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过的蓝和白，它唤醒了一

个记忆中的花园，再将记忆

带回山林之中，直达云雾缭

绕的山顶。

或者，对于忙碌的大都

市人来说，度假这个词显得

有些奢侈。我们在某一时

期太急于融入城市，却又在

某一时刻迫切想要逃离，是

只能逃离吗？这个疑问在

一位深圳朋友那里得到解

答 ，他 创 办 了 一 本 名 为

《DRAWN》的杂志，创刊号

内容是以海为主题的故事，

又在自己的另一个咖啡品

牌“山池”进一步探讨了一

种不逃离城市的态度，上山

入海，将自然的生活方式引

入城市。

度假不必远行，踏出家

门就是第一步。在广袤的

深圳东部的山海之间，停留

的每一分钟都带着一种如

梦如幻的感受，在磅礴的洋

流到达前，美妙的紧张感充

满胸腔，你不想错过每一次

日出和日落。身旁，素不相

识的旅人们安静地观看这

一切，这一刻没有人说一句

话，空气里是伴随着海浪飘

来的海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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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我国版图上，人们耳朵里

被“灌满”的城市，地处北纬 22°的南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中，它冬短夏长、全年

阳光丰沛，有着绵延两百六十多公里的

海岸线和连接太平洋的辽阔海域，也有

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茂密的森林群落、

独特的火山地质构造……也许很难想

象，这个人们“最熟悉的陌生城”，并不

逊于其他海岸度假胜地，在快节奏的经

济生活，它自有可爱的另一面。

早班机太早，落地宝安机场时还

半梦半醒着。大梅沙在深圳的东面，距

离市中心仅 12 公里，却感觉这里离现

代化大都市很遥远。穿过梧桐山长长

的隧道，道路右边绿树掩映着大海，沙

石断崖取代了高楼大厦，连路人步行的

速度也放慢了下来，终于可以深呼吸

了。

内地城市已到了深秋，但这儿仍然

是处于看海看沙滩看大家游泳的日

子，到了酒店立马被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吸引住。小火车在泳池间穿梭，大

型泡泡机营造着美梦，沙砾藏在小孩

们的鞋子里，一只手拎着挖沙的小桶

一只手捉住贝壳，追赶嬉闹，真是另一

重夏天。

城市人的度假生活是一个寻找舒

适区的过程，路程不要太远太辛苦，美

景最好触手可及，还要有必不可少的好

酒和美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我

几乎从每位深圳朋友口中都听到过的

一句话，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带着乡音

乡情扎根于此，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也

见证了城市的成长，早已成为了这座城

的一分子。

作为自然教育的一部分，海洋知

识对我们“阿北”来说略显陌生。提起

海洋更多想到的是惊涛骇浪，事实并

非如此，生活在海边的年轻人决定以

海洋的名义为孩子们做点事情。酒店

与当地教科文机构将联合成立一个

以海洋教育为主的青少年基地，从探

索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与海洋共生共

存、保护海洋资源、了解海洋习性、克

服对海洋的恐惧等方面内容入手，让

下一代能更深入地了解地球的生命起

源——海洋。

相比西段的海滨栈道，我更偏爱栈

道的东段。这一段更远离城市和港口，

去过之后才发现，在酒店露台能看到的

栈道就是这一段。从酒店打车五分钟

能到达这条栈道最东边的背仔角，岬角

延伸向外有座红色的灯塔，是栈道的最

东端，也是深圳的最南角。下午五点之

后栈道上游客逐渐多起来，有父母带着

孩子的，有结伴的好友，也有亲密的年

轻情侣，都是去灯塔看夕阳的。日落时

分，金色的海面晃得人有点睁不开眼，

海风温柔地吹拂着，到达时，灯塔下的

阶梯上已经坐满了人，静静等待着夕阳

西下和晚霞降临的浪漫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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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城市的快速发展得

益于建设者强大的学习能

力，在深圳，从社区的小型自

助图书站到景点和市民中心

的大小图书馆，不分年龄阶层

阅读的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

道风景。

一路向东，来到位于深

圳东部大鹏半岛南澳镇的古

城“大鹏所城”，这座古城全

称“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始

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是明

清两代的海防军事要塞，有

“沿海所城，大鹏为最”之称，

深圳的别称“鹏城”就得名于

此。

大鹏所城主要格局、街

道及建筑至今保存相当完

整。体现城外观的部分城墙

及东、南两城门保存完好，城

内现存有赵公祠、天后庙、华

光庙、侯王庙和十余座清代

将军府第以及一批清代民

居。其中尤以赖恩爵的“振

威将军第”保存最为完整和

突出，整座将军第坐北朝南，

门口保存有一对抱鼓石，门

首横额石匾“振威将军第”为

道光皇帝御笔亲题。外围一

丈有余的高墙，气势雄伟。

平面布局分东、西两座院落，

东座为三进两天井结构，西

座为五进四天井结构。占地

面积达 2500 平方米的将军

第，雕梁画栋，规模宏大。其

建筑特征有青麻石墙基、上

砌青砖、大阶砖石、石柱础、

木梁架，硬山顶、博古脊，是

清代典型的府第式建筑。

作为深圳的起源与根脉，大鹏所城

至今仍有大部分原住民居住，与大多数

古城不同，这里保存更多的是原住民浓

厚的生活氛围。工作日游客不多，行走

在安静的石板路上，感受街巷间的古韵，

仿佛身处明清时期。偶遇骑着自行车的

小贩操着客家口音沿街叫卖绿豆冰棒，

别有情趣。

出古城东门，在一棵巨大榕树下的

咖啡馆小憩，只有我一个客人。年轻的

咖啡师说他在城市里开过咖啡馆，离开

喧嚣的城市生活，回流到安静的古城，想

要更多闲暇的时间来学习和沉淀自己。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这里还有很多，他

们给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他们的

回流，古城变得有趣和丰富起来。更多

的咖啡馆、小酒馆、民宿开起来，一些年

轻艺术家也来到这里居住创作，寻找灵

感。这家由一座废弃多年的房舍改造的

咖啡馆作为新的社区中心生长起来。我

离开时一对本地的老年夫妻牵手进店点

了两杯咖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以

自然无形的方式交融。

下一站是大鹏半岛的国家地质博

物馆，这是计划外的行程，却是给博物爱

好者们的礼物。坐落于中生代火山地层

分布区的七娘山下的国家地质博物馆，

是研究我国东南沿海侏罗纪到白垩纪火

山运动的天然博物馆。博物馆共设置六

个展厅：序厅、地球探秘展厅、大鹏半岛

展厅、矿物展厅、城市与地质环境展厅和

恐龙室外展场。

从博物馆东侧溯溪栈道向七娘山方

向步行而上，清澈的溪水从山间叠泻而

下，蝴蝶和红蜻蜓在林间和花丛间飞

舞。博物馆主体是由斜切面组成的大型

建筑，犹如散落在七娘山脚下的火山石，

热带灌木环绕四周，云朵在天空中飘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