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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收藏旧物件，一张电影
票、一个信封、一张邮票、一些旧钱
币……就像在收藏美好的过往。

第一次收藏旧物件，是从烟壳
和糖纸开始的。记得七八岁的时
候，最喜欢去帮父亲买烟，因为商
店会补给我几颗糖果，我吃完糖果
就把糖纸摊平后夹在书里，有时还
会把它折叠成蝴蝶的样子。那时
的烟种类很少，只有“金沙江”和

“春耕”两种。“金沙江”的外壳是白
色的，“春耕”是绿色的。父亲抽完
的烟壳，我会把它摊平后再折叠成
一种叫“管启”的玩具，用它来和小
伙们比赛，谁能用嘴把它吹翻面，
谁就可以赢得它，也可以用力拍它
翻面。那时觉得糖纸和烟壳都是
很好玩的。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些
儿时留下的烟壳和糖纸蝴蝶。

我还喜欢搜集信封、信纸、小
纸条、明信片、同学录等小物件。
小学时写在作业本上的留言，初中
时朋友们交换的照片、明信片，上
师范时和异校的闺蜜、同学写的几
十封书信，以及上课偷偷传的纸
条，为男神准备的没敢送出去的小
礼物，还有很多自己都想不起来的

“宝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二
十多年前的一堂自习课上，那个长
得很帅的男生从背后拍拍我的肩
膀，悄悄从书桌侧边递给我的一张
纸条，我回头刚好看到阳光照在他

的侧脸上……
我还特别喜欢搜集电影票、火

车票、汽车票、机票。有一些电影
票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字了，我就在
每一张票背后用不会褪色的笔写
上时间、电影名称和当时陪在身边
的人，有时还会写点心情。我也许
不记得电影的内容，但每当我看到
电影票就会记起当时的情景，记得
那天的爆米花很甜很脆，可乐没有
加冰……我想一直收藏着那些快
乐的时光。

我还喜欢收藏校服，从小学到
初中，我保留着每一款校服。好几
次搬家，我都动了抛弃的念头，最
终还是没舍得扔掉。初中同学二十
周年聚会时，我穿着当年的校服出
现在老同学面前，他们都惊呆了，
后悔自己没有好好保留校服。看着
头发已经开始泛白的同学们抢我的
校服去拍照，我感动得眼泪汪汪。

我会在某个阳光正好的午后，
在某个寒冷的冬日，翻看那些“旧
时光”。总有些甜蜜的回忆涌上心
头，比如想起那个身穿校服的男
孩，因为双手拿着奶茶而无法及时
擦掉额头的汗水，着急地在人群中
寻找我的神情。

那些小小的旧物件，是我记录生
活的独特方式，帮助我记住那些美
好，承载着一段段回不去的过往。每
次回想都让我觉得格外温暖。

茶有千种，味具万象，品位各
异，而渊源深远的故乡橘红茶，传
承着宝贵的史学价值，蕴涵着无穷
的美质与情韵。

古有罗辨仙翁，亲手植橘。春
来橘树披花如雪，满树飘香；夏至
橘树青绿成荫，橘红硕果挂满枝
头。罗辨仙翁善用橘花与橘果泡
茶，且巧妙入药，悬壶济世。岁月
流逝，罗辨仙翁已骑白牛北去千
年，留下了福德橘香在人间。

州志云：化州为石龙之地，石
龙之地含礞石，而礞石能化痰，橘
红得礞石之气，故有止咳祛痰之神
奇功效。由此，化州橘红有“南方
人参”之美称，有“一片真者值一
金”之佳话传载。

天地灵性，茶里乾坤。品橘红
花茶，有五味特点：素、雅、清、婉、
柔；而品橘红果茶，也有五味特点：
俭、和、静、厚、远。但两者却有共
通天然味的特点，那就是一个“香”
字。宋代大文学家苏辙被贬任化
州别驾期间，咏出了“月入虚窗凝
欲旦，香凝幽室入犹熏”的赞颂橘
红之名句。清代武举梁龙光更为
橘红而陶醉，深情唱出了“珠崖翡
翠今无用，驿使争传橘柚香”的美
誉橘红之绝句。在明代大药物学
家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传世经典
里，也散发着化州橘红浓郁芬芳的
独特香味，千百载为世人所推崇。

