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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 权威 贴近 新锐03

离开柳州已有一些时日。
柳州的淳朴热情、浪漫温馨和
深厚的民族风情底蕴，在我心
底留下了美好记忆，难以忘
怀。

背上行囊，不远千里，奔
赴柳州参加全国地市媒体融合
发展盛会，内心高兴。走下动
车，已是晚上 9点多。早已等
候在车站出口处的柳州日报社
年轻同仁，满面笑容、热情洋
溢地把我们迎上大巴，穿行在
烟火浓郁的街道上，边走边
聊，很快到了酒店。办好入住
手续，给我们送来热气腾腾的
工作餐，在异地他乡感受到家
的温馨。

初来乍到，东道主柳州日
报社想得周到细致，安排用心
用情。紧凑的大会、论坛之
后，引领我们参观奇石馆、工
业博物馆、特色古镇、知名企
业，让我们多角度、全方位见
证了柳州的历史荣光、沧桑巨
变、日新月异的繁华、多姿多
彩的民风民俗，领略柳州这座
名城的无限魅力。

一路上，惊艳春天、赚足
眼球的，是那些次第绽放的紫
荆花。一树一树，一簇一簇，
开在行道旁边、沿江两岸、大
街小巷、农家院子，开在大众

情人的心坎上，整个城市俨然
成了花的海洋、美的天堂。30
万株，如此规模，唯有柳州。
纯白、粉红、紫色的花朵，玲
珑剔透，傲立枝头，纯粹之
颜，自然之美，优雅迷人。微
风吹过，花朵扭动柔软的腰
肢，多了几分妖娆，小雨滴
滴，洒在花朵脸上，多了几分
可爱。采风中，我们走到哪
里，哪里都有紫荆花的倩影，
这道流动的风景，看它千遍万
遍也不觉得厌倦，路途的疲惫
迎风而散了。紫荆花养颜、悦
心、怡情，是团圆、和睦、兴
旺的象征，更有坚韧不拔、锲
而不舍的良好品质，这大概是
柳州人普遍喜欢它的原因吧。

引导员告诉我们，柳州是
一座被江水环绕的工业城市，
这条大江叫柳江，入城百里而
出，称之为“百里柳江”。因
水而生、因水而兴，柳州之
名，也缘于此江。长期生活在
嘉陵江边的我，对胸襟宽广、
内涵深邃的大江大河有一种特
殊 的 情 怀 。“ 岭 树 重 遮 千 里
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柳江
如此绮丽，到了柳州，一定要
去看看它的芳容。

华灯初上，天空的月亮忽
明忽暗，我们一行登上游轮，

拥入宽阔的柳江怀抱，迎着劲
风缓慢前行，两岸美景如梦似
幻，美轮美奂。五彩斑斓的光
束点染夜空，投射到微波粼粼
的江面上，俨然一幅天然油
画。朦朦胧胧，偶尔一只水鸟
从江面轻快地掠过，“水墨丹
青”又添了一丝灵动；一座造
型迥异的风雨桥横跨两岸，伴
随霓虹闪烁，述说自己的陈年
往事；江的一侧三峰横列，俊
秀幽趣，状似蟠龙狂舞；双塔
矗立，遥相呼应，辉耀苍穹，
护佑黎民百姓；音乐喷泉，五
光十色，恰似水中芭蕾、天女
散花；夜幕星辰，“霞光”掩
映，两岸紫荆像那“东风夜放
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柳 江 花 月 夜 ，“ 一 朝 步 入 画
卷，一日梦回千年”。

走下游轮，带着“听壮族
的歌、看侗族的楼、赏苗族的
舞、过瑶族的节”的心情，移
步江边的窑埠古镇。街灯犹如
天上璀璨的繁星，把这座古镇
衬托得十分温馨和浪漫。南来
北往的游客和当地的居民徜徉
于石板路、幽静巷子、小桥流
水间。亭台楼阁，池馆水榭，
金碧辉煌；飘逸的瀑布，虽然
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银河落九天”，但也是古镇一

