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
粵菜是中國八大菜系

之一，指的是普遍存

在于廣州、順德、東莞、

中山、江門、深圳等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菜

式。廣府菜的起源可

追溯至漢初，隨着中

原漢人的南遷，各種

先進的烹飪技藝和炊

具，以及「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的飲食風

格傳入嶺南，使廣府菜形成用料

奇異廣博、烹調技藝多樣善變的

特點。明清時期發達的農業與繁

榮的商業外貿，推動廣府飲食文

化發展進入高峰。廣府人在繼承

中原飲食文化的同時，博採眾長

吸收各地烹飪精華。兼容並蓄的

飲食風氣，使廣府菜獨樹一幟，

時至今日依然影響着廣府人的一

餐一食。

第
六
話  

廣
飲
廣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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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雞放入煮沸的白滷水中，再馬上

提起，這樣重複三次，逼出血水冷水，使

雞身內外溫度一致

文火浸雞，浸到剛

熟的狀態即可

最後把雞浸入冰水中「過冷

河」，令雞皮收縮緊致，獲得爽脆

嫩滑的口感

秘 訣

玫瑰露酒的香甜能提鮮，

卻不搶雞味

文
昌
雞

啫
啫
雞

銅
盤
蒸
雞

砂煲燒燙後放薑片、蒜子

等爆香，再放雞生啫因「啫啫」

響而得名

雞浸熟後去骨取肉，切成與火腿、雞肝

大小一致的薄片擺盤，食用時各取一片同時

放入口中，口感層次豐富、風味獨特

醃製好的雞肉與紅棗、陳皮

一起放入銅盤蒸製。銅盤能讓雞

肉在短時間內均勻受熱煮熟，香

味更顯濃郁

「皮爽肉滑、骨都有味」是廣東人定義一隻白切雞是否好吃的標準。要做到

這個標準，需要的是一爐小火和一個「浸」字。

按照廣州傳統的做法，浸雞用的熱水和「過冷河」用的冰水都必須是像雞湯

一樣的白滷水，以此保證雞肉和雞骨都能入味。白滷水一般用雞骨、豬脊骨與沙薑、

甘草、桂皮等香料一起煲製而成，具體配方則按廚師的個人偏好而定。

提

浸

冷

由於太愛吃雞，廣東人鑽研了多種烹飪手法煮雞，

如白切雞、豉油雞、銅盤蒸雞、紅葱頭淋雞、手撕鹽焗雞、

脆皮燒雞、泥焗雞、啫啫雞……

有雞味！

玫
瑰
豉
油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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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
汁
叉
燒

叉燒是燒味中的一大代表菜式，

多選用豬頸、裏脊、梅頭肉等部位製

作。其中，最受歡迎的莫過於半肥瘦

的豬肉，它的肥肉部位入口即化，肥

而不膩，廣府人生動地稱其為「肥叉」。

叉 燒
燒
臘
飯

燒  

肉

燒
乳
鴿

「斬料，斬料，斬大舊（塊）叉燒，油雞

滷味樣樣都要，斬大舊叉燒，嘩！有玉冰燒，

玉冰燒，坐低飲杯玉冰燒……」一首生動活潑

的《玉冰燒》廣告歌，唱出了廣東打工仔的日

常飲食生活，也體現了燒味對廣東人的重要性。

走在廣州的菜市場、街邊路邊，你總

會看到一家或幾家燒臘檔。每逢傍晚時分，

街坊們在店面外排起長隊，等着「斬料加

餸」，把一盒盒幸福的飄香佳餚端上家裏

的飯桌。

燒鵝髀飯食唔厭肥叉最正

燒
鵝髀飯+玻璃樽汽水	，
是打工仔最佳午飯配搭

燒出好滋味
Cantonese Barbecue

 爐火炙烤「熠熠靈」  

今日啲菜
好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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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
頭頸

