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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安全帽，打开探照灯，乘坐急速下降的

升降梯，深入地下 200 多米，就来到了南非约翰

内斯堡金矿博物馆。

这 里 是 一 座 大 型 金 矿 的 旧 址 。 微 弱 的 灯

光下，矿工曾使用过的铁锹、炸药已成文物，静

静地立在角落里。当年，矿井内不仅设置了食

堂，还有简易的医疗服务站，这些基本服务设

施均保留至今。不远处，一位工作人员点着蜡

烛，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学着旧日矿工工作时

的样子。这一声声敲击，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了

100 多年前。

1886 年的一天，乔治·哈里森在农场散步时，

不巧被一块石头绊倒。当他爬起来时，看到脚下

的石头闪闪发光，便敲下一些碎片带回家中淘

洗，继而得到了金砂。因为这块“石头”，世界上

黄金蕴含量最丰富的矿脉露出了“金山一角”。

后经进一步探测证实，这是一条绵延 240 公

里的弧形金矿脉。

没过多久，世界各地的淘

金者蜂拥而至，在这片

土地上掀起了一

股淘金热潮。这块小石头

的发现也成就了约翰内斯

堡，使这座城市迅速成为南

非的经济中心。淘金者在这里陆续建立了 14 个

金矿区，其中 14 号矿井名为“皇冠金矿”，最大开

采深度超过地下 3200 米，在 1897 年至 1977 年间

共产出黄金 4500 万盎司，约合 128 吨，一度名震

海外。

不过，随着矿石含金量的下降，“皇冠金矿”

