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关，尽现老广州的生活习俗广 州

! ! ! !去广州玩，我最情有独钟的地
方是西关，因为那里尽现老广州的
生活习俗。
西关，指的是原来广州城西门

外一带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了，从明代起就一直是老
广州文化和财富的聚集中心。

一百多年前，广州曾经与纽
约、伦敦、巴黎一起跻身世界十大
城市之列，珠江畔的西关便成了对
外水运的主要口岸，老广州的一些
豪门望族、商贾富绅、名伶艺人，还
有不少老外都喜欢住在西关，于是
西关就建起了许多相当于北京的四
合院、上海的石库门那样的标志性
住宅，称为西关大屋。西关大屋展现
的是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布局为三
进三开间，正间以厅堂为主，两侧有
书房、偏房、卧室、楼梯间和厨房，左
右对称，另有小院、天井。西关大屋
结构简单，但装饰非常讲究，最有看
头的是门和窗，门分为三重，屏风
门、趟拢门和硬木大门，窗大多由国
外进口的彩色蚀刻玻璃制成，绚丽
无比。可惜的是，现在留存下来的一
些西关大屋的门窗，早已被换成铸
铁的防盗门和塑钢窗了。惟有墙外
那些布满藓苔的青砖灰瓦和高檐石
脚还在向路人幽幽地诉说着昔日西
关人家的民俗风情和当年此地的繁
华气派。
西关不仅历史悠久，还有着岭

南水乡的自然风光，西关的核心区
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叫荔枝湾。
经过近几年的整治和开发，如今的
荔枝湾又重现了当年“一湾清水绿，
两岸荔枝红”的醉人景色。人们常
说，春节是缅怀旧时风情的最好时

段，荔枝湾灯色璀璨，许多人怀着祈
福的心愿，往河中放下了一盏盏河
灯。西关人认为荔枝湾是他们这里
习俗最浓、最显摆的地方，所以常常
把西关直接叫做荔枝湾了。荔枝湾
周边的旧宅民居中还散留着许多名
胜古迹，有光绪年间广东七十二县
陈姓合族建成的陈家祠，由两广总
督张之洞亲手筹建的广雅书院，有
展示西关为粤剧之乡的八和会馆，
还有专门供奉道教真武大帝的仁威
古庙。置身于此，会让人感到时空交
错，不知穿越到哪个年代的风土中
去了。

从荔枝湾向南走，不一会儿便
到了西关的商业区。这里最大的看

点是老广州最长的骑楼商廊。第十
甫和上下九的老马路两旁古榕掩
映，榕树后面便是一排排鳞次栉比，
连绵数千米的骑楼，骑楼的上面住
人，下面经商，长长的商廊可以遮阳
避雨，深受人们的喜爱。上世纪 !"

年代起，这条长廊成了广州，也是全
国第一条开通的步行街。这条街是
南来北往的游客在广州休闲购物的
必到之处，也是住在西关附近的老
广们茶余饭后散步的好地方。街上
有许多传承老广州吃穿风味的百年
老店，还有艺人聚会的陶陶居和上
演粤剧的平安大戏院。这两年，街头
又增添了一群群反映西关民俗风情
的人像雕塑，其中几个栩栩如生地

依偎在屏风门前的西关小姐，每天
会引来不少游人同她们合影。
其实，一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最

集中的还是在一个“吃”字上。中国
人全知道食在广州，广州人都公认
味在西关。本来总以为老广们爱吃
的只是野味海鲜，到了西关才明白
他们平时最青睐的还是寻常的传统
小吃。传统小吃保留得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西关的荔枝湾和上下九了，
有道是，百米之内必有小食。这里的
小食店大多装饰有青砖石脚满洲
窗，配上长桥凳，小圆桌，尽显西关
风情。被公认为名牌的老店有好多，
伍湛记的粥品、南信的甜品、欧成记
的面食、银记的肠粉、梁英记的裹蒸

粽、开记的豆沙、林林的牛杂，等等。
随便走进哪一家，递上的小吃单上
都有上百个品种，什么布拉肠、濑河
粉、杏仁糊、咸煎饼、姜撞奶、话梅猪
手……足以让你口水直流，还讲不
出先吃什么好。走在步行街上的潮
男潮女们，几乎人人都手捧一碗萝
卜牛杂，一边说笑，一边用竹签戳
了吃。上了年纪的老广们则忙着去
酒店排队等空位。西关有许多著名
的老饭店，家家都是早晨 #点开门
一直吃到晚上 $$ 点还打不了烊。
饭店每天至少供应五顿：午餐、晚
餐加上早茶、下午茶和夜茶，忙的
时候晚上 % 点钟还要翻桌子加一
顿晚餐呢。