泡 橘 红 茶 山 水 为 上 ，江 水 次
之，井水为下。正橘红茶遇山泉好
水，可令汤色清碧，茶香更为馥郁
芬芳。犯颜直谏而被贬至化州的
宋朝史学家江奎，必定饮过石龙尖
岗岭中清澈山泉水泡出来的橘红
茶，不然怎会脱口吟出“他年我若
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的赞叹？

中国有句俗语：以茶会友，天
长地久。邀约三五知己，围桌而
坐，在宁静宽松的氛围中，让阵阵
橘红茶香传递彼此真诚和温暖，共
叙一番人生情怀，如此偷得半日之
闲，抵化十年尘梦。饮到尽兴之
时，舌尖齿喉一线香入心肺，茶韵
的格调顿觉雅致妙逸。此时若伴
一曲古琴幽美之音，耳边蜜蜂在橘
花丛中低吟浅唱，鸟儿在橘果挂枝
上啁啾，意象便一下子腾云驾雾起
来，飘飘然仿佛入了神境。

故乡的橘红茶，一个“茶”字，
“草”字当头，“木”字为根，“人”字入
心，充满了灵性与人情味。饮橘红
茶，由物质之味品出了艺术境界，从
而升华到精神享受。得茶之道，道法
自然，道之生慧，心灵中的燥热和烦
恼消退而去，纷繁俗世间的喧嚣与功
利淡然而忘，能深切感受到“和谐、仁
善、明廉、素洁、谦恭、温馨、慈俭、文
明”的橘红茶文化品质和艺术品位。

茶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
之瑰宝。橘红茶文化是岭南特色
文化之精华。

《小窗幽记》有云：“焚香煮茗，
阅偈翻经；俗念都捐，尘心顿尽”。
茶以载道，茶通人性。红尘有爱，
岁月安好，轻松叹着橘红茶，惬意
以忘忧，情怡而神舒，此乐何极？

我上大学那会儿，宿舍兄弟们
彼此都不称呼姓名，都用家乡特产
来代替，北京的同学叫“烤鸭”，江
西的同学叫“瓷器”，江苏的同学叫

“阳澄湖大闸蟹”，我来自东北，他
们喊我“酸菜”，我对这个绰号颇为
不满，多次争取改为“东北虎”未
果，后来想起此事，他们没喊我“翠
花上酸菜”就算嘴下留情了。

这事也赖我，我一到冬天，舌
尖便开始思念酸菜的味道，在没有
蔬菜大棚时，冰天雪地里只有酸菜
支撑着东北人的饭桌，我最喜欢油
炸和酸菜搭配在一起，包饺子或
炒、炖，别提多香了。

我们宿舍就我一人家在东北，
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没有手机，
连无线电话都罕见，他们根本不知
道酸菜长啥样，虽然我无数次跟他
们细数酸菜的腌制方法，他们也听
得一愣一愣的。也是，我也只是嘴
上谈腌，我只见过母亲腌酸菜，大
体知道腌制的流程，但要我亲自
腌，我未必能腌出正宗的味道。

但单靠我嘴上描述，他们已经
馋得不得了，都想吃一碗热腾腾的
酸菜饺子或炖一锅酸菜粉条，并约
好了，毕业后有机会一定到东北找
我。

毕业后，大家忙于工作，忙着
结婚生子，东北之行迟迟未付诸行
动。但他们却对酸菜念念不忘，每
年都写信要我邮寄酸菜给他们。

这个容易，母亲每年腌酸菜
时，多腌一些便是，兄弟们收到我
邮寄的酸菜后，都回信说，太好吃
了。然后回寄给我他们家乡的特
产，答谢母亲的酸菜。

年年冬天，情义路上都有酸菜
陪跑，兄弟几个的感情没有因为毕
业而消散，反而因酸菜拴得更紧了。

母亲去世后，妻子开始腌酸
菜，每年刚立冬，不等他们喊，我就
把酸菜快递给他们。

前几年，我经济好转，兜里有
钱后，邀请宿舍兄弟来东北旅游，
吃住玩我都包了。大家聚齐后，我
请他品尝东北特色菜品，谁知道他
们都对酸菜浅尝辄止。

老大酒量不行，酒过三巡，他已
经有点醉了，跟我说了实话：“酸菜
一股儿怪味，难以下咽，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你之蜜糖，我之砒霜。”

