师的辛苦与不易，在他的培
训班上，所有的配料，精确到克，他都一五一十
地讲授给大家。学员们边动手操作，杜振扬边讲
述小吃的来历。

“杜老师把所有的原材料配比毫无保留地
告诉我们，需要注意的油温、火候还反复强调，
非常耐心细致。”一位学员对记者说。
孔子之所以流芳百世，被大家纪念，因为他

著书立说，留下了灿烂的儒家文化。金庸武侠小
说里很多大侠的独门武功，都在其死后被一个
人意外拾得，如果这秘籍没被发现呢？谁会记得
有一位武功高强的侠客存在？
如果我们的小吃制作手艺还停留在不传外

人、固步自封的阶段，那恐怕以后很多小吃要绝
迹了，只有把手艺传给大家，会做的人越多，这
门技术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杜振扬毫不掩饰
对小吃未来的担忧，身体力行地推广这门技术，
期盼着小吃文化别在现代人手里消失。

做精做细，小吃上得了大台面

杜振扬的小吃班里，操作台上摆着两台秤，
一台称面粉、水等重量级原材料的普通电子秤，
一台称盐、花椒等小份量原料的小号电子秤。每
一种小吃制作前，杜振扬都把精确的配料克数
告诉大家，学员们按图索骥，想做出不正宗的小

吃口味都难。
杜振扬解释说，原来师傅带徒弟都告诉他，

这个一把，那个一撮。徒弟做出来的和师傅做出
来的味道就是两码事儿，手的大小不一样，做的
过程随意性也太大。他教学员们都得严格称重
配料后再下手，这样才能保证味道的统一，人们
才能认这种食物的味道。要想把小吃做大了打
出名号，不先做精做细是不行的。
作家陈援在谈到杜振扬时，表达了对他的

敬佩：“凭着杜振扬的手艺，自个儿开家店，生意
肯定不差，但是他情愿待在这培训班里为大家
讲解小吃做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做它，
不能让以后的人吃不上这么多的小吃。杜振扬
对食文化负责的态度就很值得社会的关注。”
陈援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出了北京的

特色饮食体现出的包容和厚德：蒙古地区的涮
羊肉，广州的炸糕，四川的凉粉……传入北京后
都统统被接受为当地美食，涮羊肉、奶油炸糕、
萨其马都已经成为北京名吃，人们也认可了这
些作为北京的特色饮食。对饮食文化的了解过
程，就是对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厚重品行的体
会过程。

2012年的全国高考最后一科交卷铃声已经响过，全国
大部分地区也已考完全部科目。恭喜又一届的同学们跨过
高考这道坎儿。从考场出来以后，众多考生迫不及待地投入
到了考后狂欢当中，是要去购物、旅行、谈恋爱还是把所有
书本习题都扔掉，全班 K歌聚餐大醉一回？

高考结束后最想做啥？新浪微博里不到一周就有近 60
万人关注这一话题。关于此话题的一项投票显示，大家最想
做的事，旅行、睡到昏天黑地和 K歌排名占据前三位。大家
纷纷留言计划着假期，“我要看 NBA、欧洲杯、看奥运会！”

“我要一觉睡到自然醒！”“我要去海南！”……大家的放松方
式可谓五花八门，各有各的心愿与谋划。

高考过后，是考生们宝贵的人生快乐假期，压抑太久的
青春需要释放，墨守闭塞的心灵需要宣泄。放松本身无可厚
非，但也要警惕放松不当的后遗症。每年高考结束后到成绩
公布前的这段时间，不少考生因为压力过大或者过于放松
而“崩溃”，出现抑郁、自闭、肠胃不适等症状……高考，毕竟
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段学习经历，过犹不及的狂欢只能是对
青春的另一种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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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国图上演非遗大戏

本报讯 日前，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周”、“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典籍记忆系列展”在国图开幕。
围绕今年文化遗产日“活态传承，重在落

