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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古风情到现代轻食

奔赴秋意浓烈的“漂亮饭”

在泉州这座融合了千年历史与现代繁荣的城
市中，美食不仅仅是泉州人的生活方式，更是文化
传承的象征。随着秋天的深入，泉州的美食文化在
丰收季节里焕发出别样的活力。从“古早味”的复古
闽南菜到充满现代创意的轻食，这座城市的美食版
图正变得更加多彩。在“悦己消费”时代，情感价值
正成为饮食饱腹功能之外的又一重要功能。

□融媒体记者 刘双莲/文 受访者/供图

在“悦己消费”时代，情感价值逐渐成为
餐饮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年来，随着泉
州文旅的兴盛，一批专注于美食体验的新型
餐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食客们追捧的
新宠。这些餐厅不仅在“漂亮饭”的呈现上精
益求精，还通过巧妙的环境设计营造出一种
仿佛置身后花园的氛围，极大地提升了用餐
的整体体验。“滞光所·南”将法式风情与闽
南文化巧妙融合，庭院内的法式布置和干冰
效果营造出浪漫氛围，仿佛将人带入异国情
境；而“林松喜·姜母鸭·泉州菜”则以闽南老
洋楼与花草装饰的完美搭配，令人眼前一
亮；“EASY·减法轻食”采用工业风装修搭
配金黄色调，主打brunch和轻食；“伯勒番
仔楼·闽南人家”的番客楼建筑充满历史感，
楼上的古董餐厅与咖啡饮茶处相得益彰。此
外，“漫城·洋风料理”以其独特的闽南与西
餐融合料理风格，为泉州美食界注入了新鲜
的风味，在这里既能品尝到地道的闽南美
食，也能感受到西餐的精致与浪漫。“荔枝
苑·酒家”则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从古朴的木质大门到悬挂着“泉州”字样的
布幅，再到点缀其中的红色灯笼，以及精心
打理的院内绿植，每个细节都传递出一种宁
静和谐的美感。

对于食客而言，“漂亮饭”不仅是传统美
食的延续，更是个性与创意的追求，这一餐
饮现象承载着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秋日
里的“漂亮饭”，让每一位食客在用餐的过程
中体验到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美食之旅。无论
是重温经典的传统口味，还是探索充满创意
的新式菜肴，泉州的美食文化一直“在路
上”，激发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氛围感营造新风尚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的
美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积淀深厚，同时又不
断吸纳现代元素加以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风味。传统的闽南菜与西餐、日料等外来
饮食文化的融合，使得泉州美食既保留了传
统风味，又充满了时尚感和创新活力。

在泉州，美食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
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意的结合。许多餐厅在
保留传统闽南菜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
的文化元素，从菜品设计到餐厅装修都展现
出创意与文化的结合。例如，“刺桐别院·文
庙”餐厅外观采用红砖楼古厝设计，内部则
巧妙融合了宋氏美学与新中式风格，营造出
古朴而典雅的氛围。菜品以闽南传统菜肴为
主打，口味地道、摆盘精致。此外，餐厅的露
台设计别具一格，可俯瞰文庙全景及周边的
闽南建筑，为食客提供了一个观景与用餐相
得益彰的场所。招牌菜如永春老醋烧鳗鱼和
泉州姜母鸭，不仅延续了泉州传统美食的风
味，还通过精心的呈现提升了整体体验。

泉州美食文化的魅力在于它巧妙地找到
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点。许多餐厅在保
留经典味道的同时，赋予传统美食新的生命
力和现代感。这种平衡不仅丰富了泉州美食
的种类和口味，也满足了现代食客对于新鲜
感和品质的追求。例如，“开元印象·闽南菜”
餐厅，不仅以其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
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顾客，店内的闽南
传统非遗表演，如火鼎公婆、拍胸
舞、南音演唱等，更是极大地丰富
了食客的文化体验，令人
印象深刻。令人从走进餐
厅的那一刻起，仿佛
穿越回了繁荣的开
元盛世，感受到泉
州深厚的文化
底蕴。

