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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夏 的 果 實 

              --我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旅(廣州篇) 

  

六月的風，讓天空透徹的藍，讓湖水盡情的綠，在粽味飄香的端午佳節之際，

我首次來踏進南粵大地，開啟了為期一周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旅，品嘗這南國盛產

的初夏的果實。 

  

二〇一八年，我們國家隆重慶祝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月

下旬特地來到了打響改革開放第一炮的珠海、深圳、廣州等地調研考察。七年前

的夏天，我第一次來到深圳，由於是公幹，畢竟私人時間有限，我僅僅去了全國

聞名的華強北電子市場。 

  

時隔七年，正逢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的開局之年，利用年假機會，我重走習

大大的路，專程安排了我的粵港澳大灣區之行。飽覽南粵風情，活力廣東行的第

一站是花城廣州，我成為這個初夏羊城裡的來客。 

 

廣州擁有二二〇〇年以上歷史，古代廣州水網密佈，水城歷史悠久於威尼

斯，河道在清朝後由於城建變遷而逐漸泯沒。從秦朝開始，廣州一直是郡治、州

治、府治的行政中心；一直是華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科教中心，

是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和興盛地。 

 

說到廣州的嶺南文化，其中之一就是久負盛名的飲食了，很多朋友第一反應

會想到廣州的美食。的確，廣州也被譽為南國美食之都，記得中央電視臺的紀錄

片《舌尖上的中國》也有一集專門介紹食在廣州的內容。廣東的嶺南文化，不僅

僅體現在食味方面，在那千變萬化的味覺中，更包含著人情，鄉愁與記憶，蘊藏

著傳承、交流與文化。 

  

到了廣東，有“三粵”會始終陪伴你左右，這“三粵”分別是粵菜、粵語和

粵劇。粵菜是飲食方面，上面我已提及，粵劇我沒有聽過，因此無法說起。那就

說一下粵語吧，粵語俗稱“白話”，亦稱“廣東話”。打開收音機或電視，你會

發現有很多頻道是用粵語廣播。長久以來，廣州絕大部分地方通行的語言主要為

廣州話，基本上屬於粵語廣府片。廣州城主要有西關和東山口音，而建置屬於外

郊的從化、花縣、番禺等的粵語也各具特點。因此廣州也就形成以粵語為載體的

包括粵劇、粵曲、南音、咸水歌等在內的“粵語文化”。廣州話中除粵語中所含

的詞語之外，還吸收不少潮州話及客家話的詞語，例如“口渴”讀成“口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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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由於歷史原因，大量詞彙亦受到英語影響，尤其是香港人所講的粵語較為明

顯。 

 

是次廣州之行除了觀光之外，還有一個最主要內容是拜訪我的高中歷史老師

兼班主任楊思冰老師。二十二年前，也就是英國人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那一

年，我剛剛上高一，楊老師開始擔任我的歷史老師，高二正式文理分班後又做了

我所在班級的班主任。二〇〇〇年七月，我回到上海參加高考。至此以後，我也

再沒有見過楊老師。後來，不知聽誰說他去廣州發展了。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網路上無意中獲悉楊思冰老師目前在廣州發展，還做

了廣州百年名校長堤真光中學副校長。從網上瞭解到，長堤真光中學由美國人那

夏理女士于一八七二年創辦，最初名為真光書院，解放後更名為廣州市第九中

學，是一家擁有一百四十四年歷史的中西特色結合的百年老校。經過百年發展，

分佈在穗港兩地已七所真光學校，長提真光中學是其中之一。 

 

楊思冰老師在歷史學術方面造詣頗深，國內知名歷史刊物《歷史學習》二〇

一〇年第十一期刊載了他的文章《太平天國遲滯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楊老師

的從不同於大眾的視角解析歷史，觀點獨特，他的歷史課亦幽默風趣，時常結合

當今詞彙講述歷史事件，具有很強的現代感。 

 

與楊思冰老師失聯了十九年，通過網路，也要感謝網路，我們又重新聯繫上

了。出發廣州的一個月前，根據網路上查詢到的通訊位址，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

給楊老師寄送了一張明信片並留下了我的聯絡方式，果然不出所料，約兩個多星

期後我的手機收到來自楊老師的短信。 

 

抵達廣州後的第一頓晚餐是楊思冰老師盛情款待的。當時沒有留意餐館的名

字，只記得是越秀區德政中路 310號樓上。晚餐有紅酒、小龍蝦、廣州粽子等。

楊老師還邀請了幾位廣州當地的朋友陪我一同邊吃邊喝邊聊。其中一位還是我的

同行，人稱“老四”，是一位在交通銀行廣州某支行工作的武漢人。吃到一半，

後來才知道這家餐館是人稱“老五”的楊老師的朋友開的。那麼“老大”是誰？

原來就是我的楊老師！不好意思，沒能留意到餐館的名字，沒辦法利用我的文章

在這兒給“老五”的餐館打廣告了！ 

 

