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6 月 23 日 / 星期二 /�娱乐编辑部主编 / 责编 邵梓恒 /�美编 肖莎 /�校对 黎松青

A11娱乐

目前，《寻味东莞》在豆瓣平
台还未开分， 但目前的短评中，
大部分观众给出了五星好评。 外
地人想到东莞吃新奇又新鲜的
美食，本地人则探讨了家常菜背
后的文化。

@ 想在天上飞：我的天 ！
我大东莞终于有姓名了吗！ 激
动！ 下次大家可以根据这部纪
录片来寻找东莞美食了。

@PainfulToast：土著第
一次看本地的纪录片 ，和家人
盆友远程看首播讨论真的太
有意思了！ 画面真是享受！ 不
过在本地人看来文案和 bgm

着实夸张了 ，好多东西没吃过
以至于怀疑自己是假东莞人。

@ 烧饼：被馋哭了！ 这真
的是一部可以用眼睛吃的纪
录片 ！ 镜头也很讲究 ，从宏观
到细节 ， 节奏把握得特别好 。
特别是黄油蟹这一段 ，口水都
要流到屏幕上了 ，为东莞美食
爆灯！

@ 王必胜： 没想到我们
东莞的腊肠 、林旁粽也能出现
在这样的美食大片中 ？ 震惊 ！
节目拍得太棒了 ，没想到这些
习以为常的美食也有这么多
传承和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6 月 14 日，豆瓣评分高
达 9.2 分的《风味人间》第二
季收官，6 月 21 日， 城市美
食纪录片《寻味东莞》开播。
当天，“稻来” 纪录片团队的
掌舵人陈晓卿发了微博：“这
是稻来成立后的第一部作
品， 历时两年， 终于得见观
众。今晚九点半，各位请移步
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新浪微
博同步，我们一起寻味。 ”美
食家蔡澜也转发了微博。

继四年前的《寻味顺德》
之后， 岭南风味的新一轮探
索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荔枝、
腐皮豆浆、林旁粽、黄油蟹、
阴菜、腊味、冬四宝……东莞
美食全部 C 位出道！

过去的二十年来， 东莞
以高速发展的制造业闻名，
但在“世界工厂”身份之外，
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神
奇的美食世界。 值得一提的
是，《寻味东莞》共三集，而首
播集播出恰逢端午节前后，
而节目中有大量端午节时令
美食， 想吃桂味荔枝、 黄油
蟹、林旁粽……端午节，来东
莞吧！

与此前《舌尖上的中国》
《风味人间》等纪录片相似，《寻
味东莞》也突出了人文性。 首播
节目呈现的都是东莞普通人对
美食的理解。 东莞是急速发展
的现代化城市，但东莞人从饮
食到生活，仍保留着最传统的
味道，甚至仪式感。 无论是片
中呈现的在荔枝林里忙碌的罗
卫国， 还是守护自己一方田
地、 用心制作阴菜的卢国华，
都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
“荔枝”“阴菜”的段落，除了可
以看到荔枝的开花、 生长、成
熟、收获，还有农人一家相濡
以沫，儿孙合家欢、邻里亲情
等东莞当代农村生活场景。 制
片人李洁认为，“所谓美食，其
实不仅仅是食物， 还承载着一
方水土上人们的家庭观念、生
活方式甚至是精神信念”。

《寻味东莞》的首播集不仅

呈现了“端午美食”，还介绍了
东莞美食与四季轮转关系。 可
以说， 首播集的核心主题就是
时间，所谓“时节是淬炼美味的
秘诀”。 节目在介绍春季时重点
提到了艾草， 东莞人将它与鸡
蛋、鲫鱼搭配，做成清香鲜美的
艾草煎蛋、艾草鲫鱼汤；夏季，
重点介绍了荔枝、粽子、螃蟹的
东莞人打开方式； 秋季则是阴
菜登场时间；冬季则是腊味。 节
目在介绍冬季时， 提到了广东
人的“家庭团聚”观念。 莞式腊
肠、 清蒸腊猪头皮的制作过程
都被呈现出来， 还有外层富有
韧劲， 内里油润微甜的“金银
润”等，都是东莞人对冬季的礼
遇。 冬至那天，家人齐聚一堂，
享用冬团、萝卜粄、红薯糖水、
咸丸组成的“冬四宝”，更是为
忙碌一年的东莞人带来的慰
藉，这一年便画上圆满句号。

