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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里日记里日记

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

本报杭州10月7日讯（记者 王雨红
纪驭亚）“换‘pin’吗？”一句话，火了整
个杭州亚运会。虽然亚运会即将闭幕，
但亚运村里徽章交换的气氛依然火热。
这背后，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交流。

7 日上午，记者在“村里”蹲点，看
看大家都换到了哪些“心仪之章”，他们
在 杭 州 又 留 下 了 哪 些 难 忘 的 换 徽 章
故事。

要问亚运村的人气哪里高？那一
定是徽章交换中心。新加坡桥牌运动
员蓝泽颖 7 日晚返程回国，当天上午，
她还拉着队友来到这里，想再多换几款

心仪的徽章。“我已经拥有 60 多枚徽
章！”蓝泽颖打开背包向记者展示着自
己的“战绩”，大多是杭州亚运会的吉祥
物徽章。从 9 月 26 日入住亚运村开
始，她几乎每天都会寻找“有缘人”交换
徽章。

从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开始，蓝泽颖
就加入了“换‘pin’”大军。她还向记者透
露了交换徽章的诀窍，比如多买一些限量
徽章作为“原始货币”去交换，可以换到不
少“好货”。“每一枚徽章背后都是一段新
的友谊，以后看到它们就会想起关于杭州
亚运会的美好故事。”蓝泽颖说。

如果换徽章有“段位”，泰国轮滑
运动员尼差干·奇努汶肯定是个高段
位。别看她挂在证件挂绳上的徽章只

有 6 枚，但她已经和 20 多个国家的运
动员交换过徽章。“我把它们藏在包里
了，那些舍不得交换。”尼差干·奇努汶
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亚运会吉祥物
和大熊猫徽章，“大熊猫是中国的国
宝，从小小的徽章里我能了解中国故
事，很有意义。”

见到杭州媒体人莫晨涛时，他的
证件挂绳上别满了徽章，手里还拿着
厚厚的徽章收集本。莫晨涛在本届亚
运会上收集了上百枚不同国家、项目
的徽章。他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并不
是徽章爱好者，但这一次亚运会开到
家门口，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希
望用收集徽章的方式记录下这段特别
的时光。

莫晨涛的收藏本里，有外国运动
员非常想交换的徽章。他记得，一位
伊朗女运动员非常希望用伊朗代表团
的徽章交换他的中国首金徽章。虽然
他更喜欢自己的中国首金徽章，但考
虑到对方是外国友人，所以他还是“忍
痛割爱”了。

在莫晨涛看来，换徽章背后，更珍贵
的是彼此的文化交流。让那位伊朗运动
员把中国的徽章带回伊朗，或许就能让
更多伊朗人了解中国文化。

杭州亚运会已临近尾声，小小的徽
章承载着大家的亚运记忆。或许未来某
天，会有人带着杭州亚运会的纪念徽章，
出现在某个大型体育综合性赛事中，然
后再问一句：“换‘pin’吗？”

亚运会即将闭幕，亚运村里徽章交换依旧火热

一章难求，你换到了啥

对一座城市的初印象，从“吃”开始。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打卡滨

江本土老店“群乐饭店”，来自新加坡、泰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游客寻觅中山南
路葱包烩网红小店；宁波、湖州、绍兴等
地也有外国食客前往寻味⋯⋯

食物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根据杭州
文旅大数据预测，杭州亚运会期间，外地
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当亚运遇上国庆假期，因亚运而来
的四海宾朋，最爱哪些舌尖上的“浙江味
道”？

有故事的杭帮菜，最
受欢迎

杭帮菜作为浙江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华丰富饮食文化的缩影。开
赛以来，名声在外的楼外楼，自然成为不
少外国游客“打卡”的必选项。

