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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龙津西路

所见更多是骑楼建

筑文化的熏陶，那么当

你迈入龙津中路和龙津

东路之后，老城生活的人间烟火

气息就如影随形般纷至沓来，让

你瞬间被“淹没”在饮饮食食的多

元文化中不能自拔。

道路两边的各种店铺当中跟

“吃”这个字有关的可太多太多

了，大大小小、品类繁多、琳琅满

目，百多年的老字号茶楼与崭新

的时尚连锁店面“并驾齐驱”，各

有各的消费群体。粥粉面饭馆子

更是三五步就可见一家，快餐店

标出来的价格“感人”到不行，那

些售卖食材或米面、云饺、烧腊等

的店铺前也围满正在认真选购的

人群，一边穿行在这样的氛围里，

一边你脑海中就自动脑补出各种

美食萦绕的美好画面——世间一

切美好，都可在食物中找到。

龙津路上最“老”的茶楼应该

就是创于清光绪二年即1876年的

荣华楼了，不仅是龙津路，放眼全

广州它也是排得上号的十足“老

字号”，难得的是历百年沧桑，它

迄今依旧活力满满，一楼的门面

主要售卖糕饼点心，二楼是吃饭

饮茶的空间，每天下午及晚间的

数个小时，它的三楼便是粤曲票

友们的乐园。

从一家冰室起家的老牌粤菜

馆向群饭店，同样是龙津路上“朴

实无华”的“平常人家”，一道葱油

淋鸡既是招牌，又是成就向群声

名远扬的实惠美味。

伍湛记、六记肠粉、三润面家、

津津面馆、醉琼楼（华哥私厨）、沙

湾姜埋奶、明记屎坑粉……从龙津

中路到龙津东路，随便一抓就是各

种数得出名头可以一吃的铺面馆

子，走在这样的龙津路上，如果你

都不想吃点什么、买点什么那都不

现实，这种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才

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偶尔，一只萌萌胖胖的喵星

人淡定地从你面前逡巡而过，一

边哼唧着专属的“喵言喵语”，一

边慢慢挪动油光发亮的身躯，从

容地迈着“猫步”逐渐消失在街巷

深处……

这一站，

认识一座城的最好方式，是用脚步丈量一条条
街道，融入本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有着2000多

年历史的商都广州，是City Walk的“沃土”，只要有
心，你真的可以在这里分门别类地行走，发现广州的A
面B面。

广州市荔湾区有一条长度2.3公里的道路龙津路，
从西到东分三段，分别是龙津西路、龙津中路和龙津东
路，从上世纪30年代扩建而成到现在，基本上保持着最

初的样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道路两旁为数众
多的骑楼与现代化的楼宇建筑比肩齐驱，在典型西
关老城风格的腔调之余，又流淌着传统与现代、新

与老相交汇的韵律……
这一站，我们去走一走龙津路……

■新快报记者 陈斌 文/图

龙津路是上世纪30年代随着广州城的拓

宽而扩建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曾一度

被命名为“向阳一二三路”，1982年恢复龙津

路原名。

坊间关于龙津路得名流传最广的说法，与

一名明朝时期来广州的英国商人有关。传此

人在广州时闲来游五仙观，见到一条年轮非

常久的葛藤能吊起千斤大钟，感觉很神奇，认

为这葛藤恐怕是件“宝物”。于是他“花言巧

语”游说一番，“骗”得了葛藤，得意洋洋回到

自己的居所后，再看手中葛藤觉得有点儿脏

兮兮的，就想用水把葛藤清洗清洗。却不想

葛藤遇水竟“幻化”成“龙”一飞冲天，不见了

踪影，只在现在龙津路的位置上留下了一滴涎

沫，即“口水”，从此人们便以“龙津”二字称呼

这条路。

这故事听听即可，事实上龙津路得名最

有迹可循的，应该是清朝时在此建造的龙津

桥，旧时广州的西关一带河网密布，为了方

便人们出行，西关河涌上修建了几座石桥，

龙津桥就是其中之一，民国时期龙津桥在城

市扩张的填涌开路中消失殆尽，“龙津”之名

却保留沿用至今……

整条龙津路的形状，看起来很像是

一个倒过来写的“U”字形，只是弯曲的

弧度没有“U”这么深，龙津西路与龙津

东路的终末都位于十字路口上，与另外

几条道路相交。

龙津西路1号是“黄振龙长子黄志强

主理”的“平安堂”凉茶铺，面对着凉茶铺，

右手边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左手边与凉

茶铺仅一墙之隔的门牌号就已经是多宝

路××号了。门牌号有如街头熙来攘往的

各色人等，看似简单，实则有“无声胜有

声”的独特“语言”，观察起来十分有意思。

龙津西路最大的特点是骑楼建筑

多，不时可见保存相对完好且至今仍

在使用的典型骑楼式建筑甚至建筑

群，荔湾区人民政府 2011 年 9 月公布

的“广州市荔湾区文物保护单位”龙津

西路骑楼建筑（龙津西路 55-67单号）

就是非常鲜明的实例。

这一组连号的骑楼建筑坐西朝东，

建于民国时期，是砖混结构的四层带平

天台骑楼建筑，门前悬挂着两盏大红灯

笼，门楣上书“西关大宅门”，镇守着大宅

的两头石狮子表情生动鲜活。

如果站在马路对面远观，“西关大宅

门”正对骑楼处的两根希腊爱奥尼风格

的立柱相当于撑起了整楼的“门面”，无

论单独看还是整体看，建筑艺术的韵味

都浓郁地扑面而来。

龙津西路上最出名的景观带自然是

荔枝湾涌景区，这里经过数年的打磨，如

今可观赏性更强了不少，不管是园林餐

厅还是时髦的咖啡馆，也不管是旧时的

西关大屋还是各种主题的博物馆，都值

得你驻足停留。倘若时间充裕，你大可

以先去泮溪酒家喝个茶，再去最美星巴

克或太平洋咖啡来一杯文艺范儿的啡，

文塔前与那一树粉色的异木棉正绚烂地

怒放，曾经“泮塘五秀”之一的马蹄粉在

街边大小商店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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