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带垂虹
——柳州新八景之一

□卢涛

冬日午后，和友人行走江边。
绵密的雨滴从天空中深深浅浅地走

来，仿佛拥抱了天地，也拥抱了我。雨向
来是不吝啬的，更何况是江边的雨？雨淋
湿了各种树木、花草，淋湿了风，淋湿了
高矮远近的山峦，最后这多情的雨连同尘
世的艰辛和幸福，一起奔涌到流淌的江水
中。雨点每一次滴落，江面上就跃出一朵
透明的鱼。时而密集，时而舒朗，像是有
一双无形的手正在江上弹奏乐曲。

眼前的柳江，仿佛一个睿智包容的老
人，默默地承载着一切，数千年如一日，
流向远方，奔赴大海。

友人问：“你知道柳江的源头在哪里
吗？”

这冷不丁的问题，确实问倒了我这个
在柳江边上生活了半辈子的人。

柳江源头是贵州省独山县，柳江之尾
在珠江，在大海。这是一条属于珠江水系
的河流，上游自北朝南七折九曲，向柳州
奔来。在柳州城内，穿城而过，把市区分
为南北两块，然后鬼斧神工般地往东拐，
河面逐渐宽阔，东行数公里后，再度左
拐，掉过头来向北面下游逝去，形如U状。

《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十四》 中
记载：“柳郡三面距江，故曰壶城。江自北
来，复折而北去，南环而宽，北夹而束，
有壶之形焉”。可以说，柳江的存在，本身
就像是大自然故意给柳州留下的一份神秘
礼物。

少年时，在东北求学。每次向北方的
同学介绍自己的家乡，除了强调自己来自
刘三姐的故乡之外，我还会把柳州全景图
拿出来。这张包裹着塑料膜的柳州全景
图，记得是有一年春节，和母亲一起登高
祈福在马鞍山山顶买的纪念品。临到真正
要离开的时候，母亲把这张薄薄的纸片放
在我的手里。母亲话语不多，却是心细之
人。我知道，她是想让我时刻记得柳州的
样子，记得家的样子。

柳州全景图里，那一条蜿蜒曲折的柳
江，像是一条白玉制成的带子，闪耀着纯
粹的光。“天啊，你的老家是一座盆景吗？
你们的城市怎么会有一条这么美的江？”北
方的同学会发出这样的赞叹。北方地广山
平，城市里少见山丘，更不要说有像柳州
这样城中有江有山的地势。柳州果真是盆
景，不，远要比盆景更美。南方的山水和
北方的山水相比，总是多了几分温柔，几
分诗意。

我的童年，在柳州老街沙角度过。每
到夏天，我和家里的小孩们，一起从古老
的骑楼下奔跑而过，雀跃般冲向柳江水
中。白沙细腻，江滩宽阔，水清天蓝。孩
童的快乐是简单的。能和水嬉戏，甚至能
在水里放一个响屁，激起一串串清澈透明
的气泡，那都是无比快乐的事情。柳江江
水的温度，是汗水贴着脊背又瞬间凉爽的
温度，那是少年的温度。

距离沙角不远的东门城楼，是柳宗元
曾写下诗句“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
九回肠”的地方。远古围猎，结绳记事离
我过于遥远，可是柳子厚的背影却在江水
的映衬下，逐渐清晰。他从长安走来，不
知道从哪一个月夜开始启程，一路行吟，
一路高歌。

子厚和水的缘分不浅。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著名的辞赋

《上林赋》 中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
而异态”。八水绕长安的景象，是壮丽雄浑
的，一如子厚当年的雄才伟略、壮志抱
负。潇水奔涌，永州的风吹乱了子厚的长
须，吹皱了子厚的衣带。永州十年困厄，
子厚在孤独中依然清醒前行，在潇水旁写
下诸多诗文，如丝竹，如墨玉，有声有
色，如诗如画。“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
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个孤独
的背影，传达的不仅是旷世的愁情和孤
独，还有内心的坚守和执着。他在人生的
孤绝中，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人生往
往在限定的圈子里奔波，有的人能在其间
自如屈伸，做出卓越之功，靠的是异于常
人的勇气与胆识。

