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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暖陽透過鐵欄門照射在一樓門店的
老藤椅上，86歲的書勝利老人坐在陽光

裏眺望着門外，見到客人他趕忙起身，「來
來來，歡迎來到小雨點，快看看想吃什
麼？」得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意後，老人整
理了一下棉衣，下來，從10元一份的豬扒飯
打開了話匣子。

秘製台式豬扒飯 20年僅漲價2元
這份豬扒飯是奶奶自己研究出來的，前後
花了七天的時間，她會把買來的豬扒先加料
充分拌勻，然後再放到冰箱裏冷藏，這樣可
以更加入味。煎的過程也很有講究，油溫多
少，煎多長時間，都是奶奶經過多次試驗研
究出來的。
說話間，店裏的服務員端上來一份剛剛做
好的豬扒飯，三塊炸得黃燦燦的豬扒，配上
白色米飯、綠色小菜和紅色蘸醬，令人垂
涎。爺爺在旁說，你們現在吃到的是「改良
版」，一開始奶奶是用黑胡椒做蘸醬，可是
發現當地人好像不是很喜歡黑胡椒，就改成
了現在的這個辣椒醬，其實也不是很辣，意
想不到的效果是讓整碟飯更好看了，外面酥
脆內裏滑嫩的豬扒入口確實很香。
一旁來吃飯的是一對小情侶，點了一大一小
兩份豬扒飯，「一共22元」，店員說，「這裏
小份豬扒飯10元，大份豬扒飯12元，米飯和
湯還可以加，這個價格已經賣了很多年了。」
爺爺在一邊補充道，從開店到現在20多年
裏，豬扒飯只漲過一次價，小份從8元漲到10
元，並且肉的質量和數量都是沒有變過的。
「奶奶說，好的東西要給自己人吃，所以我
們做都會選好的肉、好的料」，這個原則一
直沒有變過。

六旬移居大陸 開店太太擔主力
書勝利和妻子都是台灣人，與大陸的緣分
始於2000年，「那一年得知陳水扁當選，奶
奶氣得三天吃不下飯」，書勝利說，當時他
急壞了，擔心奶奶不吃飯餓壞了，他就跟自
己在吉林的朋友說了這事，朋友跟他說，讓
他們乾脆也到吉林去。書勝利跟妻子一說，
妻子馬上就同意了，還說這是一個好主意。
在吉林生活了幾年，書勝利不太適應氣候，
於是想到了自己的妹夫是雲南大理人，了解了
一些雲南的情況後，爺爺奶奶來到了昆明，四
季如春的氣候他們非常喜歡，便定居下來。

太太提議，要不我們做點小生意吧。「當
時雖然已經 60多歲，但是兩人身體都還可
以，開個小店應該沒有問題」，書勝利說，
記得當時他比較犯愁，「自己沖個奶茶還
行，要做其他吃的，我可真不會，還好奶奶
說，沒事有她呢。」就這樣，小雨點餐飲店
在昆明的一個小區裏開業了。

美食博主介紹 小店變身打卡點
開業初期，前來光顧的多是附近的街坊，
小孩子們最喜歡炸豬扒的酥脆，年輕人最喜
歡奶茶的香甜，上了年紀一點的顧客就喜歡
豬扒飯實惠又好吃。小店裏還賣三明治、鬆
餅等食品，也都十分受顧客的喜愛。
時間一晃，20多年過去了，小店在城市的繁
華變遷中漸漸老去，光顧人也日漸稀少，2023
年奶奶離世，小店經營陷入困難，爺爺感到有
心無力。一個偶然，昆明一名美食博主將小
店和爺爺奶奶的故事放上網，「台式豬扒
飯」勾起了網友對舊時光的情懷，不少人尋
聲而來。小店再次熱鬧起來，大家來點一份
熱氣騰騰的豬扒飯，和爺爺聊會兒天，寫上
一張祝福明信片，還有不少志願者自
發到爺爺店裏幫忙，如今，這裏
成為不少外地遊客來昆明的
打卡點，爺爺說：「是大
家的幫助讓我感到溫
暖，現在自己年紀大
了，也沒有什麼太多
的需求，歡迎大家到
小店裏來坐一坐，嘗
一嘗豬扒飯，也在這
裏感受這份人間的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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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90 歲的「戀愛腦」大家見

