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二期

3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责编/版式：于 鹏

黄保才

狄倩伊，温岭人，1988年出生，“糖秋千”“洽糖”“秋喜福”等品牌创

始人。曾赴加拿大学习金融专业，求学期间在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渥太华

分校学习西点制作，并获得优秀学员称号。担任过《十二道锋味》第三

季、《青春旅社》等真人秀节目的嘉宾。近年来致力于台州地域美食的继

承优化，并尝试将台州在地文化与美食设计结合。

老吉普行驶在临海的街道，明媚的阳光
透过玻璃，充盈着整个车厢。改造过的复古
音响放着山根麻衣的《Don't Bother None》，
是一首布鲁斯风格的歌曲。狄倩伊熟练地操
控着手动挡，车辆在窄巷间穿梭，像一只热
带草原的狮子闯入了南方温婉的小镇。

穿过半个城镇，目的地是一间小店。她
对这家的青草糊赞不绝口，隔三岔五就要来
一趟。

“老店不靠营销，靠实打实的味道。”狄
倩伊喜欢探寻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这样的
小吃店，她还发掘了不少。她认为饮食是一
个城市的灵魂，而小吃最能反映特色。

作为一个温岭人，她把临海的街巷摸得
比本地人还熟悉。换了步行，沿途经过常去
的店铺，总有老板跟她招手示意。

定居临海的理由很多，比如新的品牌、
做美食研究，但根本上，还是因为她太喜欢
这里了。四面环山的古城，烟火气压过了商业
化，人们的生活悠闲、质朴，能帮她远离喧闹。

如今，她尝试从创业的紧绷和焦虑中挣
脱出来，回归生活的本质。这种态度体现在
美食设计上，又给她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里完全就是浙江的大理嘛。”在紫阳
街走着，她忽然拿出手机，开始拍摄古城墙
后方天空中的云朵，“看，太漂亮了。”

此时，她戴着圆顶的遮阳帽，身着深蓝
色长裙，裙上的花纹亮眼。裙子迎风摆动，犹
如海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远道而来
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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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师、创业者、户外运动爱好者……

狄倩伊的头衔不少，但她更喜欢称自己是个
“体验者”，“世界丰富多彩，一切都是体验”。

“就像食物有酸甜苦辣咸，人有喜怒哀
乐。味觉和情绪，从体验的感受上，是相通
的。”她列举道，“所以人们常说生活的滋味。”

狄倩伊喜欢旅行，几乎每年都会去世界
各地游玩。拿她自己的话说，“七大洲的风景
都已见过”。到了不同的城市，她的去处有些
奇特，爱往当地的菜场钻。这是她了解一个
城市的“捷径”，当地的饮食习惯、风土人情，
都能在菜场里看到真实的一面。

这个习惯起源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高中
毕业，她去那留学，读金融，跟厨艺毫无关
系。留学前，她甚至没进过厨房，更别提买
菜、做菜。独在他乡，外卖吃多了，她想尝试
自己下厨，跑去了附近的菜场。

菜场规模不大，更像一个集市，场地被
粉刷得很漂亮。菜场以有机蔬果为主，各种
水果包装精美，摆在摊位上，有一种清新感。
摆摊的都是附近居民，买菜的人彼此熟识，
氛围融洽。平平无奇的场景蕴含当地的风
格，人们的生活借由食物联系在一起。

她第一次对美食产生了兴趣。
后来一段时间，她上网自学，还做过川

菜、粤菜等各种菜式。
作为移民城市，蒙特利尔是多种文化的

聚集地，不同风格的建筑混杂交错，包容而

自由。每年，蒙特利尔会有千奇百怪的节日
和活动。狄倩伊甚至撞见过一次裸骑自行车
游行，为的是提倡环保。她当地的同学大多
思想独立，很有主见。

这样的城市，倒像是为狄倩伊留学度身
定制的。

狄倩伊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
生。小学时，为了吃上一口零食，她曾有过带
着十几个同学从学校栅栏钻出去的“壮举”。
朋友们开玩笑，说她是“邪门歪道”。比起往
人扎堆的大路上跑，她更愿意发现一些新的
视角。

