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人才懂的美食都在这儿

故宫路“翻脸”比翻书还快

一条故宫路上，两种不同的

厦门风格。厦禾路隔开南段的

古早味，北段故宫路更新潮、更

现代。

没有复古端庄的洋楼，两侧

榕树笼罩街道，增加几分文艺，

这里有更浓郁的生活味。

阿姨唤着小狗，大爷摘帽与

老友告别，放学孩子蹦蹦跳跳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轨

迹奔波着，或行色匆匆、或驻足

一瞬，故宫路处处充满生命的

活力。

没有纷繁复杂的社交，只有

鲜活的烟火气。如果有一天你

经过故宫路，别忘了放慢脚步，

做个幸福的吃货，做个幸福的

厦门“郎”。

（来源：思明快报、美城厦

门、思明档案、厦门旅游年卡）

故宫路上可谓是美食盛会，

没有个性十足的装修，人情味

和烟火气才是最好的装饰。

不到 500 米长的小街，藏着

厦门“最”佳美食。

三真丸子店，是许多老厦门

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简单的

红底白字招牌，低调待在路口

拐角处，就这样坚守了 20年。

一份丸子配咸饭，一份鱼羹

配拌面线，一份老厦门的童年

味，一份闽南最地道的人情味。

故宫路上最“年长”的美食，

还属吉利扁食，看似不起眼的一

家小店，岁月为它蒙上古早滤镜，

这家小店已经历30年时光。

没有响当当的名声，却是本

地人时不时念叨的美味。店面

厨房敞亮，就像回到自家厨房，

看到家人为你准备丰盛的晚

餐。

穿过厦禾路，故宫路北段同

样好吃。四里沙茶面可谓是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游客慕名而

来，本地人寻味而来。

花生酱与沙茶酱熬出浓郁

汤底，搭配四里阿姨语速极快

报菜名，厦门味，对味了！

不止如此，炸菜丸、豆花、大

排档……这一条街走下来，各

式各样的小店定会让你再来。

烟火袅袅，闲庭煮茶，故宫

路的美食不仅是好味，更是闽

南人的坚守和传承。

没有“故宫”哪来的故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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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厦门

书画艺术

“金榜美传·向美而行”
诗书画名家雅集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5

月 15 日，厦门市第九中学举

办纪念建校 50 周年系列活

动———“金榜美传·向美而

行”诗书画名家雅集。活动聚

集了 30 余位两岸青年书画

交流协会的书画家以及厦门

九中校友，厦门市第九中学

党总支书记、校长许耀辉，厦

门市第九中学校友联谊会会

长、厦门市第九中学教育基

金会创会会长许培新，香港

书画家交流协会主席、两岸

青年书画交流协会会长陈文

星等出席活动。

许耀辉代表厦门九中对

到场嘉宾表示欢迎。他回顾了

厦门九中建校以来的发展历

程，表示厦门九中近年来发展

势头良好，这得益于各级政府

大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以及建

校 50 年来历届校友秉承的拼

搏精神。感谢到场嘉宾共同见

证厦门九中 50 年风雨历程，

为厦门九中校庆留下珍贵的

墨宝。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九

中建设发展。

许培新表示，厦门九中建

校 50 周年，培养了数万名优

秀学子，他为九中的发展感到

自豪骄傲。作为九中校友，大

家关心、爱护母校，校友会也

将继续致力于联系、团结校

友，创造机会支持母校助学助

教、奖学奖教，为母校的发展

贡献力量。

陈文星是厦门九中退休

教师，也是此次活动主要召集

人。他回顾了在九中工作生活

的往事，以及九中历年来书画

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他感

恩九中的培养，并表达了对九

中建校 50 周年校庆的祝福。

他表示，九中要保持教学特

色，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将厦

门的文化底蕴和书画教学相

结合，为培育下一代继续努

力。

活动现场展出了许多优

秀书画作品，书画艺术家们也

当场泼墨挥毫，用一幅幅精美

的书画作品，为九中 50 周年

校庆增光添彩。活动共收到 66

件作品。大家纷纷表示，此次

活动非常精彩，很开心能够通

过书法绘画的方式为九中校

庆献上自己的一份祝福。

近日，由香港书画家交流协

会、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福建

顶新科技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的“香港·厦门书画作品展”，

在平和县崎岭乡顶寨村展出。展

览共展出百余幅书画作品，其中

有香港中银国际副董事长、两岸

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会长林广兆书

法作品《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

梦》等 29 件新作，及书法《香港精

神———林广兆》《林广兆———中银

之星》，国画《走进顶寨苏区，参观

广兆故居》，花鸟画《福寿图》等书

画作品。县、乡、村各级领导、企业

家，众多书画爱好者等出席活动。

香港书画家交流协会主席、

两岸青年书画家交流协会会长

陈文星在现场致辞中说，此次活

动是两个协会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以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的努力成果。来到美丽的顶寨苏

区参观学习，感受到这里人杰地

灵。古民居、土楼、红军洞等建筑

群，乡村小桥流水景色令人流连。

林广兆先生原籍顶寨村，捐资兴建

平和广兆中学、设立奖学奖教基金

会等，他的爱国爱乡精神值得大家

学习。

展览现场还向顶寨村党支部

等单位赠送书画和画册等。

□陈文星

要说在厦门老城区哪儿能看到地道的烟火气，故宫路必榜上有名。

故宫路地段极好，连接“四面”厦门城，北起湖滨南路，经厦禾路南拐西

至思明东路。繁华、热闹、文艺、市井，厦门多面的美，每一面都值得珍

惜。

厦门没有故宫，为何有条故

宫路呢？这儿指的并不是北京故

宫，而是老宫庙。

曾经故宫路上有一座慈宁

宫，位于古厦门城西门外，奉祀

天后妈祖、保生大帝。因此旧时

故宫路也俗称慈济宫路、围仔

内。

除了慈济宫，故宫路曾经还

有好几座庙宇，但都随着城市建

设慢慢消失，不过，至今还保存一

座宫庙，那就是朝天宫，主祀天

后。

在朝天宫旁侧，一栋白色洋

房隐于闹市。

故宫路 68 号别墅，白色外墙

上的复古雕花，散发着与质朴老

街不同的奢华感，轻踏进院子，穿

越回民国年间……

1927 年，洋楼建成，那时候

的故宫路还不叫故宫路。几经波

折，洋楼先后被开元区人民法院

和厦禾公社租用，又变成鼓浪屿

法庭。

如今的 68 号别墅被主理人

精心修缮，改名为茶馆，集合了

居住、聚会、饮茶、旗袍换装为

一体的复古美学体验馆。

街外行人纷纷扰扰，关上

门，别墅气质便沉淀下来，隔绝

喧闹与嘈杂，如一位大户人家

贵妇，俯视故宫路上人来人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