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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荻 文/摄

这两年因缘际会，常去广东，七七八八算下
来也去过了不少城市，其中一水一山，一草一木，
一人一食，细节种种都深觉投缘。有时候，想到
将来可以择一小城归隐，体验安静又入世的生
活，总觉得广东是最好的选择。

我最喜欢的是广东有一种地母的特质，有着
丰富的精神层次，也极其务实。它并不在意华而
不实的外表，更着意坚守一种古典而简约的人文
主义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喧嚣在形体上达成统
一，精神上却似乎格格不入；它接受繁华，却无有
浮躁之心；它遵守传统，尊重每一种平凡和细微
之物，并为之提供着滋养和能量。

如一位在广东生活多年的朋友所说，无论你
来自何方，收入多少，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角落，得到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这种被全
然接纳和包容的感觉，在内卷到严苛的一线城市
里实属难得。

如果用饮食来形容广东的特质，那一定是一
盅温润滋补的老火靓汤，于无形之间安抚了许多
焦躁的心。

食：广州的早茶、顺德的双皮奶以及
肇庆的烤乳鸽

记得八九年前第一次来广州时已是夜深，一
帮朋友随意在街头找了间露天大排档，点的是粥
底火锅。当时我内心暗想：粥也可以拿来当火
锅？待一个火锅端上来，里面果然是白生生的稠
粥，眼看着服务生用一把勺子奋力搅和，待粥底
滚动如火山熔岩之际，倒入猪肝、猪肺、肉片和些
许盐、胡椒粉，立刻盛出分给众人。目瞪口呆的
我带着好奇心尝了一口，就此开辟了对一个菜系
上瘾的新纪元。

跟我河南老家的一碗薄粥不同，眼下的粥带
着一种层次分明的味觉美感——猪肺厚实、猪肝
粉韧，大米的清甜、胡椒的微辣，淡淡的咸香中每

一种味道都在舌尖宣告着它的独特个性，又相互
缠绕，糅合成浑然一体。

从此之后每到广州，我都必然会在街头的小
馆子里点一钵砂锅粥，鳝鱼粥是最爱。当然除了
粥，也顺道解锁了广州美食的诸多密码，比如广
式早茶。

这次在广州的那几天，我每天睡到九十点，穿
着拖鞋晃悠悠地随意捡一家茶楼，一个人占据一
张大圆桌，一杯茶，几件点心，排骨香糯、凤爪软
烂、肠粉滑腻、虾饺清鲜，每一样有每一样的好吃。

广东的“美食之乡”顺德，街边随处一家老铺
子里的双皮奶都意外地美味。在顺德的每天下
午，都必定要来一碗冰凉甜蜜的双皮奶。糖水好
食，正餐更出彩，大名鼎鼎的顺德鱼生是我此行
最深刻的记忆。一条金鲷鱼大约180元，一鱼两
吃。鱼肉切片，鱼头鱼骨香煎，薄白的鱼生以柠
檬丝、葱丝、萝卜丝、陈皮、花生、芝麻等配料调
和，入口脆爽，与日式料理大为不同。再来一小
盅南北杏炖排骨汤，是相当完满的一餐。

这次途经肇庆在七星岩游玩半天，顺手团购
了一份附近的午餐，价格实惠，却被一只外焦里
嫩的小小乳鸽所惊艳，连骨头都酥而入味，略嚼
即碎。忽然想起《红楼梦》里的夏金桂最爱以焦
炸骨头下酒，以前只觉她没品，骨头炸得黑乎乎
有什么好吃？直到此刻才知道此人虽然性格不
可爱，却是个实打实的吃货。

预制菜在广东是没有出路的，即使一家平平
无奇的小馆子里售卖的猪脚饭或叉烧、鸭腿饭，无
论价钱几何，广东人都固执地不允许它不好吃。食
物的味道，在广东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金线。

景：行走在时光褶皱里，浸润在人文情
怀中

广东的风景大多数并不奇特，与西北边陲的
壮阔、江南小镇的婉约、中部山水的绮丽相比，广
东的风景之美更多在于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
就像作家韩淑芳在《老广州·老城记》一书中所说

的：“你若要知道羊城得名的由来，应该逛逛五仙
观。你若不忘本，要知道祖先怎样才能读书识
字，应该逛逛中山四路开越大夫祠。若要知道前
刺史吴隐之怎样饮过的贪泉，你就应去师门山下
看一看。”