所以，当子厚的身影被命运带到柳州
时，我不禁在猜测，他的心里有没有过疑
问？同样是水，长安的水，永州的水和柳
州的水，在他的眼里究竟有没有区别？当
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潇水一路崎岖
南下，来到柳江江畔，他是否知道他的生
命将会在这里升华到另一个境界？

通向生命本质的路，有无数；可是
能够让人的生命抵达伟大的路，却只有
一条。

屈原 《远游》 云：“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
闻。”如果说永州十年，子厚只能寄情山水
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子厚在柳州解放
奴婢、发展农林、改善风俗、推行教化，
努力惠化一方百姓的努力，则是在证明他
自己的初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柳宗元生命的最后四年，留给了柳
州，也留给了漫无边际的柳江……

“你说，柳宗元看到现在的柳江，会
有什么想法？”我问友人。

雨 势 渐 缓 ， 友 人 望 向 身 侧 的 江 水 ，
说：“应该是欣慰吧。”

环江路上，迎面来了一位少年骑手。
在冬日的风里，他的脸上洋溢着新奇的稚
嫩。不远处，是个斜坡。少年猛地弓起身
子，从车子的座椅上“嗖”地立起来，双
脚加快了速度。自行车飞转的车轮，仿佛
把他带进了一个时光的容器里，驰骋着。
迎风而来，飞驰而去。这瘦削又倔强的身
影，透出柳州人的骨气和魄力。

百里柳江，九曲回肠。
过去，柳江流域一些地方非法采矿、

污水偷排时常发生。水资源矛盾日益严
峻，柳江水质变差，鱼虾减少，成了当时
的普遍现象。那时，柳江的清澈被浑浊取
代，令人好不痛惜。

新时代的柳州人痛定思痛，把柳江治
理提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日程上。建立史上
最严排污准入机制，全国首推“河长制”，
颁布第一部水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建立
广西首个河道天眼系统，成立了全国首支
水上综合执法大队……

连续三年，柳州蝉联全国水质年度第
一。柳江环绕龙城，如玉带蜿蜒。晴空显
虹，倒影入江。“玉带垂虹”，已成为柳州
的新八景之一，成为一张优雅的城市名
片。水穿城中，城立水中，美哉！乐哉！

不敢说柳江承载了柳州，但可以理直
气壮地说，柳州的历史足印、风雨岁月，
多半都镶嵌着柳江的晶莹水珠。

我想起“五一”假期，带着北京来的
客人夜游柳江的情形。坐在瑞通一号游船
上，放眼看去，远处，保利大江郡璀璨夺
目的楼 宇 、 文 昌 大 桥 挺 拔 秀 美 的 桥 身 、
倒映在柳江江面上的点点星光，组成了
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闪烁的霓虹灯，仿
佛一个具有高超技艺的魔术师，给平日
呆板的建筑赋予了灵性。红橙黄绿青蓝
紫，各种颜色的灯光，互相映衬，流光
溢彩。

江面浮起淡淡的薄雾，好像给眼前美
景加上了一个特殊滤镜，显得朦胧又不真
实。左上方的蟠龙双塔，一金一银，庄严
而肃穆，在暗灰的夜色中格外耀眼。低头
再看，在金色的灯光照耀下，汩汩而流的
人工瀑布正呈现出一种仙境般的迷幻。它
与两两相望的文庙，遥相呼应，宛如一首
绝佳的古韵，共守千年的遥远……

夜色中的柳江是神秘撩人的女郎，白
昼里的柳江则是温柔清秀的佳人。

此刻我眼前的江水，正在轻轻抚摸着
水泥筑成的防洪大堤。江水把蓝天与白云
的倒影揉碎成了一道道时光的痕迹。江对
岸的山峰，在雨中和苍翠的绿色交融。大
自然似乎把我带向遥远的归途，又似乎把
我留在了广漠的空间游走。