传统文化独特加持记者发现，在泉州，“漂亮饭”的体验还逐步形
成了几大类别：花园“漂亮饭”、露天“漂亮饭”和海
景“漂亮饭”。这些体验强调就餐环境，追求极致的
用餐风景，将美景覆盖每一个细节，让食客仿佛置
身梦幻仙境。

“漂亮饭”资深爱好者张超超为“95后”，她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漂亮饭”的核心魅力在于无法“量
化”的美感，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沉浸在
视觉的愉悦中。在她看来，“漂亮饭”大隐隐于市，可
以彻底地“去班味”，让人在都市的喧嚣中重启内心
的宁静与平和。她还敏锐地捕捉到，今年泉州的“漂
亮饭”在主题上有许多创新，包括新中式、卡通主题
和风景主题。“不用去济州岛就可以拥有人生照
片。”张超超说。

秋季是丰收的季节，食材种类也达到了全年高
峰期。在泉州，众多餐厅纷纷推出秋季新菜单，吸引
食客体验丰收时节的美食。这些餐厅不仅展示精湛
的烹饪技巧和丰富的菜品，独特的文化氛围与用餐
体验也成为吸引食客的重要元素。位于泉州中心市
区南俊路的阿言日记餐厅将栾树装置艺术融入店
内装饰，营造出别具一格的秋日氛围。来自永春的
陈心玥手捧餐厅的家庭式融合料理——柿子枫叶
巴菲杯，称赞道：“这餐点不仅味道好，外观也非常
吸引人。”同样，法式复古风格的小红花餐厅以一束
象征秋天的巨大花束布置空间，成为拍照打卡的理
想场所。来自深圳的“00后”游客郑昕慧表示，这里
堪称泉州的“莫奈花园”，泉州的秋日氛围与“漂亮
饭”相结合，食客即便是独自用餐也不会感到孤单。
她还建议，来这里打卡时不宜穿着过于花哨，可选
择白色或鲜艳的颜色，以田园、温暖风、复古欧式风
格为佳。坐落于东海泰禾广场新天地的摩天轮之下
的椿叙，凭借其别致的鲜花池和米色系的装潢，迅
速成为享用下午茶的热门地点。店内融合了摩洛哥
与波西米亚的设计风格，氛围温柔惬意，尤其在夕
阳下，店铺沐浴在金色光辉中，与摩天轮的剪影相
映成趣，形成了独特的景致。

无需远离都市，在晋江九十九溪畔的田洋九
九农场餐厅，食客同样可以体验田园的乐趣。餐厅
推崇“食在当地，食在当季”的健康生活方式，创新
地诠释了“创意闽南田园菜”。从自有农场直供的
新鲜食材，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秋季的自然风味。
餐厅还推出各种活动，比如邀请食客参与闽南语
挑战，体验当地文化的同时赢取文创礼品。餐厅主
理人丁源表示，此类活动不仅让更多人了解田洋
九九的魅力，也传递了乡村振兴的理念。

秋日元素带来生态体验

“漂亮饭”一词，顾名思义，形容的是那些外观
精美、味道诱人，并能引发情感共鸣的美食。在泉
州，这种美食潮流正在蔓延，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
吃摊，还是高档餐厅，都能见到“漂亮饭”的身影。从
餐厅的精致摆盘到街头的创意小吃，每一款“漂亮
饭”都体现了厨师的精湛技艺和精心打磨。食客们
一边细细品味美食，一边拍照分享，美食与生活的
美好在此交织，成为泉州饮食文化中的独特景象。

“漂亮饭”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引人注目的视觉
呈现，更在于多层次的口感体验。每一粒米饭晶莹
剔透，配上色彩鲜艳的食材，如红色的草莓、黄色的
玉米粒、绿色的蔬菜等，经过厨师的巧手，融合成一
幅视觉与味觉并重的艺术品。精心摆盘的美食不仅
展现了厨师的创意，也为食客带来了独特的味觉享
受。米饭的软糯与肉类的鲜嫩、蔬菜的清爽形成鲜
明对比，再加上特制酱料的点缀，整道菜品层次丰
富，充满和谐美感。在鲤隅·闽南古厝餐酒馆的主理
人王军看来，“漂亮饭”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
美学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体验。记者走访时看到，餐
厅内部设计融合了丰富的闽南传统元素，如龙舟造
型、滴水兽和财神爷等，营造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
觉。这种装修风格不仅是地域特色的怀旧表达，也
是对“漂亮饭”理念的延伸。厨师通过创意摆盘和精
致烹饪为食客提供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餐厅则
通过复古氛围带来历史与文化的沉浸感。特别是独
特的点餐方式，如撕日历般的点餐形式，赋予就餐
过程更多的仪式感，契合了“漂亮饭”注重美食背后
文化故事的理念。这种用餐体验将美食、文化和情
感相结合，既古朴又现代，吸引了众多食客，尤其是
年轻人。