实”的主题，文化部于 6 月 9 日至 18 日在国图
连续举办 10场专题讲座，邀请 10 名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向公众
全面介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情
况。
国图馆长周和平首讲《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介
绍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实践
及其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
立主讲的《中国人眼中的外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主讲
的《找回祖先的声音———中国民歌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等讲座将系统介绍民间文学、传统
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其保护知识。
与此同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典籍记忆

系列展”也在国图举办，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技
艺展”、“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展”两个专题
展。该展览将展出至 7月 8日，面向社会公众免
费开放。 （李芸）

“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在
青岛举行。该论坛由中国海洋大学和美国得克
萨斯 A&M大学联合主办，邀请中、美两国 20
余位知名儿童文学学者共同探讨儿童文学发展
之路。
本次论坛旨在为中美两国的知名儿童文学

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儿童文学
领域有学术深度的对话，推动学者之间的国际
层面的合作与交流。
与会学者表示，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此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得风
气之先，是中国儿童文学国际间学术交流研讨
的一件大事。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董双林、得克萨斯

A&M大学副教务长帕米拉·马修斯教授、青岛
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民书、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
米雪儿·马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梅子涵分别在
开幕式上致辞。 （廖洋 呼双双）

马思聪诞辰 100周年
学术思想论坛在穗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为纪念马思聪先生对中国现
代音乐的贡献，作为庆祝华南理工大学 60华诞
系列活动之一，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广东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海丰县委、海丰县人民政
府、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在该校及星海音乐厅举
行了“纪念马思聪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学术思想
论坛暨作品音乐会”。
马思聪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

教育家，广东省文联巡视员廖曙会表示：“我们
这一代是唱着马思聪《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长
大的一代，是在他的音乐滋养下长大的一代。”
作为一个“琴声响遍全国的音乐家”，1962

年 1月，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故地
重游，在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体育
馆举办独奏音乐会，每奏完一曲都博得热烈掌
声。最后在听众要求下，小提琴家又演奏了《小
夜曲》和自己的名作《思乡曲》。
当日，华工在星海音乐厅举办了音乐会，表

演及演奏了马思聪的合唱、交响乐、小提琴、钢
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 （李洁尉 祝和平）

少林寺塔林保护工程启动

本报讯 6月 9日，少林寺塔林保护工程启
动仪式在河南少林寺塔林前广场举行。作为我
国现存的古塔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连续建塔时
间最长的塔群，此次修缮保护将确保塔林得到
有效保护和长久保存。
少林寺塔林是综合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

雕刻艺术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宝库，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从 1959
年起，文物部门数次对塔林进行维护和修缮。
据悉，塔林中一级残损古塔 45 座、二级残

损古塔 140 座、三级残损古塔 41 座、四级残损
古塔 2座，其余古塔大多保存较好。
此次少林寺塔林修缮，将首先选择塔林内

破坏最为严重、文物价值最高的 10座古塔，根
据新时期“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率先进行保护维修，其
余一、二级残损古塔将在“十二五”期间对其实
施维修。 （史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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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科学家的工作与创新方法系列研究”丛书

专注做小吃 重在传文化
姻本报实习生贡晓丽

文化论坛

近日，23 位考古、历史、神话、民俗
专家考察人祖山后形成共识，日前在山
西吉县人祖山娲皇宫女娲塑像下发现
的“皇帝遗骨”，可能属于传说中史前
“三皇时代”的“娲皇”遗骨。

从报道中可知，本次考察人祖山的
专家不仅人数众、学科全，而且层次高，
按理说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有足够的权
威性。不过，细看专家组提出的证据链，
却又令人匪夷所思。

专家们给出了四个证据：一是北大
C14同位素测年证明所发现的成人头骨
为 6200年前遗骨；二是娲皇宫曾发现明
代墨书题记称遗骨为“皇帝遗骨”；三是
娲皇宫发现最早祭祀女娲的考古遗迹；
四是专家认为女娲并非独指一人，而是
氏族首领的名称，由一代又一代女娲产
生。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这个头骨可
能是某代或末代娲皇遗骨。