道独特的风景；美女如云，身
着壮族、水族、侗族、苗族、
仫佬族等民族服饰，化着精致
妆容拍照留影，“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
一处清吧，点一杯精酿，哼一
曲“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
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难
得的惬意呀！

进入古朴、幽静的柳侯
祠，一股人文气息、清新之风
扑面而来。在这里，仿佛望见
了柳宗元当年艰辛的背影，与

“河东先生”来一场穿越时空
的心灵对话。我们从小就读柳
宗 元 的 《黔 之 驴》《捕 蛇 者
说》《江雪》，这些名篇引人想
象，激人思考，影响我们一
生。作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文学成就一流，我们景仰
他。廉洁自持，忠信是仗，他
更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好官。从
长安贬到永州，再从永州贬到
柳州任刺史，打井、办学、种
柑植柳、废除奴俗，勤勉尽
责，做了很多利民实事。积劳
成疾、英年早逝后，家里无钱
买棺材，还是亲朋好友筹款帮
他料理的后事。柳宗元留下的
千古好名声，感动了当世和无
数后人，柳州人修建罗池庙

（柳侯祠），就是为了永远纪念

他 。 祠 中 “ 荔 子 碑 ”， 也 叫
“三绝碑”，集“韩诗苏字柳
事”于一体，柳宗元的德政功
绩一览无余。顶礼膜拜，洗涤
灵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地域不同，生活习惯各
异，山西人喜欢面食，重庆人
喜欢烫火锅，四川人喜欢吃麻
辣烫，而柳州人喜欢嗍柳州螺
蛳粉。偌大的柳州城，随处可
见柳州螺蛳粉店铺，满街都能
闻到柳州螺蛳粉的香味。我们
好奇地走进螺霸王食品公司，
见识了柳州螺蛳粉生产的精细
流程，在一拨又一拨食客云集
的体验馆里，好不容易等来一
大碗搭配卤蛋、猪脚的柳州螺
蛳粉，细嚼慢咽，其辣、爽、
鲜、酸、烫的独特风味，“一
尝抓人胃，再尝揪人心，三尝
夺 人 魂 ”。 作 为 一 个 吃 惯 了

“顺庆米粉”的南充人，再品
正宗的柳州螺蛳粉，满口留
香，是一种享受。

柳州之行，意犹未尽，匆
忙惜别。透过动车车窗，瞭望
柳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紫
荆花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
我们感动不已。常相思，长相
忆，再见啦，柳州！
（作者为四川省南充日报社社长）

唐降八龙，柳江逐浪，顺流东行，
遂有龙城。九曲回肠，逶迤勾勒，状若
玉壶，天作壶城。壶顶青山，秀丽清
新，出水芙蓉，是为莲花。绿水三礁，
砥柱中流，拱卫玉壶，是为三门。立舟
眺远，峰衔群山，青翠欲滴，五福临
门，是为古亭。碧水拍岸，岭树遮目，
道路幽静，闲庭信步，是为三门江国家
森林公园。

公园如画，令人神往。惟往昔体制
掣肘，游客临园，望门兴叹。今朝达成
共识，理顺体制，春风拂煦。指挥部受
命，因时施策，协调各方，修门葺阁铺
路，美园惠民，谱写公园新篇。最喜免
票入园，百姓共享清新，其美滋滋者
矣！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市委决策，
人大立法，政府建设，市民参与。江为
轴，望东南，称古亭，回西北，赞莲
花，龙城双肺，城市绿心，天然氧吧。
居此间不羡渊明，赛桃源夫复何求。先
民之忧而忧，后民之乐而乐，福泽壶
城，寿富康德，善始善终，其喜洋洋者
矣！