正如“漂亮饭”追求的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更
是在视觉、文化层面为食客带来丰富的体验。每一
道菜品背后都蕴含着故事，既展现了泉州美食的独
特魅力，也通过色彩、造型和味道让食客体验到文
化的传承和创新。不少餐厅正通过其复古的装饰风
格和精心设计的菜肴，将这种美学与文化的融合表
现得淋漓尽致。

好看好吃好故事

设计融合了闽南传统元素设计融合了闽南传统元素，，追求独特的审美氛围追求独特的审美氛围。。

秋日来信秋日来信，，栾树花开栾树花开，，““栾树栾树””
装置艺术融入店内装饰装置艺术融入店内装饰。。

撕日历的点餐方式撕日历的点餐方式，，赋赋
予更多的仪式感予更多的仪式感。。

融合了摩洛哥与波西米亚的设计风格融合了摩洛哥与波西米亚的设计风格，，营造了温营造了温
柔的氛围柔的氛围。。

餐厅推崇餐厅推崇““食在当地食在当地，，食在当季食在当季””的的
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图为店内的果蔬装置图为店内的果蔬装置。。

柿子枫叶巴菲杯柿子枫叶巴菲杯、、
柿子舒芙蕾柿子舒芙蕾，，带着浓浓带着浓浓

的秋日氛围的秋日氛围。。

鲜花烟雾鲜花烟雾，，在视觉在视觉、、文化层面为食客带来更丰富的体验文化层面为食客带来更丰富的体验。。

“曲径通幽
处 ，禅 房 花 木

深。”唐代诗人常建给
后人留下禅与树的思考。

这也吻合现代人的思维习
惯，凡禅院大多建在深山老林或
离尘幽静处，周围必定树木葳蕤，

梵音袅袅。泉州清源山麓便是寻找禅
音的好去处。当你在其间穿行，也许会不
知不觉来到少林寺，也会邂逅这里的榕

树、菩提树等，感受到几分禅意。
据《泉州少林寺志》记载，少林寺自乾隆

年间遭到焚烧后，沉寂了两百余年。大雄宝殿
前有两棵参天古榕，全程见证少林寺复建的历

史。一棵有气根，另一棵没有气根，像一对“公婆
树”，“功夫不负有情树”，它们终于等来了少林
寺复建委员会的成立。两棵榕树的中轴线成为
复建的基准线。沿着基准线，依次建设大雄宝
殿、天王阁、观音阁以及文殊阁、普贤阁……规
模庞大，蔚为壮观，大有“十进山门万丈垣，百顷
田园三岭地”的恢宏气势。

少林寺与树还有很多不解之缘。两棵榕树固
然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而观音阁里的观音雕像
则是巧夺天工，手拿净瓶，脚踩荷
花，仿佛“和平观音”刚从南海飘
来。令人惊讶的是雕像的木材取
自生长于非洲的千年菠萝格老
树，因缘际会，漂洋过海。

当你漫步少林寺，你还会在不经意间
发现生长于陡峭石壁之上，天造地设恰好为达摩
石像遮日挡雨的毕钵罗，观音阁前一株1500多年
树龄的小叶紫薇以及立于文殊阁和普贤阁前，无
论发芽或落叶都相差不少时日的两棵菩提树……

一棵棵神奇的树木，争相传扬着南少林生生
不息的武魂和禅意。南少林武术精神正如参天古
木，常绿长青，古意盎然，历久弥新。

（杨剑辉）

禅房花木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