我有些生气，反问：“难吃还不
早吭声，还要告诉我，如何如何好
吃，害我年年给你们寄，白搭上那
么多邮资。”

老大醉醺醺看着我，说：“你寄
的不是酸菜，是老母亲的心意，是
咱兄弟的情义，是我向身边人炫耀
的资本。”

老大这番话说得我鼻子一酸，
刚想举一杯酒表示一下心情，老大
接着又说：“但是，我还有句话要替
大家说，你现在混出息了，事业有成
了，就别再给我们寄酸菜了。”

老大这是几个意思，难道妻子
做的不如母亲做的好吃？老二接
过话茬说：“现在你有钱了，我们说
话也不怕伤着你，原来你工资低，
我们比你单位好，赚得比你多，我
们给你寄特产，知道你肯定回寄，
怕你花钱，所以才说酸菜好吃，点
明要求你寄。现在你有钱了，我们
可以跟你说实话了，我们都不喜欢
吃酸菜，我早把你的微信昵称由

‘酸菜’改为‘东北老人参’了。”
嚯，幸亏我没叫“东北虎”，否则

再有钱也满足不了兄弟们。不过，
那些年，酸菜陪跑的冬天，真是难为
兄弟们了，为了给足我面子，忍受了
一个又一个“酸味”冬天。

1
老徐很忙。见到我，他的老

花眼炯炯有神，激动地说：“我
现在有十多个群了，每天都要
管理。”

老徐兴致勃勃，唾液四飞，
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我转
给你的那些帖都是我精选过
的。”说到这，老徐顿了顿。我
知道，大事不好了。

“你都看过没有？”
我无处遁逃，只能清了清嗓

子，含糊其词：“嗯，最近有些
忙，但有些是看过的。”

老徐更激动了：“要看看
啊，有好多知识，好多东西，都
是以前不知道的呢。”

平心而论，老徐转的帖都还
不错，很少养生帖，颇多文学
帖。老徐年轻时候也是热爱文
学的，以至于，他的女儿——我
后来便成为他实现文学理想的
最佳备胎。

2
老徐的十多个群，名字都很

讲究。老徐亲自给每一个群取
名，或者组织群里的中高层一起
群策群力，取一个惊天动地的名
字。“亲近一家”“向阳一族”“相
聚之友”“师生顾园”“下堡徐
家”……从地点到风格，从性质
到定位，各不相同，风情万千。

逢年过节的时候，老徐要给
各个群发帖，也发红包。不逢年
过节的时候，老徐也要发帖，或者
发一发问候之语。总之，作为群主，
老徐既是一位有理论有思想的高
水平领导，同时又是一位和群友们
打成一群又一群的好玩伴。

有一次，在家里和老徐促膝
谈心之时，老徐得意地告诉我：

“我最近又组织了一个群，就是
那些无法归类的，零散的散户，
我把他们全部拉到一个群了，
是一个属于比较杂的群。”

我理解老徐的意思，就像所
谓的广义杂文的概念，把那些
无法归小说的、诗歌的、散文的
杂七杂八的文章放在一起。看
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

但是，这实在不合情理啊。
我没忍住，对老徐的这个群提
出了质疑：“老徐，他们互相都
不认识，放在一个群，多尴尬。”

老徐睁大了眼睛，天真而烂
漫：“这样我方便转文章啊，那些
好文章我一个一个转多麻烦，这
样大家一下都能看到了。”

3
老徐很有社会责任感。
我工作以后，每年都要参与

高考作文改卷，前前后后都二
十来年了。有一年的初夏，我
不幸跌入人生低谷，情绪很难
爬上来。我和老徐说，我不想
去改高考卷子了。老徐听了很
生气，严肃批评我：“高考改卷
啊，这不是每个人想去就能去
的，这是责任和荣誉，你不去，
太愧对社会对老师的尊重了。”

我听了内心无比羞愧，情绪
一下子触底反弹，像一颗乒乓
球一样，跳着去改卷了。

就这样，老徐的社会责任
感，时不时喂养了我，让我成为
一名自产自销各种正能量的人
生战士。

当然，老徐的责任感更多的
是成全他自己，让他一身正气，
成为一个有气节的人。

老徐从普通工人做到国家
干部，而且成为国家干部里占
据重要地位的人事科科长，经
历了很多事情。

记忆中，小时候，家门口也
曾有过风光时候，来客们络绎
不绝，带着礼物和请求。老徐
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拒绝。他
自己两袖清风，我们家则家徒
四壁。但是，就是这样一名久
经考验的人，这个月，因为女儿