在柳江边上，你可以看到恋爱的情侣
在依偎拥抱，可以看到晨练的老人在舞蹈
打拳，可以看到勤学的少年在大声朗读，
可以看到耐心的男子在拥竿垂钓。每一个
普通的个体，形态各异，就在柳江的画卷
上蓬勃地活着。他们平凡至极，却又充满
着生命的温暖。

成 年 之 后 ， 我 很 少 去 柳 江 边 游 泳 。

但，在母亲去世后的某一个傍晚，我神使
鬼差地去了柳江。

当我潜入江水时，我感觉周遭的一切
都静止了。我可以看见妖娆的水草在向
我 摆 手 ， 仿 佛 在 邀 请 我 和 它 们 一 起 跳
舞。水草好像有灵性，用它们柔和的触
须拂过我的手臂、我的肩膀。我的毛孔
仿佛听了某种神秘的号令依次打开，江水
悄悄地渗入我的身体，走向心脏，走向每
一个细胞。

婴儿在出生之前，是在母亲的羊水里
汲取营养，练习呼吸。此刻的我，仿佛回
归到婴儿时期的自己，聆听着江水另一端
传来的声音：咚咚咚……

也许，那是母亲的心跳，那是生命的
心跳……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个瞬间，来
自水的宁静遍布我的全身，那是心神合一
的通透。柳江，仿佛纷争的尘世间一方净
地，包容着我的脆弱和怯懦。不管遇到怎
样的困境，如果把自己放在天地之间，就
会发现自己的渺小。我们不妨像柳子厚那
样用另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挣脱痛苦与平
庸。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傍晚的霞光，穿过云层投射到波光粼

粼的江面，折射出万物的静谧与安详。生
活在这条江两岸的柳州人，活得简单，活
得从容，活得精彩。

潮起潮落，玉带垂虹，江风依旧。纵
有再多尘世风花雪月的飘渺，江水也不会
因为谁的挽留而停止东流。生命不就是这
样？简单，从容，精彩，而后淡定地走向
最该去的地方……

44月月2626日拍摄的百里柳江日拍摄的百里柳江。。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黎寒池黎寒池 摄摄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
赖柱武报道摄影） 近日，我
市苗族诗人韦斯元创作的新
诗集 《繁花》 由团结出版社
出版发行。

《繁花》 收录作者近年
来在 《民族文学》《山东文
学》《广西文学》《广西日报》
等报刊以及本报副刊上发表的
系列诗歌。23 万余字的 《繁
花》，分为“岁月静好”“一抹
桃红”“鉴于史”“短歌行”和

“挽歌，生生不息”5大辑，诗
集内容丰富，写作时间跨度
大，但作者能置身于历史背
景中，以现实思考这一条主
线，将所有的作品有机地连
接起来，从而使诗集的主题
思想得以集中彰显、突出。
反映在系列组诗中对历史人

物的追问、对现实事件的反
思；以人物呈现社会变化，
反映世态炎凉；描述少数民
族群众生活、内心情感以及
为改变命运而奋斗不息等篇
什，是 《繁花》 一簇簇色泽
各异但却鲜活多姿的集束。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
原 常 务 副 院 长 成 曾 樾 评 价
说 ， 韦 斯 元 的 诗 画 面 感 很
强，让人置身其中，其诗句
也很美。总之，他的诗都是
言之有物之作，不见无病呻
吟之虚。

韦斯元系广西作家协会
会员，现供职于融水苗族自
治县某部门。《繁花》 的出
版，为我市倾力打造的“龙
城笔阵”增添了难能可贵的
一笔。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
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当阅读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就有了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魄
力。随着 《地火燎原——柳州及周
边地区革命斗争往事》《如果建筑会
说话》 等一批柳州作家出版的书籍
问世，这股悠悠书香飘散到校园，
书香校园、书香社会、“书香龙城”
的氛围愈加浓厚。