四季轮转，道东莞家常

链接 东莞人纷纷“五星好评”

北方“甜粽子”和南方“咸
粽子”之争，每年都会在端午节
上演。而在《寻味东莞》首播集，
节目展示了东莞本地形态万
千、味道多样的林旁粽。林旁叶
被编织成菜篮、鱼篓等造型，而
不同造型有不同寓意： 鱼篓状
代表风调雨顺； 枕头状寓意高
枕无忧；菜篮状寓意丰衣足食；
笔架状寓意小孩读书聪明上
进。 天然林旁叶富含与大米相
同的芳香成分， 因此林旁粽的
风味有更加浓郁的稻谷香气。
据悉， 东莞本地人以往家家户
户都会在端午期间做林旁粽，
但到了今天， 就连东莞本地年
轻人都很少听说“林旁粽”。 如
果这个端午节， 食客在东莞找
不到林旁粽，别慌，东莞的裹蒸
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裹蒸
粽就是典型的南方“咸粽子”：
脱皮的绿豆、咸蛋黄、五花腩肉
裹满五香粉， 然后被代表东莞
市的莞草包裹，蒸煮出锅。

节目组甚至还为观众整理
出一份端午节去东莞打卡美食

的地图。例如，早餐要去万江街
道喝腐皮豆浆。 首播集介绍了
腐竹的制作工艺和文化。 对广
东人而言，腐竹的发音类似“富
足”，是个吉祥的兆头。 东莞从
清朝就开始制作腐竹，手工腐
竹作坊达几百家，如今只有片
中介绍的森叔等几个人还在
坚持手工制作腐竹。 腐皮与豆
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为“腐
皮豆浆”， 这是最地道的东莞
早餐。 白天，要去谢岗镇吃桂
味荔枝。 这里有着东莞海拔最
高的银瓶山，这也是东莞历史
最悠久的荔枝林之一。 片中还
介绍了岭南人吃荔 枝 的 文
化———由于荔枝“一日而色
变， 二日而香变， 三日而味
变”， 所以，“荔枝是树下的最
好吃”，因为新鲜。 午餐如何解
决？ 要去位于东莞西南角的虎
门吃螃蟹，这个季节可以吃膏
蟹。 成熟的青蟹，在夏秋之交
最美味。 现在夏至时节，如果
能吃到千里挑一的“蟹中顶流”
黄油蟹，那也算不虚此行了。

端午假期，寻东莞美食A

B

桂味荔枝、黄油蟹、林旁粽……

端午假期
寻味东莞

桂桂味味荔荔枝枝

林林旁旁粽粽

黄黄
油油
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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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南国，大早，热浪
潜伏于在建高楼群的后面 。
起 重 机 的 横 杆 似 指 挥 棒 ，
它一挥动 ， 芒果树上的知
了就一齐“知了 ”不止 ，尘
土与温度随即升高 。 但此
刻汗不必出。 我站在巴士
站前，等候 112 路车，到湖畔
去闲逛。 峰期已过，班次少
了。 三位女士叽叽喳喳地边
说笑边走来。 年龄在六十以
下 ，仪容和衣着整洁 ，对得
起所有被她们吸引的人，除
了交谈时声音放肆以外。 不
过，如果不气盛声雄地宣示
豪迈， 你怎么会注意上呢？
这和公园里的广场舞群，每
一个都把播音器的音量放
到最大同一道理， 哪怕只有
两位成员。

我太闲， 不看她们时间
消磨不掉。 暗中这样评估：是
形影不离的闺蜜， 退休好些
年，习惯了无事干的节奏。 看
均非名牌但质地可以的手
袋，晓得经济状况中等。 模样
也可用“不过不失”概括。 如
果换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士，
也许从妆容到三围， 打具体
而微的分数。 但我已老到近
于对“性感”免疫。

