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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近有近4040年種植經驗的徐珠雲被稱為年種植經驗的徐珠雲被稱為
「「菜心皇后菜心皇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上辦年貨
賞景兼嚐鮮
一市一特色 購物求新意

新春將至，正值辦年

貨的緊要關頭。隨着過

年習俗的改變，普通年

貨已經不能滿足大部分家庭的需求；淘貨過程中那

些好吃好玩的事，或許才是時下辦年貨的樂趣所

在。而在廣東省，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自己最具特色

的年貨和看不盡的風景，都是辦年貨的好去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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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木版年畫
始於宋元年間。

它曾與天津的楊柳青、山東的楊家埠、
蘇州的桃花塢並稱「中國四大木版年
畫」。 清代是佛山木版年畫最繁榮的
時期，成為粵港澳地區幾乎家家戶戶過
年的必備之物，在東南亞及世界各國華
人聚居地都有一定的影響，是華南地區
年畫產地的代表。

藝傳百年
如今，要尋找最傳統的佛山木版年
畫，最適合的地方莫過於禪城區普君南
路86號——「馮氏世家」佛山木版年畫
百年老舖。83歲的店主、佛山木版年畫
國家級傳承人馮炳棠，也是目前唯一熟
練掌握佛山木版年畫全套工藝的「國寶
級」手藝人。
普君南路一帶，原本是遠近聞名的木版
年畫製作基地，被稱為「木版年畫一條
街」。這條窄窄的街道，曾容納大小不一各
具特色的木版年畫商舖。「馮氏世家」的老
舖沿襲了舊時傳統，遵循前舖後居的設置。
也許對於馮家來說，木版年畫與居室空間就
是一道門的距離。就在這裡，馮炳棠親歷了
佛山木版年畫的繁盛、沒落和重生。

佛山木版年畫的製作工藝
非常繁瑣，整個生產流程以木
板套版印刷、版印墨線圖、手
工繪彩技術為主進行生產，共
20多個工序。畫稿一般由民
間畫師出樣。雕刻墨線版用樹
齡較長的桃木、荷木或梨木，
套色版採用普通木材，一般使
用紅、黃、綠3色。可以說，
每一位年畫師傅都匠心獨具，
經過長時間製作方能出一幅好
作品。
不過，1966年後，佛山年

畫被斥為「封建迷信品」停止
生產，直到1975年後恢復生產，主要供
出口。時至今日，城市居民貼門畫之俗
漸少，而市郊及各縣農村仍存貼門畫習
俗。為了保護木版年畫文化，2006年5
月20日，佛山木版年畫經國務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錦紅「萬年」
顏色鮮艷是木版年畫的一大特色，佛

山木版年畫被冠以「萬年紅」美譽，採
用當地特有的植物「銀珠」製成紅丹作
為底色，濃烈艷麗，在南方長時間的日

照雨淋下都不會褪色。挑選年畫各有偏
好。受當地民間習俗、信仰的影響，佛
山木版年畫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門神
畫、門畫和神像畫。諸「神」有北帝、
關帝、紫微、鍾馗等，寄寓人們除舊佈
新、迎神納福的美好願望。
除了傳統題材外，佛山木版年畫還有

一些觀賞畫，如取材戲劇故事的《武松
打店》等。近年來，大眾審美觀念變得
更多元，圍繞群眾生活和社會熱點，當
地還推出了一批新的年畫，如生肖年
畫、卡通年畫等，都很受歡迎。

佛山 木版年畫最珍貴

每逢臘月，寒
潮過後，菜心開

始大量上市，因為這個時候的菜心爽脆
清甜，且水分滿滿。在廣東惠州博羅，
有一款以獨特的爽口、無渣、清甜而聞
名的福田菜心，被稱為「珠三角最好吃
的菜心」，每年入冬，珠三角、港、澳
的顧客紛紛慕名而來，絡繹不絕。
最家常的青菜，為什麼要不辭辛苦地
跑到惠州博羅吃呢？據介紹，福田菜心
是本土品種，當地人叫客家婆菜心、高
腳菜心，具有植株高大、菜質鮮嫩、清
甜可口、爽脆無渣、菜味濃郁的特點，
有着悠久的種植歷史。福田菜心曾入選
中國神舟4號太空培育品種，並於2016
年通過農業部「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
認證。

山泉灌養
2016年，國家農業部專家調研後發
現，福田菜心之所以品質優良，主要由
於當地土壤、水、氣候、種子四個方面
因素。在福田，有近40年種植經驗的徐

珠雲被當地人稱為「菜心皇后」，每天
早上6時多，她都會準時出現在田間地
頭，用心呵護這些創造美好生活的菜
心。她說福田菜心非常嬌貴，氣溫稍稍
升高或雨水多一些，菜心就很容易爛
葉，氣溫低才能施肥。
菜心採摘的時間一般都會選擇在清晨5

時和傍晚5時，這個時候的菜心吸收的營
養成分最高，採摘後立馬打包裝箱，開
始運往珠三角各個地方。當地人都說，
這菜心呀，是喝羅浮山山泉水長大的，
又沒有打過農藥，摘了就能吃。還得挑
有蟲眼的菜，才是真的好吃。

