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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幕启。舞台上一张会议桌，桌后坐着面试官。

画外音：“下一位，陶陶。”

陶陶一身正装，背挎包，略带几分紧张地上。走到面试

官前一鞠躬。

陶：老师好。

面：请坐。

陶陶坐下。

面：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陶：（略紧张）我叫陶陶，××大学营销专业毕业生。在校期

间，曾经在好几家500强企业实习过。我善于学习，不怕压力，越

是困难大，越会激发起我的斗志。

面：你应聘我们公司销售代表的职务，你对这个岗位有多少

了解？

陶：贵公司的销售模式是各销售代表负责一个片区，我作

为新人，可能在短期内还需要跟着师傅学习，但我会很快适应独

当一面。

面：你有什么爱好？

陶：看书，听音乐，打篮球，还有……吃阿明桃仁。

面：（笑）吃桃仁？为什么？

陶：开心的时候吃桃仁，我会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妈

妈给我们吃桃仁的光景，很温馨，这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快

乐；遇到挫折的时候吃桃仁，我会想起毕业时老师给我的启

发，一块桃仁况且要经过历练才能好吃，况且我们呢，这样，我

就会坚定斗志。

面：（笑）哈哈哈……那么——你现在带着桃仁吗？

陶：（困惑）带着。（从包里掏出一包阿明桃仁）

面：来，吃一块。

陶陶略带疑惑地吃了一块桃仁。

面：（忍住笑）现在什么感受？

陶：（迟疑地）好吃。

面：（大笑爆发）哈哈哈哈……好吃……哈哈……

陶：真的，不信，你吃一块。

面：（捂着肚子笑）好，吃，哈哈哈哈，吃一块。

面试官吃了一块桃仁。

面：真的好吃哎。怎么被你发现的？

陶：（得意地）我这个人特别注意观察和积

累，我试过很多桃仁，阿明的桃仁没有一块次

品，非常完美——你再试试。

面：再试试，再试试。

两人开始品尝起桃仁。吃着，面试官

坐到了陶陶一起。

灯光暗。幕落。

陶陶的每一次·面试记 阿明微剧本

炒肝，这个可以有
炒肝是一份很平民化的吃食。炒肝只是一个名

字，这碗羹里，猪肝只占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猪肠。

这道菜来源于羊杂。从前，猪肉很贵，平民只吃得

起下水，北京就有专门卖清水杂碎的，可清水杂碎味道

不美，渐渐地生意清淡了。就有高手出主意说，这清汤

寡淡的杂碎不好吃，你不如改一下料理方式。一商量，摊

主将杂碎中的猪心猪肺去掉，将猪肠子洗净煮烂，用猪

油熬了香料，猪肝一爆，便下猪肠，加高汤，勾芡，一碗

香浓的羹汤就出锅了。为了好听，不能叫猪肠羹，就琢磨

着叫“炒肝”。1997年的时候，北京万兴居炒肝还获得了

中华名小吃称号。

和炒肝有得一拼的，还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清宫宫

廷有一道名菜，因厨师姓苏，所以命名为苏造肉，名动京

城。猪肉贵，百姓吃不起。民间就有人用猪头肉和猪下水来

做。因为卤肉的卤汁醇厚鲜美，就又将火烧，也就是烧饼

加进去一起煮，吸饱了肉卤的火烧同样鲜美。渐渐地，苏

造肉被人们遗忘，而卤煮火烧却成为了北京的名吃。

西餐中，动物内脏很少入菜，大概是游牧民族不稀

罕肉，所以对下水的态度是弃如敝履。特别是，动物内

脏通常有比较重的腥味，肠子什么的还很难清洗。

据说，闻名遐迩的四川毛肚火锅的来历也如出一

辙。当年，宰牛都在江边，在江边做工的买不起上好的

牛肉，就买回牛的下水，经过清洗、分类，用重油重辣的

汤底涮着吃，结果，成就了一道四川名吃。

上海有没有吃炒肝的地方呢？经多方打听，据说上

海西区有家名为“丰盛胡同”的北京菜馆，做的炒肝比

较像那么回事。

文 l 两条鱼

下水，吃出精品味
平民的材料，在那些不知名的民间高手的精心料理下，往往做得比猪肉、牛羊肉更加精致。

从杂碎到炒肝，去掉了比较硬的猪心，去掉了口感有点絮的猪肺，就着勾了芡的浓汤喝进嘴，猪肝是

绵的，猪肠是软糯的，口感丰富，再加上熬了好久的高汤汤底，那叫一个鲜。

由于内脏每个部位的吃口都不一样，甚至一个器官的不同部位吃口也不一样，不同的组合就可以有

不同的口感层次。高明的民间料理高手就把各种部位分开。比如很著名的北京爆肚，光羊肚就被分成九

个部位，每一个部位因材质不同，吃口不同，料理方式也不同。其中“肚领”和“肚仁”最嫩，用滚水汆一下

蘸佐料吃。但也有人喜欢吃硬硬的“肚葫芦”，嚼得嘎嘣嘎嘣的，有劲儿。

这种吃法，中国有，受中国食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也有。在《大长今》中就有找被废弃的平民食材做

菜比赛的情景。在韩国开得到处都是的偶尔巴坛，就是一家专做牛下水的烧烤店。很多人追着，就是为了

吃那一口上好的雪花牛肉没有的口感。

烤过的牛舌有点硬，猪小肚很Q。也有人喜欢吃烤牛肠。洗净切成一段段的牛肠，经火烤，一点点缩

起，香气四溢。咬在嘴里，不硬，但很牛皮糖，QQ的，锻炼牙口。这颇像老北京人吃爆肚，嫩的要吃，也要

一份肚葫芦，吃的就是这个劲。

F
 六个包子，一碗炒肝，一份芥菜。这份食谱一夜之间让所

有的人耳熟能详。可是，“炒肝”是什么？上海人只吃过清炒猪
肝，和炒肝一样吗？上海有没有吃炒肝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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