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谈!兰州牛肉面"的英译
应 鸣

! ! ! ! ! 月 !" 日新民晚报
#$%版夜光杯副刊刊登了作
者曾泰元的《“兰州牛肉面”
的英译》（以下简称《兰》）一
文，读后颇有感慨，洵为作者
呼吁让“兰州牛肉面”早日跻身世界
权威的英文词典，进而使作为“中华
第一面”的这种美食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的精神所感动。
《兰》的作者在比较意大利面

（&'()*+,,-）与日本面 （.(/+/ 和
0123）之英译名称的同时，提供了几
个“兰州牛肉面”的英译，如
4(35*20 6++7 32218+&（兰州牛肉面
条）、4(35*20 *(31 9'088+1 32218+&

（兰州手拉面条）、4(35*20 &,.+,:*+1

32218+&（兰州抻扯面条）、4(35*20
8(/-(3（兰州拉面）以及英文《维基
百科》（;-<-'+1-(）收录的 4(35*20

6++7 8(/-(3（兰州牛肉拉面）。综观
上述各种英译，相对而言，笔者有几
分赞同全音译的 4(35*20 8(/-(3，
因为其简单明了，域外人士一看便

知晓这是“直译”或“音译”。
兰州拉面门店在上海街头随处

可见，笔者对兰州拉面曾一度“情有
独钟”，过去在上班时，有段时间单
位没有食堂，只能在外解决就餐问
题。为此，笔者彼时早餐午餐都首选
此餐，间或以河南拉面“换口味”。
目前上海大街小巷的兰

州拉面店招没有统一或固定
的标识，常见的有“兰州牛肉
面”、“伊兰牛肉面”、“清真面
馆”等招牌，但以“兰州拉面”
这一名称居多。笔者除赞同
4(35*20 8(/-(3之英译外，还极力
倡 导 使 用 4(35*20 8(/-(3 =-,*

6++7。个中的理由是 4(35*20 （兰
州）属地名，可音译，4(/-(3（拉面）
是其特殊的手艺（应该申请“非遗”

保护，不知有无考虑），宜音
译，=-,* 6++7采取意译法较
为贴切。喜好兰州拉面的食
客都知道，一份拉面里的牛
肉仅三到五片，难解“食肉之

瘾”，但食客可另加一份牛肉或者羊
肉之类（过去笔者午餐常常另加一
份牛肉、卤蛋或煎蛋）。因此，笔者以
为应强化和突出 4(35*20（兰州）和
8(/-(3（拉面），而《兰》文中的
4(35*20 3-0.20 /-(3 这一译法将
3-0.20（牛肉）置于 /-(3之前予以突

出并将其直译（音译），似乎
值得进一步斟酌和推敲。

以上纯属个人管见，献
芹于此，只求聊备一格。虽是
商榷，但笔者目的与作者相

同，就是希望包括兰州拉面在内的
诸多中国餐饮食品（土特产品）能够
通过准确的英语表达（英译）早日冲
出国门，走向海外，使世界餐饮文化
因中华美食而更加多姿多彩，有滋
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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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天地
李京南

! ! ! !到达西班
牙第三大城市
瓦伦西亚，是
个艳阳高照的
上午。我们先
在市区浏览，总觉得那些老建
筑虽然很有底蕴，但若与巴塞
罗那、马德里相比并不占多少
优势，倒是规模宏大的“瓦伦西
亚艺术科学城”很有异军突起

的艺术冲击力，这个新式前卫的建筑
群，是西班牙现代建筑史上的杰作，并
且完美和谐地与老城建筑融合在一
起，这样的城市实不简单。想想也是，
在 $>世纪这里就已成为“瓦伦西亚画
派中心”，极富艺术渊源和创造力。
傍晚，我们在郊区的一个小镇投

宿。七点多了，夕阳仍然红火，照得
街上的画廊、咖吧明暗斑驳，颇有情

调。无意中溜达到了野
外，满目的涂鸦令我惊
讶。这里的涂鸦不像瓦
伦西亚市区街头的零零
星星，不像国内大城市

在废旧厂房、拆迁民屋上的涂画难成气
候，也不像德国柏林墙上仅一长条的集
中创作，它是在辽阔的郊野中特别开辟
出来的涂鸦天地，一排又一排的墙面构
建，有木材的也有玻璃的，陈列得一眼望
不到边际。这些涂鸦作品画风各异，色彩
艳丽，有远处的云天作背景，有附近的树
木、小屋作陪衬，更有夕阳把画面
照出许多亮点……
涂鸦并不少见，但如此大规