糊涂，有些晚节不保。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节

那天，我给老徐发了一个红包，
以示节日祝贺。老徐却不领
情，很生气，在微信里回复我：
这是洋人的节，我们不过。

哎，我怎么就忘了，老徐一
直对待“洋节”保持着极大的警
惕心。我后来也没再回应老徐
的正义凛然，暗下决心，满怀希
望，等待红包自动退回。

怎么也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老爷子居然悄悄点开了红包。当
然，这个红包也再没回来过。

4
好在，仰仗着优秀的遗传智

商，我还是想办法让失去的红
包都找回来了。而且，每一个
红包都更大更红。

方法是这样的——自从公
众号文章可以打赏之后，我就
写得比较勤快。每一篇写完，
第一时间转给老徐。一般情况
下，不出意外，很快就能看到老
徐的打赏，数目都不菲。

有一次，好半天没反应。我
一时情急，直接微信通知老徐：
请打赏！

老徐居然迅速回复：我现在
没空，还没来得及看，一会仔细
看了，论质行赏。

这是亲爹吗？！这是一直奉
行鼓励教育的老徐吗？！

不过，客观的说，老徐一直
很大方，一直鼓励教育。

前年，老徐的工资补发了好
几次，老徐一下子阔气起来，颇
有些膨胀。微信问我，我发了
好多钱。你要钱用吗？

我真要了一点，我知道他很
享受。

但是，我并不享受。以一种
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来说，我
其实并不怎么爱钱。但每当父
母和亲朋聊起孩子们的经济实
力时，我就恨自己没有赚到很

多钱。
这世界上有很多种虚荣，我

都不屑。但让父母倍感骄傲的
虚荣，我却怎么都放不下。

老徐也放不下。老徐也很
虚荣。

这半年，他到处送人女儿的
书，力图打造虚荣排行榜的新
秩序。可是，谁都知道，这种虚
荣最虚弱，也最无力。没有办
法，都放不下虚荣。

所以，我还是要忙起来，要让
老徐成为最阔绰最虚荣的父亲。

5
只是，大家都特别忙的时

候，老徐就有些寂寞。
老徐的寂寞其实蛮高级的，

我很能理解这种高级。
怎么解释这种高级呢。就

是满腹的有趣无人交流，满嘴
的幽默无人对接。

打个精准的比方，就像我是
岳云鹏，老徐是郭德纲，我岳云
鹏一直没碰到孙越，老徐这个
郭德纲也就一直没碰到于谦。
一言蔽之，我们俩的这种高级
寂寞，就是逗哏找不到捧哏的
寂寞。

老徐有时会把各个群当成
自己的主场，做出逗哏状，但常
常无人出来捧。等到深夜我闲
下来再看聊天记录时，就有些
颓丧。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一
种不孝，就是你不能在群里及
时回复，不能及时成为老父亲
的捧哏。

当然，我和老徐也生过气。
说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老徐和老妈为生活琐事争
执起来，非要我选择站队。什
么“福”字要不要倒着贴，什么
剩菜要先吃哪盘，什么给亲人
送礼如何分配……我一直逃避
的人生琐事从父母那里放大地
弹回来，我只会尽可能地躲闪、
敷衍和糊弄。

老徐有一次是真生气了，大
声对敷衍了事的我说：你怎么
可以做个没有原则的人。

我也生气了。我生的更多
的是自己的气。我知道我不是
没有原则，而是没有专注力，没
有足够的耐心，陪着亲人们一
起在生活的烦恼上共情。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比如，
每次回去，和老徐出门，我总是
不由分说，滴滴打车。老徐总
是 犹 犹 豫 豫 ，试 探 着 和 我 商
量。“我有老年免费乘车卡，要
不……”我就简单粗暴地打断老
徐的提议，告诉他，时间很宝
贵，不要浪费在等车之类的小
事上。

有一天，当的士带着我和老
徐飞快地在城里穿越，超越一
辆又一辆如蜗牛一样的公交车
时，我内心突然一动，我不是一
直希望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能
慢一些吗？也许，陪着父亲坐
在公交车里，车慢慢地开，我们
慢慢地聊天，时间才会显示出
更多的深情和意义？