在蒙特利尔，这种“叛逆”精神被彻底激
活。那时，金融专业正读得她昏昏欲睡，“烹
饪”这条路，突然出现在了面前。她萌生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从金融专业出逃，学西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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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倩伊擅长拆解和重组。
上学那会儿，她不算特别用功，但成绩不

差。原因是每到期末，她会突击复习。突击的
范围很有重点，她会翻一遍教材和作业，然
后站在老师的角度，预估下一次的考点。靠
这点“小聪明”，她一路也能“蒙混过关”。

更小一些时，她和父亲常玩一个游戏。
父亲出题，她解答。

“比方他问，拖拉机和汽车，轮胎哪里不一
样，我就要自己思考，找到区别。”狄倩伊说。

游戏的重点在于反向思考，通过倒推逻
辑，找到事物的规律。童年的玩耍，后来成了
狄倩伊本能的思维模式。

学习法餐烹饪，似乎为狄倩伊的这一本
能找到了落点。

进入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渥太华分校后，
学习并不轻松。狄倩伊很快发现，其他同学，
大多从小接触烹饪，来这不过是进行深造。
半路出家的学生，只有她一人。

法餐的复杂程度，在西餐中可谓登峰造
极，一道看似简单的菜点，往往需要经过极
为繁琐的工序，过程中，料理人还要严格管
理好每个步骤的时间。

第一学期，老师要求学生们 3小时完成
一道菜。

在法餐中，做一条鱼，厨师需要先剥离
鱼皮，将之烤成脆片，再把鱼肉片下，做定型
效果，接着剁碎鱼骨、鱼头、鱼尾，加上香料
熬成高汤。高汤完成后，鱼肉才正式放入汤
内烫熟。最后，厨师还需将高汤内的废料清
除，把浓缩后的高汤倒回置放鱼肉的盘子。

而这，只是一道开胃的头盘菜而已。随
着学习程度的提升，原本的 3小时还会被压
缩成1个小时。

对于没有基础的狄倩伊，这种复杂程
度，一度让她焦头烂额。她以往的“小聪明”，
忽然没了用武之处。

但认输是不可能的。身在异国，狄倩伊
心心念念“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另一方面，
自己做了决定，回家总要交代。

她开始补学西餐知识。对于国外的同
学，有些只是常识，而她需要从头学起。她养

成了记背菜谱的习惯，同时也浏览世界各地
西餐厅菜单，从材料搭配中寻找灵感。一整
年，狄倩伊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娱乐和休闲，
只剩下一件事——学习。

下了死功夫，狄倩伊真正的能力开始
凸显。

熟悉规定的菜色后，课程进入“黑匣子”
阶段——老师随机给出食材，学生自由发
挥。她似乎总能找到别出心裁的搭配方式。
有一次，她用春卷皮做造型，将西葫芦盘成
球状，以法餐形式重构了中式春卷。还有一
次，她在杂志上看到复古的法式帽，觉得很
美，就用鸡胸肉搭配黑松露、蘑菇等佐料，将
点心塑造成了大帽子模样。

这些创意天马行空般不断涌现，连老师
也不禁感叹：“狄，你没有原来固定的框架，
所以你能将东西方的元素自由糅合。”

毕业时，狄倩伊成了学院的优秀毕业
生。这在学院的毕业生里，每年只有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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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毕业证书，现在被摆在椒江“糖

