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月16日， 考研笔试成绩公布。

“得知我过线的那一刻，我老公戏称，‘是

我耽误了你。’” 说到这一幕， 原梦园笑

了。原来当年夫妇俩还在河南时，她的丈

夫仅是一名技校生。“结婚后， 我鼓励他

继续念书，他有这个能力。”起初，丈夫并

没有信心，没想到后来越读越来劲，读上

电大大专、自学考本科，2002年考取了郑

州大学硕士生，2005年又考取了上海交

大的博士生。

今年参加考研复试，原梦园显得很

“不合群 ”。“40多个考生 ， 基本都是应

届毕业生 。”原梦园说 ，她还被保安从

考场 “赶 ”出去三次 ，原因是考生家长

需在外等待 。最终 ，她以324分的笔试

成绩与不俗的复试表现，成功“上岸”。

眼下，这位学生眼中的励志前台阿

姨 ， 即将启程去广西大学读硕士研究

生 ，开启她人生的又一个新篇章 。尽管

要和家人分居两地，但对于未来的大学

生活，原梦园充满期待。

“我渴望学习 ，期望自己有一天能

考上博士 ， 可年龄是否合适还要看未

来的情况 。 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硕士毕

业后当一名老师 。”不断学习 ，这是原

梦园生活的常态 ， 她将学习和汲取知

识作为人生前行的足迹 ， 融入自己生

活的点滴。

采访末了， 原梦园这样对记者说：

自己的故事没什么特别，关键是做人要

有信念。“你只管努力，生活总会在意想

不到的时候给你惊喜。”

饮食， 是一种文化。 大学食堂菜

式的推陈出新， 也印刻着当代校园文

化的印记。

不少学生感言， 食堂的菜越来越

好吃了。 那么， 菜品的烹饪水准是如

何实现普涨的？ 各地大厨之间的技艺

切磋和交流功不可没。

2016 年 4 月， 复旦、 同济两所大

学曾互派大厨相互切磋。 一年后， 复

旦又推出 “舌尖上的美味” 系列之川

菜篇。 两位来自四川大学的 “客座大

厨” 带着 12 道拿手地道菜远道而来，

而复旦学生食堂的两位高水平厨师也

启程赴川， 带着糖醋小排、 八宝鸭等

复旦招牌菜 “回访” 川大。

在同济， “上海高校美食节” 已

经连续举办多年， 不仅有东华、 上大

等沪上高校参与， 广州、 贵州等地高

校食堂的厨师也来校切磋厨艺。

在上海财经大学， 每年一届、 为

期一天的校园美食节已连续举办十多

年， 成为学校后勤特色工作常态化的

标志之一。

“高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培育饮食

文化。” 上海财经大学后勤中心副总经

理陈济介绍， 该校每年的校园美食节

都会定下一个主题。 比如， 两年前的

美食街， 不仅展示了各地特色美食 ，

还专门开辟了 “弄堂记忆” 板块， 呈

现老上海的 “四大金刚”， 校方不仅希

望让上海本地学生回味往昔， 更希望

不少外地学生能进一步了解老上海美

食文化。

“在美食节里， 哪一款菜肴或食

物的反响特别好， 我们就会陆续在学

校食堂推出。” 陈济介绍 ， 校园美食

节不仅在校内师生中广受欢迎， 近年

来， 口碑效应也传至社区， 周边的一

些居民闻讯后也会赶来参加。 “所有

人都像过节一样， 其乐融融。”

事实上 ， 沪上各大高校的美食

节、 高校厨师互访交流活动， 无形之

间为学校打了个强有力的宣传广告 ，

也让美食成为了高校的另一张名片。

有人曾在网上评论 ： “吃在同

济” 的美名流传已久， 可如今各大高

校饮食文化都后来居上， 同济的 “霸

主” 地位有些岌岌可危了。

“这种担心有点多余， 同济的餐

饮已进入 3.0 时代。” 富琴军介绍， 眼

下， 学校致力于将传统文化融入餐饮

育人 ， 探索走一条食育的新路 。 比

如， 到了冬至、 清明这样的节气， 学

校不仅会推出时令菜肴、 点心， 还会

定制餐饮课程， 教学生包饺子、 包青

团， 邀请文学院的教授为学生讲述相

关传统文化知识等。 “去年冬至， 我

们的课程 200 个名额刚上线不久就被

一抢而空， 堪称秒杀！”

“读书时 ， 每天吃食堂 ， 吃厌

了 。 工作了 ， 又特别怀念食堂的味

道。” 早已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多年

的王磊说， 高校美食在网上得到热捧

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少毕业学生对食

堂的怀念之情。 “我们有校友来上海

出差时， 特意回学校吃一顿饭。”

