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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食在廣州。對於吃這件事，廣州可謂
包羅萬象：從融會南北風味的南越王饕餮盛宴，到
「一口通商」 時所形成的中外烹飪技術交融，再
到民國時期廣州美食享譽天下，魯迅、巴金、郁
達夫等文人都為廣州味道所傾倒，以及時下粵菜
的東進、西闖、北上、出洋……美食，無疑是廣
州古往今來的名片。

暢 遊 灣 區系 列 九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文、圖

下期 「城市地圖」 將於7月5日刊出

廣州兩天行程推薦

日韓式慢活族

老西關豐儉由人
如果要廣州人推薦

一個可以品嘗地道廣州
味道的地方，西關大概
是唯一的答案。正所謂

「食在廣州，味在西關」，這裏曾
經是整個嶺南乃至當時的中國最富
裕的地帶，如今集合了充滿歷史感
的西關民居和荔灣水鄉風光，與眾
多廣州老字號美食一起，成為廣州
別有嶺南風情的地方。

對於老廣而言，雲吞麵、布拉
腸，及第粥、艇仔粥、瀨粉、鹹煎
餅……每次到西關，都難掩心中的
喜悅！對於遊客而言，在西關目光
所及之處皆有美食，空氣中散發的
誘人香氣，讓人欲罷不能！

如今的荔灣區，因舊時 「荔枝
灣」而得名，而西關則是對廣州市
荔灣區的舊稱。早年間在西關一帶
就有 「百步之內必有小食」的說法

，所以許多獨具廣州風味的美食和
老字號一直流傳至今，這裏既有陶
陶居、廣州酒家、蓮香樓、泮溪酒
家這樣的大酒家，也有像銀記腸粉
、寶華麵店、陳添記魚皮這樣風味
獨特的小食肆，讓食客挑剔的味蕾
在這裏都能得到滿足。

不久前，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
局首次發布了5條 「尋味廣州」美食
旅遊線路。其中， 「粵色生輝」線

路主要景點都在荔灣區，海內外遊
客可以遊覽粵劇博物館、永慶坊、
恩寧路、八和會館、詹天佑故居等
景區景點，並在荔灣區泮塘路品嘗
地道的西關美食─泮溪點心餐。
「回味老廣」線路同樣囊括了眾多

西關景色，遊客可以遊覽陳家祠、
荔枝灣涌、沙面、北京路等，途經
荔灣區泮塘路及越秀區惠福路時，
停下腳步即可品嘗下粵菜美食。

傳統
味道

陳家祠
位於廣州市中山七路，乘坐地鐵1號線

到陳家祠，門票10元。

廣州粵劇
藝術博物館

位於荔灣區恩寧，地鐵1號線長壽路站，
免費參觀。

位於海珠區（藝洲島）赤崗塔附近，乘
坐地鐵3號線、APM系統直抵廣州塔。

廣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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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2018年，米芝蓮推出了全球粵
菜指南。這是他們首次推出單一菜
系指南，在此之前，米芝蓮手冊多
以城市或國家為對象。在中國的八
大菜系中﹐在包括法國菜﹑意大利
菜在內的世界美食譜系中，唯有以
廣州菜為代表的粵菜有此殊榮。
粵菜的受歡迎程度，由此可窺見一
斑。

西漢南越王「私房菜」
對於 「食在廣州」，可能很多

人會想到廣州人 「什麼都吃」，這
從南越王的餐桌上可以得到驗證。
1983年發現的南越王墓，別具廣州
氣質：滿目珍奇的隨葬器物中，有
不少是實用性強的炊煮飲食器具，
包括煮食用的鼎、蒸食用的銅釜甑
、燒烤用的銅烤爐、煎炸用的煎爐
等，裏面甚至還殘留着未完全分解
的食物。南越王趙眜 「吃貨」的本
質，不經意間詮釋了 「食在廣州」
的源遠流長。

若我們將目光轉回2000多年前
的西漢年間，不難發現南越王 「鐘
鳴鼎食」宴請群臣餐單上，珍饈美
饌層出不窮，烤乳豬、蛇羹、白灼
貝、撈魚生……南越王已將天上飛
的鳥雀，水下游的魚蝦，地上走的
禽畜，烹成美味，活靈活現地展示
了廣州人 「什麼都吃」的本色。南
越王好吃，對健康養生同樣講究。

古學家發現，在墓主南越國第二代
國王趙眜墓中，隨葬有食糧果品、
海產、野味、蔬果等，按照今天營
養學的說法，可謂葷素搭配，營養
均衡。

廣州位於北回歸線上，陽光與
降水充足，花開四季，蔬果豐富。
新鮮的食材，為美食的誕生和發展
提供了便利。 「南越國的 『食官』
、 『廚丞』用古代的 『平底鍋』銅
煎爐、西漢 『BBQ』銅烤爐等炊具
將豐碩的食材基本完善糅合成為好
菜，便成了最初的粵菜。」南越王
宮博物館館長全洪說，這種兼容並
包的飲食風氣，奠基了粵菜的整體
根本，影響了嶺南地域長達兩千多
年。