6
我不在老徐身边的时候，他

一如既往坐公交车。
有一次，老徐去亲戚家玩麻

将，转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
跤，被地上的电线划破了脚趾头。

我听了大骇，立刻训斥老
徐，命令他以后一定要打车。
老徐当然嘴上答应了。

我当然心里不太相信。只
是，想一想老徐坐公交车的样
子，我又不那么纠结了。

八十多岁的老徐，戴着帽
子，站在公交车上，轻巧活泼
的，以至于常常没人给他让座。

老徐炯炯有神地望着车窗
外，一辆辆的士就像一个个微
信群，依次排队，等待老徐微微
一笑，检阅通过，然后随心所
欲，向远方飞奔而去。

初冬暖阳、天空湛蓝的一个
周末，很想出一趟门旅行。说
走就走，不到两个半小时，我们
就从广州南站到达了潮汕高铁
站。一下车直奔潮州赫赫有名
的古牌坊街。

二三十座汉白玉石牌坊高
高矗立着，每隔数十米一座，层
层叠叠，蔚为壮观。据说每块
石 牌 坊 所 记 载 的 内 容 均 不 一
样，将一段段潮州古城的历史
一一道来，让人细品岁月的沧
桑。牌坊街主干道的两侧，树
枝般伸出许多弯弯曲曲、宽宽
窄窄的古巷，保留着明清时期
的怀古风貌。巷子里有临街商
铺，也有住宿的。有非常时尚
的现代酒店，也有古色古香的
百年老宅，两个大红灯笼挂在
斑驳的门前，夜晚在风中摇曳，
灯影憧憧。我们没有入住潮式
古宅，最终选择了个性化的民
宿，正位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的甲第巷。

甲第巷长而狭窄，青石板路
仿若一直蜿蜒至历史的深处。
两边古屋宅院紧紧相连，白墙
灰瓦，朱红木门，庭院深深，石
壁砖雕，斑驳中透着岁月的厚
重。走在这条巷子里，很容易
让人想起顾城的诗：“小巷/又弯
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
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忽然
一簇红石榴映入眼帘，火红鲜
艳异常，旁边的五彩电线如同
乐谱，正演奏着优美乐章，不禁
心生感叹：昔日潮州城仕宦商
贾望族聚居之地，如今已成平
头百姓的幸福家园。

放下行李，“吃货”们就上
街觅食。牌坊街琳琅满目的美
食汹涌而来。且不说那单一个
鹅头就能卖数百上千元的潮州
卤水狮头鹅，也不说蘸了特制
沙茶酱的牛肉火锅、生腌、蚝烙
等，光是小吃就让人恨不得多
长两个肚子。

潮州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
“粿”，就有让人大开眼界的N种，
粿条、粿汁、炒粿、粿条卷、无米
粿、咸水粿、菜头粿、鲎粿、芋粿、
包菜粿、土豆粿、豆沙粿、韭菜
粿、笋粿、白粿、黑粿（鼠曲粿）、
红桃粿……大概但凡用米面粉
加工而成的糕点食品都可以称
之为“粿”，据说，喜欢过节祭拜
的 潮 汕 人 都 拿 粿 作 为 重 要 祭
品。于是咸的甜的我们都尝了
三两样，各有风味。

潮州肠粉也颇有特色。首
先是酱料卤汁不一样，用的是
独特又香口的花生酱，有的里
面还掺了芝麻酱、沙茶酱，甜咸
适中。其次，与奉行极简主义

的广式肠粉不同，潮州肠粉馅
料特别丰富，除了猪牛虾蛋，还
会加入各种辅料如蚝仔、皮蛋、
油条、沙茶、豆芽、番茄、青椒
……包山包海，分量十足。肠粉
皮多是手磨的，米香浓郁，爽滑
有韧劲，还有黑乎乎的黑米肠
粉，好吃又营养丰富。

汪曾祺多次在其美食散文
中提到“广东人爱吃甜食”，是
的，即便吃得很饱了，我们饭后
依旧想要再来一碗甜品。我们
品尝了两种：一是鸭母捻，是配
料丰富的糯米汤圆，与之同煮
的有鹌鹑蛋、白果、薏米、莲子、
银耳、枸杞、芋圆等，满满当当
一大碗，五颜六色的；另一种则
是当地特有的海石花，有些类
似珊瑚，不规则块状的海藻，经
搅拌熬煮、静置冷却后可成果
冻胶状，加入糖水，配以黄桃、
椰果、芋圆、蜂蜜、红枣等佐料，
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
溜的，冰爽清甜，清热解暑。潮
州人实在，无论是肠粉还是糖
水，都极为“料足”。