秋千”的店内，这是狄倩伊的第一家店。和其
他甜品店相比，她家的甜品种类多样，而且
经常疯狂出新品，常让顾客眼花缭乱，以至
得挑选半天。

狄倩伊兴奋地给记者推荐了几款“物超
所值”的产品。杏仁可颂、松子夏巴塔、致命
榴莲……杏仁可颂上的杏仁几乎覆盖了大
半个面包，其余几种也是快要溢出的堆料。

“真的能回本吗？”狄倩伊的微信聊天
里，一位客人忍不住问。有的客人甚至语重
心长地劝她控制成本。她哈哈大笑，告诉记
者大部分的产品还是有利润的，只是她老克
制不住自己的“恶趣味”。

“有谁能拒绝超量的杏仁、松子呢？”她
一边讲着，一边不禁手舞足蹈，这么些年，她
仍然不太像一个经营者，她始终流连于各种
好吃好玩的店铺，一点不介意彼此的“竞争”
关系。设计产品时，她总忍不住放肆一把，即
使“必然是亏本的”。

这种随性自由的状态，是大多数人认识
里的狄倩伊，像个“小太阳”，温暖绽放。但刚
回国时，她也过了一年朝九晚五的生活。按
父母的意愿，她去了上海一家理财公司，每
天和数字、金钱打交道。她感受不到自己在
这方面的任何天赋。

她越来越想念制作法餐时“发光”的自
己。下定决心是一瞬间的事，狄倩伊火速办
好了离职手续，回了台州。

她进入了一段休整期。有些想念烹饪，
她买来一个小烤箱烤制甜点。

最初，算不上创业。朋友见面，她带上烤
的面包和小蛋糕，为一起度过的时光添色。
这本是寻常的小事，但尝过一次后，朋友们迷
恋上了她做的点心。口碑不知从何时起就传
了开来，一天，有人问她：“接不接受订单？”

创业由此开始了。发挥着奇思妙想，她
做出的产品独具风味，很快收割了一批“粉
丝”。与法餐相比，这些甜品的设计算不上精
致，可她终于回归了美食的行列，她觉得，自
己与某位“好朋友”久别重逢了。

狄倩伊有着一种精明的不拘小节。面对
全市各地的订单，她没有过于在意成本控
制，常常招来的士，就把定制的甜品送了过
去。这和常规认知里的创业要素并不吻合，
但偏偏她的甜品生意越来越好。

渐渐地，狄倩伊的微信好友爆满，订单
应接不暇。2014年，“糖秋千”的第一家门店
正式落成。店面招牌下方，还有一行小字：

“人生太苦，加点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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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秋千”以食物精美、用料实诚著称，味

道、口感、造型具佳，不少产品设计中更藏着
她“不走寻常路”的心思，从定位上来说，在
业内也有一种奇异的独特性，很快成为部分
消费者追捧的“网红店”。

除了椒江，“糖秋千”还在路桥、温岭等
地开了分店。狄倩伊又趁势把店开到了杭
州。这是创业的上升期，她干劲十足，一时风
头正劲，还受邀参与了《十二道锋味》《青春
旅社》等真人秀节目。

在《十二道锋味》担任“锋厨”期间，她没
有太多初登节目的紧张感。明明是节目，但
在烹饪上，她保持着自己的高要求，有时还
会“不合时宜”地与人争论两句。

“很多人看了节目，还在讨论谢霆锋会
不会做菜，他真的可以，而且事事力求完美，
太认真啦。”她回忆说。可能是她和谢霆锋的
认真劲颇为相同，又可能是她大大咧咧的脾
气，少了几分见到大明星的忐忑，节目结束
时，她和谢霆锋成了好朋友。如今，每逢节
日，彼此还会互寄各自新开发的食物点心。

原本，按照既定的路程，狄倩伊会继续
在杭州扎根立足，把她的“糖秋千”做大做
强，成为一名美食界的优秀女企业家。但有
些人，似乎天生就会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
当未来的路径清晰可见，狄倩伊又一次“出
逃”了。

