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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1岁的老人，在30年前因
病截去双腿，靠自己捡废品的收入买了
一个电子琴，每天在公园里为大家弹奏
几曲。他觉得自己现在活得很充实，因
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1月6日上午，在金水河淮河路滨
河公园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精神
很好，坐在手搅轮椅上，车后是大包废
品，车前放着一个电子琴，他手里拿着
一把口琴，正在吹奏。仔细一听，他吹
奏的是一曲《龙的传人》，围观的人为老
人叫好，吹了一曲之后，又吹了一曲《再
也不能这样活》，吹得有板有眼。

接下来，他把口琴放下来，弹奏起
面前放着的电子琴，弹的曲子是《西游
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老人介绍，他老家是驻马店的，40
岁那年得了脉管炎，为了保命，最后不
得不手术截去了双腿。自从截去双腿
后，他一度悲观，甚至想到了轻生，后来
从音乐里找到了快乐，让他再次鼓起了
生活的勇气。

在老人的车上，有一本已经发黄、
被翻成了烂纸的歌谱书，这本歌谱已经
伴随了老人家20多年。

“这本歌谱伴随了我20多年，看到它，
就想到了我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它带给了
我无限的快乐，我一直舍不得丢弃……”
郑报融媒记者 徐富盈 文/图
线索提供：岳先生

11月6日中午，郑报融媒记者来到这
家印度小厨，这间只有几张桌子的餐厅装
修风格简单，只是选择墙壁上贴有数张南
亚风格的壁画，菜单上是英汉两种文字的
食物名称。

店主司少杰去送外卖时，四名穿着皮
衣的印度小伙骑自行车来到餐厅门前，他
们迅速锁车走进店内，然后围着司少杰的
母亲问起对自己着装和发型的看法，小店
里响起“妈”、“好看”的声音，还有人询问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4名小伙两个月前来到郑州，此前他
们在印度学习了两年的汉语，因为觉得
司少杰和他们最初的汉语老师相貌接
近，他们直接喊司少杰“张老师”，还跟着
司少杰一起喊司少杰的母亲“妈”。

“郑州比印度冷，我们的皮衣都是在
市场里买的。”印度小伙 Suman Kumar有
着“辛正思”的汉语名，他喜欢和人交流，
喜欢成龙、李连杰这样的功夫明星，还称
想要找中国女孩做女朋友，司少杰的母亲
要他找到了带到店里，他当场答应下来。

印度小伙子跟着店主一起喊“妈”

郑州西四环莲花市场内，
一家印度餐厅通过特色风味
吸引了附近高校留学生的到
来，店主和异国食客们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小店也被称为外
国留学生们的“朋友圈”。
郑报融媒记者 汪永森 文/图

郑大毕业生开店
主营印度“家乡菜”

2012年，平顶山小伙司少杰
从郑州大学毕业，他开始从事和外
语相关的培训和翻译工作，两年后
重新选择职业时在西四环附近的
莲花市场内开起了一家印度风味
的餐厅。

“开始是经营炒饭，生意并不
好做，后来有印度留学生主动教我
做起了他们的‘家乡菜’。”司少杰
说，西四环郑州大学和河南工业大
学两所高校内有不少留学生，来自
南亚印度等国的留学生在饮食方
面有着自己的独特口味，部分印度
留学生将正宗的抓饭做法传授给
了他。

一名印度留学生帮他的印度
小厨起了“Desi Food”的名称，还
告诉他这个外语名称的意思和“家
乡味道”接近，不少留学生真的把
这里当做自己家的厨房，连餐厅开
始时使用的特殊配料也是通过留
学生购买来的。

印度小厨经营近 4年，司少杰
在自己主动学习做菜的过程中，遇
到了不少主动传授厨艺的留学生
老师，这些热情的留学生经常主动
站在厨房门口，和厨房内忙活的司
少杰交流提高饭菜质量。

辛正思在菜单前点起了菜，酱烧辣子
鸡是他们喜欢的食物之一，他要求“不要
饼，也不要米，只要辣子鸡”，随后开始指
点店内一种外形类似菜角的油炸食品的
正确做法，还要免费传授飞饼技术。

“他天天都来，这段和他们几个最熟
了。”司少杰进店就听到一声“张老师”的
招呼声，他笑着摇头进入厨房开始正式烹
制食物，辛正思则时不时地转到厨房门
口，对食物味道和酱料提出一项项要求。

做好的食物被三个印度小伙端出了
店外，辛正思的食物中没有米和饼，面前
的小碗中只有酱烧辣子鸡，他围在餐桌上
和同伴快速讨论着，笑容在他们年轻的脸
庞上泛起。

司少杰表示，中午和晚上会有不少印
度留学生到店，周末在郑州市内求学的外
国留学生来的也不少，他们彼此相处很是
融洽，常常对着可口的美食自拍，也常在微
信朋友圈记录在中国品尝到的家乡味道。

干了两年翻译转行开饭店

郑大毕业生开家印度餐厅
成为留学生的“朋友圈”

这位老人是个“音乐人”
每天都在公园弹几曲

2014年秋冬季节，印度小厨的人气开
始不断蹿升，虽然小店面积很小，菜品还
不够丰富，但味道相对正宗的手抓饭和咖
喱炒饭，却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多个民族
的“吃货”。3年来，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
泊尔等国的留学生在课余或周末经常来到
这里吃饭，越南、泰国等国的留学生也会选
择这里聚餐聚会，小店的墙壁上留下了司
少杰与不同面孔的留学生的合照，司少杰
也成为留学生微信朋友圈里的“熟脸”。

“咱这边基本没有印度风味的餐厅，

原来大上海里边经营的两家价位又比
较贵，留学生经常从市内跑到这里吃
饭。”司少杰说，印度留学生的食物中通
常少不了咖喱，小店不光在留学生圈子里
具有良好口碑，还被部分公司当做了接待
南亚客人的场所。

这家藏在郑州大学和河南工业大学
附近的餐厅，已经成为留学生们重要的社
交场所之一，留学生们在这里迅速融入新
的圈子，开始了在河南郑州的新生活，小
店也被称为留学生的“朋友圈”。

留学生自拍记录异国的家乡味道

小餐厅成为外国留学生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