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第877期

■

新
闻
关
注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12月12日，北京下雪，气温骤降，出现在记
者面前的魏瀚一脸阳光。下午四点钟，走进他在
北京租住的公寓，厨房里锅是热的，饼才摊了一
半。他正在尝试自己最新研究的甜点配方。

这位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一举摘走中国顶
级厨师桂冠。这个故事A面是怀揣梦想、放手一
搏的励志版，B面是异国他乡、孤注一掷的求生
版。在25岁的魏瀚身上，两个版本没有真假之
分，而是同时播放产生出丰富合音。

用买房的钱交学费

魏瀚本科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在父亲魏
文远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从小学到大
学，一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爱刷微博，爱讲笑
话，喜欢让自己看上去时尚有型；他也可以省吃俭
用，打工赚钱，扛起对家庭应有的担当。

魏瀚读大四那年，原本富裕的家庭因一次投
资失败，经济状况陷入窘境，背上巨额债务。法
语专业的魏瀚开始在成都的旅行社带团。毕业后
正式入职，一个月能带来近两万元的收入贴补家
用。直至2010年，他想要辞职出国留学。

“父母给了我一笔钱，可能也是家里的最后
一笔钱，本来是让我结婚买房子用的，但是我交
了学费。”魏瀚申请就读的学校是法国蓝带厨艺
学院。这所世界上排名第一的西餐与西点人才专
业培训学校，仅学费就要30多万人民币。

魏瀚的父母并不反对儿子出国。但相比昂贵
的学费，他们更为介意的是，这所学校颁发的西
餐与西点制作文凭，并不是硕士学位证书，而是
技术认证书。

“我爸妈的想法是，我就该老老实实去读个
硕士，哪怕是耗个两三年的，也要拿个研究生文
凭，因为那样说出来都很光彩。但我就是一心不
想去读像管理、经济这些专业，我完全不感兴
趣。”他对爸妈直言相劝：如果硬要逼着自己读
硕士，结局恐怕是无法顺利毕业。

“我想学一门感兴趣的学科，比如一门手
艺。”魏瀚说。

学法语，想留学，而文科生可选的专业面非
常窄，魏瀚最初决定去法国学厨艺，与其说是怀揣
高尚的美食梦想，倒不如说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他
的真实想法是：学了厨艺，至少到哪里都有饭吃。

认真地和父母一起分析利弊，算经济账，最
后家庭成员共同支持了魏瀚的想法。但他仍然有心
酸之处。父母单位的同事特别喜欢比小孩，常会谈
及谁家的女儿在美国留学，谁家的儿子又读到博
士。他们对于魏瀚出国学厨师，表示不可思议。

“大部分同龄人出国时，家里都当作是喜
事，宴请了亲朋好友。但是我们家没有请客，可
能父母始终觉得说出去不大好听。”

魏瀚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中国。

巴黎校园的梦幻与真实

来到法国之前，魏瀚对于烹饪美食的经验，仅
仅停留在同学们每年春节到自己家中“团年”。

“我们三十几个人，每人做一道菜，摆满一
大桌，我做的菜总是很快被吃完。”这让魏瀚很
开心，他自认为有点美食天赋，烧川菜的技巧完

全从母亲那儿学来。
来到位于巴黎的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梦幻版

和真实版校园生活秀同时上演。老师学生都穿厨
师服上课，看不出来谁特别有钱，但是有的人会
用爱马仕包来提厨师刀。和魏瀚同级的学员有50
余名，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其中不乏《绯闻女
孩》中Serena的扮演者、印度王子等知名人物，
带着保镖上课，学习几天之后就闪人。

魏瀚不是来“玩票”的，他必须兢兢业业。
“我学的是法国传统西餐和西点。课程排得

特别紧，没有寒暑假，一共要经历初级、中级、
高级三级考试。”为了顺利毕业，魏瀚平均每天
上10个小时的课，全部站着完成。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魏瀚住在巴黎郊区
94省，这样房租会便宜很多。每天背着十几斤的
刀具，挤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回家后清洗换下来
的工作服。魏瀚说，这些日子其实真的特别苦。

“很多人觉得你到法国，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去了，但事实上每天过得比高中生还要累。”如
果赶不上回家的末班车，魏瀚就步行回家。实习
时，晚上12点下班开始走，一直走到凌晨两点，
宛如一场“长征”。

