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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夏 的 果 实 

              --我的粤港澳大湾区之旅(广州篇) 
  

六月的风，让天空透彻的蓝，让湖水尽情的绿，在粽味飘香的端午佳节之际，

我首次来踏进南粤大地，开启了为期一周的粤港澳大湾区之旅，品尝这南国盛产

的初夏的果实。 

  

二〇一八年，我们国家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月

下旬特地来到了打响改革开放第一炮的珠海、深圳、广州等地调研考察。七年前

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深圳，由于是公干，毕竟私人时间有限，我仅仅去了全国

闻名的华强北电子市场。 

  

时隔七年，正逢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开局之年，利用年假机会，我重走习

大大的路，专程安排了我的粤港澳大湾区之行。饱览南粤风情，活力广东行的第

一站是花城广州，我成为这个初夏羊城里的来客。 

 

广州拥有二二〇〇年以上历史，古代广州水网密布，水城历史悠久于威尼斯，

河道在清朝后由于城建变迁而逐渐泯没。从秦朝开始，广州一直是郡治、州治、

府治的行政中心；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是岭

南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 

 

说到广州的岭南文化，其中之一就是久负盛名的饮食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

会想到广州的美食。的确，广州也被誉为南国美食之都，记得中央电视台的纪录

片《舌尖上的中国》也有一集专门介绍食在广州的内容。广东的岭南文化，不仅

仅体现在食味方面，在那千变万化的味觉中，更包含着人情，乡愁与记忆，蕴藏

着传承、交流与文化。 

  

到了广东，有“三粤”会始终陪伴你左右，这“三粤”分别是粤菜、粤语和

粤剧。粤菜是饮食方面，上面我已提及，粤剧我没有听过，因此无法说起。那就

说一下粤语吧，粤语俗称“白话”，亦称“广东话”。打开收音机或电视，你会发

现有很多频道是用粤语广播。长久以来，广州绝大部分地方通行的语言主要为广

州话，基本上属于粤语广府片。广州城主要有西关和东山口音，而建置属于外郊

的从化、花县、番禺等的粤语也各具特点。因此广州也就形成以粤语为载体的包

括粤剧、粤曲、南音、咸水歌等在内的“粤语文化”。广州话中除粤语中所含的

词语之外，还吸收不少潮州话及客家话的词语，例如“口渴”读成“口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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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由于历史原因，大量词汇亦受到英语影响，尤其是香港人所讲的粤语较为明显。 

 

是次广州之行除了观光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内容是拜访我的高中历史老师

兼班主任杨思冰老师。二十二年前，也就是英国人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那一年，

我刚刚上高一，杨老师开始担任我的历史老师，高二正式文理分班后又做了我所

在班级的班主任。二〇〇〇年七月，我回到上海参加高考。至此以后，我也再没

有见过杨老师。后来，不知听谁说他去广州发展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网络上无意中获悉杨思冰老师目前在广州发展，还做

了广州百年名校长堤真光中学副校长。从网上了解到，长堤真光中学由美国人那

夏理女士于一八七二年创办，最初名为真光书院，解放后更名为广州市第九中学，

是一家拥有一百四十四年历史的中西特色结合的百年老校。经过百年发展，分布

在穗港两地已七所真光学校，长提真光中学是其中之一。 

 

杨思冰老师在历史学术方面造诣颇深，国内知名历史刊物《历史学习》二〇

一〇年第十一期刊载了他的文章《太平天国迟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杨老师

的从不同于大众的视角解析历史，观点独特，他的历史课亦幽默风趣，时常结合

当今词汇讲述历史事件，具有很强的现代感。 

 

与杨思冰老师失联了十九年，通过网络，也要感谢网络，我们又重新联系上

了。出发广州的一个月前，根据网络上查询到的通讯地址，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给杨老师寄送了一张明信片并留下了我的联络方式，果然不出所料，约两个多星

期后我的手机收到来自杨老师的短信。 

 

抵达广州后的第一顿晚餐是杨思冰老师盛情款待的。当时没有留意餐馆的名

字，只记得是越秀区德政中路 310号楼上。晚餐有红酒、小龙虾、广州粽子等。

杨老师还邀请了几位广州当地的朋友陪我一同边吃边喝边聊。其中一位还是我的

同行，人称“老四”，是一位在交通银行广州某支行工作的武汉人。吃到一半，

后来才知道这家餐馆是人称“老五”的杨老师的朋友开的。那么“老大”是谁？

原来就是我的杨老师！不好意思，没能留意到餐馆的名字，没办法利用我的文章

在这儿给“老五”的餐馆打广告了！ 

 

