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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发源于法国的米其林指南特别

推崇北欧菜，尤其颂扬那些把半根大葱做成近

400 元人民币一道菜的、需要提前半年以上预

订的高级餐厅。

这实实在在是误导了世界——北欧人不是

这样过日子的。相反，北欧人的日常饮食十分

简朴，很有些“为腹不为目”的意思。

饮食是日常生活的缩影。实际上，直到最

近几十年，北欧才富裕起来。此前的很多年

里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普 通 人 大 多 处 于 贫 困 中 。

比如，安徒生的妈妈就靠在河边为人洗衣服

养家；瑞典人普遍偏爱炖菜，因为当时大多数

瑞典家庭只有一口锅；甚至到了上世纪 70 年

代，不少外国留学生的伙食也比芬兰本地家

庭好。

多年的贫困、食物的匮乏，让北欧人洞悉了

饮食的本质——既然没条件让菜品“适口”，满

足于充饥也足矣。

要说果腹，黑面包无疑扮演着主角。烘焙

黑面包的黑麦生命力极其顽强，即便在酸性土

地上、湿冷气候里，也能长得不错。它的生长范

围可延伸至北极圈，最高海拔超 4000 米。而

且，这种深根农作物还能预防土壤冲蚀，有良好

的固土培土效果。

这些纤维素、矿物质样样不缺，蛋白

质含量少，除了难吃外没别的毛病的主

食，比较难消化，因而在克服饥饿感

方面尤其有优势。即便到了现代，无论对于冰

岛荒原上穿着粗毛衣放羊的小女孩，还是丹麦

火车上打着领带赶着上课的老教授，夹着薄薄

两片熏三文鱼的黑面包都可以算得上完整的

一餐。

这千篇一律的景象中，往往能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瑞典一个小

站的咖啡屋，一位穿着黑色厚质长上衣的姑娘

走了进来。她买了一大杯黑咖啡和一块黄油，

然后掏出了一个大如馒头的黑面包。只见她用

餐刀细致地将“黑馒头”外面涂满黄油，然后一

小口、一小口地咀嚼着。

然而，熟悉欧洲饮食的人都知道，总体来

说，纬度越低的国家制作的糕点越好吃，反之亦

然。所以，要在北欧普通糕点店里买到可口的

点心非常难。尤其是黑麦面包，单独食用的口

感只能用一言难尽形容。

就说那位姑娘手中的黑面包，既没有添加

亚麻籽，也没有添加南瓜子和葵花籽，甚至连

麦粒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粹的黑麦面包。个人

感觉，这种面包口感微酸、中心发黏，没有其

他点心相佐很难下咽。可这位姑娘却一直平

静地吃着，观之竟然有些许美感：她安静地坐

在楼梯边，阳光从窗外直射过来，浓密的金发

拂过脸颊，灰蓝色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如果

我 有《戴 珍 珠 耳 环 的 少 女》作 者 维 米 尔 的画

工，一定要创作一幅《吃黑面包

的姑娘》。

在 黑 麦 都 不 够 吃 的 年 代 ，

北 欧 人 常 把 树 皮 和 干 草 磨 碎 ，

加到面团里。这种珍惜粮食的

习惯传承至今。还记得当时，那

位 姑 娘 把 吃 剩 的 三 分 之 一 的 面

包 包 好 带 走 。 不 出 意 料 的 话 ，第

二天早上，她会把面包掰碎，混上

啤 酒 ，煮 成 黑 面 包 粥 ，然 后 撒 上 奶

油 、柠 檬 或 蜜 汁 ，这 就 是 一 道 标 准 的

早餐了。

姑娘的一餐饭中只有 3 个味道，黑面

包的酸、咖啡的苦以及黄油的香。如此单

纯而枯燥的口味，却被北欧人广为认可。如

果你问天天吃这些的感受，他们多半会回答，

这么吃口中有回甘。我照此尝试，发现确

实如此！

北欧的家常食物当然远不止黑

面包一种，但黑麦所代表的饮食

文化却是其中最特别的。它

代 表 了 北 欧 人 的 性 格 ，其

意 义 ，早 已 跨 越 了 历

史 、超 越 了 食 物 本

身 ，成 了 一 个 不

可替代的文化

符号。

饮 食 中 的 文 化 符 号
关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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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之 约
陈益彤

