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华人向你推荐

    火锅在日本被称为“锅物料理”，意为

将烹饪的锅连同菜品一起端上餐桌的料
理。日本从北到南，有许多口味的锅和令

人意想不到的食材。比如作为日本三大美
女之乡之一的秋田县，就有一种稳坐秋田

乡土料理宝座、更荣登日本乡土料理排行
榜第三名的火锅———秋田县烤米棒火锅。

所谓“米棒”，就是选用秋田小町米煮

熟成白米饭，再把它捏成半月形，像香肠
一般的长条状，然后借用当地产的杉木棒

形成米棒，最后便拿去火炉上烤制，便成
了秋田名物。之所以做成米棒，最早是当

地猎人为了携带方便，在此基础上衍生出
这一道乡土料理———烤米棒火锅。享用

时，自然是吃火锅时锅里放入白米
做成的烤米棒。一般厨师会

将它烤到如同锅巴

的焦脆程度，然后丢入汤头煮一会儿。除了

烤米棒，也会放入大量的山菜、芹菜、菇类、
细牛蒡、葱等食材，汤底则是用当地产的

“比内鸡”熬煮而成，营养相当丰富。总体来
看，烤米棒火锅是一种把主食米饭和各种

小菜用一个锅完成的料理，女性、老年人以
及孩子等人群都可以食用。

以前，秋田县每年在庆祝新米收获的

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和帮助农活的人们一
起举办名为“蒲公英会”的慰劳会，用烤米

棒火锅犒劳大家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干农

活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烤米棒火锅转而
成为当地小伙子聚会喝酒时

的最爱。 乔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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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古老

的温泉，是位于爱
媛县松山市道后

汤之町、拥有3000年

历史的道后温泉，它也

是日本三大古泉之一。

关于道后温泉的由来，有

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记载于1710年的乡土

志《予阳郡乡俚谚集》写道：“传说在远古
时代，温泉水潺潺流淌于此。有一只脚受

了伤的白鹭来到这里，时常将脚浸泡在泉
水中，没多久脚伤竟痊愈了，因此这里被

称为鹭谷。”当地人坚信道后温泉是被白
鹭发现，知道这泉水的灵验后才开始到此

沐浴的。为了纪念这个传说，还设置了一

块称为鹭石的石头保存至今。此外，在日

本的飞鸟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江户
时代、明治时代，道后温泉都留下了各种

传说或进行过开发、建设的经历。比如飞
鸟时代的圣德太子曾和侍从在这里洗温

泉，还有其他一些皇室成员到访这里。平
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则记载了在道后温

泉传唱的各种民谣。江户时代，松山藩主

松平定行开始大规模开发温泉，将浴槽分
为士族及僧侣用、妇女用及平民男子用几

个种类，甚至在下游设置了牛马温泉。

道后温泉的泉质为碱性单纯泉，柔滑
细腻，不伤肌肤，刺激性小，适于温泉疗养

和美容。与别的地方不一样，道后温泉的
温泉水不重新加热，也不另外添水，完全

是“源泉引流”，这在全日本是罕见的，可
谓是真正的“美人之汤”。

道后温泉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是道

后温泉本馆，它于1890年由道后温泉町首
任町长伊佐庭如将当时已老化的建筑推

倒改建而成，之后就一直保存和使用到现

在。后来又建成了“道后温泉别馆 ·飞岛乃

汤泉”和“道后温泉 ·椿之汤”。
道后温泉本馆3层的楼顶又名“振鹭

阁”，顶棚上吊着用于报时的大鼓———“刻

太鼓”。每天敲3次报时，包括早上6时敲6

次，正午敲12次，傍晚6时敲6次，增添了几
分温泉韵味。“刻太鼓”的声音已被选为

“日本最值得保留的100处声景”。
道后温泉还跟日本文豪夏目漱石渊

源颇深。原来，夏目漱石曾在松山市任教，

他在小说《少爷》中，就把自己钟爱的道后
温泉写了进去。现在道后温泉本馆二楼所

设的“少爷间”，就是昔日夏目漱石下榻过
的房间，现被保留并改造成纪念馆，内有

夏目漱石的半身雕像。 莉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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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市回归乡村
大多喜町位于千叶县房总半岛中