模的涂鸦天地还是罕见。我想这
一定成了瓦伦西亚城市艺术的组
成元素，也注定成为我这次“艳
遇”的难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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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物
张国立

! ! ! !布鲁斯爱登山，台湾
三千米以上的高山有二百
六十八座，够他爬的。他
还爱咖啡，于是开始各种
讲究，关于豆子、烘焙、
水质，无所不挑，其中最
重要的当然莫过于水
质了。
爬山时经常喝山

里的泉水，他喝水的
道行已经到了能体会
出水中矿物质带给舌尖不
同感觉的地步，于是他每
回背 ?@ABB 以上的水回
台北，用清泉煮咖啡，坦
白说有点过度雅痞，不过
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生
活追求不就是某些小地方
的自我满足与成就感？像
大胖追求速度、小羽追求
厨房，而我不也追求……
能够打篮球真是种说不出
的幸福呀。
从十三岁打篮球，居

然打了五十年，仍在持续
之中，别人眼中是疯老
头，但我只要拿着球走进
球场，就有了大地清新、
灵魂飞翔的幸福感。当
然，一旦成为球痴，养成
不少讨人厌的习惯，要是
公园的篮网破了，找里
长；要是河滨公园的篮框
歪了，打电话烦市政府。
没有篮网与歪的篮框对打
球者而言，是多么无法忍
受的事，像牛肉面少了把
香菜末。
因此我强迫自己接受

布鲁斯的山泉理念，再说
他又没叫我帮忙扛水，我
挑剔个什么劲。

最近布鲁斯女友生

日，他送上前一天刚从高
山扛回来的泉水，我想这
对女人而言，可以是感激
涕零的礼物，也可能被视
为“精神病”的礼物。幸好
他的女朋友属于感动类。

（如果我花十几个小
时扛山泉回家送老婆？可
以想见她会这么说：小气
鬼，买个包也舍不得，宁
可扛歪脊椎骨。）
由爱喝咖啡延展至水

质，构成布鲁斯的生活态
度：未必奢侈，绝对讲究。
老许则把生活的一部

分朝圣化，听起来有点玄，
得从他得子那天说起。儿
子从小身体不是很好，夫
妻俩向妈祖祈求保
佑孩子健康成长，
如今儿子已为他们
添第二个孙子，老
两口便展开还愿之旅。

平日经营游戏场，随
百货公司，周一休假，他们
画出路线，从台北出发，朝
拜哪几座妈祖庙、途中吃
哪家餐厅、顺便逛哪个风
景区。已经两年，从未间
断，每周二将旅程的照片
贴上网，供各方赌他们半
途而废的朋友失望。
我查了查，台湾小小

地方竟然登记在案的妈祖
庙有五百一十座，还不包
括许多庙主祀者虽非妈
祖，但也同庙奉祀，因此如
果他们真要还完愿，恐怕

至少得花一百个星期。
以妈祖庙为中心，延

伸出去的夫妻小旅行，构
成老许的生活态度：以共
同的目标，培养结婚数十
年后的新相处模式。

不要以为这很简
单，像我找老许打牌，
他都因此而推辞，以
前别说我找他，即使
只凑到三个人，他也

坚持：我们打三人麻将怎
么样？
其实大多数老夫老妻

不愿意出门，一是懒，二是
怕麻烦。妈祖如何照料他
的儿子健康成长，我不清
楚，可我知道因为妈祖他
们生活在固定的程序之
中，找到可预期的乐趣。
期待星期一！
（如果我对老婆说，

每周一去参拜郑成功庙如
何？保证她拒绝表
示意见。可是如果
我说每周发掘一家
新的菜场，她一定
高兴。不幸上菜场

得早起，想想算了吧，男
人经常因提出馊主意而自
误。）

认识一些年轻朋友，
其中几个组织了美术馆计
划，利用假期，探访全球
各地的美术馆，而且只有
美术馆。在罗马遇过一
次，中午，我坐在一家餐
馆内，忽然进来六名背大
行李的小子。吃饭过程中
他们交换早上去的美术馆
心得，同时互相简报下午
那家美术馆的基本资料。
我听得玄了，忍不住