比起昔年学习法餐的经历，这次“出逃”
显得有些沉重。

在杭州的日子，狄倩伊没有时间喘气。她
的骨子里有一种狠劲，面对喜欢的事情，对自
己也毫不留情。最忙碌时，时光早入盛夏，有
一天，她猛地发现自己还穿着冬天的睡衣。

2018年，姐姐到杭州看她。虽然狄倩伊
满脸笑容，但姐姐还是从她重重的黑眼圈下
看到了焦虑。

隔天，姐姐拉她去医院，诊断结果是重
度抑郁症。

这让狄倩伊不可置信。
“任何人抑郁也不可能是我呀。”看着记

者，她作出夸张的面部表情，“我明明是个喜
剧演员！”

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创业过程中，来
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早就摧毁了狄倩伊正常
的生活状态。失眠成了日常，她也没有食欲，
身体一直超负荷运行。不知哪天起，最后一
根弦已然崩掉，而她这架“机器”犹不自知，
仍在“演奏”。

母亲知道后，冲到杭州，直接关掉了狄
倩伊的手机，把她“押回”了温岭。

“我要感谢我妈妈，是她在关键时刻给

我按下了暂停键。”狄倩伊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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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倩伊被“勒令”在家休养。
刚开始，她整天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

出神。她太累了，冲刺的戛然而止，使她几近
散架。过了好些天，她才爬起来，天天跟着母
亲买菜、做饭。

远离了杭州的喧闹，她想找回内心的自
在，从溺水般的情绪里挣扎出来。她不完全依
赖药物的治疗，“觉得治标不治本”，反而是阅
读大量书籍和资料，寻找精神复原的方法。

从现代医学著作看到中国古代中医典
籍，有一次，她翻到《黄帝内经》中一句“起居
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大受触动。

“古人讲究作息顺应自然规律，追求身
心和谐。”狄倩伊说，“而之前，我完全是背道
而驰，忘记了听自己身体的声音，身体和精
神是分离的。”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抑郁症和大脑的过
于活跃有关。而狄倩伊认为，这其实是一个
辩证关系，身体太弱，就无法承受精神系统。

自此，狄倩伊过上了早睡早起的“老年
人”生活。她恢复了从小热爱的户外活动，跑
步、游泳、爬山、骑马，让自己的身体在运动
中放松、健壮起来。

“其实抑郁症更像是一种形神分离的状
态，我不爱称它为疾病。”过了3年多，狄倩伊
早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她经常讲述康复经
历，希望可以影响到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调
整生活节奏和方式，走出来不难。”

生活理念的变化带来了精神上的安定，
狄倩伊重新审视起自己的人生。

原本，她向往诗和远方，总爱去未曾踏
足之地。去得越远，心也越大。某种意义上，
这成就了她，使其 30岁之前就颇有成就。但
回到台州后，她才发现，看得太远，也容易使
她忽视自身，以及身边的美好。

“我去过全世界各地的菜市场，可我对
台州的菜市场，却并不了解。”狄倩伊反思
说，“更别提家乡的文化。”

这一次，狄倩伊想找回真正的自己。从
前，狄倩伊是走遍世界的狄倩伊。现在她想
找的，是台州的那个狄倩伊。

她又一次出发旅行了。她去温岭的乡下
郊游，钻进天台的山中寻佛问道，跑去仙居
登山漂流……游过台州的一个个角落，她将
自己假设为一名外来者，以旅客的视角观察
着家乡的山水街道、风土人情。她惊讶地发
现，原来家乡的一切如此动人。

2019年，儿子出生，狄倩伊给他起名叫
阿闻，意在让他对世界保持好奇心。之后，不
少朋友劝她回杭州生活，毕竟省会城市的教
育资源更具优势，但她另有打算。

她喜欢带阿闻去往乡间。孩子从小在泥
土里打滚，与草木为友，以自然为游乐场。阿
闻的“爱好”不是手机和玩具，而是钓鱼和做
菜。一次吃火锅，还没满 3周岁的他，已经开
始练习往锅里加菜，并且乐此不疲。