老实说，这样的逻辑推断，连笔者
这样的外行人都不敢轻易给出。原因很
简单，所谓的“三皇”、“五帝”，迄今为止
依然都是神话和传说，历史和考古学界
尚无法证明其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
个具体的人。因此，专家们宣称发现娲
皇遗骨，岂不是和有人声称找到了现代
科幻小说中哈利波特的那把“飞天扫
帚”一样荒唐不经吗？

再说了，正如北大考古学系刘绪教
授所言，在中国，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
代的人骨很多，专家们又凭什么把这个
头骨和女娲联系起来呢？至于明朝墨书
记载，那至多能证明明朝时期的墨书作
者有着和今人一样的联想和推测而已，
根本不能算作是“娲皇遗骨”的证据。

那么，明知道证据缺乏说服力，结
论又漏洞百出，为什么本该持守科学精
神的专家学者们会得出如此不负责任
的共识呢？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则新
闻：据《山西经济日报》2011 年 10 月 26

日报道，山西吉县与当地某煤炭企业家达成协议，由
该煤老板投资 7.8 亿元开发人祖山风景区，“倾力打
造中华人祖文明第一山”。或许，众专家关于“娲皇遗
骨”的共识，原本不过是为当地旅游经济大戏所搭建
的文化之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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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芸）6月 11日，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推广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
行。该工程由北京大学牵头，两岸四地多所著
名高校教育机构共同推动。

6月 9 日，中国“最年轻”的法定节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度过了它的第 7个纪念日。
“这 7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
遗）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大表现是过去
民众对‘非遗’这个词说不太全，如今民众基本
能了解其意义、支持其工作了。”中国艺术研究
院原党委书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常务副主任张庆善说。

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人、北京大学文化资源
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介绍，中国作为世界非遗
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232项《人类口
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 29项入列；

27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
7项入列。

当前中国的非遗工作，在国家政策推动
下，各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很大，保护体系初步
形成。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普通民众对许多
非遗项目认识不清、代表性项目保护推广深入
程度不够、基层保护工作队伍亟待提高、社会
保护推广力量整合不够、非遗教育传承体系有
待加强，尤其是青少年缺乏了解认识的机会等
等。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在 2011年指出，“十
二五”期间，将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继续推进非遗的科
学保护、传承和发展。龚鹏程说：“非遗工作过
去以前 8个字的指导方针为主，在以后的工作
中，推广将唱重头戏。因此，结合大学的学术资

源和社会力量，协助政府推广非物质文化遗
产，形成全民参与的大格局十分必要。”

据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工程具体
包括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协
助文化部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宣传、推广、展
示、演出、传习、市场化保护等工作；筹组两岸
四地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联
盟”；加强国际交流与推广，让世界各国人民了
解我国独具特色的文化等等。

中国非遗推广工程启动仪式后还在北京
大学召开了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工作座谈
会。国内非遗研究专家，非遗生产性保护基
地，如北京漆雕、长沙开福湘绣、福州脱胎漆、
武夷山大红袍茶、中国丝绸博物馆、云南普洱
茶、安徽掐丝珐琅、西藏藏药等基地的代表参
与了会议。

非遗工作从保护走向推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工程在京启动

6月 12日，满载着重庆市科协干部职
工爱心和祝福的 2000册崭新的《新华字典》
和一批科普书籍、学习用品送到了巫山县
边远贫困山区孩子们手中。

重庆市科协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顺
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指示精神，在机关
和直属企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了
为农村贫困中小学生募集《新华字典》、科
普书籍和学习用品的活动，一周时间就募
集到《新华字典》2000册，《课堂内外》、《智
慧数学》、《世界儿童》等各类科普书籍 500
余册及学习用品 300套，共计 6万多元。图
为巫山县师范学校附小的孩子们接过爱心
字典和学习用具。（舒抒杨清波摄影报道）

重庆市科协
向山区儿童送书籍

▲杜振扬说京味儿小吃
荩杜振扬教抻片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