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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族

在这个多维的世界

拨鱼子和炮仗子

马掌湾、温哥华图书馆、灰狗汽车

站、马尼托巴的省界、鲸鱼湾、维多利亚

港……这些地标一一地在我脑海中闪

过。门罗小说中的这些地名，都曾占据

着我过去生活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灰狗

汽车站和马掌湾。曾经有一个时期，我

几乎每个月都会在这些具有交通枢纽性

质的地点出现。马掌湾连接的是温哥华

市和维多利亚港，每个人都需要从此处

开车上船，然后抵达目的地。

爱丽丝 ·门罗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彼时的加拿大媒体并没有对此

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甚至在我们学校

食堂的荧幕上都没有出现过她的影子。

那时候，食堂的投影屏上反复地播放着

某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出场的

是加拿大的滑雪队员。金发，宽阔的脸

盘上方挂着正在反光的滑雪眼镜，滑雪

板架在她的左手臂上，她的右手正在向

天空中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她没有对

着我们正在观看的摄像头挥手。接着屏

幕切换到远景——连绵起伏的，被白雪

覆盖的山脉。

应该是食堂的一位厨师决定了每天

选择播放怎样的节目。他是一个高挑

的，瘦弱的，喜欢抽烟的犹太面孔，他的

眉毛耷拉下来，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显露

着可怜无辜的面容。但令人惊讶的是，

正是这位厨师，这位看起来人畜无害，

不关心文学的，这个只喜欢在工作后拿

着一纸杯咖啡坐在荧幕下看各种加拿

大运动员，参加各种体育赛事视频回放

的厨师，后面因为向学生兜售海洛因而

被逮捕。

文学从来都是小众的奢侈品，在北

美也是如此。曾经听文学院的教授讲过

一段可悲的笑话：如果你仔细观察，坐在

飞机头等舱的人一般手里拿的都是商业

类的书籍和报纸，例如《经济早报》《经济

学人》，越往后走，你会发现书的文学性

在慢慢提高，直到你走到飞机座位的末

端，你看到那个买不起头等舱的穷人正

在读《战争与和平》。

门罗获奖，加拿大现当代文学的教

授和学生因此欢欣鼓舞，但也仅仅是针

对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专业的那群人，而

对于像研究古典学，莎士比亚、乔叟等

方向的人来说，这就像一阵风一样，一

天之内就吹过了。马尔克斯逝世的那

天，我们只收到了乌干达裔教授的一封

邮件，通知停课一天来缅怀马尔克斯，

但学校里的其他课照常进行着，没有受

到干扰，他离世这件事甚至没有上过我

们的校报。更别说我喜爱的作家V.S.