说起繁华的东京银座，想必您并不陌生。

但若提到“金座”，熟悉的人怕是不多。

江户时期，银座曾是幕府统治下的银币铸

造厂所在地，与其一街之隔的金座，则作为金币

铸造发行机构，承担了金币铸造、流通、鉴定等

职责。当时，金座与银座共同构成了日本货币

流通和金融产业的重要枢纽。直至明治维新

后，日本引进机械化造币技术，金座、银座才逐

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银座已经演变成世界上最繁华的商

业街区之一，而在这片名为金座的土地上，已矗

立起了日本银行总部大楼。

作为日本货币金融史的记录者，隶属于日

本银行的货币博物馆就坐落在日银总部大楼的

附楼中，静静地等待着人们踏上“故地”，完成与

货币的“世纪之约”。

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于 1985 年开馆，是为

纪念日本银行创立 100 周年而建的。馆中的主

要展品是货币收藏家田中启文的毕生积累，包

括日本从古代到近代的本土货币、从外国流入

日本的“渡来币”以及与这些货币有关的史料、

研究成果。

1944 年，这批藏品被捐赠给日本银行，以

避免在战火和动荡中蒙受损失。事实证明，日

本银行确实在保护这批文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1947 年，由于藏品中金银材质的货币

依旧具有流通价值，险些被当时美国驻日盟军

总司令部收缴。后来，由于日本银行坚决反对，

并表示要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向世界公开，这些

藏品才得以保全。

走进展区，展览按时间顺序渐次排开。在

古代展区，观众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书纪》中记

载的“无文银钱”和日本最早的铜钱“富本铜

钱”，还能看到在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和同开珎”

钱币。

在中世纪展区，渡来币则“唱”起了主角。

11 世纪以前，日本社会仍以“以物易物”为主，

即便有货币的替代品存在，也大多表现为米、丝

绸等本身就具有价值的商品。后来，日本开始

与中国展开贸易，这才改以渡来币为支付主体，

因此展品中不乏中国元素。这其中，还有一件

特殊展品——出土于宫城县的陶罐，罐中装着

7000 多枚来自中国的渡来钱，但关于它们的具

体来历，至今无人能说清。

展览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安土桃山时代

的展品。当时的统治者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一

系列用料考究、制作精良的精品货币也随之诞

生。如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下令制作的天正

大判金币，尺寸庞大，视觉效果十分震撼。观

众还可以零距离接触据说是德川家康“黄金宝

藏”的砝码形金块，其精细的花纹、精妙的构造

令人大开眼界。

明治维新以后，“日元”体系创立，日本银

行券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在该展区，有日本

最 早 的 银 行 券“ 大 黑 券 ”、单 面 印 刷 的 200 日

元纸币以及 1871 年发行的 20 日元金币，十分

珍贵。

馆内设有大量体验项目。比如，有个比力

气的项目是关于“千两箱”的。千两箱是江户时

代兑换商使用的物品，展示方专门复制了一个，

重量达 20 公斤，想要抬起它还真得花点力气。

另一个一定不能错过的体验项目名叫“1 亿日

元”。该项目的展台上摆有一个透明方盒，透过

方盒可以看到已经打包好的“1 亿日元”钞票模

型，而且手感、重量与实物并无差别。台上有两

个洞，将手臂插入，体验者就能摸到成捆的“钞

票”了。很多人亲手托起“1 亿日元”后表示，

“抑制不了地心跳加速”。

参观完展览后，自然少不了去文创商店转

转。馆内设有原创纪念品销售专柜，琳琅满目

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其中人气最高的是印

有纸币人像同款图案的“神符毛巾”。另一件

人气商品是装有碎纸币的圆珠笔。透过透明

的笔身可以看到零零星星的碎纸币，听说使用

起来有独特的“手感加成”。此外，“纸币煎饼”