于 1977 年停止了开采作业。1980 年，南非政府

在这座废弃金矿的旧址上建起了金矿博物馆，

并保留了大量开采金矿时使用的机械设备。

得益于此，金矿博物馆的参观者可以现场

观摩黄金的熔炼和铸锭过程。历史上，开采出

来的矿石需要运到地面，再由矿工敲碎冲入长

水槽。金比水重，渐渐沉积于水槽底部。经过

一系列程序，纯金砂被筛选出来，送到冶金房熔

炼。现场的冶炼炉温度超过 1200 摄氏度，两名

矿工会各持一根长约两米的特制铁钳，小心翼

翼地将装有黄金原液的罐子取出，倾倒在模具中

定型。

在金矿博物馆的出口，有一块刚刚冷却、重

达 12.5 千克的金砖。按如今的比价，这块金砖的

价格接近 500 万元人民币。据说，哪位参观者如

果力气够大，能用两根手指夹起这块金砖，就可

以将这价值连城的宝贝带回家。

自金矿博物馆建立以来，这块金砖在馆内经

历了“千锤百炼”，一天最多要被熔炼 5 次，可惜

从未被带走。不过，能够亲手触摸一下“500 万”，

也算不虚此行了！

金矿博物馆除矿井外，还仿建了淘金时期的

矿城风貌，既有古朴的银行、邮局，也有简陋的餐

厅、酒吧。参观者可以登上老式蒸汽火车，绕着

金矿博物馆缓慢行驶一圈，游览古老的街道，欣

赏热情的非洲舞蹈和民俗表演，继续这段“穿

越”旅程。

参观完金矿博物馆，可以到附近名为“黄金

城”的主题乐园逛逛。在几乎垂直下降的过山

车上，你可以感受矿工们隐约感觉淘到了金子、

心提到嗓子眼的战栗；在慢悠悠的摩天轮上，可

以尽情欣赏因金矿而发展起来的城市风貌⋯⋯

一系列金矿主题的游乐项目给人们留下了难忘

的回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代代

淘金矿工的辛勤工作，给约翰内斯堡带来了繁

荣。金矿博物馆将这段“金色的历史”长久保留

下来，不仅使废弃金矿恢复了往日生机，也让后

人懂得，财富来之不易。

触 摸“ 金 色 的 历 史 ”
田士达

在 印 象 里 ，巴 西 是 热 情

的。如果你真正走进巴西，就

会发现它同样也是壮美的。雄

伟的山川、白色的沙滩、翠绿的

雨林、深蓝的海水和夜色中动

感的桑巴舞曲，吸引着世界各

地的游人。

作为巴西的象征之一，里

约狂欢节让人难以忘怀。伴随

着桑巴舞曲，舞者扭动腰肢，尽

情挥洒汗水；在大型花车的引

导下，整条街道都被卷入狂欢

的漩涡。

桑 巴 舞 是 一 种 集 体 性 的

交 谊 舞 蹈 ，参 加 者 少 则 几 十

人，多则上万人。舞者通常会

围成圆圈或排成两行，边唱边

舞；大鼓、铜鼓、手鼓等打击乐

器并作，高亢激越，声浪滚滚，

仿佛空气都炽 烈 了 起 来 。 当

这 种 气 氛 达 到 高 潮 时 ，乐 声

往 往 又 戛 然 而 止 ，动 感 的 舞

蹈一下子冷凝为“雕塑”⋯⋯

动 与 静 的 跳 转 ，大 起 大 落 却

惊 人 的 和 谐 ，呈 现 出 一 种 特

有的震撼美。

要说热情，又怎能少得了

巴西足球？

巴 西 人 把 足 球 称 为 大 众

运动，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

在 城 市 的 街 头 巷 尾 ，无 论 老

少，踢足球简直和每日三餐一

样必不可少。

为 迎 接 1950 年 世 界 杯 ，

里约市立体育场于同年正式

落 成 ，成 为 当 时 世 界 上 最 大

的足球场。在这座足球圣殿

里 ，上 演 了 无 数 场 经 典 的 比

赛 ，也 留 下 了 太 多 难 忘 的 回

忆 。 2013 年 ，改 建 后 的 球 场

内 建 起 了 一 座 博 物 馆 ，展 品

包括贝利在第 1000 个进球时

穿的球鞋和很多球星留下的

足印模型等。

当 大 西 洋 的 海 风 吹 过 科 巴 卡 巴 那 海

滩，自然的力量悄然而至。

矗立于大西洋入海口的糖面包山，虽

然 海 拔 不 过 400 米 ，可 只 要 登 上 山 顶 ，就

能将里约全景尽收眼底。其实，在里约，

只要沿着大西洋的海岸行走，任何角度都

能看见糖面包山，仿佛整座城市都围绕着

它转动。

巴 西 将 近 一 半 的 国 土 都

位 于 亚 马 孙 河 的 冲 积 平 原

上。平原被浓密的原始丛林

覆盖，以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

物著称。

亚 马 孙 雨 林 发 展 出 了 非

常 独 特 的“ 洪 泛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雨 季 时 ，河 水 水 位 大 幅

度 上 涨 ，最 高 时 能 上 涨 20 多

米 。 河 水 漫 入 两 岸 森 林 ，动

辄 深 入 数 百 米 至 上 千 米 ，形

成“水浸森林”。于树顶上划

船 、在 密 林 深 处 看 亚 马 孙 河

豚⋯⋯在这里，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在大自然的伟

力 面 前 ，人 类 的 想 象 力 竟 然

如此贫瘠！

伊 瓜 苏 瀑 布 位 于 巴 西 西

南角，与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

苏河上。伊瓜苏河在此处遇

到断崖，被河心岩岛和茂密的

树木分隔成 270 多个瀑布。这

些瀑布沿着山崖绵延大约 4 公

里，平均落差 75 米。

“ 伊 瓜 苏 ”在 印 第 安 瓜 拉

尼语中是“大水”的意思。河

水流到绝壁，飞泻而下，形成

气势澎湃的瀑布。峡底的岩

石上飞溅起团团白雾，水声隆

隆，几公里外都能听到——这

里也是瀑布群中最壮观、水势

最大的一处，被称为“魔鬼的

咽喉”。瀑布之间是些长满树

木的火山岩小岛，河水从坚硬

的火山岩两侧流过。有些小

瀑布从峡谷边缘一泻到底，另

一些则“拾级而下”，溅起层层

水花。

很 多 旅 行 者 都 喜 欢 花 几

天 时 间 在 瀑 布 景 区“ 游 荡 ”。

清晨，沿着伊瓜苏公园泥土铺

就的小路，一边呼吸着新鲜空

气，一边慢慢走向瀑布群；加

入野外探险队伍也是不错的

选择，可以骑车在丛林中穿梭；或是走在水

汽弥漫的栈道上，享受与大自然交融的乐

趣，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震撼。

巴 西 的 热 情 你 我 皆 知 ，巴 西 的 壮 美 ，

需要你亲身前来，沉醉在大自然里，方能

体会。

壮美与热情相融成趣

李盛丹歌

因为一块被意外发现的“石头”，世界上黄金蕴含量最丰富的矿脉露出了“金山一角”。它掀起了

一股淘金热潮，也成就了约翰内斯堡，使这座城市迅速成为南非的经济中心。一代代矿工的辛勤工

作，给约翰内斯堡带来了繁荣。金矿博物馆将这段“金色的历史”长久保留下来，不仅使废弃金矿恢

复了往日生机，而且让后人懂得财富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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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见山地说，“印度咖喱”是一个不太严谨