搬椅子、搬盘子、搬酒瓶
凑过去。蒙他们不嫌弃，
我上了人生之中算是极为
重要的一堂课，那叫唯有
把握当下，方能造就未
来。
理论是这样的，他们

认为四十岁之后，人生必
须切割许多部分给家庭、
给事业、给一大堆乱七八
糟说不出名堂的事情，何
不四十岁前放纵自己一
点，就拟定美术馆战略，
而且以认真的态度参观每
一家美术馆。他们相信，
维持五六年以后，美术馆
会流进他们的血液、进入
他们的大脑，变成日后生
活里的一大支柱。
试着替他们的生活架

构出模式：以美术馆建立
人生的后半段。

一如我，篮球是真
理、生命与方向。

喔，想跟我斗个牛？
三大规则：我上篮不准
挡，否则告你伤害；我投
篮不准敲锅，告你不尊重
资深公民；你上篮，我怎
么拦怎么捶怎么拐，你都
得认命，我保证四处宣扬
你小子敬老尊贤。

公交!最美的风景是人
施 政

! ! ! !当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的灯光
全部亮起，演员们依次谢幕，观众
们合着节奏鼓掌，一切都看来是一
场完美的演出时，我一直提着的心
才总算放下了。这是第一部公交人
自编自演的舞台剧。这是一份礼
物。

公交一直是个蛮特殊的地方，
来了就走的很多，来了就走不脱的
也很多。而留下来的就喜欢说自己
是老公交。每次开座谈会就是听老
公交们讲段子，工作上的、家里面
的，林林总总，啰啰嗦嗦。听得多
了反倒是品出点味道，就想，是不
是可以排一部完全取材于公交故事
的话剧，去留存一份专属于公交人
的记忆？
这个念头从一开始冒出来就近

乎野蛮地在脑海中生根发芽，枝繁
叶茂。整个剧本的采访大多靠职工
座谈会，分条线、分年龄，一场又
一场。剧本里的每一个包袱都需要
很多个原始素材去提炼。而我们更
有兴趣的是那些开放性的命题，

“如何做一个好的售
票员”、“超值的两
元钱”、“老司机的
秘籍”……都是公交
一线职工真实的思考

和困惑。我们不想要传统的、催泪
式的演出，生活应该是乐观的。都
说公交是 C>?天全年无休三班倒的
辛苦行业，可我们也想让大家知
道，越是辛苦的地方就越能锻炼出
一群喜欢幽生活一默的、可爱的
人。
跟编剧老师一起磨了足足有大

半年的时间，写出来的剧本还要拿
到各种座谈会上让员工去讨论。起
初大家都不太明白这是怎么一回
事，可搞清楚了以后大家就开始踊
跃地挑毛病，那些行内心照不宣的
默契和各种内幕吐槽给了这部剧鲜
活起来的底色。生活果然比戏剧更
戏剧，比文艺更文艺，这时候连我
都开始好奇，这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的一部剧？
更让我惊喜的就是那些海选出

来的演员。%个演员完全都是公交
最普通的职工，两个驾驶员，一个
机修工，一个物供采购，一个后勤
总务，一个团委书记，三个科员。
从去年 $!月 $$日开始彩排到今年

C 月 !$ 日正式演出，整整一百天
的时间里每周两次的高强度都是在
工余时间完成。剧本部分完成后其
实我能做的已经很少了，但我还是
喜欢一有空就跑去看他们彩排，看
他们缠着导演老师给自己各种加
戏。老实说他们加进去的好多哏我
其实并不明白，可又有什么关系
呢，他们才是重要的。那么辛苦的
排练却依然能坚持着，还坚持得挺
开心，这让我觉得真像我们公交
人。他们在演出结束的时候跟我
说，这辈子能在东方艺术中心主演
一整台完整的剧，感觉真的值了。
而我想说，看着他们近乎专业的演
出，看到表演时观众的大笑、微
笑、含着眼泪的笑……我也很值。

我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
备，就是想要在公交第二轮改革接
近十年的时候，为公交也为自己，
留下一段以平视的眼光来记录的历
史。公交在上海已经诞生了一百多
年，在这个行业负担最沉重的现
在，公交依然有毅力凝聚自己的每
一位职工，不抛弃、不放弃。谨以
此剧献给所有公交人，是你们让大
家对有历史的公交充满信心。
公交，最美的风景是人。《公

交一家人》，一起在路上。

你是谁家的!鲍师傅"