依法治园，保护先行。把三门功当
代，登古亭望长远，护莲花利千秋，

《柳州市莲花山保护条例》施行。今日之三门江古亭
山，春柳与落英齐舞，秋水共群山一黛。明日之莲花
山保护区，莺燕与琴瑟齐鸣，自然共人文一籁，其乐
融融者矣！

壮美广西，柳州篇章。山清水秀生态美，龙腾虎
跃今胜昔。我见莲花多妩媚，料莲花见我应如是。时
已至，势已成，唯有凝心聚力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方可不负青山不负人。

诚如是，莲花笑矣！
当如是！

就这样日益轻盈
就这样日益显出辽阔和安宁
每一朵紫荆花都认识通往春天的路
它们穿越风雨
穿越电闪雷鸣和冰雹的打击
抵达春天的盛宴

一朵一朵，汇聚十万个花的孩子
轻柔的合唱荡漾着城市洁净的云朵
一树一树，为千里江山着色

人们缓缓步入画卷，沐浴粉紫的光辉

我跟随紫荆花的芳踪
一路穿越了风雨雷电
心中跳动的爱记得通往春天的路
重返热爱的人间

落英缤纷，春天美得令人忧伤
我对她倾诉浮生一欢
她微笑着，用缄默告诉我永恒之美

傍晚，
华灯初上，
在柳州的一条条大街小巷里，
正悄悄地蜿蜒着一群群人，
本地人，外地人，
大多都是年轻人，
也有我这样的中年人。
空气里飘荡着一股股酸辣的气味，
像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精灵，
诱惑着爱它的每一个人。
甭说，
这些人都是来嗍螺蛳粉的。

滚烫的热锅里，
正在沐浴的是细长的米粉，
清甜细嫩的青菜也来里面打个滚。
邀请哪个一起来？
且看点将台——
花生、豆角、腐竹、木耳、卤蛋、鸭脚……
还有极具个性的“臭”酸笋。
主角螺蛳呢？
别急，
它早已遁入一桶神秘的浓汤。
在这看似普通的汤里，
在漂浮着的红红的辣椒油下面，
不仅沉睡着一颗颗鲜美的螺蛳，
更隐藏着每个店主人不能言明的立店之本！

还记得，
第一次嗍粉时的囧状，
满头的大汗、止不住的清涕、麻木的舌头，
以及火烧般的胃部，
让我怀疑发明这吃物的人，
是不是味觉有点钝？
嚼着酸酸的竹笋，
让我联想到，
我们和国宝大熊猫是不是近亲？
直到有一天，
感觉几天不吃就难忍，
出差返柳，
不急着回家见亲人，
却拖着行李，
直奔一家心仪的粉店，
嗍一碗只有它才能让味蕾满足的螺蛳粉。
这时，
我会擦干嘴角的红油，
向世界宣告：
何以解忧？
唯有这碗螺蛳粉！

望着蜿蜒的人群，
我的思绪被气味的精灵带上了空中的白云。
虽然，
我的故乡在远方，
我常常怀念的，
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煎饼卷大葱时的那份温馨，
但我的子孙，
却成了这座盆景城市的主人，
让他们记住乡愁、时常寻味的，
将是一碗普通却又不寻常的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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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螺蛳粉

紫荆芬芳满眼春

“格桑花开了，开在对
岸／看上去很美。”很普通的
句子，学生也写得出来，当
然，“看上去”三个字不简
单，不是人人会用。有了这
三个字，便有了一种情绪。

接下来的“看得见却够
不着”马上呼应了，原来诗
人不满足于“看”，而是想

“够着”，这峰回路转的后半
行，引来我的想象，诗人接
下来大概要写遗憾了吧？

没有。反而接着呈现一
种别样的“够不着也一样的
美”。这诗眼般的存在，让一
种更高的境界、一种客观超
然 纯 粹 的 欣 赏 ， 跃 然 于 纸
上 。 接 下 来 诗 人 会 怎 样 写
呢？我在猜想……

