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林在历史上曾有“岭南都会”的称誉，商贸文化

非常发达，位于玉林旧城区中心地带的骑楼街就是繁荣

的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自古以来，玉林的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清光

绪版《郁林州志》中记载：“郁林州由岭以南亦一都

会，……舟车之会，巨商富贾于此聚居。”光绪三十年

（公元1904年），南流江被划为广西食盐进口航道，现

玉林市福绵镇的船埠成为当时广西最大的食盐集散地之

一。民国时，贵州的桐油、鸦片及北海造船用的柳杉均

是经由船埠沿南流江出海，所以船埠又成为当时广西最

大的土产集散地。另外，玉林的手工业也很兴旺，土布

纺织业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玉林的土布很早就被列为

朝廷的贡品；玉林的陶瓷业也名声在外，早在宋代，北

流、容县的陶瓷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兴业的蓝靛加

工业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曾经名扬一时，庞村就是当时兴

业经营蓝靛作坊的首富及其后代子孙所建造且遗留下来

的古建筑群；博白群众历来有编织的手艺和习惯，在宋

朝时就开始生产芒竹编织品了；陆川，则是以铁锅制造

独领风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

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玉林的记忆中，骑楼与玉林货如轮转的繁华商业

和手工业是分不开的，一些玉林人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是伴随着骑楼一起深烙在老玉林的心里的，比如说竹篾

行、东风、大同、果然等，商业，是玉林骑楼街的主要

功能。

玉林的老骑楼多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久失

修，有的已经破旧不堪，为了保护和发展这一具有浓郁

岭南风情的骑楼建筑，自2004年始，玉林市委、市政

府先后投入巨资，全面启动改造骑楼街的工程。改造后

的骑楼街范围包括：自玉州路与人民路交会起点直走至

五灯坡路口，自五灯坡路口右拐弯经竹篾行至西街口；

解放路东门商业广场路口直走至西街口，西街口右拐弯

经大北路至人民路口，自西街口经大南路至老南桥。改

造后的骑楼街风格统一但又独具特色，有的骑楼矗立着

尖顶塔楼，有的加入了西方柱饰，再加上多姿多彩的花

饰、浮雕、铁艺等墙面装饰艺术，洋溢着典雅别致的欧

洲韵味。而宽敞高大的骑楼底下，人群川流不息，明亮

的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散发出热闹拥挤的市井气息。

在这里，东西方建筑艺术水乳交融，高雅世俗和谐共

处，书写了玉林商业文化的新篇章。

_改造后的骑楼街因其显著的名气、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位置、舒适的购物环境和丰厚的文

化氛围而成了玉林第一条步行街，除了一些早就扎根在这里的老字号外，一些知名品牌也纷纷落

户此地。每当夜幕降临，骑楼街便灯光璀璨，流光溢彩，闪烁成几条灿烂的人间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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