“××××，看这里！ ”她
们对车站的标示牌指指点
点。“从唯景城开始才对，
笨×，还顶嘴！ ”“×××，线
路这么复杂！ ”围绕“怎么走”
展开热烈的议论， 外人听起
来以为是吵架。 她们在地图
上作出强烈的手势。 每句话
附加各种“骂”。我知道，闺蜜
之间“骂”是亲热。只是，我先
惊奇， 继而为公众场合粗话
吞吐如此自如而惋惜。

我不是雅人， 也对男人
说过粗话。 但有一顽强的老
旧观点：女士不宜说粗话。 她
的外表再靓丽， 一旦在稠人
广众吐多个脏字， 我的恶心
是本能的。 你可批判我，但难
变更。 回想移民前，国内哪怕
是穷乡村， 连文盲半文盲的
女性， 绝大多数也守住不说

粗话的底线， 一如女子极少
抽烟。 进入本世纪，我回国频
繁， 首先发现女性交际用语
发生变化， 是从菜市的女摊
贩的口中。“先生，这些芥菜
好×好食！ ”她向我推销。 摊
贩之间的交流，不分男女，更
是粗话便给。

巴士开过三辆， 她们都
没上， 因为没争出结论。 一
位女士走近， 年约五十，戴
眼镜。 她们对她打招呼，讨
好地微笑， 嗓门柔软地问：
搭哪一路去彩虹路的中转
站。 后者问，终点站是哪里？

“荷花世界。 ”三女士差不多
齐声回答。 我心中一动。 哦，
正是时候！“荷花世界”是著
名景点， 距离这里 20 多公
里。 女士指着地图，告诉她
们，要去对面的车站，乘 108
路到峰口路站 ， 转 乘 221
路， 坐巴士直达景区门口，
又快又便宜 。 她们喜出望
外，连声道谢。 三位女士要
从斑马线走到对面去。 我听
到，她们的话题转到正当令
的荷花，一个说，霸王莲大
得不得了， 人坐上去也不
沉。 我看着她们远去，步履
矫健，该是广场舞的功劳。

于是设想，她们面对“接
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
样红”，开始时，赞美还是会
带“骂 ”、最高级怕是“酷毙
了”。 发完带脏字的感慨，会
不会觉得脑筋不大好使，词
汇有限，决心回家读点书呢？
沉浸于荷香之际， 看到身边
若干人出言干净，举止端庄，
会不会稍作反省： 我是不是
出格了？ 我好意地推测，她们
迟早会突然感到闺蜜的粗话
刺耳， 为自己无意漏出的脏
字，带眼影、睫毛膏、脂粉、口
红和皱纹的脸孔， 居然露出
荷花蕊一般的红晕， 那是早
已消遁的处女的羞涩， 曾有
过的清纯。

这么想着， 看她们的背
影，姿态变得婀娜，人变得雅
致，为了“去看荷”的缘故。

多年前，我曾写了《人生从六十岁开始》一书，阐
发自己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探视角度， 出版后很受退
休或接近此年龄段读者的好评， 被认为是一本对人
生不无启发意义的书。

可不得不说，随着时间推移，现在，就连这本书
的作者———我自己， 也面临了书中提到的那个非常
具体、非常现实的问题。 尽管在那本书中，我已经对

“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有一个前提性的定义，但数字
毕竟是数字，如果按照书名逻辑的顺势推演，今年已
经 69 岁的我，岂不要称自己只有 9 岁的年龄？哈哈，
就算指的实际上是心理年龄，我也敢这么说吗？

这还真有些让我犯难了。
常言说，道理对别人讲容易，可对自己就难了。

我现在遇到的正是这个情况： 你给读者讲了那么些
不要被年龄所困扰、所束缚，而应该大胆开启自己人
生的新旅程， 尝试生命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话，如
今，当年龄指针马上就要指到七十的时候，自己呢？
果真还有这样的自信吗？

是的，该来的总会要来，包括“年龄不饶人”这个
生命的自然法则；毕竟没有人能躲得过它。

回想 65 岁那年， 当我轻轻松松就登上泰山的
时候，我的自我感觉还非常良好，自信心也是满满
的。 可到 69 岁前后，情况就变得似乎有些不一样
了；先是经历了腰椎间盘突出，导致右腿疼得几乎
不能站立和走动， 再又经历了右眼白内障几乎失
明，我不由就意识到，这都是老年人常见的毛病 ，
说明自己身体状况确已大不如前，警钟已然敲响，
自己也许真的就进入了和衰老、 疾病作抗争常态
化阶段，就像经常在街上和医院见到的许多老年人
一样。