魏瀚实习的酒店在玛德莲教堂旁边，因为靠
近景区，生意十分火爆。实习生每天早上四点多
要起来做面包，以便赶上卖给七点钟的第一批客
人。单说打鸡蛋这一项工作，一天要打300只鸡
蛋，数量太大，加之天冷的时候，把蛋和糖充分
地溶解在一起更困难，简直像做苦力。蛋若打坏
了，全部倒掉重来。

在巴黎街头，他也曾身遇险境。“我被抢过
两次。第一次被抢是放学的时候，几个人拿着刀
子比着我的腰。我当时挺害怕的，把钱包、手机
都给他了。”像出国之前妈妈交代的那样，遇到
抢劫，魏瀚就很老实地把钱物交出来。心里想着
万一被刺伤，看医生的钱更贵！

“他们一跑，我就开始大喊，小偷！结果前
面的法国人全都自动弹开。”嘻嘻哈哈的魏瀚，
谈到留学时那些糗事(包括第二次被抢时间就发生
在圣诞节，忍不住踢了对方几脚)，语气完全是在
讲一个笑话。但这样的险情让58岁的魏文远心有
余悸。虽然他曾经告诉儿子，出国前给的那笔钱是
最后一笔钱，但家长的牵挂总是追随孩子到天涯海
角。魏瀚省吃俭用，月生活费控制在600欧左右，
这已经让魏文远感到这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一纸法令中断美食之旅

魏瀚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通过法国蓝带厨
艺学院高级考试。班上三个中国学生中，魏瀚是
唯一一个顺利毕业的。

“在法国，厨艺也算一门艺术。如果去餐厅
吃饭，有大厨出来跟你打招呼，会觉得特别有面
子。”做菜给魏瀚带来成就感。实习期半年后，
魏瀚想争取留在法国。酒店也希望他留下来，因
为这个中国小厨师已经可以独立出菜了。实习工
资一个月1400多欧元，他颇感满足。

“但当时法国出台了一个法令，办工作签证
变得十分麻烦。”魏瀚说。2011年5月31日，法国
政府下达通函，要求严格审核在法获得学位、希
望留法工作的外国人的申请，大大增加了留学生
获得工作居留的难度。原本想在法国成为大厨的
魏瀚，只好收拾起梦想和行李，回到中国。

虽然这个法令实施不久即被取消，但这足以
影响到像魏瀚一样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的人生轨
迹。有人跑到象征法国高等教育的索邦大学门口
焚烧文凭。

回国后的魏瀚，在北京再度以导游工作糊口。
每天坐两三个小时公交上班，拿着一个月两三千块
的工资，只是在工余时间做些点心，送给游客。这
样的生活也曾让魏瀚怀疑，究竟会持续多久。

一天，在超市买水时，他看到东方卫视举办
“顶级厨师”比赛的报名广告，马上作出决定：
辞职，离开北京去上海，重拾厨师梦想。

“很多人觉得我参加顶级厨师比赛，会衡量
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其实，我根本来不及
考虑那么多，第一天辞职，第二天就去上海比赛
了。”魏瀚看到广告时，比赛报名已经结束，他
作为空降兵进入海选。

“刮彩票”之前做好准备

“我去法国之前也是辞职。如果我不走，或
许可以升职为市场部的经理，拿着五险一金，但
我永远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机会。”魏瀚说，自己
无法接受朝九晚五的束缚，更害怕“温水煮青
蛙”的后果。在一个地方呆的越久，对自己的限
定越来越多，越是舍不得离开。

决定辞职，并非没有想过后路。令他庆幸的
是，导游这样的工作，从北京搬到上海，一样可
以找到。对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而言，这个决定
带来最麻烦的后果，无非是把行李打包，付上几
百块的快递费。

怀揣着美食梦想，带着现实允许的通行证，
魏瀚从默默无闻参加比赛，到逐渐赢得关注，美
食之路再度风生水起。

“在中国的顶级厨师比赛，还是以做中餐为
主，我做的法式菜品辨识度很高，但是并不讨
巧。”由于口味过于清淡，魏瀚做的菜夹在麻
辣、水煮之间，经常被评委质疑没味道。为此他
专门跑到一家川菜馆，给厨师做小工，站在一旁
“偷师”。那三个月时间，是一段高度紧张的时
期，比赛前自己还会拼命翻教材，寻求心理安
慰。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新结识的朋友相继离开
舞台，他为此忍不住在镜头前七次飙泪。