今年2月，母子俩迁居临海，她想让儿子
熟悉最地道的人间烟火味。这一点期盼，也
是她对自己的。

“我是学烹饪的，懂些营养学。”狄倩伊
说，“以食材而言，越在大自然里长出来的，
味道越独特。人应该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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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紫阳街上多了一家店面。
店名叫“秋喜福”，有两层楼。楼梯口摆

放着花花草草，硕大的芭蕉和满地青苔尤其
亮眼，都是狄倩伊从野外带回来的。房顶上
开了天窗，阳光打在植被上，昂扬的绿色带
出满屋生机，像极了女主人如今的心境。

店铺还未对外开放。平日里，安顿好小
朋友，狄倩伊会来这做甜点设计的实验。木
桌上摆放着一些月饼，有肉松、蛋黄莲蓉等
比较传统的口味，剩下两种比较特别，分别
是海苔杏仁味和杨梅腰果味。

海苔和杨梅，是狄倩伊目前关注的两种
“台州味道”。

海苔饼是紫阳街的招牌小吃，酥脆喷
香，每当有外地朋友来临海，她总要带他们
去尝一尝。令人遗憾的是，海苔饼只能趁热
食用。远方的朋友想吃，即使寄过去，恐怕也
失去了应有的滋味。同样不方便邮寄的，还
有杨梅。“我敢打包票，哪怕放在世界范围内，
杨梅的美味也是名列前茅的。”狄倩伊说，“可
是，隔一两天，杨梅的新鲜度就会大打折扣。”

慢下来的狄倩伊，有了时间思考今后的
路。她觉得比起商业经营，她的本性更适合
做一个设计者。而作为台州人，绕了地球一
周后，她才醒悟，台州的美食品类丰富，宛如
一座宝藏。“只是台州的美食之美，常常要在
当地，才能真正地品尝到。”狄倩伊说。

海苔饼一类的传统食品，有着重油重盐
的特点，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改变一下呢？

狄倩伊意识到，这种食物设计，正是她
所擅长的。她试着把海苔饼转化成海苔酥，
又跑去仙居洽谈杨梅企业，讨论是否可以将
杨梅加工成冻干。海苔馅和杨梅馅的月饼，
也是她将本地食材点心化的一种尝试。

海苔月饼上刻着大海的波纹，杨梅月饼
上则是杨梅图案。此外，经典肉松月饼上印
着台州府城墙，蛋黄莲蓉上的纹饰取自临海
龙兴寺的古建。中秋将至，这一款月饼礼盒
大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

其实狄倩伊的野心不止于此。她越来越
喜欢在台州各地跑，但早从闲逛变成了调
研。调研方向从最开始的发现食物、食材，也
逐渐向着寻味文化转变。台州的山、海、建筑、
民俗、旧物，都能带给她食品设计的灵感。

在她的“秋喜福”品牌包装设计工程
里，可以瞧见台州府城墙上的铭文砖、天台
山和合二仙、仙居无骨花灯等台州传统文
化元素——她正把“台州”慢慢做进美食中。

当然，相较于“糖秋千”版图拓展时的用
力，狄倩伊说现在她更想追求“小而美”，不
愿因此丢失自己的生活。

“就是一点一点设计出好吃、好看的美
味，一点一点分享给他人。”狄倩伊总结道，

“为了生活的美好，设计美好的食物。”
天色已黄昏，狄倩伊爬上古城墙，散步。

城墙下，紫阳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她望着如画的夕阳，神色宁静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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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州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的今天，温岭人狄倩伊是个很励志
的典型85后。

她的创业故事、人生态度，契
合当代90后、00后的口味。从记者
采访到的素材看，与其称她是“生
活家”，不如说她是创业家。和一般
年轻人专注于创业不同的是，她从
心而行，发现并找回自我，放飞自
我，把创业和生活熔于一炉，活出
了自己的精彩。这个城市，因她的
事业和生活，而增添一份活力。