前不久，我的长篇小说《寂静的湖区》出版后，熟
人转给我一位 80 后大学毕业生谈感受的信息。 老实
说，那条信息对我也有不小冲击。 那位年轻人在钦佩
作者的同时，用了“古稀年龄”这个词称我，这让我多
少有些接受不了：“怎么， 我这就算到古稀年龄的人
了？ ”

可事后一想，觉得这种纠结毫无意义。 我不曾也
在书中引用过“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老话吗？ 在年
轻人眼里， 年近七十岁的人属于古稀老者， 当然正
常，一点不奇怪。 若连这点弯也绕不过，就会同样像
是我在那本书中说到的，自寻烦恼、自己偏要和自己
过不去。

我重看了一遍《人生从六十岁开始》，觉得当初谈
的道理，即便现在看，也没一点站不住脚。 于是明白
了，我的这个命题，实际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时常会
经受拷问。 这也应了上面说的那句道理对别人讲容
易、对自己就难了的话。

半开玩笑半认真，有时是颇不得已的事。 突如其
来的不幸，谁又能完全预见得到呢？

如果真要说“我今年 9 岁”这句话，我劝自己也
别太认真， 一句玩笑兴许就可以作结： 万一熬不到

“成年”，那就当是“夭折”了吧，天晓得呢。

岭南木瓜 去看荷花的女子
□刘荒田[美国 ]

我今年 9 岁
□边人

□蔡宗周

山（纸本水墨） □沈勤

岭南佳果 ，在全国享有盛名 ，其中
的四大名旦是荔枝 、 香蕉 、 木瓜和菠
萝 。 当然 ，还有芒果 、杨桃 、番石榴 、龙
眼、黄皮、橄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 我家从江西
南迁，搬至广州文明路中大旧校区。 我
家住的中斋 6 号 ， 后院窄小土坡上就
有两株木瓜 ，这是我最早见到的木瓜 。
这两株木瓜 ，树高干瘦 ，却果实累累 ，
没有竹梯摘不到 ，大哥就用竹竿顶 ，我
和二妹张开被单在下面接 。 前人种树
后人享受 ，晚上餐桌上切开的木瓜 ，黄
澄澄地散发出清香 ，皮薄肉厚 、入口润
滑甘甜 。 后来我发现，中大旧校区内的
北斋 、中斋 、南轩 、北轩 ，许多家的院子
里都有种木瓜。 再后来，我家搬至中大
康乐园校区 ，在校内九家村 、模范村 、
马岗顶 、 工人村许多人家的院子里也
不乏栽种 。 我家院子东北角就曾种过
几棵 ，每年都有收获 ，木瓜似乎成了中
大果树中的宠儿。

中大的木瓜园最早在马岗顶 ，后
来芭蕉园内也有栽种 ， 番石榴园边上
也有栽种。 中大的男孩儿常到那儿玩，
嘴馋了 ，肚子饿了 ，就悄悄地钻进木瓜
园 ， 瞄准一个黄的摘下 ， 到偏僻处共
享 ，有时吃得襟前黄色一片 ，回到家中
总会受到家长责罚。 平时，孩子们还会
摘下一柄柄长长的木瓜叶 ， 相互扔掷
抽打 ，刚摘下的木瓜叶柄会流出白浆 ，
有毒,我家后面邻居戴教授的儿子 ，就
因在掷木瓜叶的打斗中 ， 被对方的木
瓜柄击中 ，白汁入眼 ，致使一只眼睛失
明 ，影响了一生 。 从此 ，孩子们都不敢
玩这种恶作剧了。