的表述，至少在印度本土如此。

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酱料，常见

于印度菜、泰国菜、日本菜等菜系，现已成为亚

太地区流行调料之一。

在人们的印象中，印度是“咖喱大国”，餐餐

离不开咖喱。然而，如果你来到印度，和当地人

说自己想尝尝“印度咖喱”，他们很可能会一头雾

水。因为在这里，我们概念里的“印度咖喱”有一

个较为生僻的名字—玛莎拉。

玛莎拉在当地语言里指“香料”，作为咖喱

名称时通常是指多种香辛料混合调制而成的调

料。其搭配丰富多样，从肉桂、肉豆蔻到黑胡

椒、丁香等，都可以加入其中。换言之，玛莎拉

并没有固定的“配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

的做法，与国内各地卤味所用香料不尽相同一

个道理。

这也是印度玛莎拉的“成功秘诀”—无需

太过复杂的烹调技巧，只要依据个人口味，在香

料 搭 配 上 大 胆 发 挥 自 己 的 想 象 力 与 创 造 力 即

可。这一特性也赋予了玛莎拉无尽的可能性。

更有趣的是，玛莎拉在印度餐桌上的普及

程 度 远 超 大 多 数 人 的 想 象 。 在 印 度 人 的 餐 桌

上，玛莎拉无处不在：米饭要拌玛莎拉，馕饼要

蘸玛莎拉，炒菜要放玛莎拉，甚至很多人连买冷

饮或吃冰淇淋时也会撒点玛莎拉。

在中国流行的咖喱，大体就是印度的“辣味

玛莎拉”。这种调味料的配方相对固定，因而早

已实现工业化量产，各国商店里随处可见这种成

品调味包。

印度菜可以概括为“简单食材+简单烹饪+

多种调料”的组合。一般来说，就是选用鸡肉、羊

肉、海鲜、蔬菜等，用烧、烤、炒等方式做熟，真正

的难点在于调料种类选择和比例配置。

据 说 ，印 度 菜 所 用 调 料 之 多 堪 称“ 世 界 之

最”，每道菜的调料都不下 10 种。印度人在日复

一日的烹饪中练就了一身熟练使用各种繁杂调

料的好本领，由此也造就了印度菜丰富而多变

的味道。

出于兴趣，笔者平日里也尝试过烹饪玛莎

拉，对于玛莎拉的多样化有着直观的感受。即便

用的是最简单的成品调味包，只要额外多放几颗

丁香或者少放一些豆蔻，味道就会有明显差别，

真可谓妙趣横生。

除了咖喱之外，印度菜还有一个特色—糊

糊。一直以来，“印度咖喱”几乎无一例外都会以

糊状呈现在容器中，让不少颜值控痛苦不已。这

其实和印度人的烹饪理念有关。他们认为，如果

想要将玛莎拉菜肴中各种香料的味道发挥到极

致，烹饪者必须将这些香料连同食材一起长时间

炖煮。除了肉与土豆等有数的几样食材会最后

放入酱汤中，其余大多均早早下锅，于是，番茄、

洋葱、鹰嘴豆等佐菜便在小火慢炖中变成了浓稠

的糊糊。

其实，这样的烹调方式还有一个好处，那就

是能起到腌制的作用，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因

为印度大部分地区位于热带、亚热带，气温较高，

食物保存难度较大。炖菜尽管卖相不太好，但确

实能够大大延长菜品保鲜期。

随着“印度咖喱”风靡全球，最近几年，不少

美食主播开始制作相关节目。有些主播会在厨

房手把手地教观众如何调配香料，还有一些人则

偏爱“探店”之旅。

在这些作品中，印度菜往往以街头小吃的

方式呈现给观众。说实话，大多数小吃的做法

确实有些过于“豪放”了，不仅厨具和餐具完全

谈不上讲究，烹饪和用餐环境更是一言难尽。

有观众吐槽，如此做出来的菜品实在让人提不

起食欲；与其说主播们是在“探店”，不如说是在

“用胃探险”。

其实，单从食材和香料选用上来讲，这些街

边摊做出的小吃和印度大城市里那些正规饭店

提供的菜品没什么本质区别。一方面，大家的采

购渠道差不多；另一方面，长时间炖煮的烹饪方

式本身就是有效的消毒手段。

而且，简易案台上做出来的东西虽然粗放但

未必难吃。毕竟，无论是街边摊的小贩还是大饭

店的主厨，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用着大同小

异的食材。至于味道的区别，除了“技术性原因”

外，更多取决于某一刻的灵光乍现。谁敢说，那

个幸运的人就不是街边小摊的摊主呢？

“ 印 度 咖 喱 ”玛 莎 拉
施普皓

图图①① 南非约翰内斯堡城市风景南非约翰内斯堡城市风景。。

图图②② 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市风景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市风景。。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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