富琴军也告诉记者， 别看大学食堂

花样菜色如此繁多， 在同济， 最受学生

欢迎的还是 2.8元一份的红烧肉。 “很

多学生告诉我， 那就是同济的味道。”

曾有人戏谑地称， 每所大学都有

一道 “黑暗料理 ”。 其实 ， 那回味于

舌尖上的味道， 最后留存于心的， 是

已然逝去的青春与永不褪色的记忆。

近年来， 随着高校周边小餐馆的

大量涌现以及外卖平台的崛起， 各种

各样的外卖单开始出现在学生的寝室

楼内。 在一系列外来美食的冲击下 ，

高校食堂的压力也着实不少。 从某种

程度上说， 高校推出的创新菜， 也有

和各种外卖、 “黑暗料理” 一争高下

的意味。 毕竟， 很多让人听了名字就

想尝鲜的菜， 只有大学食堂有售！

赶在今年清明节前几周， 沪上高

校间的 “青团大战” 就打响了。 海鲜

扇贝青团、 腌笃鲜青团、 蟹黄肉松青

团等等， 不一而足。 在包 “万物” 的

青团之前， 还有汇 “妙思 ” 的月饼 ，

如香菇火腿月饼、 网红脏脏月饼、 樱

花榴芒月饼、 黄金藤椒牛肉月饼……

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各大高校真

是拼了！

那么， 食堂大厨们要研发一道新

菜， 除了奇思妙想的创意， 之后还要

经过怎样的流程， 才能让创新菜端上

学生们饭桌呢？ 据陆平介绍， 一旦食

堂师傅们有了新想法， 就要先试着做

出来， 邀请一些员工和学生小范围试

吃， 尝口味、 打分。 评分合格后， 再

由负责学校食品安全的医师检验食品

卫生是否符合标准。 只有在学校各方

面都得到肯定后， 才会最终在学校推

出、 面向学生。

可以说， 从研发到上桌， 一道创

意菜的出品也要 “过五关斩六将”， 并

非易事。 “广东有菠萝咕咾肉， 交大

有草莓咕咾肉， 酸酸甜甜的口感深受

女生好评。” 曾成功打造草莓咕咾肉

的上海交通大学哈乐餐厅负责人刘文

彬告诉记者， 四月正值草莓上市的季

节， 而将时令水果入菜， 可以说是高

校食堂的一种新风尚。

在上海交大， 学生对食堂的满意

度也在节节攀升。 此前， 学校食堂的

菜品相对单调， 主食基本为馒头、 包

子、 米饭等六至七个品种， 副食基本

为常见的烧、 炒 、 炸等十几个品种 。

甚至在校园相声里 ， 也有学生 “怼 ”

食堂 ： 交大还有着让人只想吃 “一

餐” 的 “第一餐厅”。

刘文彬坦言 ， 单一的品种供给 ，

越来越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因为如

今大学 ， 不仅有来自各地的中国学

生， 留学生也越来越多。 学校不仅引

进各色风味餐饮进驻， 提供的菜品更

加丰富， 还从国内各地美食发展至国

外的日料、 韩食、 西餐等。

说到大学食堂， 坊间一直流传着

“吃在同济 ” 的说法 。 确实 ， 走在同

济校园里， 说到食堂， 很多在校生都

是一脸自豪。

“我们的食堂， 每天基本要供应

80 至 90 个菜品。” 同济大学后勤集团

副总经理富琴军介绍， 在菜品越来越

丰富的同时， 大厨们也在挖空心思研

发新菜、 提升菜品的口感， 不断满足

学生个性化的需求。

“高校从没有限制食堂师傅必

须做什么菜 。” 陆平说 ， 每次食堂推

新菜 ， 首先考虑学生是否喜欢 ， 而

不是什么菜系 ， 也没有严格的菜谱 。

“为了满足学生们的需求 ， 我们经常

鼓励厨师发挥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 ，

何况大学本就是一个需要创新和想

象的地方， 学校无需过多限制。”

不仅菜品的质量越来越高 ， 食

堂的颜值也在一路攀升 。 上海外国

语大学有一间广为流传的 “别人家

学校的食堂 ” 。 那里有着 “去晚了

就吃不到的酸辣粉 ” 、 “要拐着弯

排队的铁板烧 ” ……在这里 ， 暖黄

色灯光加条桌高脚凳 ， 舒适的就餐

环境 ， 伴着动人的背景音乐 ， 怪不

得人气爆棚 。 据上海外国语大学后

勤相关负责人介绍 ， 为了让学校师

生品尝各类南北风味特色小吃 ， 两

年前后勤工作管理处特别引进具有

丰富高校餐饮经验的公司 ， 并对原

有餐厅进行重新设计装修 、 充分规

划、 利用餐厅的空间， 旨在为学生打

造集餐饮 、 休闲 、 学习于一体的多

功能餐厅 。

民以食为天 ，食堂越来越成为高

校的门面。

凭借着食堂创意菜 ，华东师大已

经数次上了热搜 。最近受到网友们广

泛关注的是红烧甲鱼 ， 大的不到半

斤，12元一只 ； 小的三四两 ， 只要10

元 。而推出这道菜的 ，是该校闵行校

区的春华阁。

“甲鱼红烧后很入味， 性价比超

高！”有学生品尝后大加赞赏 ，还不由

发出感慨：“学校为了哄我们吃饭 ，也

太努力了吧！”