B!!!"#!年 !月 !$日

星期二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祝鸣华

视觉设计：董春洁旅游城市/诗意居住

! 陆路 文&摄

" 荔枝湾畔 " 上下九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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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浙江永嘉，山灵水秀，是吟风弄月的
好地方。

永嘉的山，连绵不绝，屿山、龙山、苍山和
无数不知名的山脉起伏有致。最有名的是大
青岗，位于楠溪江的源头，被称为“永嘉之巅”，
其山脉伸向北雁荡的怀中，故挺拔而缠绵。

永嘉的水，那就是清澈透明而温润如
碧的楠溪江。楠溪江是我在江南见过的最
美的河流。在楠溪江上竹筏漂流，仿佛让
人做了一回神仙。

我去过永嘉多次，因为昔日太守是中
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灵运自幼聪颖
好学，博览群书，他因郁郁不得志，只能
寄情山水，以诗文宣泄胸中块垒。可惜这
位大旅行家中年被诛，只留下那些倾注自
己感情的山水诗篇。

永嘉，毫无疑义是激发谢灵运醉心写
山水诗的一个原因。

我这次沿着永嘉行走，见识不少古村
落。首先让我瞩目的是苍坡。它被誉为“田舍
中的皇帝”。以鹅卵石垒砌的古墙有了些沧
桑味道，纵横的巷道，如同泛黄的宣纸，村前

的石板路，形似毛笔，老人告诉我：“此曰笔
街。”村内有池塘，又名“砚池”，几根石条，村
人戏称“墨锭”。原来这里又名“文房四宝”
村，是为纪念已故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他亦
曾在永嘉任官，取其山水灵性入书法。
再往前走，便是岩头村。这个古老的小镇

初建于元朝延佑年间，因村庄四面环水，我走
进村子，便见古老而蜿蜒的长廊依水而居，古
朴的民风扑面而来，我们一行沿着青石板走
过“谢灵运写诗的地方”，胸中便多了几丝诗
意。看河里树枝的倒影，才知冬天到了。

岩头村的南面，是芙蓉村，这个村子的
陈氏祖先，当年从唐末战乱中避难于此，蜿
蜒流过的江水如同玉带环抱着村子，村背后
是秀美的芙蓉山。我们走过一条鹅卵石铺的
小巷，看到古老的院墙，镂空的雕花，木格子
小窗配了上了年纪的青瓦，唯有依旧翠绿的
是香樟，传递着古村落的生机。

永嘉之村，最漂亮的是林坑村，它也是
楠溪江畔保存最完好的山村。首先迎接我的
是浙南竹木支撑的老房子，白墙青瓦，依山
搭建，那古村落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我们
登上大肚岩，走过月光洞，观赏三折瀑，才发
现浙南民居的宁静、安详与淳朴。抬头望，青
山别有味道；低头看，小溪委婉多情。那农家
小店飘出醉人的香味，村姑笑着迎客，让人
真想在此多逗留几天，过几天荣辱皆忘的日
子。这大概就是永嘉古村落的魅力。

! ! 台北，不仅仅止于表面的美丽，在
她的骨子里面，有一种别的城市都模
仿不来的真实的文艺，是一种精神上
的文艺。旅人形容这种文艺带有淡淡
哀愁，却仍拥有无尽希望的生命情调：
复杂中不失纯真，纯真里又不止简单，
无法一眼望尽，但又不至于永远疏离。
在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在闹
市中辟出桃花源的咖啡店了。之所以
说它们代表着台北，是因为开咖啡店
的这些老板们几乎拥有了全部台北的
特质：随意、简单、个性。他们是从内心
热爱着咖啡，恨不得现在就和咖啡谈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台北咖啡店的

数量之多是别的城市不能与之相比
的，这样也就有了质量之分。台北的咖
啡店都很有个性是人尽皆知的，每家
都会有能让自己立住脚的招牌，比如
可以看到猫空山的日落；使用底座为
锥形的，像是不倒翁咖啡杯的
'())*；还有不断有猫咪来与你同享
惬意的纠纷咖啡店……

很多人说台北是只有文艺情调却
没有生活细节的城市，但是这些代表
台北文艺范儿的咖啡馆明明正在肆无
忌惮地演绎着“精致”，整个城市仿佛
陷入了一场早已设计好的邂逅中，体
味着浪漫的咖啡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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