上
莊

背
脊

右
髀

左
髀

胸胸

下
莊

正所謂「南燒北烤」，作為南方

燒味中的上品，嶺南燒鵝是廣府人餐

桌上的大菜，地位等同於北方的烤鴨。

燒鵝之所以在餐桌上有着不可動

搖的地位，原因是它那皮脆肉嫩，多

汁醇厚的口感，讓人難以放下筷子。

夾起一塊燒鵝，放進嘴裏，最先

品嘗到的是酥脆甘香的燒鵝皮，隨即

便是醇鮮嫩口的鵝肉，香脆的表皮和

飽滿的肉質充滿整個口腔。

這道好吃不膩，符合大眾口味的

燒鵝令人齒頰留香，回味無窮！

燒　鵝

酸梅醬和燒鵝是絕配！

燒鵝油分充足，配上酸甜解

膩的酸梅醬，滋味昇華！酸
梅
醬

鵝頭最適合下酒，

味道香濃，咬落卜

卜脆

鵝胸脂肪少肉多，

怕肥膩的可選

鵝背脊夠香口，

肉薄皮脆

烏
鬃
鵝

灌  

鵝

縫  

口

吹  

脹

風  

乾

入  

爐

淋
皮
水

鵝頸更像零食，骨多

入味，中意「吮骨」

的一定要試！

皮
水

瓦
缸

大紅浙醋、白醋、麥芽糖、蜜糖、檸檬汁、

高度酒製成的皮水，能讓燒鵝表皮紅潤酥脆，

帶有淡淡甜味

味
料

由薑末、蒜蓉、葱末、鹽、白糖、料酒、玫

瑰露酒、味精、五香粉等香料製成，既能辟腥，

又能增加味道層次

傳統燒鵝多用瓦缸燒製，厚實的缸壁有極

強的保溫和密封效果，最大程度保留鵝肉的

水分，令燒鵝皮脆肉嫩、肉汁鮮美

鵝髀啖啖肉，

油多夠香，小

朋友最中意

將味汁從鵝

的下腹灌入

腹腔

用燒鵝針縫上

開口，不讓味

汁流出

從鵝頸開口處

打入空氣，令

鵝皮肉分離

皮水淋遍鵝身，

讓色澤紅亮

燒烤前先風乾，鵝皮才會酥脆

烤製期間多

轉動，受熱更

均勻

廣東的烏鬃鵝，骨細肉嫩，胸

肉多、皮下脂肪較少，肉質緊致又

有彈性，是製作燒鵝的絕佳食材



燒鵝

燒賣

炭步芋
頭

叉燒
包

裹蒸粽

文鯉

西樵大餅

蹦砂

盲公餅

鼎
湖
上素

霸王花

雞蛋花

白切雞

順德魚生

神灣菠蘿

杏仁餅

橫山粉
葛

橘普

杜阮
涼瓜

石岐
乳鴿

菊花酒

荼薇露

豬肉乾

龍眼

甘蔗

鹹魚

黃油
蟹

白灼
九節
蝦

竹筒飯

陳皮

雞屎藤餅

均安蒸豬

陳
皮
鴨

白貝

葡撻

縮骨
大頭
魚

雙皮奶

蝦餃

腸粉

艇仔粥

賓亨沙葛

芡實

蓮藕

灣區美食

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上同根同源，開放

包容的廣府文化使多元的美食彙聚於此。無

論是餐廳還是家中的大廚對「色香味」都有

極致的追求精，生猛海鮮和老火靚湯同桌競

技，每一道新鮮、精彩的菜式是每天的驚喜

和期盼，從早茶到夜宵總能滿足食客挑剔的

味蕾。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和 佛 山 順 德 是 聯 合 國

教科文組織官方認證的「美食之都」。 
葡國雞

平安包

豬扒包

菠蘿油

西多士

港式奶茶

雞蛋仔

咖
喱
魚
蛋

缽仔糕

粉蕉

梅菜扣
肉

梅菜

筍乾

燒
鵝
瀨
粉

龍門粉絲

烏頭魚

增城
高腳
菜心

荔枝

燒肉

冬團

釀豆腐

淡水酥丸

蟹

觀音菜

生蠔
魷魚

大眼雞

粉絲蒸扇貝

手打
肉丸

雲
浮

陽
江

清
遠

肇
慶

廣
州

佛
山

中
山

江
門 珠

海

澳
門

東
莞

深
圳

香
港

惠
州

河
源

汕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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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繡
Cantonese Embroidery

