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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当你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却有一处地方像是掌握了“流量

密码”，早已人群熙攘，好不热闹。这个地方人来人往，嘈杂、潮湿、臭

味相混，在这里生活被剥开漂亮的外衣，露出了柴米油盐的本来质地。这

里，不同于光鲜亮丽的连锁超市，更多的是粗糙与简单。在这，没人在意

你是否不修边幅，你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生活本色，这里的日用品店、水

果店、副食品店、五谷加工店应有尽有。

讲价，是在菜市场买东西的核心元素。每次人还没走到摊位前，只要

跟老板的目光对上，那招呼声 2 米开外都可以听到。摊主和顾客为了菜的

价格你一句我一句，好似少了这一出讨价还价，买菜的乐趣就要减少几分。

在并不宽阔的道路上人流如织，叫卖、询价、交谈中都包含各种方言。

印象中一脸“凶相”的猪肉佬，似乎没有其他多余的表情，但手上的

功夫却麻利的很。在一个大木桩似的砧板上放上大骨头，手起刀落，叨叨

叨几声响起，再黏连不断的骨头一会儿就被他砍成一块块装入袋中。有时

猪肉碎弹起黏在他的脸上，也不觉在意。看见有客人时，便会用大嗓门对



着人吼：“要什么啊？排骨？瘦肉？五花肉？”不过一脸凶相的猪肉佬，

在闲暇时也会露出温和的表情，与隔壁档主愉悦地聊天，发出毫不掩饰的

夸张笑声，是个好嗓门。

相比之下菜类是个色彩的王国，辣椒的鲜辣，玉米的甜，绿油油水汪汪

的各种蔬菜拼合在一起鲜亮夺目很新鲜的样子。亲切热络的菜大叔菜阿姨，

看到客人前来会爽朗地搭话：“靓妹靓仔，买 D 菜返去食啊，要什么自己

装”。也会主动推荐：“今天的茄子好新鲜，都是自己种的，来点吗？” 离

别时一句：“下次再来呀”让买菜也变得有了盼头，期待下次再见面。



“油嘴滑舌”的鱼老板似乎商量好了，搭配高度统一的“装备”：穿

戴脏兮兮的防水围裙、手握锋利的大砍刀、高超的擒鱼除鳞去骨技艺。“油

嘴滑舌”的鱼大叔使用三寸不烂之舌叫唤着过路的人：“靓女、靓仔看看

鱼咯，活蹦乱跳的，好生猛啊！”还不等你回应，鱼大叔就巴不得捞起一

条鱼，即使溅你一脸水花也无所谓，只为了告诉你：“鱼，真·新鲜生猛。”

但面对生意清冷的时候，即使“能说会道”的鱼大叔，也会变得沉默寡言。

每位来到这里的人仿佛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奔波于菜市场摆摊的档主，

为养家糊口；挤入菜市场买菜的街坊，想为家人做一顿美味大餐。在菜市

场里，嫩绿的菜叶、鲜艳的水果、活蹦乱跳的鱼虾，大声吆喝的热情商贩、

挤进人群大买特买的可爱街坊们……凡此种种，都可以让你感受到鲜活的

力量。

除了这些，市场外的小巷、旮旯角还隐藏着五花八门的特色小吃，

有什么深藏不露的“美味”要你逛过之后才说得出口：包子点心、饺

子、炖盅、牛杂、烤生蚝、横沥汤粉……还有那种不期而遇的见面小

吃，给枯燥的生活跳跃性地制造了些小小惊喜。



惠州的发展迅速，超市极大压缩了菜市场的空间，或许不久之后，

菜市场这种鲜活的场景会越来越难看到，这样的市井气息也越来越难

感受到。所以，少赖一次床，起一次早，做一次城市的早晨旅行者，

领略一下这座城的别样空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