曾几何时， 在一代代大学生的记

忆里，高校食堂似乎是“只管吃饱 ”的

地方， 菜式最大的优点是食品安全有

保证，价格实惠，但若论及颜值 、美味

和创意，还真让人不敢奢望。

可现在 ， 大学的食堂有了更高

的追求 ： 青年人求新猎奇的需求 ，

开始成为高校食堂研发新菜式的

驱动力 。

“学校食堂与社会食堂不同 ，

服务的是在校的师生 。 而对很多走

出家门读大学的学生来说 ， 吃和住

同样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后勤保障

部膳食服务中心经理陆平告诉记

者 ， 现在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过

去要好 ，鸡鸭鱼肉早就不稀奇了 ，他

们总想吃点平时没吃过的 、 尝试些

新鲜的食物 。 为了让这些精力旺盛

的年轻人吃好 ， 食堂的师傅们有时

不得不绞尽脑汁 。

除红烧甲鱼外， 华东师范大学此

前还曾推出过玉米炒葡萄、酒酿鸡腿、

火龙果炒鹌鹑蛋等“另类 ”菜肴 。而在

沪上高校中，复旦大学的油炸芒果、辣

条炒饭， 上海交通大学的草莓咕咾肉

等，也都引起过围观、热议。

另类的食材搭配 、独特的烹饪方

法 ，有不少网友笑称 ，这算不算高校

的“黑暗料理”？

对于这样的评价，陆平并不买账。

“我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创新而创新，这

些菜都是经得起全方位检验的。”他告

诉记者， 高校的大厨们在研发新菜品

时，要考虑诸多方面，特别注重的是菜

肴的味道及健康。

比如 ， 去年在网上引起强烈反

响、被网友戏称为“原谅色炸鸡腿 ”的

绿色炸鸡腿。一整只鸡腿被一层绿色

的 “不明物体 ”所覆盖 ，颇有种 “生化

武器” 的感觉。“这道菜颜值一般 ，但

用料却十分讲究。”陆平介绍 ，大厨要

先将菠菜榨成汁 ，然后再将其混合面

粉 、裹上整只鸡腿油炸 ，不仅绿色纯

天然，更注重荤素搭配。

“食堂的菜首先要确保卫生、安全

和健康， 我们是绝不允许色素与添加

剂进入学校后厨的。”陆平说。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她是上海交通大学一位很普通的宿

管阿姨， 但又极不普通。 她叫原梦园，

今年和儿子一起考研， 母子俩 “一战”

即成， 很快就会成为同一届研究生。

今年 49 岁的原梦园 ， 人如其名 ，

努力圆梦。 因热爱学习， 她曾连续三年

旁听上海交大专业课程； 为了 “陪” 儿

子一起考研， 她又连续花了 700 多天背

英语单词、 坚持上网课。 不仅如此， 她

还督促仅有技校生学历的丈夫成功考取

上海交大博士生。

“圆梦的道路无论多艰险， 路的尽

头一定是梦圆。” 这是原梦园的座右铭，

如今成为了现实。 她用自己的人生， 诠

释着 “励志”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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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菜定期上新， 网红菜动辄上热搜， 高校食堂令各种外卖 “甘拜下风”

49岁读研，

用人生诠释 “励志” 二字

■本报记者 李晨琰

近日，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道

创意菜又上了热搜。 “红烧———

甲鱼！ 学校总能突破我的认知！”

如学生所言， 在学校食堂里， 一

只只完整的甲鱼被摆放于餐盘之

上， 乍眼一看， 还真有点让人不

知该如何下口。

只有想不到 ， 没有做不到 ！

眼下， 被坊间戏称为 “中国第九

大菜系” 的高校食堂菜系， 正在

频频挑战食客们的想象力与味

蕾。 如果说踏着时令节点上演的

“青团大战 ” 、 “月饼大战 ” 、

“年夜饭大战”， 让人感受到的是

大学食堂的温暖 ， 那么油炸芒

果、 油条灌蛋、 糖醋火龙果、 苦

瓜香蕉等一批网红菜 、 创意菜 ，

则让人想到的只有一个词———脑

洞大开。

那些一推出就跻身网红的

食 堂 私 房 菜 ， 究 竟能不能征

服广大师生们的胃呢 ？ 在沪上

很多高校 ， 食堂 “定期上新 ”