廣繡，指的是廣州、佛山、南海、番禺、順德一帶的民間刺

繡工藝。自古以來，珠三角具備發達的種桑養蠶業基礎，婦女大

多擅長繡工。廣繡被廣泛運用在不同的場景，無論是民間慶典的

裝飾道具，如舞獅隊的幡旗、巡遊的羅傘、粵劇的戲服、婚禮的

龍鳳裙褂等，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品，如服飾鞋帽、枕套被面、

扇套荷包等。

廣繡品的題材大多是人們既熟悉又充滿幸福吉祥寓意的主

題，如「孔雀開屏」、「松鶴延年」、「年年有餘」

等，構圖飽滿、圖案生動、設色濃烈，散發

着濃郁淳樸的嶺南生活氣息。

黑漆描金柄繡繪

戲曲人物扇
廣繡對襟長氅衣

廣繡雲肩

節慶巡遊用的幡旗、羅傘，

滿滿都是廣繡繡品

金
銀
線

留
水
路

繡
着
吉
祥
圖
案
和
字
樣
的

嬰
兒
背
帶
，
結
構
獨
特
，

方
便
家
長
邊
勞
作
邊
帶
娃

「留水路」是廣繡的獨特技法。刺繡時，

在每層花瓣或羽毛之間，留出一條鏤空的線—

「水路」，使圖案層次更突出、立體感更強

廣繡師傅常用金銀線勾勒圖案

輪廓，各式造型栩栩如生，貴氣十足

喜
慶
的
裙
褂
是
廣
府
人
家
的

傳
統
嫁
衣
，
運
用
了
大
量
金

銀
絲
線
繡

 風格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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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棚搭好後，神功戲正式開演。影視業尚未發達時，

進戲棚看戲是人們主要的娛樂方式。觀眾往往只能看見台

前的精彩，殊不知在那狹小的舞臺背後，還有粵劇人井然

有序的幕後生活。

衣  

箱

把
子
箱

棚 

面

六
柱
箱
位

六位台柱（主要演員）化裝

及休息的房間，從左至右為：

小生，文武生，醜生，武生，

正印花旦，二幫花旦

戲  台

小生

棚面

文武生 醜生 武生 正印花旦大棚箱位 大棚箱位二幫花旦

擺放與處理戲服的區域

置放刀槍劍戟等

大件道具

粵劇演出有

樂隊現場配樂，

他們位於舞臺側面，

行內人稱之為「棚面」。

擺放道具區域

戲棚大解剖

雜 

邊

戲
棚
平
面
圖

把
子
箱
位

節慶花牌

五彩斑斕的花牌曾經是珠三角地區是一種很重要的廣告宣傳工具，如今已越來

越罕見，但在香港的傳統節慶活動裏，這種傳統節慶花牌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花牌的製作以竹枝、竹篾及鐵絲紮成支架，在紙及布料上，用顏料、油漆寫上

廣告字及圖案，再配以真花或假花裝飾，講求對稱之美。

戲 

台

觀
眾
席

衣 

邊

① 鳳頂：常以孔雀為頂，因「孔雀開屏」為傳統大吉大利之兆

② 龍柱：左右兩邊畫有飛龍圖案的「龍柱」，意為「飛龍在天」

③ 珠：龍柱上方的立體裝飾

④ 花：現在多用銻紙製成銻花，顏色搶眼

⑤ 兜肚：上闊下窄，形似元寶，寫上花牌的定製者、贊助人名字

等資料

⑥ 長紅：花牌外圍包裹的一圈紅布

⑦ 字體：中部大字有分「長」「四方包」等類型，通常黃綠底配

紅字，鮮艷突出

花 

牌

②
⑦

⑤

⑥

③

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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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 色 的 造 型 大 多 取 材 於 人 們