奈保尔在2018年8月11日逝世的那一

天，身边的老师同学更是无人知晓，无

人在意。

门罗出生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休伦

县，而后在与丈夫吉姆 ·门罗结婚后搬到

英属哥伦比亚省生活了近二十年之久。

1951年12月29日门罗夫妇在温厄姆举

办了简单的婚礼后，他们搬到了温哥华。

吉姆 ·门罗在伊顿公司下属的一家纺织

部门工作，而门罗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

当助理员。我在英属哥伦比亚省也生活

了许多年，几乎没有去过加拿大的其他

省，我知道安大略省那里有著名的五大

湖，蒙特利尔说的是法国人都听不懂的

法语，以及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

是一个仿佛从原野上生长出来的城市，

一望无际，冬天的雪轻易就能没过膝盖。

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现在我的书桌

里还有一张当时办理的借书卡。它有好

几层楼高，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中文书，

但它却不是一个让人能畅快待下去的地

方，每次我都只是借了书就走。图书馆

里可以免费充电，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

气，所以常年被流浪汉占据，里面充满着

无家可归的人和他们的行李，还有说不

清究竟哪里来的尿味。高楼层的楼梯间

里堆满了流浪汉扔的纸杯和垃圾。那些

无所事事的人很好分辨，他们从不看书，

不是在公用电脑上玩着纸牌，就是在录

影录像区躺在沙发上看某部电影。他们

大多看起来很久没有洗澡，衣服虽然不

至于破洞，但是已经被浣洗得失掉了原

本的颜色，隔着很远都能闻到那白得透

亮的皮肤和茂密的体毛中间散发出来的

腥味。

门罗就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工作

过，推着归还书的小车，按着书的封皮上

贴的从A到Z的编号，一层楼一层楼地

把书摆放整齐。有时候还会有人恶作剧

把书放在其他地方，然后那本书在这个

偌大的空间里，就消失了——在那些高

耸、乌黑的书架上，要找到一本被放置

错误的书需要依靠多么大的运气。就

像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图书馆，谁会想到

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会在这

样的环境下忙忙碌碌，来回地穿梭。在

此期间门罗还申请过加拿大文化委员

会的奖助金，“当时我真的急需用钱”，

她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及这段经历，但

是他们从未给她的申请做过任何答

复。或许是因为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

工作过的原因，1963年门罗随丈夫搬到

维多利亚市，她便开始和丈夫经营门罗

书店（Munro’sBooks)。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给门罗的授奖

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门罗的短篇小说很

少依靠外部戏剧。他们是一个情绪化的

室内游戏，一个沉默和谎言的世界，等待

和渴望。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她的角色

内部。最大的痛苦仍然无法表达。像其

他人一样，她对沉默、被动、不选择、旁观

者、放弃者和失败者感兴趣。性别和阶

级的障碍在她的作品中从未远离过。”

这一特点，从繁复的室外戏剧流转

到一场精妙绝伦的室内游戏，精准地描

述出了门罗小说中的内核。她有太多令

人心碎的作品，像一把尖利的刀深深地

插入皮肤底层，因为切口过小，这种伤口

在外人看来微乎其微。无论是那条最终

穿错了的酸橙绿色的裙子（《拨弄》），抑

或是那个终于站在了火车的瞭望台里仰

望星空，终于在夜空里，开始一一辨认出

了天上那些最重要星座的她（《机缘》），

又或者是背叛了一次又一次的丈夫，最

后出现在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菲奥娜

的床边，告诉她，他永远不会对她弃之不

理（《熊从那边来》）。它们中的哪一个故

事不是充满着无声压抑的哭喊呢？哪一

个角色的人生不是布满着痛苦曲折的荆

棘让人无法回返呢？

我第一次读门罗的小说是《多维的

世界》。那是2014年的冬天，我一如既

往地在冬天找了一份给人遛狗的工作，

就此借住在了大学同学家。同学是一个

有着橘黄色头发的女孩，不知为何总是

显得特别的局促，有一种美而不自知的

迷茫在里面。后来听其他同学说她的母

亲十分强势，所以她才变成了现在这个

样子。帮她看家时，我看到客厅的玻璃

里放着她母亲从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的生

物学博士的毕业证时，才明白了她母亲

对她的期望和要求对她这样的家庭来说

再合理不过了。

因为是圣诞节，有个好朋友从多伦

多过来陪我，也顺便来看看温哥华这座

城市。当工作结束，我们发现我们即将

无处可去的时候，冒出来一个她的亲

戚。说是可以把我一同从温哥华接到

维多利亚市去住几天。到了亲戚家，我

才明白人原来可以这样生活——在海

边的巨大宽阔的庄园，在每一扇窗的窗

外就能看到海浪的飘动，她的亲戚驾驶

着一艘小艇出海捕鱼，作为我们当夜的

晚餐。我在她亲戚的眼睛里读到了颇

为温柔的责备，在来维多利亚市之前，我

都带着她的侄女过着怎样憋屈的流浪般

的日子。

也正是因为他们，我才得以有幸去

到门罗书店。我仍然记得那天途中，他

们在车上谈论购买爱马仕，而我唯一能

插得上话的就是，告诉他们爱马仕的英

文发音中那个首字母H不发音，以及告

诉他们Hermes在荷马史诗中的典故和

他驾驶的那辆马车曾担任了怎样的职

责，我在车上滔滔不绝地试图用这些知

识来装点，掩饰那几天被纸醉金迷的生

活冲击到的自尊。

那天经过我的再三要求，他们同意

把我一个人放在门罗书店。门罗书店位

于维多利亚市中心，在这样的一个闹市

之中，有一家如此庞大的书店实在少

见。我在这里买了门罗的第一本书《传

家之物》，它是爱丽丝 · 门罗的自选集。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准确地表达这本

书对我的意义，就像卡佛的《大教堂》里

的那个男人拿着笔，终于开始相信某种

指引，开始在纸上画出大教堂的形状。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3日，爱丽丝 ·

门罗去世了。一块拼图丢失了，但它又在

其他地方补上了。这是这一天和其他的

任何一天仅有的不同——世界还在继续

前进，可是她的故事凝固了，甚至死亡了，

因为它不会再继续发生了。她慢慢地变

成一个符号，终止、矗立在某个路口。她

写的所有故事此刻排列整齐，在一个工作

人员的手里被装订好，贴上标签，页码不

再发生变化。有的声音消失了，它跟着皮

肤苍老的皱褶一点点地腐化，然后那些故

事扎扎实实地变成铅字，落在书架的灰尘

之中。我又想起了《多维的世界》，小说中

他正在给她写信，在信中他写道，他看见

了死去的亲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和

地狱，但是此刻他相信了：

“这世界上一定存在另一个维度，甚
至有无数个不同的维度……上次我没有
把话说出口，因为我想可以写信给你，这
样比我亲口说出来更好。现在，让我告
诉你。天堂存在。”