中西结合的新菜式，让魏瀚作为一匹黑马杀
出重围。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魏瀚站在台上，面
对百万合约诱惑，反而不再紧张。

“我的人生中还没有出现过一百万，对这个
数字我完全没有概念。那种感觉就像刮彩票一
样。你可能刮开是100万，可能刮开是谢谢你。”
有人说魏瀚是幸运儿，他为这份幸运作足了准
备。运气不来也不怕，他仍旧可以生存，仍旧可
以等待。

“我始终认为，首先是要生存下来，然后才有梦
想。”在魏瀚的故事中，这两个主题反复交织。

赚回学费之后，魏瀚把一部分钱还给父母。
在中国，厨师职业并不像在法国那样高薪和光
鲜。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去改变大现实，只希
望用自身的行动，影响周遭的人，为职业梦想赢
得一份尊重。

像很多85后年轻人一样，魏瀚没有远期的目
标设想，也没有蓬勃的野心。2013年，他最大的
愿望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咖啡馆，格调要复古怀
旧，厨房要完全敞开，顾客可以看到甜品手工制
作的全过程。座位不必多，但食物必须新鲜，卖
完就关门。魏瀚的父亲嘱咐儿子，拿了顶级厨
师，有了新的平台，但一切才刚刚开始。魏瀚最
终想要描绘的图景，不过是过好小生活，在现实
和梦想之间找到平衡，努力去把握自己的人生轨
迹。

不少人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对“如何防
治”的问题总不够重视。然而，在生活条件不断
改善、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糖尿病患病
率正在逐年增加，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0岁
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9 . 7%。12月18日，
记者来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内分泌科门诊，与该
科主任陈丽聊起这个话题时，她表示：“要“降
糖”，还要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做起。”

陈丽，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山东大学内分泌与代谢研究所
所长，山东大学杰出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卫生系
统杰出学科带头人。从医30年来，她始终在临床
一线工作。承担国家级课题10项，省部级课题及
其他横向课题近20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及医
学科技进步奖等4项。其所在的科室2011年获选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是目前全省内分泌医
学、教学、科研中心，年门诊量近8万例次。

“2型糖尿病多为成人发病，占糖尿病患者的
大部分，如今，其发病也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陈丽对记者介绍到，这种疾病是由于胰岛功能减
退等因素引起的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征，典型病例
可出现多尿、多饮、多食、消瘦即“三多一少”症状，
一旦控制不好便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对肾脏、心脑
血管等产生严重危害。而超重肥胖，高胆固醇、高热
量食品摄入量过大，作息不规律、少运动，生活压力
大、精神高度紧张等等，都已经成了诱发糖尿病的
几个不良影响因素。目前，通常采取包括控制饮食、
坚持适量运动锻炼，合理用药等方法进行治疗。“不
过，随着时间的推移，2型糖尿病患者本身的胰岛
素分泌功能越来越差，原有的口服降糖药治疗方

案不能很好地控制血糖，患者须从外部补充胰岛
素，才能使血糖控制达标，降低并发症的风
险。”陈丽介绍说。

而作为齐鲁医院该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陈丽
还把视线投向了糖尿病再生治疗领域，并作了大
量开拓性的工作。作为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再生医学组负责人，2006年陈丽所带领的团队与
国际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自体骨髓干细胞治疗
糖尿病的临床研究，开创了我国自体骨髓干细胞
移植治疗糖尿病的先例，填补了国内空白，为糖
尿病的治疗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途径，至今已成功
为近100名患者实施治疗，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患者要用正确的心态
和方法，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陈丽对记
者说，“防”更重于“治”。要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生活中应多吃粗粮和豆制品，增强体育锻
炼，多走路、少坐车，而糖尿病患者则应在医生
的指导下，适度开展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
等较为舒缓的运动。

■ 齐鲁学人

陈丽：“降糖”从改变习惯做起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旅行》中，少年派的求生故事有两个版本——— 梦幻版与残酷版。而真实生活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两种版本

的体验往往相互交织。比如这位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一举摘走中国顶级厨师桂冠。故事A面是怀揣梦想、放手一搏的励志版，B

面是异国他乡、孤注一掷的求生版。两个版本没有真假之分。

魏瀚：生存下来才有梦想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魏瀚在中国的顶级厨师比赛中一举夺魁。