部，由旧大多喜町、总元村、西畑村、上

瀑村、老川村合并而成，属于典型的山
村，森林密布，有千叶县唯一的温泉，也

有大量的日本传统民居。这里在 1930

年就开通了铁路国铁木原线（现夷隅铁

道夷隅线），一直开行的是那种老式电

车。不过，由于年轻人多半迁去东京居
住和工作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很多

房子也缺少维护。仅有的一所小学因为
儿童数量不断下降也不得不关闭，结果

被日本知名企业“无印良品（MUJI）”看
中，把它打造成了一个联合办公空间和

食品工坊。前几年就一直关注这个小町
的新井田朗子，内心特别希望回归故

里，因此回到日本后就专门到大多喜町
长住下来，一边处理手上的工作，一边

也享受这难得安静的乡村生活。新井田
朗子正是新冠疫情之下，从大都市回归

乡村的众多日本人之一。

“东京梦”发生改变
尽管日本总人口自 2009年以来呈

下降趋势，但首都东京却例外，它一直

有着强大的人口虹吸效应，吸引着来自
日本各地的年轻人。不过由于新冠疫

情，这样的“东京梦”如今却发生了改
变———据《日经新闻》报道，今年 1月 29

日，日本总务省公布的 2020年居民基

本台账的人口移动报告显示，从东京迁
往其他地区的人数约为 40万人，跟前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7%，是自 2014年
以来的最大值。造成这一情况的最大原

因，是受疫情影响，许多大公司开始采
取远程办公的策略，或者将商业模式建

立在远程办公的基础上，员工到公司上
班的频率也大幅降低。对公司来说，这

样的模式使得雇佣员工更加方便，员工
可以避免在高峰时段赶车，公司也可以

节省交通成本、减少办公空间，有利于

提高利润；而对以往上下班通勤时间需

要三四个小时的员工来说，他们慢慢也
适应了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把更多

的时间用来跟家里人交流，拥有了更多

属于自己的没有压力的空间。而且大家
也发现，其实根本不用一直住在拥挤、

生活成本高昂的东京。特别是新冠疫情
让越来越多的人考虑搬离东京，到其他

地方去开展远程办公和生活，其中大多
数人去了东京邻近的神奈川县、千叶

县、山梨县、长野县等地。

生活更丰富多彩
大公司不仅采取了远程办公的策

略，有的甚至把工作机会也带离了东

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大型人力资
源公司 Pasona集团，把原本设立在

东京的总部和 1200名员工都迁

到了位于日本西部、距离大阪

和神户不远的淡路岛，这里

也是该公司 68 岁的首席执

行官南部赤羽的家乡。他说，
随着公司员工改变对工作和

生活平衡的观念，回归乡村

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在当

地，没有压力，你可以享受丰富
的美食，从事渔业和农业等活动，

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新井田朗子说，正是因为疫情，让

自己有机会深刻了解日本的乡村。
眼下，新井田朗子正在与大多喜町

洽谈，并召集了包括夷隅铁道公司、几

个设计师等中国和日本的单位、个人共
同组成的团队，参与和讨论如何有效地
利用当地闲置的房屋，改造成吸引大

都市年轻人的既能办公又能长期居

住的空间；同时，也希望像自己一样
喜欢旅游的人能够帮助山里的铁路

继续经营下去。她说，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东京和大多喜町这两个

分属于城市和乡村的地方，让原本不
是家族、不是亲戚，带着孤独感的陌

生人之间，能够通过交流带来新的发

展。 蒙令华

信息速递

日本要建传染病数据库 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回升
    日本政府最近决定，在7月晚些时候

建立一个传染病数据库，预计约有50家
医疗机构参与这一项目。数据库将由日

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国立感染症
研究所和东京大学等管理。

该数据库成立后，打算在明年3月前
收集1万名新冠肺炎患者相关样本和数

据，以帮助企业和高校研究疫情对策。收

集的数据包括新冠患者的血液、唾液样
本和治疗记录等，最早今秋开始提供给

研究新冠肺炎的企业和高校。 小新

    日本总务省7月初公布的国民家庭

消费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日本的实际
家庭消费支出同比继续回升，2人以上家

庭平均消费支出为28.1063万日元 （1美
元约合110日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1.6%。
在十大消费类别中，除水电燃气、家

具及家庭用品外，其他8类消费均同比上
升。购置汽车、外出就餐和住宿等消费活

动增加，以及政府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发
放的补贴，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动力。苇杭

日本乡土料理第三名

    如果没有疫情，新井田朗子可能没有机会在大多喜町住上那么
长的时间。2020年夏天，在上海创业的新井田朗子回到了日本千叶
县，由于疫情的影响，回到日本也无法外出见客户谈工作，这时她想
到了同属千叶县、以前曾多次去过的大多喜町。

日本最古老温泉：道
后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