至于腐乳饼，用时髦话说简
直就是“黑暗料理”。用料已极
为奇特又多样，腐乳块、白猪
肉、酒、糖、蒜头等十几种配料，
让人咬上一口，有点……像吃五
仁月饼。再配上一杯本地的鲜
榨橄榄油柑汁，入口微涩，随后
清甜回甘，生津止渴，特别有刮
油解腻之效。诚意推荐。

这样的觅食之旅，总有种大
快朵颐的感觉，正如李娟在《冬
牧场》中所说，美食在口腔里，
就 像 青 春 时 正 好 发 生 爱 情 一
样，美妙！

一路逛吃，走到牌坊街尽头
靠江的那侧，又去参观了饶宗
颐学术馆，岭南庭院式的布局，
清雅幽静，翔实的史料展现了
饶宗颐先生的生平经历及学术
成就。我不住地感叹，一个人
怎能有那么多精力与时间涉猎
如 此 广 泛 的 书 籍 呢 ？ 不 愧 是

“南饶北季”的一代国学大师，
高山仰止，令人敬佩。

饶宗颐学术馆隔江对岸的
山丘上是著名的韩文公祠，穿
过巍峨的广济楼，从广济桥过
江东岸，沿山路拾级而上，一座
古朴肃穆的祠堂就映入眼帘，
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
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长排
由历代名流巨子题字的碑林，
诉说着“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
的故事。紧挨着韩文公祠的是
韩山师范学院，前身也是潮州
人民为了纪念韩愈而建立的韩
山书院。史料记载：“潮人以思
韩之故，而有庙祀，而有书院，

匾以韩山”。
开元寺也在牌坊街附近，是

全国仅存的四大开元寺之一，
被誉为“百万人家福地，三千世
界丛林”，是粤东第一古刹。不
过 我 总 觉 得 寺 庙 不 在 深 山 野
林，始终少了一份空灵禅意。
当然，闹市中的潮州开元寺，历
尽沧桑，如今依旧圣像庄严、香
火鼎盛，实属难得。这大概也
与潮汕人敬神佛的日常生活习
俗有关吧。

建于北宋时期的许驸马府
同样在市区中，是中国现存唯
一 一 座 建 在 京 城 之 外 的 驸 马
府，也是潮州最早的府邸式建
筑。其建筑风格与布局，体现
了潮州厝宅中有院、院中有室、

室室相通、地广不旷、房多不散
的特点，竹编灰壁、石地栿、S 形
排水系统、丁字形地砖等都是
独具匠心，非常有潮州特色，也
是为了适应南方的潮湿闷热气
候特点而设置，追求四水归堂、
通风聚气。

我们还去逛了西湖公园，一
路上途经不少潮绣、潮雕、潮塑、
潮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铺
或展馆，也匆匆浏览了一遍。各
种精雕细琢让人叹为观止。

傍晚时分最适合到广济城
的 古 城 墙 上 漫 步 。 往 两 边 俯
视，一边是骑楼林立的牌坊街，
白墙青瓦都抹上了一层淡淡的
金黄色，如童话中的城堡；一边
是淙淙而流的韩江，夕阳余晖

洒 落 江 面 ，如 碎 金 般 波 光 粼
粼。横跨两岸的广济桥，被誉
为“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启 闭 式 桥
梁”，中段作为浮桥桥身的“十
八梭船”陆续被拖离到岸边，此
时 成 了 一 座“ 断 桥 ”，别 有 韵
味。远处的韩山在青黛雾霭中
若隐若现，迷离梦幻。白日的
喧嚣静谧下来，黄昏的浪漫弥
漫开来，此时此景，岁月静好，
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月上柳
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画面。

在潮之洲，潮水往复。历史
在这流淌了一千六百多年，一
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
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金戈铁
马俱往矣，如今的潮州古城更
新更“潮”，一派生机盎然。

古朴肃穆的韩文公祠

闹市中的开元寺

岁月斑驳的甲第巷

层层叠叠的牌坊街

一簸箕红桃粿

独特海石花

美味潮州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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