这种历史溯源，令看似平平无奇的景物也散
发出一种中庸的温润之感。在广东旅行，常常像
是无意间翻开一本古旧的书页，每一处褶皱里都
刻满了时光的划痕。

广州的博物馆和寺庙数量甚多，越秀公园里
的广州博物馆原名“镇海楼”，明代建成。在这
里，有老广州的代表雕塑“五羊石雕”，一百多年
前拿来抵抗英法联军的铸铁大炮，仍然摆放在明
代的古城墙上，登墙远眺，广州城尽收眼底。此
外还有展示广州历史发展的十三行博物馆、粤剧
博物馆、陶瓷博物馆、龙舟博物馆乃至地铁博物
馆、香云纱博物馆等，风格各异，充分展示出粤地
历史人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广东人天生一副务实的性格，他们为每一处
庙宇赋予了独有的精神内涵。如果要拜太岁，就
去三元宫；想平安祈福就去华林禅寺；求姻缘去
海幢寺和光孝寺，灵不灵另议，主打一个心诚。

无论你喜欢考古还是爱物或是热衷宗教艺
术，都能在广州找到心头好，而我最中意的当然
是集风景、美食、人文和运动于一体的“街溜子”
漫游。

在广州老城区背包行走，从陈家祠出发，先
逛老市场，吃一碟镬气十足的炒粉，鼓腹而游。
一路经过时间感满满的老建筑，银楼、住宅、杂货
铺，在街坊邻居才会光顾的简陋小店里买两个刚
出炉的酥饼，目测一下挂在“西华美食”橱窗里的
那几只皮子油亮、肉质粉白的烧鹅，在信丰行老
铺子门口闻一闻炖品的香味，再穿过繁茂的绿
荫，走到光孝寺去看一看唐朝的石经幢、宋代的
卧佛殿，还有必不可少的大榕树。

出了寺庙，中山路街道两旁有很多分不清今
夕何日的年代感建筑。在创办已80多年的励红
百货店里，至今仍可以买到雪花膏、搪瓷茶缸甚

至散装花露水。在这一系列既暴露年龄又令人缅
怀的旧时杂物里，会找到一种莫名的安心，亦会让
人想到，无论你去往何方、在外漂泊过多少年，都
可以随时回来，在这里找到家的味道。回家的幸
福感，是一个城市能够给予市民的最大礼遇。

广东的风物之美，在我的感觉中是脱离了皮
相的，它以一种浪漫的方式，隐藏在与人文情怀
休戚交融的点滴之间。

在东莞的南社村明清古建筑群闲逛，于祠堂
名牌上看到，主人的名字叫谢云野，顿时被拉入
了古诗词的意境里。在这座小小的古村落里，祠
堂多达30多座，以谢氏家族最为鼎盛，与广州的
合族祠堂陈家祠类似。在漫长岁月里，人们以血
缘为凝聚，守望相顾，令家族逐渐兴旺，声势浩

大，在孝德思想的沁润和传承之中，逐渐形成了
岭南一带特有的家族宗亲文化。至今，南社村村
民大多仍以谢姓为主，并每年发放奖学金，鼓励
族内子弟勤奋学习，还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
养老金。它默默延续着一个家族的历史和记忆，
也无意间保留下许多可供后人研究的文化密码。

去顺德清晖园游玩时，印象最深者有二：一
是书香气。据说此地曾为书院，主人大力支持办
学，恩惠当地民众。顺德弹丸之地，但尤擅科举，
自宋代以来，出过四名状元，占据了广东地区近
一半之数。此外，进士多达数百人，举人上千名，
其中很多人都在清晖园修习和生活过。园中至
今仍有惜阴书屋留存，人去屋空，旧迹尚在，当年
的琅琅书声耳边似几可听闻。

二是庭院中所种植的寿命高达百年的芒果
树。在广东，即使平平凡凡的一棵芒果树、苹婆、
榕树，都可以从容地存在数百年，如一位位布衣
大褂的百岁老人，带着生命本身的朴实与厚重，
穿越时间，安静生长。

我也曾在一些广东小城的街头漫步，在几乎
看不到什么绿色的地方，有鳞次栉比的工厂厂房
像一只只低矮的盒子，安静地运行自己的程序。
转过几条街，街道两旁是一些狭矮的门面房，猛
一看很像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建筑，让人想起
《狂飙》里高启强最爱吃的一碗猪脚面，就藏在这
样平淡而老旧的一砖一瓦里。

在广东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许
多的生命细节所感动。无论是风景、建筑、植物
或人文，似乎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获得充足的生
长空间，拥有存在的价值，无有贵贱。

人：“思无邪”，生活细节见真情

在东莞南社村游玩时，早起觅食，村里的小
食店空无一人。我去街口的咖啡馆买杯咖啡，老
板告诉我，店员还在吃早餐，肚子饿的话可以送
蛋卷给我吃……

南社村立村于南宋末年，始祖原为会稽(今
浙江省绍兴市)人。后出仕南雄，时值国乱，由南
雄徙居茶山南社现址。现今仍保存了大量的明
清古建筑，有25间祠堂，100多古民居间，是广
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

