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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请请穷穷学学生生们们
吃吃了了3355年年““霸霸王王餐餐””

你吃过“霸王餐”吗？在日本京都府的大学生群体中，井上定博先生是个以请他们吃“霸王餐”而出名的老爷爷。
老爷子今年67岁了，精神却依然十分矍铄，每天都在店里工作十多个小时。高高的厨师帽，让他的身影看起来

更加瘦高、颀长。他所经营的“饺子之王将”出町店，只是家十几平米的小店，但小店门口看板上写的一则告示却颇
为新奇：

“本店为付不起餐费的人提供吃到饱的免费餐饭，但需要顾客在用餐后刷半个小时的盘子。仅限18岁以上的
学生。”

这则告示在井上先生的店门口已经贴出很多年了，而在这一奇怪的告示背后，是老爷子个人一段饱含着酸楚
与温暖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昱 编译

无法报答的“一饭之恩”

1950年，井上定博出生在日本一
个普通的农户家庭，伴随着他这一代
人的日本城市化浪潮，将青年时代的
他推入了进城谋生的人流中。20岁时
井上结婚了，然而婚后的生活重担压
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更加糟糕的是，恰
在此时，他丢了工作。

“被从会社赶出来的那一天，真不
知该怎么办。”已经年逾花甲的井上先
生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脸上已是释然
的微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
养，不知怎么回去见他们。”

“呦，这不是井上君吗？”正当迷茫
的井上在街上徘徊时，一个声音从背
后叫住他。回头看去，是他在学生时代
相熟的前辈。旧友相见，无需多言，前
辈就对他的境况猜出了个大概。“走，
井上，我请你吃饭去。”前辈不由分说，
拉着他进了一家火锅店。望着热气腾
腾的鸡肉火锅和烧肉，井上这才发觉
自己已经很久没开荤了。

“当第一口吃下去时，眼泪差点流
出来。”时隔多年，井上回忆起当年的
情景仍有点不好意思。当他大快朵颐
时，前辈在一旁抚着他的背安慰他，

“男子汉，只要还肯工作，就会有希
望。”前辈的这句话给他的印象最深。

这一餐吃到饱的饭，对于前辈来
说也许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穷途末
路的井上来说，却让他重新燃起了对
生活的期望。重新振作之后，他终于找
到一份在王将饺子店打工的工作。从
此他更加拼命，比店里的其他服务员
都勤快，对客人的态度又热情，因为得
到社长赏识，他经常被评为先进员工。
仅仅9年的时间，他就从普通店员升为
连锁店店长，并攒钱买下了这家店的
经营权。

当上老板之后，井上怀着激动和
感激的心情，立刻拨通那个他许久不
联系，却在心中一直挂念的前辈电话。

“我想回请前辈吃饭，在我自己店里，
告诉他当年他的一饭之恩对我是多么
重要。”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前辈在
不久前去世的消息。

挂断电话后，井上痛痛快快地大
哭了一场，那是9年前那餐饭入口后，
就一直含在眼中的泪水。

自己干活挣的饭最香

虽然无法报答前辈，但井上先生
却将它回馈给了食客们。

井上先生所经营的饺子馆，邻近
京都大学和同志社大学，经常有学生
光顾他的店。井上先生发现，他们中的
不少人总是对着菜单沉吟良久，才点
一份最廉价的饭食，眼光中包含着的
是饥饿和囊中羞涩。

这种眼神一下子让井上想起了当
年的自己。前辈在街头遇见他时，他的
表情也是如此吧？

每每感念于此，他盛饭的手就会
故意“一抖”，多加不少餐饭给学生。

但慢慢地，井上觉得这样并不过
瘾，他期望以更直接的方式帮助这些
困顿的青年。起初，他想到的方法是模
仿电视上的“大胃王比赛”，学生们只
要“把五人份的饺子和大份米饭在10
分钟之内吃完就不要钱”。但试行了一
段时间后，井上先生发现这样不妥，一
来节衣缩食惯了的学生们突然参加

“大胃王比赛”可能吃坏了身体，二来
这么吃也无法享受料理的美味。

更为重要的是，井上想起了前辈
当年对他的鼓励和自己的经验，认为

“直接施舍会让孩子们养成不劳而获
的习惯，只有劳动得来的食物才最有
尊严”。于是他想到了用刷碗换饭钱的
方法，并一直坚持了下来。时至今日，
这项活动已经搞了35年。

曾有人给井上算了一笔账，他每
提供一顿这种“免费吃到饱”的饭菜，
至少要花费900日元的成本，在京都雇
用一名洗碗工的时薪大约也是900日
元，而井上先生只要求学生们工作半

