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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青年卓文（Adrien Brill）初到黃山就很受青睞，陽光

的外表和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只要有他在的場合，媒體記者

都追着他採訪。「你為什麼選擇到黃山來生活？」這樣的問

題，他至今已經回答了成百上千遍，相熟的記者私下都親切地稱他「老卓」。

「老卓」還幹了件極為轟動的事，就是「發明」了臭鱖魚披薩。這種聽起來很

像「黑暗料理」的中西融合菜品，已經成為他新開的鄉村披薩店的招牌，並讓

他的披薩店成為了打卡地。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黃山報道

1、提前24小時發麵；
2、燒臭鱖魚，加五花肉、冬筍、辣椒等，中火15分鐘後收汁；
3、撈出燒好的臭鱖魚去刺掰成小塊，湯汁另碗放；
4、做披薩餅，把燒好的臭鱖魚去刺掰成小塊；
5、披薩餅刷臭鱖魚湯汁，灑上臭鱖魚小塊，加奶酪，點綴雙色辣椒；
6、進入披薩烤箱四五分鐘出爐

小分享 臭鱖魚+披薩這 樣 做

據卓文介紹，他第一次來中國，是在2006年，當時16歲的他
跟母親在中國生活了一個月。卓文的母親是一名教師，2006年暑假
獲得了一次來中國江蘇參加英文集訓的機會。隨行的卓文每天陪母
親去學校與中國大學生一起上課。他的中文名字「卓文」亦是當

時輔導他中文的一位中國大學生幫起的。正是這次經歷，讓卓
文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
2009年，卓文再次來到中國，他在四川成都的郊區幼兒園做了一

年的志願者後，又到四川大學留學學習中文。卓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 ，四川大學學習期間，在一個音樂節上，認識了同在成都上學的黃山

姑娘邱桐，兩人相互吸引，很快發展成情侶關係。2016年，卓文跟隨邱桐
到黃山定居並結婚。在黃山定居已經7年多，卓文早已褪去身在異國他鄉的生

澀。他說，黃山是個不大的城市，環境非常好，是一個理想中遠離喧囂城市的世外
桃源。在黃山定居後，很多人都認識他，見到了就會打招呼，像個大家庭，感覺很
親切。工作之餘，卓文還經常和當地朋友一起參加戶外運動。

16歲結下中國緣
生活愛情雙豐收

◆卓文展示他
做的臭鱖魚

披薩。

黃山洋女婿鄉下營造特色小食堂
中西美味「皖」「美」融匯 臭鱖魚披薩香溢四方

▲「卓文的小食堂」內景。

掃碼看片

中中國國行走行走

1990年出生的卓文來自美國亞利桑那
州，目前是安徽省黃山市黃山學

院的一名外教。因與黃山姑娘邱桐相識，2016年，
卓文在中國結婚並定居黃山。他不僅熱愛中國文
化，亦非常喜愛徽州美食。2021年，卓文開始在抖
音發布烹飪視頻，成為了一名美食博主。2024年
初，卓文與黃山市屯溪區屯光鎮南溪南村達成合
作，在南溪南村打造特色餐廳「卓文的小食堂」。
他說，最開始的想法並非是到這來創業，「就是開
一個披薩小店，拍一些美食視頻，有時間再邀請一
些朋友來坐一坐」。但「小食堂」開業後的火爆程
度超出他的預料，「慕名而來的外國人越來越多，
本地人的反響也特別強烈」。在線上抖音平台，
「卓文的小食堂」也收穫13萬粉絲。

喜愛徽州美食 創新臭鱖魚
卓文說，了解當地特色文化，門檻最低的是美
食。黃山是徽文化及徽菜的發源地。他自己也是一
位「吃貨」，在成為黃山女婿後，不僅喜歡上了徽
菜，還學會了自己烹飪當地的很多道家常菜，比如
紅燒肉、冬筍燉火腿等。在卓文看來，吃徽菜、做
徽菜亦是他融入異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方式，「不
然別人不會從心裏認可你」。
他介紹首創臭鱖魚披薩的起因，那是在2021年，
受邀參加黃山市舉辦的美食嘉年華系列活動中的臭
鱖魚烹飪大賽。「單純做臭鱖魚，我肯定比不過那
麼多徽菜大廚，也體現不了我作為一名外國人的特
點。那我怎麼『玩』（創新）臭鱖魚呢？」卓文
說，他想到了披薩，因為披薩不僅好吃，而且包容
性很強，「萬物皆可披薩」。當卓文把最知名的一
道徽菜和西方人普遍喜愛的披薩融合到一起呈現出
來之後，立馬引起了轟動。
因為熟悉徽菜的人都知道，徽州臭鱖魚是新鮮鱖
魚經過發酵後製作，有着「聞起來臭、吃起來香」
的特點，喜歡的人很喜歡，但也有人接受不了這種
風味。在卓文分享的臭鱖魚披薩製作視頻下，有很
多網友為卓文的創意點讚，並表示很好奇臭鱖魚披
薩的味道，很想嘗試。

中西融合出圈 冀研更多新品
卓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年年初到南溪南村
來開鄉村披薩店純粹是巧合。2023年，南溪南村計
劃打造鄉村振興項目，
當地有關部門聯繫
上卓文，詢

