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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晋阳路与晋吉北路交会处龙
湖金楠天街的路口边，有一间充满异国风
情的餐厅——Masala Master Restaurant。
这是一家由巴基斯坦人开的餐厅，老板
叫玛丽姆·拉贾（以下简称玛丽姆），今
年是她来成都开餐厅的第4年。大部分
时间，玛丽姆看起来都很沉稳，但一提
家乡，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中
国是友好国家，我希望把餐厅做出巴
基斯坦的味道，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个
味道，从而认识并了解巴基斯坦。”玛
丽姆说。

5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了玛丽姆，听她讲述自己在中国
的创业故事。

研究生毕业后
选择独自来成都创业开餐厅
1993年，玛丽姆出生在巴基斯坦东

北部城镇穆里，这里是出名的度假小
镇，也是观雪胜地，每年前往的游客超
过百万。

2017年，玛丽姆来到中国留学，进
入山东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习管理
学专业。毕业后，她来到成都。“我的家
乡是一个旅游胜地，从小我就遇到过很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都也是一座
非常出名的旅游城市，所以我选择来到
这里创业。”玛丽姆说。

2021年，背井离乡的玛丽姆，与远
在巴基斯坦的父母商议后，决定在成都
开一家巴基斯坦风味的餐厅。

不熟悉汉语，孤身一人，要在异国
开一家餐厅并不容易。“说实话，那段日
子真的是太难了。”玛丽姆告诉记者，在
巴基斯坦，女性要有自己的事业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在中国，她看到了女
性身上的独立与自由，备受鼓舞。

通过半年多的准备，从选址到装修
再到招募厨师、员工，玛丽姆就这样一
点一点地把餐厅开了起来。

创办餐厅初衷
搭建中巴文化与友谊的桥梁
走进Masala Master餐厅，每张桌

子都铺着精致的桌布，尽显对客人的礼
貌；墙面上的异国风情图案、餐桌上的
独特装饰品、铜碗里沸腾的奶茶，以及
空气中弥漫的小茴香与肉桂香气，让人
仿佛置身巴基斯坦。

在这里，食客几乎能找到所有巴
基斯坦美食：黄油馕饼、咖喱焖饭、黄
油鸡、奶茶等，这些大多是巴基斯坦人
餐桌上的家常菜。玛丽姆介绍，她创
办餐厅的初衷，不仅是让其成为美味
的栖息地，更希望它成为中巴文化与友
谊的桥梁。

玛丽姆告诉记者，餐厅部分食材在
中国容易获取，如牛肉、鸡肉、扁豆、大
米等，但一些巴基斯坦特有的香料较难
找到，她通常联系义乌商家发货。“实在
是太方便了！这得益于两国长期的经
贸合作。”

经营餐厅三年多，让玛丽姆印象最
深的是一位姐姐用轮椅带着年迈父亲
来就餐的场景。这位父亲年轻时一直

想去巴基斯坦看看，却因腿脚受伤未
能如愿。女儿得知这家餐厅后，便带
父亲前来品尝美食。玛丽姆深受感
动，特意准备了一份来自巴基斯坦的
礼物送给这对父女，后来他们处得像
家人一样。

“他们会经常来店里吃饭、聊天，有
一次叔叔甚至拿出一笔现金给我，说我
身在异国创业可能用得上。我没有收
下，但这让我想起了远在巴基斯坦的父
母和祖父母。”玛丽姆说。

热爱成都这座城
计划学好中文把餐厅经营好
此心安处是吾乡。尽管身处异国，

文化、口味、风俗各异，但在玛丽姆眼
中，成都是一座包容万象的城市，火辣
又热情，多元又松弛。她说，这里就像
她的第二个家乡。

玛丽姆已经许久未回巴基斯坦，她
计划不久后带父母来中国走走，感受这
个国家的气象万千。

近期，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军事冲
突，玛丽姆十分关心家乡的安危。“人们
不喜欢战争，无关两国人民。”说到这
里，她提及一件事：冲突发生当天，一对
印度夫妇带着孩子来她的餐厅庆祝生
日。他们并未发生争执，而是彼此关心
慰问家人情况。

谈及下一步打算，玛丽姆说，有故
事、有文化、有历史才是巴基斯坦佳肴
的灵魂。接下来，她准备更好地学习中
文，把餐厅经营得更出色，让更多中国
人体验到巴基斯坦的美食与文化。