是啊，门罗，无论如何，现在我相信

了，天堂竟然真的存在。

2024年5月19日，北京

新疆吃牛羊肉多，所以除了拌面

外，再没有典型的面食。我对此不解，

尤其是在阿克苏、石河子、奇台等地见

到大面积麦田后，就一直琢磨这些地方

产的小麦到了哪里去了。尤其是奇台

的江布拉克麦田，或从近处延伸向远

处，或从山脚延伸向山冈，还有更远更

大的麦田甚至了无尽头，让人觉得那些

麦子从低处上升到了天上。

北疆几个地区现在多种棉花，是因

为棉花的经济产值高，但过去却多种小

麦。据新疆老人们说，在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全国各地都缺粮闹饥荒，唯独新

疆的粮食充足，而且还支援别的省份。

因为小麦多，也就是在那时，新疆的面

食出现了新内容——拨鱼子和炮仗子。

我吃到拨鱼子和炮仗子之前，听玛

纳斯籍的一位战友描述过其做法、味

道、颜色和吃法，便盼望能早日吃到。

我出生于多吃面食的甘肃天水，到新疆

吃了拌面后，觉得其不可避免的缺点是

太硬，于是便盼望能吃到接近臊子面的

新疆面食。当时那位战友把拨鱼子和

炮仗子说得那么好，我便暗自希望这两

种面食能满足我的愿望。

那位战友后来又说最喜欢拨鱼子

和炮仗子的是回族人，另一位战友便马

上纠正他的错误，强调说拨鱼子和炮仗

子虽然多在回族人餐桌上出现，但在乌

鲁木齐、昌吉、塔城、博乐和伊犁等地深

受各族人家喜爱。

我第一次吃拨鱼子是在部队。先

前曾想象过多种与拨鱼子相遇的情景，

但突然就吃到了，而且还是在部队施工

的工地，更想不到的是，我第一次吃到

的拨鱼子，居然是我和战友们亲自操作

出来的。当时我们部队在戈壁上施

工，开始时每天中午都吃米饭或馒头，

但那天班长说中午吃个拨鱼子。那时

我刚到新疆不久，以为班长是说中午

吃鱼，便想象会是什么鱼呢，到了中午

才知道，我们要吃的是一种名字中有

“鱼”的面食。炊事班的人已经和好了

面，而且按每个班的人员数量，早已给

毎人碗里分了一个柔软的面团。他们

为了让大家尽快学会操作，简单介绍

了一番做拨鱼子的方法。他们虽然说

得很简单，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做拨鱼

子的面里面要放盐水和花椒粉，搅拌成

稀软的面团，稍揉捏几遍后即可，然后

便等水开后用筷子拨成像鱼的形状，丢

进锅里煮。

那天，炊事班的人对大家说，面已

经揉好，你们自己动手拨吧，中午的饭

就靠每个人的一根筷子往嘴里弄了。

我正疑惑这顿午饭难道要用一根筷子

吃，炊事班长的人已开始示范，他们拿

起一只碗在手上掂了掂，然后把面团按

到碗口，右手拿起一根筷子，同样上下

晃着掂了几下，便像持刀一样向面团刮

下去。我只看见他们手里的筷子像刀

子一样削向面团，一截长条状的面条便

飞入沸腾的锅里。炊事班长示范完毕，

便去弄炊事班的那一锅了，他们班不管

大家了，但还得管自己。

我们的班长是新疆人，熟悉做拨鱼

子的要领，他为了让我们班的十一个人

吃得好一些，又给我们示范了一次。他

一边示范一边说，拨鱼子最重要的就是

握筷子的力度，这两点把握不好就会拨

不动面，即使拨出了面也不好看。他还

强调吃拨鱼子就吃个好看，不好看的拨

鱼子吃起来就少了滋味。

大家围在锅边学班长的样子用筷

子开始拨，因为不熟练，筷子刮出后难

免落空，但练习过几次后，一条条像模

像样的“鱼子”便飞向锅里。人常说人

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但那顿拨鱼子

因为做的人多，在短时间内便已做完，

等煮好后每人盛一碗就吃了起来。班

长边吃拨鱼子边总结说，有的太粗，有

的太短，有的则一头大一头小，看来不

让你们练上十次八次，别想做出合格

的拨鱼子。班长那时天天带着我们训

练，“合格”二字经常挂在嘴边，连做饭

也用“合格”来衡量。也就是经过那次