已成一种流行 ， 无形中 ， 也进

一步滋养 、 丰润着大学校园的

文化。

让美食成为高校的另一张名片， 舌尖上的味道留存于心

创新菜不只有创意， 推出前要 “过五关斩六将”

鸡鸭鱼肉吃啥都不觉得新鲜？ 来吃吃大学的食堂！

连续三年旁听交大专业课 ， 最感谢学校
“开放的学习氛围”

▲华东师范大学的 “玉米炒葡萄”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菠萝鸡饭”

▲

上海外国语大学食堂内， 学生正在用餐。 （上海外国语大学供图）

▲华东师范大学的

“油条灌蛋”

▲东华大学的青团

舌尖上的大学， 别人家的食堂
与儿子一起双双考研成功， 督促丈夫考取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宿管阿姨原梦园———

原梦园是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公寓

的一名前台阿姨， 她的本职工作是负责

留学生开学入住登记、每周例行检查，以

及出入境情况报备记录等。轮到值班时，

她每天要从上午10点开始忙碌， 一直到

晚上10点才能下班。

虽然工作并不空闲， 但原梦园依然

愿意挤出时间学习， 她的毅力让很多人

钦佩。

翻开原梦园的考研书籍， 上面密密

麻麻，写满了笔记。去年12月，她与儿子

同期考研，根据网上公示的录取结果，目

前，儿子拟录取为复旦大学研究生，原梦

园拟录取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我儿子本想把考研复习用书留给

我，说我这次如果没考上，下次还能用，

没想到他老妈也一战‘上岸’了。”接受记

者采访时，原梦园的语气中难掩兴奋。

其实， 早在去年入职交大前的三年

多里， 她就经常旁听上海交大的汉语言

和英语专业课程了。“我家离学校很近，

所以经常可以去自习室， 在思源湖边学

习。”原梦园告诉记者，通过旁听不同学

科、不同教师讲授的专业课程，帮助她建

立了系统、高效的学习方式。

通过学校网站的公开信息， 原梦园

整理记录下每天的课程时间： 第一堂课

从早上8点开始，而她早早地就坐在教室

里。不过，由于年龄关系，在教室里苦学

的她也会引起一些师生的关注， 大家都

对她表示欢迎和鼓励。在听课时，原梦园还

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在和老师、同学的交

流中，更好地理解、掌握一些专业知识。

“这次我能考上，真的很感谢交大开

放的学习氛围。”原梦园说。

连续 700 多天背英语单词， “我没有别的
诀窍， 就是不断重复”

回溯原梦园的生活轨迹， 对学习的

追求很早就埋下了种子。

原梦园回忆， 她曾是位陪在儿子身

边、 盯着儿子做作业的母亲。 但她很快

发现， 如此陪读， 效果并不理想。 “儿

子三年级时我就发现， 我坐在旁边， 他

很焦虑。 于是我改变了陪读的方式， 拿

本书坐在一边看， 而不是盯着他写作业。”

2015年， 儿子考上大学， 原梦园决

定， 陪儿子一起读个大学。 “我很爱学

习， 也想为儿子营造一点学习的氛围。”

一年后， 原梦园参加成人高考， 顺利考

取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

“我之所以选这个专业， 是因为我

在学校网站上见过一则招聘信息， 要当

兼职老师， 就必须要有汉语言文学本科

专业。” 原梦园很坦率， 后来偶然在交大

生活园区看到招聘公告， 她便赶去应聘，

最终被录用了。

虽然天生爱学习， 但考研不是容易

的事， 也是原梦园之前不敢想的。 “我

儿子准备考研时， 我想陪陪他， 相互督

促， 至少有个伴。” 就这样， 去年年初，

她的考研之旅开始了。

对于 49岁的原梦园来说， 最大的拦

路虎是英语。 “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这

个年纪就不适合学语言。” 但原梦园并不

妥协， “我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不断重

复。” 她向记者展示背单词的记录， 连续

700多天， 一天都未曾懈怠。 “老了记忆

力确实不行， 背了忘， 忘了背， 但我不

放弃。”

为了考研， 原梦园还报名参加了英

语和政治两门科目的网课， 坚持在网上

完成了 500 余节课程。 不仅如此， 平时

与留学生的交流， 她也坚持用英语， 从

而锻炼自己的口语和听力。 最终， 在考

研时， 她以 53分的英语成绩成功过线。

即将只身赴广西读研， 期望有一天能考上
博士

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前台阿姨原梦园的考研复习资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

（原梦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