上世纪 50 年代 ，木瓜成了中大许
多教工家庭的至爱 ，在那 “瓜菜代 ”的
年月 ， 木瓜像番薯一样立了功劳 。 木
瓜 ，熟可当果充饥 ，生可做菜果腹 。 孩
子们还爱把木瓜切碎装在瓶罐中 ，用
醋 、糖浸渍 ，腌制成可口的酸甜木瓜 ，
爽脆开胃 ，但却越吃越饿 。 木瓜 ，称作
乳瓜 、万寿果 ，它还有药用价值 ，可治
胃病 、痢疾 、去风痹 、疗烂脚 ；产妇产后
少奶水，木瓜鱼头汤是催乳首选。

以前 ，总以为岭南木瓜 ，因产于岭
南而得名 ， 没想到岭南木瓜的大本营
在中大。中山大学在 1952 年全国高等
院校调整中 ，与岭南大学合并 ，校址从
石牌 （现华南理工大学 ）迁至岭南大学
所在地康乐园 ， 这康乐园就是岭南木
瓜的发源地 。 水果往往冠以著名产地

名 ，如从化荔枝 、麻冲香蕉 、石硖龙眼 、
萝岗橙子 ，以炫耀正宗名牌 ，当年岭南
大学培育出来的优良木瓜 ，自然是 “岭
南木瓜 ”了 ，岭南木瓜就这样在老百姓
中传开了。

二十世纪以前 ，两广的木瓜 ，个小
质差产量低 ，歪瓜裂枣不少 ，又不甜 ，
没有人将它当水果 。 一般农家青果时
摘下 ，切片当菜煮 ，或拿去当猪饲料 ，
个别人家也有将它晒成干，泡酒喝。 后
来是一位岭南大学的农业专家 ， 用一
生的努力 ，改变了木瓜的命运 ，让不被
看好的木瓜挤上了岭南佳果的名录。

这个人叫高鲁普 ，1908 年从美国
远道而来岭南大学的美国农业园艺专
家 。 当时 ，岭南大学初建 ，校方想发挥
高鲁普的专长 ， 要求他用园艺审美对
康乐园作绿化规划 ， 这才有了他后来
二十多年在康乐园大显身手的机会 。
如今康乐园内的榕 、樟 、阴香 、荔枝 、龙
眼 、 橄榄等树木 ， 大多是高鲁普选种
的，奠定了校园的“中国风格”。 后来他
又从澳大利亚等国引进了适合广州生
长的桉 、白千层 、大王椰子 、棕榈 、南洋
杉等树种 ，使校园的树木品种繁多 、千
姿百态 ， 真正成了花果园式的学校 。
1933 年 ，在高鲁普的倡导下 ，在校园
空闲地上开辟了大竹园 ， 后又陆续建
起了木瓜园 、菠萝园 、柑橘园 、蔬菜园

……为了筹建一流木瓜园 ， 他特地从
夏威夷引进了 400 多株上好品种的木
瓜秧苗 ，与学校农学院师生一起 ，几番
栽培 ，一代代选育 、改良 ，终于育出了
橙黄 、皮薄 、肉厚 、味甜的岭南木瓜 ，一
株树可收近百公斤 ， 亩产竟达 8000-
1000 公斤 ， 比种其他水果收获多多 ，
享誉岭南 ，名播全国 ，蜚声海外 。 这位
岭南木瓜之父 ，1916 年就撰写过 《岭
南木瓜 》一文 ，介绍了栽种木瓜的初始
和历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鲁普离开
中国，1954 年在美国逝世。

岭南木瓜 ，名声远播 ，渐渐从校园
走向了南方广阔的田野 。 上世纪五十
年代末 ， 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有一次
到中山大学参观 ， 一走进校门就夸岭
南木瓜 ： “这 里 的 木 瓜 ， 很 有 名 的 啊
……”校方也早有所准备 ，端出了学校
种出的木瓜待客。

时代变了 ，人们的口味变了 ，平凡
普通的岭南木瓜在果市菜市少见了 ，
甚至在岭南木瓜出生地康乐园也鲜见
了 ，只有当人们远行到广州的南沙 、瀛
洲 、萝岗等郊区和四乡 ，才可看到它的
倩影。

康乐园内的岭南木瓜 ， 给我的童
年带来了甜蜜 ， 那一缕缕甘甜和清香
也许只能在我们那一代中大子弟的记
忆中长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