想不到诗人抛开理性描
写 的 开 篇 线 路 ， 一 样 的 句
式，却是深化了的形象——

“雪莲花开了，开在冰山之巅／
我看不见，却能想起来／想
起来也一样的美”这就推高
了欣赏的层次，“一样的美”
从“够不着”，登上“想起
来”的高度。

不同于常人的思路，表
现出诗人是一位高于常人的
欣赏者，真正的欣赏者。

诗 人 只 是 在 写 花 、 写
景、讲感悟吗？好像是，又
好像不是。

答案马上来了，原来，
诗 人 在 写 得 不 到 之 美 ——

“你在的时候很美，哪比得上／
不在的时候也很美／相遇很
美，离别也一样的美”。诗人
的情怀和境界又上了一个层
次。这才是真正的爱！好一
个“哪比得上”！比前边的

“一样的”又进了一步，包括
理性，上升到了“失去”便
是“得到”的层次。

“彼此梦见，代价更加
昂贵：我送给你一串看不见
的脚印／你还给我两行摸得
着的眼泪／想得通就能想得
美／想得开，才知道花真的
开了”具象来了，会“彼此
梦见”的两个人的离别，会
是什么样子呢？

一边是“我送给你一串
看不见的脚印”，无法追随的
脚印，不知多远的脚印，前
路茫然的脚印；一边是“你
还给我两行摸得着的眼泪”，
无法忍住的眼泪，当面流淌
的 眼 泪 ， 晶 莹 的 暖 暖 的 眼

泪。好特别好形象好精粹的
离 别 诗 句 ！ 但 诗 人 适 可 而
止，没有走上轻松的煽情俗
道，即便对这种司空见惯的
场 景 ， 诗 人 回 到 一 个 悟 字
上，而且回归与出发同时到
来，你看——“想得开，才
知道花真的开了”。

“忘掉了你带走的阴影／
却忘不掉你带来的光辉／花
啊，想开就开／想不开，难
道就不开了吗？”

诗人没有止步于“想开
就开”的自由，他想到自然
规律，想到人之常情，绝句
来了—— “想不开，难道就
不开了吗？”简简单单一问，
惊醒多少性情中人！

再次峰回路转，“你明明
不想开，可还是开了／因为
不开比开还要累”。又一个诗
眼出现：“因为不开比开还要
累”！真是这样吗？真是的。
不出名没有钱时，想出名想
有钱想得累，出了名发了财
才知道更累。

“我也一样：忍住了看
你／却忍不住想你”，篇末点
题，推出高潮。若是我，也
许就此戛然而止。但诗人说
不行，此情未了！于是诗人真
正的、最后的诗眼来了——

“想你比看你还要陶醉：哪来
的暗香？／不容拒绝地弥漫
着心肺”。

绝就绝在“陶醉”，自古
伤离别，从来离别苦，但诗
人居然品味出“陶醉”来，
让人叫绝！深情的分手，分
明的别离，居然被诗人写得
如此洒脱如此的美，而且暗
香 浮 动 ， 不 可 抗 拒 地 “ 弥
漫 ” 而 不 是 “ 渗 入 ” 或 者

“抚慰”，也不是很文学很漂
亮的“心扉”，而是有血有肉
的“心肺”！

听了几次朗诵，多数一
般，两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吸
引了我，一位很专业，声音
技巧情感都不错，一位听起
来没那么专业，也没那么会
表演，但很有个性，很有感
受，很有情境。

真是一首久之不遇的深
深打动了我、启迪了我的绝
妙好诗！感恩遇见！感谢诗
人！

实在是太好了！不行，
我得再读一遍！默默地读，
细细地品！

从来离别苦 却陶醉其中
——品味仓央嘉措的《忍住了

看你，却忍不住想你》

每一朵紫荆花都认识通往春天的路

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程竣
工。柳州首部实体法规 《柳州市莲花山
保护条例》 施行。公园建设指挥部诸成
员临亭望江，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
潮澎湃，嘱半少年张骏驰作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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