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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從深圳羅湖口岸出發—惠深沿
海高速—惠大高速—惠州大
道—四清路—陳記飲食店

湛江：從西九龍出發—廣州南站
換乘—湛江西站—66k
路—水井油條

汕頭：從西九龍出發—汕頭
站—39路—海記豬
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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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早餐中國》的熱播，讓那

些街巷中的古早美食，走進大眾視

野。 到廣東各地吃早餐，不管是

不是故鄉味，但總有一家不

起眼的老店能輕易讓人心滿意足。比如，

汕頭的豬血湯、湛江的海鮮粉、惠州的

雲吞麵，都是許多美食紀錄片的常

客，也擁有讓外地食客專程前往的魅

力。儘管，它們門面樸素，但新鮮

食材和不差毫分的火候以及一碟獨

家醬料，令人一筷入口，古早的

味道便無需贅言。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

一日之中，想要看一看熱氣騰騰且溫情
的惠州，橋東是繞不過的首站。
而近年，惠州一些學校的小學生手中，
也開始多了一本《走進惠城 走近橋東文
化》的教材，希望讓更多的孩子了解家門
口的日常特色。熟悉且尋常的地名，都不
乏有自己的傳說和故事。其中，《有趣的
地名》一輯中，就專門介紹了惠州的橋東
美食和童年遊戲內容。

早上10點便關門
據悉，學校為了讓學生更好地了解教材
內容，在上《橋東美食》一課的時候，不
僅會專門組織親子互動，一起製作傳統小
食。還會佈置親子作業，讓家長帶着孩子
去尋找橋東特色美食。如此，也有機會，
讓孩子們把習以為常的家門口美食，認認
真真吃上一回且了解一番。
位於惠城區菜園敦34號巷子裡的陳記飲
食店，就是一家不好找的早餐店，但卻是
外地人可以專程為了吃上它家一頓早餐而
樂此不疲尋找的37年老店。
簡單來說，陳記飲食店是開在自己家裡

的早餐店。一家三代經營下來的惠州老字
號，自然匯聚了大批惠州人的味蕾記憶。
早上6點開始營業，一般到上午10點便
關門歇業。店裡的主打，主要是牛腩撈

麵、淨撈雲吞、排骨撈麵等。
「一份乾撈雲吞加辣椒，謝謝。」很多
熟客來到這裡，都會熟絡地在進門處跟操
作枱的阿姨下單，然後自顧坐下，等待熱
騰騰的一碗雲吞或者撈麵上桌。
陳記飲食店雲吞麵和撈麵，能夠讓惠州

本地人口口相傳，又讓這份名氣登陸互聯
網平台收穫一眾外地食客店秘籍，不外乎
就是「手工製作」四個字。

秘製湯底惹垂涎
讓人拍案叫絕的雲吞，製作過程一點也

不輕鬆。一般來說，每天凌晨一點，店家
陳老伯就得起身細火精燉一鍋湯底。這湯
底，是抓住食客胃口的關鍵所在。然後，
手擀完麵皮之後，就要着手調製新鮮爽牙
的肉餡。肉陷的用料，自然也需要嚴格挑
選和把關。到了包雲吞環節，肉餡和麵皮
的相遇，在店裡大姐們的手法中，無需兩
秒鐘，雲吞便成了型。這個行雲流水的過
程，就是多年手藝的錘煉。
凌晨四點左右，一天的雲吞的準備結

束。對於很多開早餐店的人來說，晨昏顛
倒的日子，已經過去多年，也還將繼續。
而店裡的撈麵，也是純手工製的麵條，

每一根都均勻地吸收了雞蛋液，口感強勁
道足。
這樣靜心製作的雲吞和手工麵，等到食

客上門的時候，只需在滾熱的湯水中過一
過，再淋一兩勺自製的辣椒佐料，便是惠
州人自豪的一碗雲吞麵。
除了麵條，雲吞，橋東街邊的興旺早點

的餃子，也走上了口碑相傳的實力路徑。
店裡只有韭菜、酸菜、大白菜三種口味的
餃子。家常口味，還能滿足食客的貪心，
一碗雙拼或三吃。因為是高湯餃子，咬破
後會有肉汁流出來，所以吃餃子也不可心
急。
早餐過後，到橋東水東街走一走，這條

始建於北宋的騎樓一條街，如今重新修
繕，多了整潔清爽，但不變的是，寫對
聯、棉胎加工、陶瓷瓦罐的老店都還在訴
說往日生活的步調。到這裡，沒有「千城
一面」的乏味感，可以買的小玩意，並不
來自義烏小商品城。

不管說到哪一類美食，潮汕總有自己
的江湖地位。在紀錄片《早餐中國》
中，潮汕地區的一碗豬血湯也單獨成
篇，向外界講一講它的不同尋常。
潮汕人有吃豬血的傳統，並且對豬血

湯是十分熟悉且極其講究的。紀錄片播
出後，汕頭「80後」夫妻經營的海記豬
血湯，成為豬血湯的代表，為汕頭帶來
一批又一批的食客。
這家位於汕頭市龍眼市場附近的小

店，慕名而來的食客一不小心就會錯
過，往往要路過兩三回，才能感歎「驀
然回首」，小店就在這裡。

凌晨屠場買豬血
作為「80後」的早餐店老闆，陳先生
和妻子各有分工。他負責每日豬血的採
購、熬製。在他看來，傳統的烹飪方式
還是一晚豬血湯的精華所在，用料也不
外乎就是豬血、豬肺、大腸、豬肝、瘦
肉、腸粉等做成。當然，一碗好喝的豬
血湯精髓還是離不開自己製作的這一鍋
豬血。
陳老闆說，豬血好吃的秘密是必須新
鮮，當天採購，顏色鮮紅，拿起來手感扎
實、Q彈的才是好豬血。此外，煮豬血不
能用大火，否則會散，還會有小氣泡。
而負責採購肉類的便是老闆娘。這個