“纸币曲奇”“硬币馒头”等点心伴手礼也十分

热销。

一部货币史，也是一部金融发展史，更是一

部经济成长史。货币博物馆中饱经沧桑的硬币

和发黄的资料，见证了日本货币金融体系数百

年来的沧桑变幻，记录了日本经济一路走来所

经历的风雨坎坷。

如今，日元正处于 20 年未有之低谷期，日

本政府和央行正为前景黯淡的经济形势深感焦

虑。都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进货币博

物馆，重温那些曾经的过往，或许能帮助今天的

人们找到灵感。

就像到瑞士要住小木屋一样，到土耳其卡

帕多奇亚，一定要乘坐热气球、体验洞穴酒店。

清晨，色彩斑斓的热气球缓缓上升，飞向

天空，将峡谷岩峰点缀得犹如童话梦境。

占地 4000 多平方公里的卡帕多奇亚有

着独特的地貌，火山喷发后产生的熔岩在自

然风蚀后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蜿蜒绵长

的岩石褶皱、沟壑纵横的峡谷、像蘑菇一般

的石笋和石柱，一切宛如露天的奇石博物

馆 ——这里是“地球上最像月亮的地方”。

驾驶 ATV 车穿梭其间，与不同色泽的小石峰

近距离接触，仿佛置身科幻电影。

在前往格雷梅小镇的公路上，紧紧排列

的洞穴酒店同样是不可错过的体验。据当地

人介绍，这些洞穴酒店真的是开凿洞穴建成

的，冬暖夏凉，极其舒适。酒店露台可以收获

绝佳的视野，无论是观赏格雷梅镇的夜景，还

是坐着热气球看日出，抑或是单纯地发个呆，

都让人念念不忘。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历史名城伊斯

坦布尔既是亚欧地理交会点，也是亚欧文化

融汇点，更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大陆的城

市。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跨海大桥上，左

手亚洲、右手欧洲，两种文化在这里分隔，两

种文明也在这里融合。

截至 2021 年 7 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共评定出 1154 项世界遗产，其中 897

项被归类为文化遗产，218 项被归类

为自然遗产，39 项为混合遗产。

虽然这些文明宝藏遍布全球，

但土耳其无疑是宝藏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行走在伊斯坦布尔，一定会被各种清真

寺的圆顶和尖塔所吸引，其中最负盛名的非

蓝色清真寺莫属。这是一座建于 17世纪初的

清真寺。寺内墙壁全部用蓝、白两色的依兹

尼克瓷砖装饰，巨大的圆顶周围有 6 根尖塔。

整座建筑由大石头叠建，没有使用一根钉子，

而且非常坚固，历经数次地震均未坍塌。

位于土耳其南部的费特希耶，是紧邻地

中海的历史古城，充满着希腊神话般迷离的

色彩。因为经历了几次地震，这座古老的海

湾城市并没有留下太多古迹，反而发展成一

个度假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悠闲地逛

一 逛 海 鲜 市 场 ，也 可 以 乘 上 游 轮 体 验“ 跳

岛”。如果有足够的勇气，还可以试试滑翔

伞，趁着好天气从 2000 米高空一跃而下。

位于土耳其中部的棉花堡是一个著名的

碳酸温泉区。那里的地下水富含钙质，因此

水流之处形成了大量钙化物沉淀，远远望去，

仿佛整个山坡都被棉花覆盖。山顶上的希拉

波利斯古城遗址建于公元前 2 世纪，早在古

罗马时期就吸引了很多人来此水疗。直到今

天，人们依旧相信，雪白的石灰石与热泉能够

“碰撞”出神奇的魔力。

自然与文化在这里交融，不同文明在这里

生根发芽，土耳其就像这大千世界的缩影，多姿

多彩、和而不同。

多 姿 多 彩 和 而 不 同
李盛丹歌

一部货币史，也是一部金融发展史，更是一部经济成长史。货币博物馆中饱经沧桑的硬币和略带发黄的资料，见证了日本货币金融

体系数百年来的沧桑变幻，记录了日本经济一路走来所经历的风雨坎坷。都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面对当下的日元低谷，走进货币

博物馆，重温那些曾经的过往，或许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

北欧人的日常饮食十分简朴，很有些“为腹不为目”的意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在历史

上曾经非常贫困。对于普通人家来说，菜品适不适口尚在其次，能够充饥更加重要。因此，黑面包才

是北欧饮食的主角。而烘焙黑面包用的黑麦，也因为其极为顽强的生命力，被赋予了坚韧的人格意

象，成为跨越历史、超越食物本身的文化符号。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历

史名城伊斯坦布尔既是亚欧地理

交会点，也是亚欧文化融汇点。

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跨海大桥

上，左手亚洲、右手欧洲，两种文

化在这里分隔，两种文明也在这

里融合。一切有如大千世界的缩

影，多姿多彩、和而不同。

图为土耳其卡帕多奇亚。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摄

图为日本江户时期的铜币图为日本江户时期的铜币。。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