幾十種菜品
隨着近年來福田菜心的走紅，當地政

府也意識到走產業化品牌化的重要性。
除了進一步鼓勵擴大規模種植，福田鎮
大力實施「三變」工程，推動農村變景
點，農產品變旅遊產品，農民變旅遊從
業人員。例如，當地不斷開發福田菜心
菜系，打造了幾十種菜品，香菇菜心、
鹽水菜心、菜心炒豬肝、白灼菜心、福

田菜心炒鵝片、蒜蓉菜心、菜心炒
飯……均受到遊客的推崇。
到了福田，除了菜心，還有一些很吸

睛的景點，例如南樓寺 。南樓寺位於
羅浮山西南麓。羅浮山是中國道教十大
名山之一。
南樓寺原名叫延祥寺，是梁武帝大同

年間由著名的景泰禪師興建的。一千多
年來，南樓寺名人輩出；遊歷過南樓的
名人，更是不可勝數。南宋詩人陸游曾
經兩次遊歷羅浮，還揮毫寫下了「石樓
自向雲中見，仙島誰知海上來」，這石
樓指的就是石樓峰上的南樓寺。

在年貨清單中，魚也
是不可或缺的，寓意年年有餘。
在嶺南人的餐桌上，廣海鹹魚是很受歡迎

的一道菜。廣東台山的廣海歷史悠久，始建
於明代，自古就商貿活躍、水陸交通發達，
是台山重要的商埠和漁港，而鹹魚則是台山
廣海的特產。

魚材名貴
在古代，廣海居民捕魚之餘，或晾乾或用
鹽醃製鹹魚，以備不時之需，或出售補貼家
用。「廣海鹹魚」醃製方法獨特，把白花、
黃花等名貴鮮魚插入生鹽堆裡醃製，魚頭向
下，魚尾向上。適時取出後，魚身硬直、乾
爽，魚肉結實、鮮明。食用時，把鹹魚切成
小片，放在碟上，再鋪些半肥瘦花肉和薑
絲、葱花，然後淋上花生油，放在鑊裡蒸
（或飯面焗）十五分鐘即熟。這也是很多嶺
南人家過年過節時的一道美味佳餚。如今，

廣海鹹魚的加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加工戶數
量大增，成品銷往全國各地。
到廣海購買年貨，可以順道到臨近的江門

新會一遊，那裡有一個宋元崖門海戰文化旅
遊區，以海戰文化為主題，並且設立了文化
主題紀念區、文化休閒體驗區等景點，在這
裡遊客不僅可以看到仿宋戰船，還有船用鐵
錨、漢白玉龍頂傳國玉璽。展品各具特色，
非常具有觀賞價值。

1、佛山（普君南
路）：從深圳灣口岸
出發—進入廣深沿

江高速—經莞佛高速、廣澳高速、廣州繞
城高速、廣珠西線高速到魁奇路—然後沿
着湖景路、綠景三路、綠景二路、嶺南
大道北、普君西路、普君南路（全程約
2小時）

2、惠州（博羅福田鎮）：從深圳灣口岸出
發—進入南坪快速—經南光高速、龍大高
速、莞佛高速、潮莞高速、珠三角環線高
速、濟廣高速到永石大道—隨後沿着福昆
線到福田鎮（全程約1小時40分）

3、台山（廣海鎮）：從深圳灣口岸出發—
上廣深沿江高速—沿莞佛高速、廣澳高速、
西部沿海高速到S274—隨後沿着古隆解放
路、解放路、海濱北路、海濱路、海傍路到
廣海灣漁人碼頭（全程約2小時50分）

廣州白雲山柯子嶺月季花展
時間：2018年12月22日-2019

年2月20日
地點：廣州白雲山柯子嶺

廣州第二屆七彩風車節
時間：2019年1月1日-2月20日
地點：廣州白雲兒童公園

廣州越秀公園燈會
時間：2019年1月25日至2019

年2月24日
地點：廣州越秀公園

廣州首屆中國鬱金香花博秀
時間：2018年12月23日-2019

年3月31日
地點：百萬葵園室內溫室大廳

首屆中國鬱金香花博秀在百萬葵園室內溫室
大廳彩雲飛空中花園亮相，這次展出的鬱金香
近5萬株，有30多個品種，全部從荷蘭引進，
種類豐富，花色多樣。當中有不少比較珍貴的
品種，如粉色的「命運女神」，色澤嬌嫩，培
育難度大，產量較少；明黃色的「友誼
1998」、橙色的「世界喜愛」、粉白的「利
歐」在荷蘭都是最受歡迎的品種。

深圳 福田菜心最爽脆

台山 廣海鹹魚最美味

■■廣海居民喜愛過年時吃鹹魚廣海居民喜愛過年時吃鹹魚。。圖圖
為一當地漁民在曬鹹魚為一當地漁民在曬鹹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門票：
成人150元（人民幣，下同）、兒童120元

廣州首屆中國鬱金香花博秀廣州首屆中國鬱金香花博秀 印花

■■佛山木版年畫佛山木版年畫。。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 廣州民眾近日在商舖選廣州民眾近日在商舖選
購各種春節飾品購各種春節飾品。。 中新社中新社

■■ 8383歲的佛山木版年畫傳承人歲的佛山木版年畫傳承人
馮炳棠展示其作品馮炳棠展示其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