伍佰下

! ! ! !我完全不认得“鲍师傅”，稀里糊涂
就被“科普”了。

那天下午副刊同僚茶聚聊业务，从
汉口路散局出来，还没有走到地铁口，就
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同僚气冲冲折返。
哪能啦？
“鲍师傅”门口排了老长的队，起码

$?A米。今朝买不
成了。
啥人是“鲍师

傅”？
话一出口，我

遭到来自 ?位名编的 $AA多个白眼。
至于嘛，不就是个肉松蛋糕———俗

称“肉松小贝”？
他们悻悻地四散回家，我边纳闷边

下地铁。忽然，就撞见这家不起眼的“鲍
师傅”门店，和绕了两个弯、就快伸入人
民广场的队伍。我立定，拿出“遇事往前
挤”的劲头，在店门口打探，见两个大妈
一手两袋“肉松小贝”，止不住上前问“真
的好吃�啦”，就被她们说不清是神秘、
满意还是见怪不怪的眼光弹了回来。“从
中朗十二点半排到现在，侬讲好吃�？反
正我还没吃过。”
我禁不住好奇，想尝尝鲜。寻了半天

队伍尾巴，问了最末一人，说已排
了三个钟头队了。嘀咕一句：吃饱
了撑的，我便打道回府。
翌日，一到单位，美编小妹立

刻安利了我一枚“鲍师傅”。
你也知道“鲍师傅”？
白了我三眼，她说，吃过，觉得好，老

公也觉得好。你尝尝———
一口下去，里面是烤得松紧适度，还

算有弹性的薄薄两片蛋糕，夹了酱，外面
肉松里有海苔，“咔嚓咔嚓”加绵软弹性，
再加爆在嘴里的蛋黄酱。这口感，我，闭
上了眼睛。
要排很长的队，你怎么买到的？
加了 !A元给“黄牛”。
啊，还有“黄牛”？
你以为哪。
反正我是“蹭”的，吃到嘴里叫好。但

是，如果叫我自己排几个钟头队，那这
“小贝”加了时间成本、牢骚成本，估计就
没那么好吃。从那天起，“鲍师傅”非但于
我不再陌生，且一天天口口相传，终于红

透上海滩。奇怪的是，它就只开一家店，
明显使出“饥饿营销”的招数。难怪，亲眷
同事里拎回来几个“小贝”者，就跟那年
第一批捧上“爱疯五”那样，眼神里写满
了“稀缺”和“得意”。

这个“鲍师傅”，忽然在上海滩成了
风流时尚。

北京副刊界的
朋友在群里看不下
去———你们说啥？
这小吃在咱们北京
十几家门店，随到

随买，没见人来疯呀。赶明儿有朋友到上
海，我直接给你带，分分秒秒的事儿！
哦。可是我们这里就一家，等了一个

月，还是没见开过分号。
继续是热门事物，继续是话题中心，

继续是前仆后继排队的吃客、黄牛，还有
吃到嘴里众说纷纭的“口感”。
上周，路过四川北路多伦路，斜对面

忽现三层队伍。我认字啊，牌匾上是“鲍
大师傅”四个大字。这“大师傅”尽管值得
怀疑，但引发路人兴趣，排在后面的问排
在前面的，有说“总归差不多咯”，有讲
“总赛过人民广场排队”。上海口音阿姨
爷叔充满尝鲜精神，新上海人和旅游路

过者也是兴致勃勃。少了这一口
“小贝”是要紧的，大概意味着跟
不上趟儿———谁，都不愿意被那
些写满了“稀缺”“你 DEF了”的
眼神和口气给落下吧？
买下两大盒，给我八十老母

和尚在念书的儿子。也就他们没有什么
特别反应，没听说过，没特别想吃，没吃
出特别，也没多吃一个……我刚进家门
时的兴奋劲儿没了，颇有点失望。拿起一
只咬一口，嘴里果然没了那神奇的味道。
路过面包店，隔着玻璃橱窗，我习惯

于搜寻货架上有没有肉松小贝的身影。
昨天得知被山寨的“鲍师傅”嚷嚷着要用
法律手段打假，眼看一场商战又要冒烟。
不过，排队的人们依旧乐此不疲。手机上
出现有人用行李箱从北京装满“鲍师傅”
运回来的画面。
这是生生不息的小吃界潮流，这是

不甘于被甩出热门生活圈的人心，这是
热捧混搭、追求稀缺的圈子，这是一个生
猛热烈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