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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駐廣州新地標K11的
高端泰國菜餐廳「Mango
Tree」，致力於在繁華的
一線城市裡還原一座熱帶
的度假小島。餐廳選址、
菜品口味、餐廳裝潢都讓
食客彷彿置身東南亞。廣
州新地標，伴以地道泰餐，開啟悠閒夏夜。
地點：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珠江東路6號K11購物藝術中心701號舖
時間：2018年5月18日至6月30日
優惠：入店消費均可享受免費贈飲一杯：特調—薄荷荔枝（Lychee

Smash）

廣州珠江夜遊：從廣州東站出發—

地鐵1號線（農講所站A出口）—共享單

車1,000米—沿江中路

潮州古城：從廣州東站出發—廣河高

速—汕湛高速—楊林立交—甬莞高速—韓

江大橋—目的地

深圳深南大道：從深圳羅湖口岸出

發—人民南路—春風路高架橋—濱河大

道—華富路—深南大道

廣州：紅專廠當代藝術館RMCA——
「工業區裡的藝術聚集地」

珠江邊曾經的工業區，現已成為文化、

休閒的創意藝術區，RMCA是以展覽、

學術研究、公共教育、收藏等為主要功

能，是一座複合型、非營利性的私立當

代藝術館。

地址：廣州天河區員村四路128號紅專廠

藝術區1—6號館

時間：11:00—18:00

人均消費：35（人民幣）/人

廣州：廣東美術館——
「二沙島很美，還能去美術館郊遊」

廣東美術館位於二沙島，定期舉辦繪畫、

雕塑、陶藝等傳統藝術展。二沙島曾是華

僑富商地，島上有三座公園、音樂廳、美

術館以及運動場，廣東美術館力求融入島

上建築風格，以大實面和大虛面的玻璃幕

牆進行虛實對比。

地址：廣州市越秀區煙雨路38號

時間：9：00—17:00

廣州：廣州大劇院——
Zaha Hadid的流動寶石

由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女性、英籍

伊拉克設計師Zaha Hadid設計。它位於

廣州新中軸線，與廣州塔隔江相對。晶瑩

剔透的建築如珠江邊的一對渾圓寶石。從

航拍角度來看，建築形似太空飛船，夜晚

華燈初上時，「宇宙飛船」深陷高樓間，

尤有奇趣。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珠江西路1號

人均消費：180（人民幣）/人

深圳，作為「最年輕的」一線城市，
它曾吶喊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
生命」，創造了無數個奇跡，完成了無
數個第一。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國貿
大廈建設時創下了「三天一層樓」的速
度，成為深圳城市建設高效率的典型，
「深圳速度」由此得名。

夜遊海上滿感觸 改革功成萬象新
去年「十一」，深圳第一艘海上觀

光船開通，遊人終於得以夜遊深圳，
見證一刻不停的「深圳速度」。
遊客在蛇口港登船，行船海上，初

夏夕陽映襯之下，看沿岸高樓林立、
市容建設優美整潔，大灣區優質生活
的景象可見一斑，遠眺深圳灣大橋像
一條「巨龍」橫跨海面，聯通着香港
與深圳，眼前這座現代化都市，頓時
生出了新的意味、新的盼望。

深南大道走一回 重溫城市崛起路
深圳最繁華的大道——深南大道，
它橫貫深圳市區中心地段，於1987年
正式通車，這條和深圳共成長的記憶
通道，與當年的過境港商大有聯繫。
據悉，1979年深圳市成立後，為不
讓飛揚的塵埃把剛跨過羅湖橋的港商
「嗆回去」，深圳決定對本地通往廣
州的107國道進行改造，「深南路」
也成就了深圳特區的「奠基禮」。
經過四十年的發展，道路兩側出現

了許多創意園等新興景點，記錄改革
開放四十周年的鄧小平像、世界之
窗、歡樂谷、華僑城、深圳大學北門
科技園一帶高科技人才聚集區。一路
走來，變換着的不僅僅是兩側的平地
起高樓，更象徵了一個年輕城市與日
俱新的蓬勃活力。

城市今昔藏夜色城市今昔藏夜色
華燈一上便道來華燈一上便道來
夜遊繁華珠三角 品味歷史大變遷

廣州遊玩，有兩個旅遊景點都是大家
必遊的。一個是地標建築廣州塔，

一個便是珠江夜遊，這兩個地方是遊人
認識廣州的最佳途徑。去年財富論壇來
到廣州，千年羊城上演一場夜晚的視覺
盛宴，一江兩岸的燈光畫卷以及無人機
陣隊演繹的「流星雨」，海內外矚目。
看珠江夜景，除了江邊長堤，最好的
觀賞位置無疑是站在橋上看風景。珠江
之上10座跨江大橋，依次可以閱覽白鵝
潭早期的領事館建築群、沿江中路24棟
江邊建築自成一體成畫卷，以及星光熠