广东人似乎对于虚名和头衔一向不看重，他
们所追求的幸福，在于家庭成员的状态以及人际
关系的浓淡，更愿意把时间精力都花在生活的细
节里。在广东，经常可以看到一家老小或亲朋好
友在茶楼围坐一堂，谈谈笑笑，人生的快乐惬意
尽皆在此。

去年自驾去海南路过韶关，订了一间网上评
价极好的民宿，车子一路开进深山才找到这家农
家小院。民宿只有母子二人打理，母亲负责下厨，
儿子待客。我点了餐回房，少顷门被轻轻叩响，小
哥端着托盘，一客酿豆腐，一碟煎茄子，大碗米饭，
送入房中，轻轻放在桌上，一举一动，很是从容安
静。

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经营民宿，本身是一种极
大挑战，里外的人手只有母子两人，却能够将店
面打理得面面俱到，张弛有度，同时令客人如沐
春风，真的可算作一种人格魅力了。

广东人确有一种待客的风度，我独自旅行
时，经常被服务生和老板特殊照顾，推荐菜品，甚
至讲起饮食典故。遂想起了苏东坡，他被贬惠州
时已历经沧桑，如惊弓之鸟，再加上年老体弱，本
来难以再有安定的心思，是岭南独特的风物与人
情，逐渐缓解了他那颗忧愁不安的心。

在惠州的三年，他爱上了荔枝的香气，也生
出了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还在白鹤峰下东江
之畔造成了一所“思无邪斋”，种植柑橘古荔，更
作诗云“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此
刻想来，这一片土地所带给他的快乐与期待，在
他一路颠沛流离的后半生中，大约也算是聊作慰
藉的高光时刻了。而他对于广东的喜爱，又岂止
是为了那一颗荔枝的甜蜜呢？

■ 曹寅

广东是一个活在美食纪录片里的地方。丰
富多彩的美食文化，滋养了遍地都是美食家的
自信。而老广人最不能被低估的，就是对于甜
的痴迷。这种甜可以是糖带来的愉悦快乐，可
以是老火靓汤的鲜甜，还可以是鲜得发甜的原
汁原味……这种甜，是老广对甜更加丰富的描
述，更是每个老广人对待生活独有的态度。

老广崇尚的“甜”，并不单单只是糖。更确
切地说，是菜式所达成的“鲜甜”。这是因注重
食材本身的新鲜，而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
藏在各类菜式中的“糖”，是每个老广厨师多年
把控的精准，将隐藏的“甜”达到最高级的风味，
形成最为丰富多彩的口感。

白灼蔬菜。对鲜味挑剔的老广人，最喜欢
用“白灼”将鲜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口味清淡的
同时又保证蔬菜最原始的新鲜味道，而只有这
样看似普通的做法才是最考验品质的。炒制的
时间、火候必须把握得当才能尝出真正的“鲜
甜”。

毋米粥火锅。相较于川渝的火辣，老广人
最爱的便是熬到极致的毋米粥所制的火锅。

海鲜、肉类、蔬菜等依次下入锅中，不仅可
以品尝最鲜美的食材，还能享受这碗汇聚了各
种鲜味的粥。“鲜甜”这两个字，一直是毋米粥火
锅可以制胜的秘诀。甜蜜绵软抚慰了每个食客
的心，也在瞬间滋养了每个老饕的味蕾。

老火靓汤。食补更胜药补，一直是老广推

崇的圣经。使用真材实料每日老火炖煮，如此
煮出来的靓汤才是最为滋补的。甚至每个季
节、每个时令，都有拿得出手的一碗好汤。走进
广州的街街巷巷，到处都有着平价的炖汤店。
每日饮汤，就是在滋养广州这座城。

蜜汁叉烧。蜜汁叉烧这道菜，果然只有在
广东吃才是最地道的。白糖、蜜糖、麦芽糖与叉
烧的完美演绎简直绝了！它既是老广人最为甜
蜜的乡愁，也是一日三餐的日常操作。

咕咾肉。广东人爱甜，更爱使用甜的食
材。菠萝、雪梨、甜椒等都被运用到了菜肴中。
而咕咾肉则是将甜蜜发挥到了极致，菠萝、白醋、
白糖、山楂等勾芡加入，既能解腻，又能增鲜。

