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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有这么一家租书屋
!

门头

灰蒙蒙的
!

店里的两排书架上

紧密地排满了书
"

书是旧书
!

老

远可以看到书面上泛出的油渍

光亮
"

租书屋的生意并不好
!

有

些冷清
!

老板搬了一张板凳
!

坐

在店门口
!

许是在守候顾客
"

面

前
!

马路上人来车往
"

这条马路

始建于清光绪年间
!

曾经是下

关最宽的马路
!

如今
!

路口陈旧

且歪斜的路牌上
!#

大马路
$

三

个字看上去名不副实
%

大马路毗邻下关码头
!

民

国时期
!

这里可是中国最繁华

的商业街
"

!"#!

年的一个夏日
!

大马路

的一家鞋帽洋货店
!

新到了一批

礼帽
"

南京城的太太小姐们闻讯

赶来
"

洋货店是一座
$

层楼的西

式风格建筑
!

用英国水泥建成
!

一
&

二层是鞋帽店
!

贩卖洋人运

来的礼帽
&

鞋子
&

袜子等日用品
"

这里货多
!

款式新
!

更新快
!

追求

时髦的人喜欢来转转
"

大马路上大都是西式洋

楼
"

鞋帽洋货店旁边不远
!

就有

一家手表眼镜店
!

店名取得很

大
!

叫
'

大西洋手表眼镜公

司
$ !

手表也是进口货
"

今天
!

这两家贸易公司已

经看不到全貌了
"

能看到的
!

只

剩下一面残存的西式风格墙

面
!

石头制成的门头
!

以及残存

不全的招牌
"

旧址在大马路
%&

号附近
!'

庆华鞋帽洋货
!!

$

和
'

!

洋手表眼镜公司
$

门头

招牌上的字迹已经斑驳
!

需要

费劲辨认
"

西式门头下
!

经营的

不再是鞋帽手表之类的洋货
!

而是一家家不起眼的小吃店
"

路过的人
!

稍不留意
!

很容易将

这里错过
"

大马路也有保存较好的西

式建筑
"

大马路
''

号
!

原为中国

银行南京分行
!

这幢几十年前的

老房子如今依然坚固
!

粗壮的石

柱有两层楼高
!

顶部石台雕有精

美的花纹
"

大马路
'(

号
!

原为江

苏邮政管理局
!

三层楼建筑
!

有

段时间
!

这里的工作人员全部是

英国人
"

繁华与热闹给这里的交通

带来了压力
!

中国第一条城市

'

轻轨
$

就诞生在这里
"

'

轻轨
$

其实是一段市内铁

路
!

连接下关与市区
!

线路短
&

站

距近
!

行速慢
"

上了年纪的老南

京
!

称之为
'

小火车
$ "

小火车在

南京市内跑了整整
)*

个年头
"

+*

世纪
$*

年代
!

南京街

头流传着一曲金陵小唱
!'

扬子

江头看落霞
!

秦淮河上响鸣蛙
!

乘车直入华灯市
!

风鼓铁轮送

到家
$ !

说的就是
'

小火车
$ "

当时南京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

很多人都是骑驴子穿行于南京

城内
!'

小火车
$

方便了出行
!

每趟车都会很拥挤
"

如今
!

这里已听不到叮当

叮当的车站铃声
!

大马路上
!

可

以找到的是脚下一段废弃多年

的东西方向的铁轨
"

当年的繁

华
!

都无声地记载在了这条狭

窄的轨道上
"

此刻
!

铁轨旁的小吃摊上
!

一锅馒头刚刚出炉
!

扑鼻的馒

头香从历史飘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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