朴槿惠成为
韩国首位女总统

韩国新国家党总统候
选人朴槿惠，在19日举行
的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中
以微弱优势战胜主要竞选
对手文在寅，成为韩国历
史上首位女总统。

肯德基、麦当劳再曝使用违禁
药物，央视报道称，一些养殖户为
了使鸡不得病长得快，在饲料里添
加多种抗生素和激素类药品。(《每
日经济新闻》12月19日)

“妖魔化”与“妖魔”究竟有
多远，现实中的答案是只需几天光
景。君不见，12月10日还有多位专
家对“速成鸡”的抗生素、激素等
问题一一作答。不仅信誓旦旦称只
要是规范化、经农业部门认可的养鸡
场，都是规范用药，不再用抗生素，
更是直指激素鸡只是一个“传说"。

然而，不到10天，专家们话音
未落，“妖魔化”之说甚至还余音
绕梁，速生鸡使用违禁药品却已被
彻底曝光，“妖魔”也已完全现出
原形。“妖魔化”居然真的化出了
“妖魔”，倒是颇有些戏剧性。

应该说，出于节省成本，最大
获利的考量，养殖业中使用违禁药
品的确有着强烈的利益驱动，不
过，按说，在有效的行业监管，以
及来自客户方面的质量制约下，
“潘多拉魔盒”本不该被轻易打开
才是。然而，当为了避免鸡生病或
死亡，从第1天入栏到第40天出栏，
至少要吃18种抗生素药物，“鸡把
抗生素当饭吃，停药期成摆设”。
一些养殖场还偷偷给鸡喂食禁用药
物，这些药物包括人用的利巴韦
林、盐酸金刚烷胺。至于为了使得
肉鸡能够快速生长，能使鸡在3天～
5天就增重1斤的激素类药品，更是
成 为 催 生 肉 鸡 速 生 的 秘 密 “ 武
器”。而根据我国《兽药管理条
例》的规定，这些药品被禁止用于
动物。

不难看出，假如说违禁药品禁
令是一条防线的话，那么现实中可
以说已完全沦陷，根本形同虚设。
既然“潘多拉魔盒”已然被完全打
开，违禁药品滥用的“妖魔”肆
虐，自然也就在所难免。那么，及
时“降妖伏魔”固然大有必要，更
是当务之急，但“潘多拉魔盒”究
竟被谁打开？明明“妖魔”已肆
虐，为何还被认为是无中生有的
“妖魔化”，假如这些问题不被厘
清，“降妖伏魔”恐怕将始终将处
于被动，甚至永无成功之日。

事实上，如果说利益驱动是冲
破潘多拉魔盒的原动力的话，那
么，“养殖户把鸡交给屠宰场之
后，屠宰企业的检测人员只是编造
检验纪录”；抗生素滥用、动物检
验检疫程序“走过场”；甚至花钱
就能买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里
面所暴露的整个监管链条的失控与
失效，才是对“潘多拉魔盒”的真
正开启。

而尤为吊诡的是，农业部门的
专家们本该是农产品生产流程的充
分知情者，也更应担当起“降妖伏
魔”，守护“潘多拉魔盒”的职
责。然而，何以最该成为“妖魔”
克星的专家，却在“魔盒”已开，
“妖魔”已肆虐之时，仍然自摆乌
龙，将质疑声斥责为“妖魔化”呢？
用“妖魔化”来掩护“妖魔”，当真
是因为专家们太过“无知”吗？

基于上述视点，相比激素增
重，禁药滥用的乱象本身，食品安
全监管链条的屡屡失控与失效，以
及专家们不着调的表态本身，或许
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魔鬼”真正
的藏身之处。

■ 周末感言

“速生鸡”的

潘多拉魔盒

□ 吴江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贝卢斯科尼宣布
与27岁女友订婚

12月16日，意大利前总
理贝卢斯科尼在电视节目上
宣布他与27岁的女友弗朗西
斯卡-帕斯卡尔(图)订婚。

英女王打破惯例
出席内阁会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打破了维持二百多年的惯
例，18日出席了在唐宁街10
号举行的内阁会议。这是自
1781年以来首次有英国国王
在和平时期出席内阁会议。

英国男子酷似耶稣
看比赛时引发骚乱

英国一名男子观看飞镖比
赛时因他长的酷似“耶稣”引发
骚动遭到驱逐。“耶稣”很委屈，
他说自己很喜欢飞镖，但可能再
不会到现场看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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