个小时。也就是说，每招待这样一个顾
客，井上就至少要赔掉一半的餐费。但
这么多年来，井上还是坚持了下来。生意
兴隆的时代，每天约有8个学生来吃“霸
王餐”，最近则降到平均每天3人次。35年
里，来吃过“霸王餐”的学生们已经数以
万计。“一顿饱饭，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
人生的希望。”井上先生说，“自己干活得
的饭，吃起来才踏实。”

此恩如星光

时光流转，很多当年为吃一顿饱
饭而刷盘子的穷学生，如今已经成了
时薪上万日元的白领精英。很多人在
功成名就后，会回来寻访他们当年的

“老板”井上先生，做医生的要帮年迈
的他免费检查身体，更多的人则想多
付餐费，补上当年无数顿霸王餐的欠
款。但对于这些要求，井上先生都回绝
了：“没啥好感激的，你（当初）已经用
工作付过账了。”他总是这样说。

但私下里，井上先生还是很为这
些出息的孩子骄傲，“我这里出去的

（学生），有人都做了律师呢。”井上先
生笑着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随着越来越多媒体报道他的事
迹，井上的小店这几年来生意很红火，
甚至很多不吃霸王餐的学生也成了这
里的回头客，不少人说，他们来只是为
了陪老爷子聊聊天。

井上老爷子67岁了，他说，如果可
能，他还想再多干几年，因为他总觉得
前辈的恩义还没有报完，而他也想把
这恩义传给学生们，再由他们传给更
多的人。

“人活着，总会受人恩惠，这样的恩
情太多又太微小了，就像星光一样，其实
给不了你多少温暖。”店铺临近打烊了，
年近古稀的井上抬头感叹说，此时的古
都京都府，夜空繁星点点。“但对于黑夜
里赶路的人，有颗星星照着也挺好啊。当
他抬起头时，他能说：‘哦，还在那里
呢！’——— 这就是希望啊。”

是的，这就是井上先生的一饭之
恩，此恩如星光。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最近，保姆可以说成了热词。在
以保姆出名的菲律宾，有一名退休
后的“保姆”妈妈特别幸福，这些日
子，她正在儿子的陪伴下环游亚洲。

特里希塔·艾康塞今年61岁，和
许多在全球各地工作的“菲佣”一
样，她退休前的工作就是当女佣人。
她多年前就离家打工，在中国香港
工作了20年，靠当佣人的收入将7个
孩子养大，供他们在大学里读书。

时光如梭，如今特里希塔的7个
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也顺利地找到
了工作。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他们
中既有注册会计师、教师、护士，也
有药剂师、工程师，还有水管工。“大
功告成”的特里希塔今年6月10日光
荣退休，准备回国安度晚年。

为了感恩母亲多年来含辛茹苦
的付出，7个孩子为特里希塔送上了
一份大礼：他们共同出钱，推选身为
城市规划师的汉斯为代表，带母亲
来了一场环亚洲旅行。

“在您回家之前，要不要先来一
次亚洲之旅呢？所有的费用我们都
付好了哦，我们爱你，妈妈！”7个孩
子为特里希塔准备的这份惊喜，被
汉斯传到了他的脸书主页上。

“妈妈，我还记得，您离家那年
我只有6岁。谢谢您20年的努力工作
和含辛茹苦，我们才过上了更好的
生活。拥有一个您这样为我们无私
付出的母亲，我们很幸运！”汉斯写
道。他还发了一张在香港国际机场
接到妈妈的照片，这是特里希塔工
作了20年的地方，也是他们旅途的
起点。

这场亚洲之旅说走就走，第一
站是新加坡。6月12日，汉斯和特里
希塔在新加坡拍下了一张照片，他
们身后就是鱼尾狮公园，帅气的汉
斯揽着妈妈的肩膀，特里希塔开心
地比起了剪刀手。汉斯写道：“妈妈，
看到您的微笑真是太高兴了。20年
来，你一直想到这儿旅游，现在终于
来了！好好享受这次旅途吧，您的笑
容就是无价之宝！”

到目前为止，汉斯和妈妈已经
去过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
越南、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澳门。
在照片中，母子二人在曼谷的机场
戴墨镜扮酷，在河内身穿救生衣坐
船，还在印尼的健身房里摆弄器械，
显然这次旅途充满了欢乐。

这个母慈子孝的故事温暖了很
多人，汉斯关于这段旅途的第一篇
帖子被转发了 2 . 8万次，获得了
13 . 1万个点赞，尤其是在亚洲网友
中引发了强烈的感情共鸣。一名来
自越南的网友留言道：“欢迎来到越
南，你的母亲很伟大！”一名印尼网
友表示：“读了你们的故事，我被感
动了，你是个好儿子，祝你们全家幸
福健康！”还有菲律宾网友写道：“你
们一家真的太棒了，身为菲律宾人，
为你们感到骄傲！”

井上定博（左）和在他餐馆刷盘子的学生们。

葛个人意见

他他带带““菲菲佣佣””妈妈妈妈

环环游游亚亚洲洲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