民國老饕「懶人包」
明清時期是廣州美食發展的一

個重要階段， 「果基魚塘」與 「桑
基魚塘」興起，廣州專業化種植開
始形成，加上番薯、玉米、荷蘭豆
、辣椒等作物的引進，作為我國最
早的通商口岸，來自全世界的各種
食材和烹飪技術也在不斷舶來，足
不出廣州、吃遍世界不再是夢想。

到清末民初，沙面、長堤一帶
的西餐館逐漸增多，成為老廣州一
道亮麗的風景線；清代廣州富商 「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講究，更
催生了持久不衰的名廚熱。到民國
期間，品嘗美食已經成為名人到廣
州後的指定動作，當中最負盛名的

，要數魯迅。
寫出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

迅也是 「饕餮」，愛吃程度讓人驚
嘆：據《廣州舌華錄》統計，魯迅
在廣州待了254天，下館子的次數共
43次，以剛來的幾個月尤其集中。
翻開魯迅在廣州期間寫下的日記，
授課和演講的內容寥寥幾筆，陳記
茶樓的豬紅粥，美利權的冰激凌，
安樂園的雪糕、太平館的燒乳鴿，
陶陶居的茶點，美洲飯店的夜膳
……記得一清二楚，這些民國時期
廣州盛行的美食，他無一錯過。

同樣為廣州美食着迷的還有郁
達夫。1926年底來到廣州的他語言
不通，落魄潦倒，儘管如此，他還
是在短短45天內，想方設法遊遍全
廣，把城裏城外都吃了一遍。郭沫
若很多年後回憶起首次來廣州的經
歷時，一連就用了五個吃字─ 「
吃了荔枝，吃了龍眼蕉，吃了田雞
飯，吃了燒鴿，吃了蠔油拌麵。」這
些民國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到廣
州後無一例外到處吃喝，紛紛用文
字記錄以表達對廣州美食的熱愛。

從古到今，在海上絲綢之路的
一船一貨中、在千年互通有無的商
貿來往之間，廣州始終以開放的懷
抱，容納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傳統
。當下，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推進，廣州將建一江兩岸國際美食
長廊，逐步實現 「世界美食之都」
的目標，不斷創新出更多的美食，
並把它們送到全球各地，滿足世人
的味蕾。

8：00

從西九龍出發，乘坐高鐵到廣州南站，再轉地鐵
3號線到漢溪長隆站

9：00

廣州長隆野
生動物世界
─親近上
萬種動物，
觀熊貓三胞
胎

12：00

長隆度假區午餐

第二天

作為中國對外交往
的窗口之一，廣州是千
年不衰的通商港口城市
。商業的繁盛與對外貿

易的發展，也讓海外飲食文化融入
廣州，成為 「食在廣州」的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

今天的廣州，有不少囊括了世
界各地美食的大街小巷，如北連環
市東、南接東風東的建設六馬路被

譽為 「不用出國即可吃遍全球」的
美食街，短短幾百米，韓國、日本
、越南、新加坡、意大利等海外美
食一應俱全；遠景路因為住着很多
朝鮮族人和韓國人，成了知名的 「
韓國料理一條街」；天河南路、教
育路則以日料店扎堆而出名……

走在白雲區的遠景路，不足兩
公里的路程，讓人有置身韓國的錯
覺：韓文招牌高高掛起，路上、店

內多是講韓語的年輕男女。原來，
這裏大部分店家、廚師和服務員都
是韓國人，也有少數是來自東北的
朝鮮族人。

如今的遠景路上有136家韓國商
家，其中從事餐飲業相關的有88家
，成了市民遊客品嘗正宗韓國料理
的不二選擇。

不少青年男女也喜歡選擇一家
居酒屋，或是一人食，或兩三個好

友一起聊天、喝清酒，充滿日式 「
深夜食堂」的氛圍，漸漸成為一種
新興的消遣方式，吸引着越來越多
的年輕人。

無論如何，廣州就是一座好吃
又包容的城市，總有一條美食街滿
足你的口味，家人或情侶，牽手一
起慢慢吃遍每一條食街，也許是
在這個城市能做的最浪漫的事之
一。

▲廣州粵劇藝術博物館內景色宜人

◀廣州新地標──廣州塔 ▲陳家祠獨具嶺南建築特色

13：30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參觀嶺
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漢代彩繪石
室墓，文物中尋粵菜之源

16：30

北京路─逛廣州繁華的商業
集散地，欣賞自唐代至民國時
期共五朝的十一層路面

17：30

入住酒店

18：00

北京路太平館─打卡廣州第
一家西餐廳，品嘗魯迅筆下的
燒乳鴿

▲艇仔粥 ▲蝦子麵 ▲鹹煎餅 ▲及第粥

12：00

上下九附近品嘗廣州傳統
美味

13：30

廣州塔──羊城新八景之
一 「小蠻腰」
16：00

乘坐地鐵到廣州南站，換
乘高鐵返港

9：00

陳家祠──廣東保存完好
的傳統嶺南祠堂式建築

11：00

恩寧路及永慶坊──遊騎
樓、西關大屋，逛廣州粵
劇藝術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