“我是一个不太墨守成规的
人。”她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个如此自我评价的人，往往思想
不受羁束，个性自由奔放，勇于探
索自己未知的领域。

她喜欢吃，看到市面上没有好
吃的甜品，就自己尝试着做提拉米
苏；她发现自己喜欢厨房，就在留
学中途，扔下金融专业，瞒着家人
去学做法餐，学着学着，成了法国
蓝带厨艺学院渥太华分校当年唯
一优秀毕业生。回国后，她又扔下
在别人看来挺不错的金融工作，走
进厨房，专心搞烹饪，做着做着，成
了一桩坚持最持久的事情，也就变
成了自己的事业。

她开甜品店，连锁，让不同城
市的人分享自己的爱好。这是狄倩
伊创业的初衷，使得她少了心理上
担心失败的负累。不错的家境，高
端的厨艺，独特的创意，还有留学
带来的开阔视野和灵活思路，以及
深融于餐饮业的强烈文化意识，都
让她的经营很快打响品牌。创业需
要付出时间、精力，但对狄倩伊来
说，做自己打心眼里喜欢的事，再
苦再累也不足挂齿。

精致是法餐的最大特点，精细
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她把从蓝带
学院学来的技艺和专注，“移植”到
做甜品上，一句话，“要做就做最好
的”。这样说，我们对“最好”的理
解，还停留在“好吃”层面，不免肤
浅了。狄倩伊怎么解释？她说，做甜
品时的技艺、心情和感觉，都会被
带到甜品里，如果认真对待，它是
有生命的，承载着制作者的感情、
性格和温度。基于如此非同寻常的
认知，她做的甜品也就精致到极
致。做一件事，要臻于至善，需要对
生活有深刻的体悟。

活泼开朗、平易乐群和善于内
省，这些良好的个性，助推狄倩伊
参与到《十二道锋味》《青春旅社》
等电视节目。在这些电视专题中，
她担任“锋厨”或掌勺角色，尽展才
艺，独擅胜场。好脾性又使得她在
媒体和网络上，绽放出很强的亲和
力。“秋老师”“Domino”“阿秋”“小
笛”，都是她的别称，无一不显亲
切。创业者的知名度、美誉度，通常
能为其产品打“Call”，她做的甜品，
无形中拥有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年
轻人群体；她的事业小有成就，水
到渠成。

在工作中感悟生活，在生活中
倾听故事。狄倩伊不安于“朝九晚
五”的上班族节奏，选择自我创业，
把爱好变成事业，走上自立自强的
人生道路。但创业者的精神之弦，
往往不由自主地绷得太紧，容易断
掉。狄倩伊不自觉地被诊断患上

“重度抑郁症”，幸运的是，她在家
人的帮助下，当机立断，选择放下，
离开快节奏的大城市，回归山清水
秀的家乡，不完全靠药物治疗，而
是改变生活方式，主动学习，以精
神自我调适实现疗愈。

她爱城市生活，也爱大自然，
以前就超级喜欢户外运动，赛艇、
划船、跳伞、滑雪，都玩得挺溜。但
创业的忙碌、紧张，拖垮了身体，使
得“精神游离身体”，这显然得不偿
失。回“家”后，她过上早睡早起、有
规律的生活，精神渐渐得以复原。
她“重新审视起自己的人生”，重新
定位人生角色，发现“看得太远，也
容易忽视自身”。她找回了自我，关
注起家乡的美好，近距离地旅行，
恢复了从小热爱的户外运动，跑
步、游泳、爬山、骑马，“让自己的身
体在运动中放松、健壮起来”。如此
从生活理念到行动的转变，对一个
创业者而言，同样是积极励志、难
能可贵的。

她定居在古城临海，做甜品
美食的事业，也安放在台州。她与
人分享美好的初心不变，仍然坚
持以自己的美好，来实现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这将是又一次的放
飞自我。

放飞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