過嗎？書勝利爺爺就是。在他

的房間裏、記憶中，處處都深藏着和奶奶的

愛情。

「我和奶奶真有緣，第一次見到她，就讓

我心動不已，但是沒有機會接近，可是沒想

到後來熟人說介紹朋友給我認識，居然就是

奶奶」，書勝利老人講到這些笑得合不攏

嘴。

他接着說，奶奶很能幹，又不嫌棄自己。

當年鉚足了一股子勁，終於成功追求到了奶

奶，兩人結婚後感情一直都很好，奶奶在工

作上、生活上都把自己照顧得十分周到。很

難得結婚幾十年來，從來沒有真正吵過架。

店裏，爺爺把兩人

的合影放在顯眼的位

置；屋裏，爺爺收藏

着奶奶的一些飾品，

「 這 是 奶 奶 自 己 買

的，這是我送給她

的，我都一直收着

呢，就像奶奶陪在我身

邊一樣」……爺爺邊翻出珍藏邊介紹。

臨走時，爺爺指着小雨點的店名告訴我

們，這個名字是奶奶起的，她說小雨點對於

大地的滋潤溫潤而持久，做人做生意也要這

樣，而爺爺則覺得，和奶奶的愛情也更像小

雨點，或許不濃烈卻長長久久。

冬日的昆明風和日暖，一場從線

上到線下的「拯救小雨點」暖心行

動，從 2024 年夏天持續至今。

「小雨點」是一家由一對台灣老夫

婦經營的餐飲小店，在昆明開了20多年，是許多

昆明人記憶中的台灣美食。幾年前奶奶去世後，

爺爺不捨關掉店舖，獨自一人經營。只賣10元一

份的豬扒飯，加上年紀越來越大，小店的經營出

現困難。熱心網友把小雨點的視頻放上網後引起關

注，市民遊客專程光顧小店、自發做志願者到店裏

幫忙……大家把這稱作「拯救小雨點」。

如今，熱度過去，再探小店，前來幫襯的客人依

舊，不少吃完飯不忘買走幾件文創小物；網友請人

「代吃」也依舊，爺爺說：「老伴走後是大家的幫

助讓我有勇氣繼續好好生活，小雨點永遠是大

家的好朋友，我要把這份溫暖傳遞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昆明報道

一碟豬扒飯裏的愛情

食客變義工 留住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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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點的故事被放上網後，
引來了很多人的關注，小店
的生意好起來，大家發現來
的人多了，店裏很多事情都
忙不過來。後來，不少人就成
了志願者，幫忙招呼客人、買
菜做飯，還有的人幫小店設計
製作了冰箱貼等文創品，放在
店裏出售，以幫補爺爺的生
活。據不完全統計，前前後後
以各種不同形式到店裏幫忙的志
願者超過200人。
小雨點由臨街的房間改造而

成，三間房一間是爺爺的臥室，另
外兩間是顧客就餐的店面，店外有
吧台和兩張桌子，店裏放了兩張桌
子，坐滿可容納十五六人。
曾在店裏幫忙的網友「喜甜漫遊

記」分享道，有一晚上他本來去吃
飯，看到光顧小雨點的人比較多，於
是加入了志願者的行列。在他的帖文
後有很多人留言，有說也曾去過該店
幫忙，也有說自己一定會去。志願者
們還組建了一個群，隨時關注着小雨點

和爺爺有什麼需要，以及時提供幫助。

請人「代吃」關愛雙份
還有一部分網友因為不在昆明，想到一個辦法

來「光顧」，那就是請「代吃」。很想給小店貢
獻點營業額，但沒辦法到店，請問有昆明的朋友
可以「代吃」嗎？不少網友發帖找人幫忙，很快
也得到了回應，「我可以」、「我現在就去」，
一份關注變成了兩份關愛。
網友「晴天娃娃」到店裏「代吃」，點了一份
飯，影相拍片忙碌了一會兒，「按照約定，我會
給請我來代吃的網友拍些照片和視頻，並按她的
想法點菜，不過最近這裏只能點豬扒飯，所以沒
有點其他東西」，「晴天娃娃」說，自己一個人
沒辦法點兩份飯，但是她也會買一點文創品來貢
獻點銷售額，希望爺爺能健康長壽，永遠記得昆
明的這份溫暖。

遲來光顧 延長熱度
在店裏，前來吃飯的顧小姐和李小姐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幾個月之前就聽說了小雨點，但她
們沒馬上來光顧，其實是有其他想法：「熱度高
的時候很多人都會來，一時間讓爺爺得到很多
關注，而我們覺得，爺爺年紀大了，對於他的
幫助需要有持續性，而不是熱過一頭就結束，
所以我們選擇過了幾個月後才來。」兩人吃完
飯，一邊幫爺爺收拾店內舊書，一邊幫爺爺打
開不怎麼用的手機，教他存下自己的電話號
碼，並告訴他有事情可以打電話給她們。臨走
時又買了冰箱貼，顧小姐說，「我們這次能給的
幫助不大，但是以後還會再來，希望這樣的光顧
能讓小店一直經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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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點招牌豬扒飯

●●書勝利和太太書勝利和太太。。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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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勝利老人在店門口送別顧客書勝利老人在店門口送別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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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顧客打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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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小雨點」帖文。
視頻截圖▲顧客給小雨點的暖心留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