任務也並不輕鬆，因為當地的屠宰場在

每天的凌晨一兩點和凌晨五六點之間殺
兩次豬，所以需要在5點和8點分別去市
場才能買到最為新鮮的肉。

食客大呼「好香」
老闆娘透露，自己挑選的肉用潮汕話

叫「前欄肉」，就是豬頸部靠前面的一
塊肉，用來做豬血湯是最好的。
當地人吃豬血湯要配特有食材，比

如，真珠花菜、益母草、枸杞葉。這些
中草藥材都是豬血湯必不可少的。豬血
湯，是很多小孩子上學前的例行早餐，
也是不少需要醒酒人士的絕佳「醒酒
餐」，夾一筷子送入口中，大人、小孩
都忍不住要歎一句「好香」，用魚露和
潮汕辣椒醬混合來蘸料，就不會有腥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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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法式大建築
湛江的主城區為霞山和赤坎，廣

州灣法國公使署、維多爾天主教堂等廣
州灣時期的經典法式建築大都集中在霞
山的延安路上。這一片區的「法式風情
街」為湛江吸引了不少年輕玩家。
此外，不得不提的還有一首《軍港之
夜》，當年紅遍大江南北的旋律中，唱的

就是湛江軍港。據悉，當時內地最先進的
軍艦幾乎都匯聚於此，到亞丁灣去執行維
和任務的將士們也都從這裡出發。

盛讚像築地市場
作為「中國海鮮美食之都」，怎麼可

能不吃海鮮？霞山水產品批發市場號稱
「湛江廚房」，位於紅嘴鷗碼頭旁邊，
是粵西地區最大的水產品批發市場。不
管是不是海鮮愛好者，此地都不可錯
過。當地的年輕人說，這裡就像日本東
京的築地市場一樣，也是老饕們覓食的
勝地。湛江人認為，最好的食材是產地
離餐桌最近的，湛江當地人都會說，水
井油條一定要去嚐嚐。
據悉，本地人一般起床比較晚，中午

吃東西比較簡單。但對待早餐，便很認
真。
導航搜索水井油條，到了周邊，那家

看上去有點「蒼蠅館子」、排長龍的小
店，便是湛江現在最「網紅」的早餐
店。
「水井油條」因海鮮粉、牛肉湯和豆
漿油條而走紅，吸引了珠三角、海南遊
客前來嚐鮮。
外地客人到店，都會貪心地把店裡的

特色全部點一份，豆漿油條，乾撈海鮮
粉或者湯水海鮮粉。據說，水井油條是
用天然老井泉水製作的「油條」，讓口
感更酥香。不過店家也透露，特別的秘
訣在於麵團發酵與炸油的質量，以及油
條師傅對油溫的掌控。而後來陸續成為
當家特色的海鮮粉，一個小碗包含五六
種海鮮，比如大蝦、貝類、魷魚等，把
鮮美一併融入湯汁中。

太古匯葱間： 不怕孤獨的小火鍋
午餐，一個人不知道吃什麼？或許，一份迷你牛肉火鍋（壽喜燒）可以帶

來一人食的滿足。肥瘦相間的雪花牛肉、葱、北豆腐、洋葱、金針菇，配合
壽喜燒鰹魚花、昆布乾、魚蝦乾等長時間熬煮的鍋底，食物的原汁原味，都
在這琥珀透亮湯汁中。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14時30
分（午市）；17時30分至
23時00分（晚市）

地點：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383號
太古匯MU層43b舖（地鐵
D出口上層）

優惠：買牛肉壽喜鍋即送啤酒

湛江八景之首—湖光岩
湖光岩風景區被聯合國地質專家稱

為研究地球與地質科學的「天然年
鑒」。總面積為38平方公里，園區以

瑪珥火山地質地貌為主體，兼有海岸地貌、構造地
質地貌等多種地質遺跡。

門票：50元（人民幣）
著名景點：瑪珥湖

地點：湛江湖光岩風景區

湛江法國風情街
位於湛江霞山區海濱路一帶有許多法國人留下的法式建築，主要包括

廣州灣法國公使署舊址、維爾多天主教堂、霞山福音堂、法國東方匯理
銀行舊址等，這些建築都是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房子，體現了當時法國流
行的建築風格，充滿濃郁的文化氛圍。這片法國風格的建築群，已成為
湛江旅遊的「新亮點」，更是世界古建築史極為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
門票：免費
著名景點：廣州灣法國公使署、維爾多天主教堂
地點：湛江霞山區法國風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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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灣法國公使廣州灣法國公使
署署、、維多爾天主教維多爾天主教
堂等廣州灣時期的堂等廣州灣時期的
經典法式建築大經典法式建築大
都集中在湛江霞都集中在湛江霞
山 的 延 安 路山 的 延 安 路
上上。。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井水油條酥香價廉，極受當地人歡
迎。 網上圖片

■潮汕的豬血湯，不僅是小孩子上學前
的早餐，也是不少醉酒人士的絕佳「醒
酒餐」。 網上圖片

■很多珠三角遊客就為這一碟早餐，專程
前往惠州。 網上圖片

■■惠州惠州3737年的陳記飲食店就開在自己家裡年的陳記飲食店就開在自己家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潮汕的早餐潮汕的早餐，，配料就已經霸配料就已經霸
氣十足氣十足。。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碗豬血湯
尋回傳統味

潮
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