“亚运会期间，我们这边的客流量比
预期还要好。”和楼外楼菜馆经理董亚文
见面时，她正急匆匆从上一个会议中抽
身，忙着准备晚上新一轮外宾接待任务。

董亚文告诉我们，饭店的顾客群体
有很明显的规律：每天最早一批来的是
杭州本地人，而饭点高峰期，则有不少是
亚运参赛人员和外国游客。

外国游客最爱哪些杭州味道？董亚
文和餐厅工作人员很快从这两天的营业
记录里拉出好几张菜单。龙井虾仁、干
炸响铃、东坡焖肉、叫花童鸡，这些是外

宾的必点杭帮菜。
让董亚文印象深刻的是，前几天

有一行亚运参赛人员来吃午饭。“因为
下午还有工作安排，他们这一顿饭只
吃了 20 分钟，就为了尝一口杭帮菜滋
味。”风卷残云间，特色菜几乎被“光
盘”。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迪娜拉曾在北
京游学半年。“除了好吃，我更想知道食
物背后的来龙去脉，所以来杭州的第一
顿饭，我就直奔楼外楼，这里能品尝到最
经典的杭帮菜。”她舀了一勺宋嫂鱼羹，
和记者分享起“南宋宋五嫂卖鱼羹”的故
事。就连鱼羹的做法，她也和餐厅工作
人员细细探讨，打算将“杭州味道”带
回家。

“饮和食德”。在楼外楼菜馆行政总
厨高征钢看来，许多外国客人到这里，不
仅奔着正宗杭帮菜，更是为了品出背后
的文化味，“这几天，有故事的杭帮菜最
受欢迎。

文化背后少不了故事，楼外楼的菜
单就是这样一本底蕴深厚的“历史书”。
今年5月，为了更好地服务亚运，楼外楼
新上了以“名士佳肴”为主线的中英文纸
质菜单，上面包含了西湖醋鱼、龙井虾
仁、东坡肉等杭帮名菜的传说故事。“这
几天，很多外国食客对这本菜单爱不释
手。”高征钢说。

巷子里的小店，24
小时营业

面饼压烤至脆黄，配上甜面酱或辣
酱⋯⋯不到两分钟，吴林凤将热乎乎的

葱包烩递给排队的食客。
在中山南路 397 号，这家开了 30 多

年的杭州特色小吃店 24 小时营业，“我
们的目标是在亚运期间卖出 2000 单葱
包烩。”吴林凤说。

卖了 30 多年葱包烩，最近这段时
间，是吴林凤遇到外国客人最多的时
光。“泰国、智利、法国、印度⋯⋯至少 10
多个国家的游客来买过。”这家巷子里不
起眼的小店，一度成了“外语角”。

为了与外国游客方便交流，吴林凤
专门学习了英文。她说，不少游客吃上
一口后，往往会询问怎么做葱包烩。“亚
运会开到一半时，我已经卖出 1000 单
了，希望能把这款杭州名小吃介绍给更
多国际友人。”

距离中山南路不远，清河坊历史街
区游客同样络绎不绝。在“桂祥源糯米
酒”店里，来自德国的海可正在买糯米酒
和女儿红。“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去了
楼外楼，特别喜欢杭椒牛柳和东坡肉，现
在来买一些伴手礼带给朋友。”

印度桥牌运动员玛丽安娜则对中国
包子情有独钟，“比完赛，我一定要去尝
尝蟹黄汤包。”玛丽安娜说，寻找美食是
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

七张大圆桌，秒变派
对现场

不仅本土美食“火出圈”，远道而来
的客人，也想在杭州寻觅一口家乡味。

绚丽的水晶吊灯、精致的金色餐具、
色彩斑斓的油画和挂毯⋯⋯走进湖滨步
行街的“迪拜杭州风味音乐餐厅”，异域

风情扑面而来。
这家擅长经营中东菜系的餐厅，最

近人气很旺。餐厅老板美丽说，亚运期
间，餐厅接待量明显上升，其中外国客人
居绝大多数。“平均每天要接待上百位外
国客人，以前中外客人基本持平，最近外
国宾客要占到 80%。”为了应对骤然上
升的客流量，餐厅比平时多准备了一倍
的食材。

