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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发来微信：写写龙城路
啊！手机提示音响时，我正弯腰
在阳台上，亲切地看着那株木
槿。一株丹麦木槿，我为它写过
诗歌。出门几天没淋水，仍然开
出了一朵花，硕大圆润，红得让
人眼红，明晃晃地摇曳着骄傲。

盛夏的光借着明晃晃，一再
跳动。再看手机，索性放下眼前
的，出门走走。目标就是龙城
路。

顶着烈日，龙城路上聚拢的
高楼极具压迫感，高楼上连片的
玻璃，折射着夏天的光，穿越一
般，烈焰灼心；唯有一丝风吹来
的时候，才让人回归熟悉。

按照过去几十年生活的经
验，龙城路和我生活的城市应该
很贴切。

几十年前，柳江上只有一座
桥，连接柳江南北两岸的柳江大
桥。这座桥，威风而势不可挡。
到北岸，龙城路顺势靠过来，沿
路走下去，是熙熙攘攘的行人。

每次过柳江大桥，准备沿路
下去时，我就想起一位广西的画
家，韦羲，我喜欢他的那本书
《照夜白》，陈丹青写的序。书中
有句：“还没临完 《芥子园画
谱》，小学就过去了……仿佛一
觉醒来便已脱胎换骨，变为莲
藕，花果山水帘洞就在不远的山
里，在正午，转过哪个山脚，沿
路走下去，就到了宋朝。”

看，“宋朝”两字多有诗意，
它跳过了汉字里面的不知所向，
直指目的地。这些景象，如果移
到柳江大桥和龙城路这里，一样
适用，当然适用的是我的心情。

这个炎热的日子里，龙城路
在等我，等我看它、写它，或者什
么都不做，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对它的耐心可以追溯到我们
的少年时代，一过柳江大桥，沿
着龙城路向北，横过五一路，就
是新华书店，人头攒动的新华书
店。如今人头攒动的，当属龙城
路上各种手机、服饰专卖店了
吧？此时书店在另外一条路上，

有些孤独。
龙城路南段，一栋高楼伫

立，柳州宾馆，建于上世纪80年
代，素有“八桂第一楼”的美
誉，是柳州市一个地标性的建
筑。早些年，但凡外地亲友来
柳，招呼到这里的旋转餐厅一
聚，算是有个交代。

身处30层楼高处，吃喝谈笑
间，旋转餐厅顺时针方向悄然转
动，一抬头，一不小心，移步换景
变了天地，仿佛世事迁移。最喜朝
南的方向，柳江河水一直流，南
岸的群山，一定隐藏着山神，早
晨山神起来吃几口白云，黄昏的
时候，他们要到江边照一下镜
子，顺便抓自己的影子玩一玩。

也只是那么神游恍惚一下，
餐厅就转到龙城路上。龙城路坚
持南北走向，在车流奔涌人声鼎
沸的现场，仍然坚持得笔直，还
一丝不苟，像个修禅者，不为世
事流逝所动。

柳州宾馆的入口处，立着
“车位已满”的牌子，每次看
见，我都惶恐得很，当然，我的
车子停放这里的机会屈指可数。
那块牌子，觉得就和青春、一见
钟情一样，具有莫名的欺骗性。

也许临近的公交车站台感觉
会好点。过去的十多年里，乘坐
公交车上下班，龙城路上的公交
站是我每天的终点也是起点。每
逢下夜班的时候，某一路末班车
会成为龙城路上所有夜归人最亮
的希望。

曾经有段时间，把地标性的
高层建筑误认为是龙城路 1号，
其实真正的1号是在路对面的照
相馆。那个照相馆是我的父辈们
包括我们这一辈人的拍照记忆
点。全家福、结婚证件照、生日
纪念照，都离不开这里。现在选
择面多，不用拘泥一个地方，也
不知道国字号的照相馆生存状况
如何。

龙城路上的店面多，竞争免
不了悲喜交加的。路过一些店
面，经常被音量超高的音响、话

筒掀翻，连忙自觉
避让十米开外。这
么市中心的一条路，
也需要整出一点大幅
度的动静，才能显示活
力，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些
高音分贝的商家们。

沿龙城路同方向位置，地下
匍匐着一条街，龙城路地下商业
街。我觉得这条地下街，就是一
头硕大的穿山甲，遍寻居住地，
发现这里合适，赖着就再也不远
游了。外地朋友来柳州，看见高
峰期的龙城路，行人和车都从容，
井然有序，路面洁净，表示很惊
讶。每次我都不厌其烦告知真相：
地下街冬暖夏凉，防晒防雨，过马
路安全有效，行人都走下面。

曾经动过一个念头，想约个
摄影师，用无人机把龙城路从头
拍到尾，彻彻底底全方位地拍。
看看这条不拐弯的路，用高空雨
滴的角度欣赏，会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大概也有了答案。

答案在1996年的那场洪水中
就隐约生成。洪水袭来，我在单
位抢险崴脚受伤，被困单位三
天。单位的顶楼可以极目远眺。
世界一片混沌，唯有柳江大桥和
大桥北端的龙城路留有辨识度。
龙城路上，水中的路灯杆，勇敢
整齐地站在路边，成为洪水里的
一些方向标，让人能够识别。那个
场景留在记忆里，有一些安慰。

立秋时节已经到来，蝉鸣声
声，龙城路上是没有蝉鸣的，但
是有不停歇的人声，每一道声音
都会回响在龙城路上。路旁的灯
柱，会突然在夜幕时分疯长，傲
岸也温良。

走完一圈龙城路，回到家
里，打开电脑，我迫切地想要对
它说些什么，恰巧我为那株木槿
花写的诗句跳了出来，“我守着
一株无穷花/不让它疲于奔命/风
一吹来/就长出一些安慰”。那就
先借用，既是开头，也是结
尾。

（本版图片均为龙城路场景）

龙城路

【柳州别称龙城，故名。清代称龙角街，1933
年名龙城街。1946年前曾改名龙城路，1947年
复名龙城街，1966 年扩建后改名人民北路，
1982年改今名。位于城中区西南部。南北走向，
南起柳江大桥北端，北至五一路中段。与中山
中路、公园路、景行路相交。是市区主要街道。】

柳州街巷走笔 风一吹来
就长出一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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