問他是否有意向參與。卓文原本也有想法，在黃山
地區找幾間古民居，把它們改造成民宿，不僅可以
讓老房子煥發新生，還能經常邀請親朋好友過來，
感受徽州文化、享受寧靜的生活。雙方一拍即合。
「我完全沒有想到會開成這樣（網紅店）」，卓文
在接受採訪時特別強調說。
在南溪南村「卓文的小食堂」，除了早已出名的
臭鱖魚披薩，因南溪南村生產豆腐，卓文還相繼開
發出毛豆腐披薩和豆腐乳披薩。在這三種披薩中，
臭鱖魚披薩和毛豆腐披薩最受歡迎。卓文稱，在徽
菜館裏，一般外國遊客不會單獨點臭鱖魚，他們會
認為這樣的食物有些奇怪或者吃不慣，而他們更熟
悉披薩的形式，更願意去嘗試臭鱖魚披薩或者毛豆
腐披薩。同時，這種中西融合的形式，亦得到了很
多喜歡臭鱖魚和毛豆腐的國內遊客的青睞。臭鱖魚
披薩目前是他店內價格最高的披薩，在節假日，每
天都會賣出十多份。

多人慕名學藝 師成回鄉創業
「去年兩個年輕徒弟因為看到我的故事來到
這裏，他們來跟我學習並將手藝帶回
了他們的家鄉浙江，也即將開設一家
鄉村披薩店。我非常支持他們！」
卓文在接受採訪時說，臭鱖魚披
薩只是一個開始，他將扎根黃山
鄉村，繼續把來自黃山甚至全
國的特色美食，按照自己的
美食理念進行中西融合創
新，通過美食傳播中西文
化。

◀ 卓文在柴火烤爐工作間製作披薩。

▲卓文位於黃山市屯溪區的鄉村披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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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王博士既是王博士
也是王大隊也是王大隊

王蒙王蒙山東大學幽默開講山東大學幽默開講：：

講座伊始，王蒙先生概括了優秀傳統文化的載
體，之後結合自身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經

歷，分享了關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思考。一個多小時
的分享，以傳統文化為起點，勾連古今中外，風趣
機敏，金句頻出，收穫了陣陣掌聲。講座結束後，
意猶未盡的王蒙，與現場的青年學子互動，積極回
應大家提出的問題。

用10分鐘選擇新疆
王蒙回憶，1963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大學教現
代文學，但其不想當老師，還是執着於創作，只想
寫小說。他坦言，受毛主席「知識分子應該經風雨
見世面」影響，想要離開北京真正到人民當中，要
到農村去。「我在北京將近30年沒怎麼離開過，到
外地最遠的地方是天津和太原。當時有三個省對我
表示了歡迎，甘肅、江西和新疆，我用10分鐘以內
的時間選擇了新疆，因為我覺得越遠越好。」
「我順便給大家介紹一個人生名言，就是凡大事
我10分鐘就可以決定，越小事兒可以兩年不決定，
比如你要買一個手錶，這手錶到底買哪個牌子？你
可以思考兩年，但是去新疆還是留在北京，我10分

鐘就可以決定。」 王蒙幽默詼諧的話語引起場上陣
陣掌聲和笑聲。
「去新疆我太幸福了，太快樂了！我去新疆的時
候怎麼去的？我帶着妻子帶着兩個孩子，帶着一個
大的玻璃瓶子，玻璃瓶子裏有三條小金魚，可惜新
疆的水太硬，我給牠一換水全死了，我們在這種開
闢新生活的前景和期待下來到了新疆。」王蒙說，
「我在新疆確實得到了機會，和少數民族的農民生
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而且榮任過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伊寧縣巴彥岱鎮紅旗人
民公社第二大隊副大隊長。」
王蒙笑着說，現在新疆駐京辦事處的人給他發微
信時還在寫着「王大隊好」。他正式的文化教育程
度是高中一年級，但後來，王蒙因文學創作上的成
就獲得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澳門大學、日
本櫻美林大學三所國外大學的榮譽博士或博士，因
此他笑稱自己「是王博士，也是王大隊」。

越有機械越應獨立
當有同學問王蒙，如何面對當今社會高度的機械
化時，他說，要保持樂觀的態度，任何新的發明都

會引起不安。火車的發明曾在英國引起全民抗議，
中國最早出現火車時，當地農民甚至抗議到了要用
老牛拉火車的程度。
「因為你有了機械你就成了機械了嗎？我不信有
這麼一個邏輯，你越有了機械，我就越有我的獨
立，越有我的頭腦，越有我的靈魂。所以我沒有那
麼深刻的憂患，我還是期待着社會會進步，生活會
快樂，幸福會增加。」

今年90歲的作家王蒙近日出現在山東大學文淵講堂，為在場師生作了一場主題為「傳統文

化的特色與生命力」的講座。雖到耄耋之年，王蒙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他在回答學生

提問時回憶起上世紀60年代下放新疆的經歷，幽默地稱自己「是王博士，也是王大隊」。他

還提到，學習是能救人救己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活到老學到老，臨死前一分鐘能

學也還要學習，我有這個決心，我敢吹這個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濟南報道

◆「傳統文化的特色與生命力」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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