“期待未来我们‘铁哥们’的情谊更
加坚固，中巴友谊长存！”玛丽姆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
江 实习生何淑蔓 摄影报道

玛丽姆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受访者供图

玛丽姆在成都经营的餐厅。

巴基斯坦女孩成都开餐厅：

希望美食成为中巴文化与友谊的桥梁

资阳市安岳县，古称“普州”，八百多
年前，13世纪杰出数学家秦九韶便出生
于此。如今，当地为了纪念他，不仅塑有
秦九韶雕像，建起秦九韶纪念馆，还有社
区、小学、中学、公园等以“九韶”命名。

5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安岳县了解到，在四川历史文化的
长河中，秦九韶的生平不仅承载着学术
考证的传奇，其家族也堪比眉州“三
苏”，祖孙三代皆为进士，“一门三进士”
传为一段佳话。

出自书香门第
其出生年份一度存疑

资料显示，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
三月，秦九韶出生在普州天庆观街“秦
苑斋”，这是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秦臻
舜为其取名为“九韶”，父亲秦季槱取其
字为“道古”。

“九韶”“道古”均出于典故，意味深
长，寄托着家人对秦九韶的殷切希望。
秦九韶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于1247
年完成传世经典《数书九章》，道出了中
国古代数学之精华。

然而，在中国古代“重文轻理”的传
统思想影响下，数学家的地位很低。安
岳县秦九韶纪念馆顾问、秦九韶资深研
究专家杨国选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宋元
以前一流的数学家在正史中有列传的，
只有南北朝的祖冲之（429年-500年）

和金元时期的李冶（1192年-1279年），
但都不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入传，前者是
以文学家入传，后者是以名臣入传。“秦
九韶在《宋史》中也无传，史料记载他的

生平事迹很少。”杨国选说，这也间接导
致秦九韶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一度存
在争议，“过去有学者根据南宋周密《癸
辛杂识·续集》‘秦九韶……年十八，在
乡里为义兵首’作出相应推测，但一直
没形成统一观点。”

2006年10月，杨国选从浩瀚的文史
资料中，偶然发现乔行简的词《贺秦秘
阁季槱得子》，从而确立了“嘉定元年三
月，秦九韶诞生普州天庆观街秦苑斋”
这一史实。

据考证，乔行简是婺州东阳(今浙江
金华)人，他与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槱同榜
进士及第，官至左、右丞相。而《贺秦秘
阁季槱得子》赋词的落款时间为“戊辰
四月乙卯”。杨国选解释说，“戊辰”即
嘉定元年（1208年），“四月乙卯”即四月
十六日。“作为一首满月贺词，如此，秦
九韶应该是在嘉定元年三月诞生。”

这一观点也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数学史家郭
书春的认同，后这一结论经学界验证，
成为公认的“公共诠释”。

一门三进士
普州“三秦”比肩眉州“三苏”

除了是书香门第，秦九韶家族也颇
具传奇色彩。其祖父秦臻舜绍兴三十
年进士及第，官至通议大夫（正四
品）；父亲秦季槱绍熙四年与状元陈

亮同榜进士及第，累仕显谟阁直学士
（从三品）；绍定五年，秦九韶也考取
了进士。

“一门三进士”的科举佳话，堪称“学
优则仕”的典范。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岳县秦九韶学术
研究会会长陈更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普州三秦”可以比肩“眉州三苏”。
他提到，秦九韶不仅延续家族仕途

荣光，更以《数书九章》开创中国古代数
学的巅峰：该书系统总结高次方程数值
解法（“正负开方术”）与一次同余式组
解法（“大衍求一术”），其成果早于欧洲
同类算法数百年，被世界数学史界誉为

“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这
一成就使秦九韶成为“普州三秦”中具
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学者，打破了“科举
世家仅擅仕途”的刻板印象。他在为母
守孝的三年间完成《数书九章》，以“孝
亲之暇精研数理”的实践，诠释了儒家

“修身齐家”与“格物致知”的深度融合，
也彰显当时普州“崇文重教、学仕相济”
的社会风尚。

此外，秦九韶的数学成就推动中国
古代科技走向世界，而以苏轼为代表的
文学遗产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范式，
二者分别以“科技硬核”与“人文软实力”，
为巴蜀文化的全球传播注入持久动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
扬 摄影报道

秦九韶雕像。

普州“三秦”一门三进士

解码数学巨匠秦九韶的川蜀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