美丽说，安格斯牛排、土耳其法式羊
排、迪拜太阳饼，还有沙拉配迪拜烧烤大
拼盘，是这家餐厅的拿手菜，也是外国宾
客的必点菜。

有时候，餐厅还变成了载歌载舞的
派对现场。美丽回忆说，几天前的晚餐
时间，餐厅的 7 个大圆桌坐满了近百位
不同国家的客人，还有不少本地食客。

“大家一起跳舞，互相合影留念，真正诠
释了什么叫亚运大家庭。”

在河坊街上，同样有一家备受欢迎
的中东餐厅“科斯托”。前段时间，为了
让更多食客吃到中东美食，老板马吉婉
拒卡塔尔队和沙特队的包场要求。最
近，这里的生意更是火爆，老板以忙碌为
由婉拒采访。

记者了解到，早在9月中旬，浙江全
省就启动了饭店美食亚运消费季，一道
道“百县千碗”特色美食在各地大街小
巷静等客来。亚运会期间，杭州还发布
了“逛吃指南”六件套系列书籍、地图和
手册都是中英文双语版，陆续投放在亚
运村、亚运微笑亭、各大酒店宾馆、知名
餐饮企业、公共图书馆等地，充分展示
了丰富多彩、各具风情的“乐享杭州”
图景。

从知名老字号到异域家乡菜

外国运动员最爱哪些“浙江味道”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王 涵 实习生 刘佳明

从知名老字号到异域家乡菜

外国运动员最爱哪些“浙江味道”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王 涵 实习生 刘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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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市之光市之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亚亚运走笔运走笔

本报记者 章然

10 月 7 日，记者联系上住在杭州桥西的市民梁诚时，
他依然对几天前和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女子散打 52 公斤级
银牌得主、伊朗姑娘艾拉哈·曼苏里扬的一次偶遇记忆
犹新。

事情发生在 9 月 28 日晚，中秋节前一天，梁诚带着家
人在拱宸桥亭子处纳凉。

“一眼就看到了艾拉哈·曼苏里扬，看见她脖子上挂着
牌子，就知道她是来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梁诚上前搭话，
一开始是英文，后续旁边的翻译也加入进来，交流过程顺畅
且愉快。

梁诚说，他们了解到她是伊朗运动员，刚参加完散打比
赛，获得银牌。因为自己一家都很爱运动，遇到了参加国际
赛事的优秀运动员，他希望能将美丽的杭州推荐给他们。

“当艾拉哈·曼苏里扬问我们，能不能去家里做客？我
们特别开心，立即答应了。”梁诚说，自己赶紧打电话给父
母，告诉他们要来一位外国运动员，收拾一下家里。

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大家畅聊了 1 个小时。就像是一
位远道而来的老朋友，艾拉哈·曼苏里扬分享了自己的运动
生涯，“15 岁参加训练，18 岁拿了世界冠军，但是过程艰
辛。”艾拉哈·曼苏里扬卷起裤脚，给大家看了小腿上遍布的
淤青和伤口。

梁诚敬佩地说：“运动员真辛苦，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
多尊重。”艾拉哈·曼苏里扬还分享了自己国家的风俗和食
物，梁诚则向她推荐了杭州，讲述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
化，比如杭州能充电的座椅、杭州的人文风景等。

艾拉哈·曼苏里扬对此兴致勃勃。她说，过去对杭州不
熟悉，来到这座城市才发现是一座传统和现代相互融合、数
字经济发达的城市，“风景美丽，能回忆很久的城市。”

晚饭时间，梁诚特意准备了不少特色菜，既有杭州风味
的龙井虾仁，又有伊朗特色的羊排和牛肉。丰富的菜肴让
艾拉哈·曼苏里扬很惊喜。“她很擅长聊天。”梁诚说。吃到
一半，艾拉哈·曼苏里扬笑着问梁诚：“你为什么会同意我来
家里做客？”