做拨鱼子，我知道要做出地道的拔鱼

子，首先要在筷子上掌握好平衡力，那

样才能使中间部分凸起，像鱼的肚子，

同时还要让两头尖细，像鱼头和鱼尾

巴。所谓的拨鱼子，就是必须要有鱼

的形状，只要过了视觉的第一关，才能

说好不好吃。

后来在莎车县又经历了一次与拨

鱼子有关的趣事，那时我已学会驾驶

汽车营的“东风牌”大卡车，外出运输

在路边碰上什么吃什么是常事。也就

在那一段时间，我吃到了新疆的很多

有民间特色的饭菜。那次我们汽车连

出动了二十余辆车去喀什拉运建筑器

材，中午刚好到了莎车县城，大家便选

一家餐馆点了拌面，然后喝茶聊天。

一位战友无意间说起拨鱼子，大家便

议论起拨鱼子的做法和好处，餐馆老

板听到我们句句不离拨鱼子三个字，

便向我们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因为谈

兴正浓，没有注意到老板的反应，等饭

端上来却发现变成了拨鱼子，问老板

何故，他把我们所有人都指了一遍说，

你们都说拨鱼子嘛，而且说了好几次，

声音那么大，不是让我把拌面改成拨

鱼子是什么？我就让大师傅赶紧给你

们做拨鱼子了！怎么啦，你们不想承

认自己说出的话吗？

我们面面相觑，然后轰然一笑抓起

筷子便吃，这样的事权当是择饭不如

撞饭，再说拨鱼子已经摆在眼前了，岂

能不吃！吃完拨鱼子让饭馆老板开发

票，他说没有发票只有收据，我们便只

好让他开收据。他去后堂忙活好一阵

子，才双手捧着一张收据出来，我们一

看都忍不住大笑，原来老板在收据上把

“拨鱼子一顿”写成了“拨鱼子一吨”。

在另一次野外施工中，我吃到了炮

仗子。当时我对炮仗子已有所了解，

知道炮仗子的食材和味道与拨鱼子差

不多，但二者的做法和外观却截然不

同，炮仗子不强调外观像什么，但却一

定要细，长短也要适度，这样吃起来才

口感独特。至于做法，很多人则很容

易混淆拨鱼子和炮仗子，但仔细区分

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不同。炮仗子是

先和好面，而且要比拨鱼子的面硬一

些，揉好后用布或塑料纸盖住醒一会

儿，然后擀成圆饼状，再用刀切成长

条，用手揪出一两寸长的细条，扔进沸

腾的锅中煮。

炮仗子做起来简单，但做好煮熟后

却要大做文章。常见的做法有三种，首

先是不出锅，加进去事先炒好的菜，当

作汤饭吃；其次，将炮仗子捞出锅，配上

过油肉等配菜，当作拌面吃；再次，配肉

和青菜入锅炒，两三分钟后放进炮仗子

做成炒面。如此说来，炮仗子是等待加

工的面食。除了上面的做法外，还有人

将炮仗子干煸后，配上青菜、干辣子和

肉爆炒，味道新鲜而又劲道。另外，还

可将炮仗子用于炖汤、炖鱼等，味道也

很独特。

那次在工地上做炮仗子，仍是炊事

班的人提前把面切成了条状，我们每人

用左手捉一条面条，握拢手指只让一小

部分面露在外面，那样做是有利于让右

手将面揪扯得更细。一位陕西籍的战

士把用手握面叫“捉”，这一叫法迅速传

开，每个班的战士都“捉捉捉”地叫成一

片。那天所有人都参与了揪炮仗子，这

正是炊事班的目的，等于每个战士都在

做自己的饭，他们倒省事了。

我观察了一下战友们，发现每个人

都用右手捉面，用右手指捏一小截，然

后揪出两三寸的细条状炮仗子，扔进沸

腾的锅汤中。因为烧锅用的是胡杨树

枝，所以那汤被烧得翻滚，炮仗子一扔

进去便像被吞没似的沉了下去。等揪

完煮熟出锅，不但外观像模像样，一尝

更是味道不错。那天的配菜有羊肉、西

红柿、青菜、土豆、皮牙子、豆腐干和番

茄酱，还放了胡麻香油，可谓是色香味

俱全，营养丰富。那锅炮仗子大家做得

应手，看得欢心，吃得舒服，受到了班长

的表扬。

后来我在去西藏阿里的喀喇昆仑

山上，又吃了一次野蘑菇炮仗子。那

天，我们按运行规定时间休息，大家坐

在公路边喝水聊天，看见不远处有野

蘑菇，便捡回装入塑料袋，准备中午做