熟 悉 的 古 典 戲 曲、 民 間 傳 說、

小說故事，如《獨佔鰲頭》、

《八仙過海》、 《觀音送子》、

《昭君出塞》、《游龍戲

鳳》 等。 這 些 故 事 反 映

了人們祈求風調雨順、

吉祥如意的美好願望。

飄色大揭秘

飄
色
原
理
圖

色
梗
巧
妙
地

隱
藏
在
鞋
子
裏

飄色通常在一個被稱為「色櫃」

的流動小舞臺上進行，在色櫃上第一

層的演員被稱為「屏」，第二層的演

員被稱為「飄」，男孩叫「色仔」，

女孩叫「色女」。「屏」和「飄」之

間用一根被服飾遮掩的「色梗」連接，

構成故事的片段或場景。色仔、色女

身穿廣繡戲服，從遠處看仿佛凌空而

起，如同仙童駕雲而至，飄在空中，

所以被稱為「飄色」。

屏

飄

色梗

色櫃

上
閣
表
演
者
多
為
兒
童
，
兒
童

體
輕
，
可
減
輕
抬
閣
者
負
擔遊

湖
借
傘

當你到廣東的村落體驗節日慶

典時，如果看到一群小神仙在空中

飄過，不用太驚訝。在你眼前的，

正是飄色巡遊的隊伍。

飄色是一種集戲劇、舞蹈、雜

技、裝飾藝術於一體的民俗遊藝，

源於酬神助興的表演活動。後來融

入民間傳說、戲曲故事的情節，將

孩子們裝扮成各路神仙和歷史名人，

安置在可移動的高臺上，被村民們

推着走街過巷，形成飄色表演。

民間有句俗語：「女孩上過裝，

婆家不用相；男孩上過裝，媳婦隨

便相。」「上過裝」就是演過飄色

的意思，孩子被選中演飄色對於整

個家族而言都是值得炫耀的大喜事。

各處鄉村各處例，家族還保留祠堂的廣

東人是既忙碌又幸福的。他們會回到祠堂拜

太公，從廟宇請神出巡，在巷口等看醒獅採青，

跟着飄色巡遊繞村，在祠堂裏外聚餐，到叔

伯家串門，還要進行祭祀儀式。這些以宗族

為中心的聚會，是一條無形的紐帶，牽縈着

離鄉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也是廣

東民俗文化歷史的生動見證。 阿女，看這邊，
笑一笑！

唔好喊啦！
你好安全的

唔使驚，
你一定唔會跌

飄色巡遊
Tradit ional Parade

  炫色巡遊  飄然欲飛 

哇！好厲害，他是
怎麼做到的？

八仙過海
獨佔鰲頭 觀音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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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演員除了在臺上能文能武，在台後還需要親

自化妝。傳統戲劇的化妝程序十分繁複，為了突出角

色形象，化妝前還需用勒水紗、黏吊眉、包網巾、貼

片子等手段來修飾演員的面型。演員熟知每個角色的

妝容搭配，從頭到腳的裝扮井然有序，一絲不苟。

粵劇妝身

包  

髮

水  

衣

上  

粉

描  

眉

髮  

帶

片  

子

吊  

眉

掛  

鬚

畫  

眼
黐  

髮

用網包把頭髮包起來，

再用戚眉帶綁住頭部

用吊眉膠紙黏住眉毛

的尾部，提升面部的

精氣神

演員會選用白色

的粉底為妝容上

底妝，以突出後

續的妝面效果

演員穿戲服前要先穿

一層水衣，以免汗水

滲進戲服

眉毛要畫得長

且向上翹以提

升人物氣韻

化
妝
用
品

刨花水是古人發明的頭髮定型劑，原料

是榆木，古人用這種天然黏合劑給頭髮

定型。

如今戲曲演員貼片子，用的也是刨花水

將片子浸濕，固定在頭上。

榆木片

頭飾：正鳳

側鳳

塗
口
紅

貼
片
子

戴
頭
飾

刨
花
水

髮片貼在額頭

或臉側，能修

飾臉型

用髮帶在頭上綁一圈，

固定片子的位置

貼在面頰兩側的大綹

把長條形的薄片，放在水裏浸泡一段

時間，表面就會有膠狀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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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關 大 屋 是 清 末 豪 門 富 商 在 廣 州 城 西

