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南宁漫步



南国花园城南宁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古称邕州。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自
东晋大兴元年（公元 318 年）建置晋兴郡起，就成为历代郡、州、路、府的
所在地。由于南宁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心，属南亚热带
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因而给这座古城带来了绿色生命的活力。

如今的南宁，可谓“半城绿树半城楼”，享有“花园城市”的盛誉。她
处处绿叶婆姿，满目青翠，槟榔、棕榈等亚热带风景树，遍植街头、公园、
城里和城外。这些树木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扁桃，冠大荫深，
立在 14 条主要马路两旁，晴天遮荫，雨天挡雨，春天黄花灿灿，夏季果实累
累，常年披绿；菠萝蜜树，又称木菠萝，树形挺拔美观，叶面光亮，倘徉在
南宁街头，便可见树干上悬挂着一个个状如蜂窝的硕大果实，每只约 10 数
斤，其营养价值极高，含有丰富的糖分、维生素和矿物质，明代著名医药学
家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木菠萝具有“止渴解烦，醒酒益气，令
人悦泽”的医用功效；芒果树，也是热带具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其果实味美
芳香，还可制成芒果干、芒果片，食之生津止渴，令人难忘。这些乔木的果
实与菠萝、香蕉、荔枝、龙眼等南国佳果，给南宁带来了旁馨的四季。

南宁的花期可以说是水无尽时。漫步街头，那羊蹄甲、洋紫荆、白玉兰、
黄槿等，花香扑鼻。四月，红木棉花怒放枝头，宛如擎起一支支火炬。五月，
凤凰花红，浓绿中朵朵彩焰，渲染出南疆的热烈。名贵的金茶花，首次在邕
宁县坛洛乡发现后，而今也在南宁扎根，并开出了金黄色的花朵。金茶花是
最珍贵的山茶，属国家一类保护植物，刚发现它的芳踪时，曾使国内外为之
震惊。金茶花每年 11 月至翌年 2月开花，花期长达 4个月。花开之时，金瓣
玉蕊，鲜丽晶莹，仪态万方。金茶花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南宁的市花朱槿
花则以花朵大而鲜艳，艳而不娇深受市民的喜爱。不仅如此，它还能吸尘、
抗烟、吸附有毒气体，为净化环境而默默奉献。朱槿花遍植于街道两旁，公
园花圃，把南宁市容装点的分外妖烧。

南宁还是红豆的故乡。那羽状复叶春来一穗的蕊垂在枝间，在路旁、庭
园与修竹茂树互相掩映。秋天，红豆的青色果荚渐渐变褐，荚中的豆儿全身
彤红。当豆荚自然熟透裂开时，红豆如雨点般落下。那时，接红豆、拾红豆
便成了人们乐不可支的情趣。这豆儿或为少男少女的爱情信物；或为母亲对
孩子深深祝福的吉祥物；或为姑娘们珍珠般的饰品；或为孩童心爱的玩物⋯⋯
捧着这红红的豆儿，人们的心头总是充满爱意，不禁想起王维的著名诗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如果说南宁的路都是一条条绿色的走廊，那么，南宁的园中之园便构成
了花园城市的另一个格局。白龙公园、南湖公园、西郊公园、广西药用植物
园⋯⋯它们弱化了都市车水马龙的噪音，丰富了城市的形象。其中最具特点
的，就要数药用植物园了。它位于南宁市东郊 8公里处，占地200 万平方米。
载培各种药用植物 2100 多种，是世界最大的专业性植物园之一。药用植物园
里，亭廊典雅、水波莲猗、莲花亭亭、奇石叠障，一派南国佳境。药用植物
园分为广西物产区、草木药物区、藤本药物区和药用动物区等七个展区。园
中林木郁郁葱葱，百花盛开，草药异香，醒神怡情。通幽曲径连着每个展区，
——走遍，如在祖国的医学宝库中拾撷珠贝。药用动物园饲养着珍贵的药用



动物，如蛤蚧，黑叶猴、穿山甲、梅花鹿及鼯鼠等。其中，蛤蚧，黑叶猴为
广西所独有。在游览药用植物园之余再来到这药用动物的世界，会使游人得
到另一种乐趣。

60 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南宁见闻》诗中，对南宁的花木倍加赞叹：“南
来又见英雄树，劲挺枝头已着花。慈竹参天笼雨露，槟榔拔地入云霞。摩崖
壁画成专著，彻夜歌声听壮家。自治区成方五载，邕江灯火颂繁华。”现在，
南宁的绿化覆盖率较郭沫若吟诗之时又有了大幅度提高，已达到了 31.23
％。当你踏上南宁这块土地漫步在这绿荫道上，享受着花期五彩缤纷的景致，
花园城市的风景线向你铺出一条追求自然美的路，花园城蓬勃的气象犹如向
人们唱出一曲最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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