熠的珠江新城。

景色在前心悅然 美食在側更滿足
海珠橋、海印橋是最多遊人登橋看景的兩

座大橋。橋兩側都有寬敞的人行道，遊人可
以舒適地欣賞夜色。晚上8點，半個小時的
燈光秀開始，沿着沿江中路漫步，看的還不
僅僅是夜色中的美景，更像是廣州的自畫
像。城市日新月異的發展，但生活的煙火氣
息依然濃郁。老廣州和新廣州可以兼容，高
檔餐廳和街邊小店同樣不乏人氣。
吃在廣州，百年老店的糖水、椰子燉

雞都是一個家族幾代人的傳承。同樣在
沿江中路，還藏有不少百年歷史建築，
這些都是廣州千年商都的實體記憶。比
如，已經101歲的粵海關舊址，被廣州
人親切地稱為「大鐘樓」，威風凜凜的
它是沿江路的地標。但是很多上班族走
過路過，時常忽略，反而只有專程來遊
玩的遊客，會一眼認出它，了解它的前
世今生。
珠江夜遊過後，就近的北京路商圈、

沙面古建築以及融合百年老廣州小吃的
文明路，都是夜遊人的集聚地。

廣州：珠江夜色照人清 一江兩岸白如晝

去潮州，還是回潮州？對於不
少香港民眾而言，潮州是一個雲
集鄉愁和故事的小城。
相比很多地方的商業渲染，潮
州古城完整地保留了日常、安逸
的市井生活，在牌坊街裡追逐玩
耍的孩子，會奶聲奶氣叫一句
「爸爸快點來」，這就是潮州。
亮燈之後的潮州夜景，看得見
山，望得見水，托得住鄉愁，一
江兩岸既在畫中，又在詩中。

無雙光影燈光秀 兒時回憶今猶在
遊人站立韓江邊，江山的金山
大橋、湘子橋作為光影的傳送
門，展開一幅長卷。據悉，打造
潮州夜景的設計團隊就是來自
G20峰會、杭州西湖夜景的設計
團隊。團隊總設計師朱劍修介
紹，潮州的燈光設計在內地是獨
一無二的，多視角、多維度，環
線遊覽，是潮州觀景界面的主要
特點。
潮州古城，目前主要說的就是
潮州湘橋區一片，這裡的老城古
建築與市井生活緊密相融，被外
界譽為「活着的古城」。夏夜到
來，穿過兩公里的牌坊街，一路
上各類特色小食店舖、時尚咖啡

館應有盡有。
常常一個主售黃銅、編織籃的

雜貨舖，還能看見前來買糖的孩
子；一家像博物館裝修的潮繡
店，更像是手藝人的展覽集成
店。對於雙面的精美潮繡，不管
買不買，進來逛一逛都是一次熟
悉傳承之美的好機會。牌坊街旁
邊，有被重新激活的工廠，雲集
了時下潮州年輕人最愛的書店、
陶瓷體驗館以及牛肉火鍋。

《潮州人》響心澎湃 老少同唱家鄉情

夜遊牌坊街，是夏夜最好的出
行，看一齣潮州木偶戲，行到古
城門，遠眺湘子橋。待到晚上八
點鐘，一曲《潮州人》響徹韓
江，燈光秀開始了。
不少當地家庭偕老帶幼，一家老

小站立江邊等待燈光秀，令人動
容。《潮州人》唱得年輕的潮州人
心情澎湃，那跟着哼唱的老人，是
不是也想起了童年時期和父母來過
的韓江，看過的湘子橋呢？
值得一提的是，潮州市目前也
積極向外界釋放誠意，希望在古
城工廠區打造金融街，吸引更多
金融人才來潮州，為古城增添更
具活力的發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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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高溫，濕黏悶熱，夜遊

是個好選擇。 珠三角諸城的夜間魅

力，各有可圈可點處。比如，享譽海內外

的珠江夜遊，借24棟江邊建築成就一江兩岸

城市新畫卷；潮州古城的湘子橋也趕了一場時

髦，在民謠響徹韓江時上演一出「古城正梳妝」

的燈光大戲。深圳的「海上夜遊」新視野，講述

着「深圳速度」的故事。新城有故事，古城有新

顏。入夜了，驅車，散步，出门探索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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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新地標——泰國餐廳芒果樹

印花

■亮燈之後的潮州夜景，古城風味盡顯，舊日輝煌依稀可見。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深圳海上觀光船開通，得以夜遊飽覽「深圳速
度」。圖為前海沿江高速夜景。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船行珠江，緩看新老廣州。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

■美麗廣州夜色璀璨，站在中國現代化前沿，千年商
都在新時代煥發新商機。圖為廣州俯瞰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