梁诚说：“你是杭州的客人，就是我们杭州市民的客人，
所以我很欢迎你来我家。”在众多菜色中，艾拉哈·曼苏里扬
特别点赞了龙井虾仁，说是她从未品尝过的美味。

最后，梁诚女儿给艾拉哈·曼苏里扬送上了西湖纪念币
和肖像画，梁诚送了杭州丝巾，艾拉哈·曼苏里扬则回赠了
伊朗特色的纪念品。

“最后拥抱分别的时候，有点感伤，也有再次相见的期
盼。”梁诚说，自己45岁，在杭州工作生活了20年。作为一
个新杭州人，一直对杭州的人文环境格外自豪。“大女儿在
国际学校上过学，对于外教很熟悉，但是家中来了一个外国
运动员，仍是不一样的体验。运动员走后，孩子们依然沉浸
在兴奋中。”

杭州举办亚运会，在梁诚看来也是一次国际间民众交
流的机会，“女儿已经初三了，她说以后也要像艾拉哈·曼苏
里扬这样的运动员一样，不怕吃苦，勇登高峰。”

杭州市民在拱宸桥头偶遇女子散打亚军

伊朗运动员来我家做客

10月7日晚，在杭州上城区九堡街道的一个篮球馆里，来自中国民间的街头篮球强队“新厂牌X战队”，与刚刚获得杭州亚运会男篮亚军的约旦国家队举行友谊交流赛，展示全民健身活力和
街头篮球的魅力。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拍友 蔡畅昌 摄

何冬健

这是一群退役又复出的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进入
尾声之时，回望赛事，回望他们带来的那些瞬间，已成难忘
的经典。不因名次，只因彰显了更重要的体育精神。

重回赛场、第二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的，是中国田径运
动员王春雨。有望冲金的她，在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最终
以2分03秒90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

王春雨输了吗？两年前，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里，她
以1分57秒的成绩创造中国田径在该项目的历史最佳。与
被不少中国田径粉丝称为“王炸”的那一天相比，王春雨这
次确实未发挥出最好水平。“我觉得能站在赛场上，就已经
很成功了。”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复出的蝴蝶结女孩
泣不成声，“医生希望我放弃，但是我说我肯定做不到。”

永不放弃的背后，是这位28 岁老将默默的坚守——因
为身体原因需要靠不断吃药控制体重，王春雨每天严重失
眠，面对训练时心生恐惧，亚运会开幕前一个月她甚至去看
了心理医生。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最后一个月我一定可以坚持下
来。”王春雨称，因为坚持很容易，而放弃真的很难。

没人能一直赢。比山巅之上的风景更为可贵的，是从
谷底向上瞭望的星空。伤痛改变了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
以新的眼光打量输与赢。

我想到了时隔9年再战亚运会的叶诗文。
杭州亚运会夺金后，叶诗文在职业生涯中首次于赛后

激动拍水庆祝。作为中国泳坛首个“大满贯”得主，其实她
早已不用以一枚亚运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与浪花
搏斗了13年的她，需要这份对热爱的肯定。

从“小叶子”到老将，叶诗文两度选择复出。在这样一
个节点回到泳池，对于熟悉游泳运动的人来说，应该能想象
其中的难度。

“后浪”的崛起势不可挡，但运动员的信念却能突破人
们关于“运动规律”的想象：

34 岁的杭州亚运会武术男子长拳比赛冠军孙培原，几
度退役又几度重返赛场，他说：“用一万个日常，搏一刻热泪
盈眶。”

48 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丘索维金娜，“你不痊愈，
我不敢老”的故事令人动容，三次复出，一次为儿子、一次为
国家、这次为自己，如今依然拼搏在赛场上。

我想，这份热爱或许来自于运动员每一滴淌下的汗水、
每一秒肌肉的酸痛、每一下心脏的搏动。运动员都是一群
这样的人——“只想骄傲地活着”。

追梦道路上，是热爱带来了勇气。

复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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