一頓豐盛的晚餐後，我步行前往與上海南京路和哈爾濱中央大街齊名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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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步行街欣賞夜景。我第一次聽說廣州的北京路步行街是通過一位已離職的我的

前同事的微信朋友圈瞭解到的。 

 

北京路步行街好不熱鬧，人流如織的夜市，熱鬧繁忙的商場，座無虛席的小

吃店飯館，這是廣州人日常生活習俗的真實情景。虹口圖書館采虹書房讀書會的

一位退休書友看了我拍攝的廣州照片後留言道：“大佛古寺都成了“肥媽懷舊牛

骨湯”的餐館了，廣東人真有意思，連念佛懷舊都要喝牛骨湯，或者換句話說，

佛寺與其讓它閑著無事，還不如用來辦餐館更實惠，可見吃喝在廣東人生活中的

無可替代的重要性。而唯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門前冷冷清清沒有人影，那個青

年文化宮的走廊裡倒還有幾個人走過。總之，廣東人很世俗，不務虛，講實惠。” 

 

我是六月七日端午節下午抵達廣州城的，出地鐵後在步行前往旅館的途中，

依稀可以尋見到與臺灣和廈門一樣的建築----騎樓。該建築的特點就是把門廊擴

大串通成沿街廊道，行人在下面行走，可以避風雨防日曬。上面是騎樓，可以居

住，廊道下是商鋪。這種帶有半商半居的建築曾經風靡全城。在當時是最熱鬧、

最繁華的商業街。在上海，僅有鄰近外灘的金陵東路一小段路的一側仍保留著騎

樓的建築。 

 

廣州的景點很多，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越秀公園、白雲山、陳家祠、鎮

海樓、中山紀念堂、還有廣州塔、珠江夜遊、黃埔軍校舊址等。每一處景點，就

有一處故事，一段傳奇。正是這些故事，一個個串在一起大大地豐富了這座城市

的文化和內涵。 

 

我的一位關姓朋友知道我來廣州旅遊，給我發了她之前在廣州拍攝的廣州塔

夜景。每當夜幕降臨，廣州的塔身就會發出絢麗多彩的燈光，五顏六色。有紅的、

橙的、黃的、綠的、青的、藍的、紫的，五光十色，真像一道美麗的彩虹。更有

趣的是，塔尖會發出隱隱約約的白光，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廣州塔是一個巨大

的電子網路，每當夜幕降臨，電子網路的核心部位就會發出“信號”，真神奇！ 

 

由於時間關係，除了北京路步行街外，這次廣州之行我只打卡了國民革命軍

十九路軍烈士陵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越秀公園、三元里農民抗英古廟、毛

澤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六個景點。我只好留下遺憾，留待下次廣州之行！廣州讓我

樂而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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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推進，廣州從三世紀

三十年代起遂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

名的東方港市；明清時期是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兩千多年長

盛不衰的大港。為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國南方最大、歷史最悠久的

對外通商口岸，也是全國首批對外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之一，世界著名的港口

城市。廣州港是中國大陸第五大港口，世界第八大港口。 

  

據聯合國《二〇一六年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報告》顯示，廣州人類發展指數

蟬聯中國大陸三十五個主要城市第一。廣州地處華南，廣東省的東南部，珠江三

角洲中北緣，西江、北江、東江三江匯合處，瀕臨南海，東連東莞市和惠州市博

羅、龍門兩縣，西鄰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順德三區，北靠清遠市的市區和佛岡

縣及韶關市的新豐縣，南接中山市，毗鄰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地理位置優越，

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其中一個起點，獲譽為中國的“南大門”。 

 

如果你在廣東住久了，慢慢地會喜歡上了這裡的天氣和飲食。飲食是清淡

的。不像一些老地方專以辣為主，有無辣不成菜的講法。現在，人們普遍講究健

康地飲食和生活方式，選擇清淡的飲食和烹調方式已成為當今生活的主流。這或

許與年紀增長有關，到了一定的年齡，一般人就會注重養生，重視健康。另外廣

東人在用餐時有一種習慣，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吃飯前喜歡先喝一點湯再吃

飯。其實，按照中醫的說法，飯前飲湯有潤喉清腸的益處。但是，我更相信喝湯

有清熱去火，滋補養顏的功效。所以，廣東的女人是很會煲湯的，是出了名的好！

難怪我的楊老師來廣州發展之後又有了一位年輕的廣州太太呢！(完) 

 

作者寫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修改於二十四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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