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我步行前往与上海南京路和哈尔滨中央大街齐名的北京

路步行街欣赏夜景。我第一次听说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是通过一位已离职的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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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事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的。 

 

北京路步行街好不热闹，人流如织的夜市，热闹繁忙的商场，座无虚席的小

吃店饭馆，这是广州人日常生活习俗的真实情景。虹口图书馆采虹书房读书会的

一位退休书友看了我拍摄的广州照片后留言道：“大佛古寺都成了“肥妈怀旧牛

骨汤”的餐馆了，广东人真有意思，连念佛怀旧都要喝牛骨汤，或者换句话说，

佛寺与其让它闲着无事，还不如用来办餐馆更实惠，可见吃喝在广东人生活中的

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而唯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人影，那个青

年文化宫的走廊里倒还有几个人走过。总之，广东人很世俗，不务虚，讲实惠。” 

 

我是六月七日端午节下午抵达广州城的，出地铁后在步行前往旅馆的途中，

依稀可以寻见到与台湾和厦门一样的建筑----骑楼。该建筑的特点就是把门廊扩

大串通成沿街廊道，行人在下面行走，可以避风雨防日晒。上面是骑楼，可以居

住，廊道下是商铺。这种带有半商半居的建筑曾经风靡全城。在当时是最热闹、

最繁华的商业街。在上海，仅有邻近外滩的金陵东路一小段路的一侧仍保留着骑

楼的建筑。 

 

广州的景点很多，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越秀公园、白云山、陈家祠、镇

海楼、中山纪念堂、还有广州塔、珠江夜游、黄埔军校旧址等。每一处景点，就

有一处故事，一段传奇。正是这些故事，一个个串在一起大大地丰富了这座城市

的文化和内涵。 

 

我的一位关姓朋友知道我来广州旅游，给我发了她之前在广州拍摄的广州塔

夜景。每当夜幕降临，广州的塔身就会发出绚丽多彩的灯光，五颜六色。有红的、

橙的、黄的、绿的、青的、蓝的、紫的，五光十色，真像一道美丽的彩虹。更有

趣的是，塔尖会发出隐隐约约的白光，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广州塔是一个巨大

的电子网络，每当夜幕降临，电子网络的核心部位就会发出“信号”，真神奇！ 

 

由于时间关系，除了北京路步行街外，这次广州之行我只打卡了国民革命军

十九路军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越秀公园、三元里农民抗英古庙、毛

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六个景点。我只好留下遗憾，留待下次广州之行！广州让我

乐而忘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广州从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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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起遂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

名的东方港市；明清时期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多年长

盛不衰的大港。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对外通商口岸，也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世界著名的港口

城市。广州港是中国大陆第五大港口，世界第八大港口。 

  

据联合国《二〇一六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广州人类发展指数

蝉联中国大陆三十五个主要城市第一。广州地处华南，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三

角洲中北缘，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南海，东连东莞市和惠州市博

罗、龙门两县，西邻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顺德三区，北靠清远市的市区和佛冈

县及韶关市的新丰县，南接中山市，毗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地理位置优越，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其中一个起点，获誉为中国的“南大门”。 

 

如果你在广东住久了，慢慢地会喜欢上了这里的天气和饮食。饮食是清淡的。

不像一些老地方专以辣为主，有无辣不成菜的讲法。现在，人们普遍讲究健康地

饮食和生活方式，选择清淡的饮食和烹调方式已成为当今生活的主流。这或许与

年纪增长有关，到了一定的年龄，一般人就会注重养生，重视健康。另外广东人

在用餐时有一种习惯，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吃饭前喜欢先喝一点汤再吃饭。

其实，按照中医的说法，饭前饮汤有润喉清肠的益处。但是，我更相信喝汤有清

热去火，滋补养颜的功效。所以，广东的女人是很会煲汤的，是出了名的好！难

怪我的杨老师来广州发展之后又有了一位年轻的广州太太呢！(完) 

 

作者写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修改于二十四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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