「西關角」（今荔灣區）一帶興建的傳統民

間住宅。房屋多為磚木結構、青磚石腳，高

大正門用花崗石裝嵌。設計規劃上，西關大

屋沿襲「三間兩廊」的結構，中間為廳堂，

兩側為居室，沿中軸線對稱。趟櫳、天井與

兩廊構成自然通風系統，形成穿堂風，起到

冬暖夏涼的效果。

天井

門廳

轎廳

正廳

頭房

天井

天井

兩廊

廚房

青
雲
巷

青
雲
巷

西關大屋首層平面圖

趟
櫳
門

前
天
井

中
天
井

後
天
井

後
冷
巷

青
雲
巷

青雲巷，有着平步

青雲的寓意

門  

廳

① 門廳

 相當於玄關，用木製屏風門與前天井相隔

② 前天井

 用開合式透光天窗控製通風

③ 排水口

 銅錢狀的排水孔寓意「聚財」

④ 轎廳

 舊時達官貴人來訪時，下轎的地方

西關大屋
Xiguan House

 精美豪宅  冬暖夏涼 

⑤ 中天井

 面積比前天井略大，供正廳採光通風

⑥ 正廳

 招待貴客的客廳，也是主人用膳的飯廳

⑦ 頭房

 與正廳之間用木屏門分隔，是主人家休息的房間

⑧ 神樓

 位於頭房上方，高處開窗以採光通風

⑨ 偏廳

 家人生活休息、兒女讀書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⑩ 後天井

 面積最大，地下開有水井，上方不設天窗

 後冷巷

 冷巷的涼風從後牆兩側的門進入室內

 青雲巷

 屋旁的冷巷是通風排水的重要通道，取「順風順水，

平步青雲」之意

轎  

廳

神  

樓

正  

廳

頭  

房

廁  

所

偏  

房

偏  

廳
花  

園

房  

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陽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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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樓
Watch Tower House

位於開平市三門裏村的迎

龍樓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間，是

現存最古老的碉樓，由鄉民集

資建造，以防洪水之災

樓頂為中國傳統建築硬山頂式

「|」字形射擊孔，居高
臨下，易守難攻

大門為厚重鋼板，門後有

三四把鐵製堅固門鎖

圓形角堡：用於大角度

觀察、還擊入侵者

早
期
形
態

防
匪
防
盜

華
麗
民
居

碉樓，顧名思義就是形似碉堡的樓房。

這是一種集居住、防衛功能和中西建築藝術

於一體的多層塔樓式建築，最早出現於明末

清初。當時，開平一帶地勢低窪，颱風季節

常遭洪澇之災，當地富人出資興建高大堅固

的碉樓，為村民提供避水的去處。 

隨着華僑攜資歸鄉蓋房的風氣興起，他

們將所見的國外建築風格和先進建造技術引

入家鄉，建造出既能彰顯財富地位，又能保

衛財產的碉樓。

碉樓的精彩之處在於房頂，既有中國傳

統的硬山頂式，又有西方的古羅馬式、歐洲

式、堡壘式、教堂式等，還有中西合璧的樓頂，

每座碉樓都自成風格、各具特色。

民國時期，碉樓越變越美，其設

計融合中西方建築風格，外觀華麗有

氣勢。室內空間在樓主的精心裝點下，

更舒適宜居

五層頂部的仿羅馬

拱券和四角托柱

六層有愛奧尼克風

格 的列柱與拱券

組成的柱廊

七層是平臺，四角建

有穹隆頂的燕子樓羅馬式塔亭，
上有穹隆頂

南北兩面可見到

巴洛克風格的山

花圖案

清末民初時期，眾多華僑回

到開平，發現這裏盜賊猖獗，決定

使用西方先進的材料和技術，建

造出具有防盜功能的堅固碉樓

窗戶開口窄小，外設鐵板，裏面有鐵欄杆

各層的樓體上
都有射擊孔

大海浪啦，快逃

上高樓呀！

在國外漂泊多年，

賺了錢應該落葉

歸根的

這座樓怎麼攻都
攻不進去啊！

 厚實堅固  防火防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