各类酱汁。广东人爱吃鸭、鹅，于是各种烤
鸭、烧鹅、烤鸽子层出不穷。酱汁中必须加入的
便是糖，由于糖的加入而使得酱汁更为鲜美，更
加鲜甜。

同样作为老广日常的肠粉，加入了糖的酱
汁也同样是精髓。爽滑与绵柔口感的肠粉，遇
上恰到好处的酱汁，便是最活泼的味道。

广式糖水。每个广东人每天都要喝糖水。
除了爱甜，还因为“糖+水”的组合更是一种滋
补。

春季糖水以养肝调气为主，清甜甘润是最
好的。木瓜炖雪蛤是最为传统的糖水，而金橘
雪梨红枣汤、冰糖雪梨汤等是则最流行的喝
法。夏天燥热，更需要糖水来养心安神。马蹄
雪梨薏米、茅根竹蔗葛根水、红豆百合陈皮糖水
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秋季较为干燥，是调理脾

肺的时候。无论是妈妈牌莲子百合汤，还是店
里的无花果雪梨糖水、桃胶皂角米银耳糖水等，
都是秋季的火热担当。冬天则是最好的养生季
节，黑芝麻糊、桂圆红枣汤等暖胃又滋补的甜品
便是最好的安排。

广州的街头糖水文化，从明末清初就开始
了。绿豆沙、芝麻糊、番薯糖水等传统糖水就是
老广日常的生活，而现在的广州糖水更是从平
价到高价的都有，丰俭由人，如同百花齐放的一
种文化。

将“奶”玩出花。牛奶的妙用是广式糖水中
最爱玩的，著名的双皮奶出现在美食纪录片里
实在太多次。西米露、姜撞奶、芋圆汤等，都是
小姐姐们离不开的下午的“奶味”、夜宵时刻的
甜蜜。而杨枝甘露这道甜品则是不少广东人儿
时的回忆。芒果、西米、椰汁、西柚等组合在一
起是那样的美妙，无论四季如何变化，没人能拒
绝一杯杨枝甘露。

五色豆花。由五种谷物制作而成的豆花是
最近花式养生的宠儿。用汤匙挖上一勺，先入
口的是红糖水淡淡的甜味，然后是芝麻的香气、
豆的香气、胡萝卜的微甜……嫩滑好吃又好看。

花生糊。炒香的花生与米手磨成糊，煮熟
后更是香醇柔滑，加上糖简直是绝了。还有与
芝麻糊双拼的吃法，被做成了太极的样子，既好
看又好吃。

在各类美食纪录片里，治愈人心的往往是
这一口甜蜜。这片“甜甜”的地方，真是爱了爱
了！

● 我最喜欢的是广东有一种地母的特质，无论你来自何

方，收入多少，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得到一种相

对体面的生活。回家的幸福感，是一个城市能够给予市

民的最大礼遇。

● 每次到广州我都必然会在街头的小馆子里点一

钵砂锅粥，鳝鱼粥是最爱。当然除了粥，也顺道解

锁了广州美食的诸多密码，比如广式早茶。

● 在广东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

许多的生命细节所感动。无论是风景、建

筑、植物或人文，似乎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

获得充足的生长空间，拥有存在的

价值，无有贵贱。

● 广东的风景之美更多

在于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

在广东旅行，常常像是无意间

翻开一本古旧的书页，每

一处褶皱里都刻满了时

光的划痕。

老广崇尚的“甜”，并不单单只是

糖。更确切地说，是菜式所达成的“鲜

甜”。这是因注重食材本身的鲜美，而

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藏在各类菜

式中的“糖”，是每个老广厨师多年把

控的精准，将隐藏的“甜”达到最高级

的风味，形成最为丰富多彩的口感。

智享美食美食

夏天已来夏天已来，，怀念广州的各种甜怀念广州的各种甜

读城读城：：人间四月天人间四月天，，鼓腹而游粤地行鼓腹而游粤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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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世界文化与自
然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人气
居高不下。火热景象也同样出
现在三星堆博物馆——五一假
期前门票即被抢光。游客纷纷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探寻神秘
的古蜀文明。

四川拥有以乐山大佛、都
江堰、剑门关、翠云廊古蜀道、
三星堆、三苏祠等为代表的珍
贵文化遗产资源。随着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这
些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的珍贵资源“活”起来、

“火”起来，成为国内外旅游者
向往的目的地。

从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三星堆遗址，到世界最大的
石刻弥勒佛坐像乐山大佛；从
持续运转两千多年的水利工程
奇迹都江堰，到全国最大的三
国文化专题博物馆武侯祠……
这些具有珍贵价值的文化遗产
类景区不仅是“网红”，更是“长
红”，人气持续高涨。

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文化遗产类景区持续火爆，
并涌现出一些新秀。其中，绵阳市平武
报恩寺、广元皇泽寺博物馆等，假期前3
天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和门票收入同比增
长均突破200%。 （吴梦琳）

文旅集萃集萃

佛山市顺德佛山市顺德
区清晖园博区清晖园博
物馆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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