一顿野蘑菇汤饭。到了做午饭的时

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炮仗子，对，

用野蘑菇做一顿炮仗子，吃起来一定

会很过瘾。

我们那批汽车兵长年奔波于喀喇

昆仑山上，从叶城的新藏线的零公里出

发，一路往阿里走，海拔越来越高，空气

越来越稀薄，战友们被缺氧和高山反应

折磨得苦不堪言，而吃饱饭则是保存体

力的唯一办法。每到吃饭时，如果赶到

兵站便吃一顿热饭，赶不到就吃干粮或

自己凑合着做一顿。那天因为捡到了

野蘑菇，战友们做饭的兴致高涨，一到

中午便选择一块平坦的地方停车，筑台

搭锅准备做饭。

在野外做饭感觉不错，清凉的风吹

着，温暖的阳光照着，战友们都是二十

出头的小伙子，说说笑笑便让疲惫消失

不少。我在做饭的间隙扭头看了一眼

远处的雪山，又想起不久前凝望雪山的

神奇经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的

车子正赶往多玛，由于地形开阔，前面

的两座雪山便展示出了全貌。夕光泛

出一层浓烈的色彩，这两座雪山被遮蔽

其中，似乎变成了两件正被夕阳完成着

的艺术品。后来，夕阳落下去了，两座

雪山复又呈现出原貌——褐色山体，晶

莹的积雪，以及几条若隐若现的线条，

都是我多次看到过的景象。车子转过

一个弯，我的视线发生变化。突然，我

无比惊讶地看见两座雪山变成了两尊

隐隐约约的佛，正站立于天地之间，俯

视着我们驰近的车子。我觉得自己并

没有出现幻觉，因为那一刻的雪山真是

太像佛了，其顶部俨然是佛的头部，而

且还有清晰的面容，而中下部又活脱脱

的是佛的身躯。太像了，但我并不只为

两座雪山酷似两尊佛而惊奇，我感觉有

一种神秘在迅速漫延，以至于让我的整

个身心都似乎在经历着清洗……行进

到那两座雪山下遇到的一幕，再次让我

惊讶。有一群朝圣者正在向着那两座

雪山磕长头，一问，才知道他们在刚才

也看见那两座雪山在一瞬间变得像两

尊佛。他们证实了我的目睹，那一刻我

觉得无比幸福。

那天，大家经过一番忙碌，一大锅

炮仗子做好了，因为加进了野蘑菇，看

上去很不错。战友们盛进碗里一尝，

发现因为缺少调料，汤味淡了一些。

巧的是，一位战友无意一瞥间发现了

一丛野葱，它们不但长着宽宽的葱叶，

而且还开着葱花呢！于是那丛野葱很

快就进了锅里，再一尝味道已大为改

观。有一位战友吃得情不自禁，说那

汤是新藏线的味道，在别的地方无论

如何都碰不到。

吃完那顿炮仗子，我们都说要记住

捡野蘑菇和拔野葱的这两个地方，以

后到了它们长出的季节，还来做炮仗

子。第二年我们还在那儿做过炮仗

子，却没有捡到野蘑菇和野葱。大家

感叹一番，每个人在每一年都不一样，

一个地方怎么会在每年都长出野蘑菇

和野葱呢？我们在高海拔的新藏线上

度日如年，但有些事情却仍然在消失，

也许在内心保留一份记忆，才是长留

美好的最好方法。

如今已吃过数不清的拨鱼子和炮

仗子，仔细考查这两种面食的历史，便

可发现它们并非新疆原创，而是有山西

和陕西等地的特点，到了新疆后受到当

地风俗影响，形成全新风格。比如拨鱼

子和炮仗子的汤和配菜，就用新疆产的

皮牙子、油麦菜、西红柿和番茄酱。如

果要做成炒拨鱼子和炮仗子、拨鱼子和

炮仗子汤饭、拨鱼子和炮仗子拌面，则

完全是新疆做法。新疆人吃面食的口

味习惯，离不了汤饭和拌面，自然而然

就靠了过去。

关于拨鱼子和炮仗子，我在新疆生

活三十多年，算是对它们已非常熟悉，

回忆起来才发现有诸多趣事恍如就在

昨天。我所有吃拨鱼子和炮仗子的经

历都在别处，至今尚未在家中做过一

次，得尝试做一次，不难。

均本文作者

摄于加拿大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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