悠悠书香 滋养小小少年
“手边是文墨馨香，心里是星

辰大海。”这句话用来形容市胜利小
学的班级“移动图书馆”最适合不
过了。

说起班级“移动图书馆”，市胜
利小学语文老师陈涛神采奕奕。“博
尔赫斯说过，‘如果世界上有天堂，
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很赞
同。”言必信，行必果。陈涛决定创
建一座班级“移动图书馆”，取名

“小书房”，以此为起点带领学生徜
徉书海，接受文学的滋养。

从 2013 年创建至今，十年间，
“小书房”已经打造成一方“学校推
崇、老师看齐、学生喜爱”的小天
地。“读书不是一件很生硬的事情，
它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读绘本、
学童谣、讲故事、吟古诗、品经
典，从天文到地理，陈涛带着孩子
们享受阅读的美好。

“老师你看，原来书是甜的！”
陈涛欣喜地看到，孩子们变得不一
样了，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眼界
都有所增长，身心焕发着自信。这
些孩子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真实写照，悠悠书香弥漫在校园中。

教学相长，陈涛携手“小书
房”给学生开展读书教育活动、引

领教师成长、促进亲子阅读，家校
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 ” 的 浓 厚 氛 围 ， 爱 阅 读 、 享

“悦”读。

点点星火 点亮阅读之光
“星空顶”下的屋子明亮整

洁、丰富多样的图书陈列在书架
上、学生们捧着书聚精会神地阅
读，这一幕出现在市银山小学的阅
览室里。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
为本。让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热
爱阅读，通过阅读了解更多的真知
道理，是市银山小学打造书香校园
的原因之一。

每周一的升旗仪式，老师们都
会在国旗下和学生们分享绘本故
事。四年级 （9） 班的罗瑞可对老师
分享的 《大卫，不可以》 一书印象
深刻，“这本书画面饱满、色彩浓

郁，同时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做危险
的事情。”她觉得，阅读带来了满足
感，是一种享受。

市银山小学教师李梅说，不只
是罗瑞可，全校孩子们都很热爱阅
读。在李梅的班级，每一个学生都
有一本“阅读存折”，记录阅读的总
页数。“读过的每一本书、记录的每
一个数字都是学生的‘财富’。”

四年级 （9） 班仅是学校推动师
生阅读的一个缩影，市银山小学每
一个班级都有专属的读书角管理模
式，为孩子提供更好阅读环境的同
时，增强他们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
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在市银山小学，每个班都是一
簇小小的火苗，汇集在一起就点亮
了孩子对阅读的热爱。“阅读潜移默
化地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增强了
谈话的底气。”该校学生李源铭很自
豪地说。

“书香龙城”播撒文学养分
《文学·阅读·创作》《文学点亮

生活》《怎么写好散文》《一篇散文是
如何写出来的》《我手写我心》……近
年来，柳州市作家协会举行多场“龙
城笔阵·小作家”培训班，走进学校
播撒文学的种子，传递书香文脉。

“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写起，
坚持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背书是
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若遇到喜欢
的文章，无须考虑是不是名著，只
要喜欢就读。”在一场进校园的培训
班上，柳州市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罗
海以柳州市“龙城笔阵”集体创作
的 《柳州八记》 为授课的蓝本，和
同学们交流自己的写作和阅读经验。

“龙城笔阵”，文脉相传，薪火
相承。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龙城”，我市持续深入开展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

市图书馆全年线上线下相结合
推出全民阅读活动，“修身齐家 泽
润心灵”主题活动、“悦读知万象”
科普推广活动、“游柳州 读历史”
研学志愿服务活动、《中华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 专题讲座、“我是荐书
官”主题推荐等，推动全市上下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
氛围更加浓厚。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润
心。4月20日下午，我市启动2023年
全民阅读活动的同时，为“南宋驾鹤
书院——柳州市民阅读空间”揭牌。
该书院在升级改造后实行常态化开
放，打造龙城文脉传承之地、文人墨
客雅集之地、全民阅读服务之地，更
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见习记者 张子淳 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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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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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民阅读氛围愈发浓厚 “书香龙城”阅读品牌更加响亮

市胜利小学四年级市胜利小学四年级（（66））班的集体读书时间班的集体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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