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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西

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 打造“思享龙城”品牌
□覃宏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版投稿邮箱：640287880@qq.com

惠化长传，高柳拂天。千百年来，
柳州人民缅怀“老市长”，祭祀柳宗
元。柳宗元有德于民，所以民祀之。他
主政柳州期间，德政福泽一方，文章流
传千古。柳宗元为柳州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文化财富，柳宗元文化成为柳州文化
史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辉煌灿烂的
一页。

柳州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主动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当前，柳州市正在
打造“思享龙城”理论品牌矩阵，推动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宣传阐释、传
播普及、创新应用。“垂阴当覆地，耸干
会参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柳宗元文
化，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
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
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柳州实践中展现
新气象新作为。

一、坚定文化自信，在挖掘研究中
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

柳宗元文化是柳州一张靓丽的文化
名片，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
关于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
径与方法，并用于柳州推动柳宗元文化
建设的实践，深入挖掘柳宗元文化内
涵。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

家、政治家、文学家，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推崇儒家思
想，参与永贞革新，领导古文运动，位
列唐宋八大家。柳宗元主政柳州期间，
兴办学堂、打井取水、释放奴婢、种柑
植柳，无私济世世兴矣，有德于民民祀
之。他的“利安元元”的民本情怀，兴
学兴文的光明德行，踔厉奋发的精神斗
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
产 。 我 们 要 深 入 研 究 柳 宗 元 文 化 精
髓 ， 打 造 “ 思 享 龙 城 ” 理 论 品 牌 矩
阵，建设柳宗元文化学术中心，在每
年的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研究中设置关
于柳宗元文化研究的方向，鼓励社科
专家、学者做好柳宗元文化研究阐释
工作。要发挥社科智库专家作用，聚
焦 柳 宗 元 文 化 的 思 想 观 念 、 人 文 精
神，打造一支更高水平的研究专家队
伍 ， 丰 富 传 承 弘 扬 柳 宗 元 文 化 的 主
体。要推出一批更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加强学习感知模式创新和传承转化路径
创新，推动柳宗元文化研究成果高质量
转化。要发挥柳宗元文化研究民间组织
的力量，加强对柳侯祠、柳宗元相关史
料、文物的研究保护，推动柳宗元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获得政策、立法支持。要
推动唐代延续至今的柳州清明祭祀柳宗
元习俗申报自治区级、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有效推动柳宗元文化创造
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二、秉持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
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

积极“引进来”，建设传承弘扬柳宗
元文化高地。要发挥“一宗师”名人效
应，发挥柳侯祠的传播带动作用，提升
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底蕴。全
市社科界要加强联动、整合资源，将祭
柳活动与龙潭庙会、雷塘祈雨、民俗集
市等活动相结合，打造集消费、文旅、
赏花、民俗展示于一体的“柳宗元文化
活动周”，加大在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
的宣传推介力度，提升柳宗元文化的吸
引力。要主动“走出去”，拓展传承弘扬
柳宗元文化平台，深化柳州与永济、永
州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用好“思享龙
城”学术交流平台，打造柳宗元文化交
流中心。要筹办一系列更具影响力的研
讨活动，促进文化交流碰撞，引领国内
外柳宗元文化研究的风潮。要探索推进

“唐宋八大家纪念地(馆)联盟”在文物保
护、研究利用、陈列展览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主动对接、博采众长，共同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力展示文化大家
的当代价值，提升柳宗元文化的影响力。

三、坚持守正创新，在普及运用中
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

正确把握柳宗元文化精髓，推进柳
宗元文化时代化、普及化和发展运用，
让柳宗元文化走出专业圈，贴近人民生
活，走进人民心中。要拓展文化影响

力，创新普及传播方式，发挥“思享龙
城”理论品牌矩阵的普及传播力量，打
造柳宗元文化传播中心。要创新普及方
式，紧跟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的
热潮，发挥社科学会的优势特长，依托
柳侯祠等教育基地，开展 VR 体验、动
画、摄影等科技赋能项目。要丰富普及
载体，创作一批歌舞剧、情景剧，通过
主流媒体，让市民穿越时空，和柳宗元
共生、共话、共情，使柳宗元文化潜移
默化走进千家万户。要拓展科普渠道，
线下线上结合、联动发声。推出“云上
科普”“指尖科普”以及一批通俗易懂的
科普读物，如柳宗元漫画传、柳宗元小
说集等，让社科宣传传播更加年轻化、
更具“圈粉力”。要促进柳宗元文化与文
旅产业融合，助推柳州经济社会发展。
要乘柳州当前旅游“热”的东风，深挖
整合全市有关柳宗元文化资源，打造柳
宗元文化旅游线路，丰富其文创产品，
让柳宗元文化资源成为柳州文旅的打卡
热点。要将柳宗元文化与柑橘、柳州螺
蛳粉等特色产业融合，打造柳宗元文化
品牌，做大做强柳州文化、旅游产业。

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传承弘
扬柳宗元文化，建强“思享龙城”理论品
牌矩阵，以“社科之智”展“思享龙城”
之风，让柳宗元文化更加鲜活、立体，为
中国式现代化柳州实践贡献社科智慧和
社科力量。 （作者单位：市社科联）

清明祭祀纪念柳宗元是柳州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传统活动，自唐代延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这不仅是柳州市
民对“老市长”的深切缅怀，更是新时代柳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
地的重要举措。本期推出各界代表人士撰写的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文章四篇，以飨读者。

编者按
唐宋八大文学家的标签，让柳宗元的

文学成就散发迷人的光芒。而作为唐代的
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柳宗元，思想
学术上有创新精神，政治上有革新精神，
耀眼文学的光环独领风骚。

其实，作为政治家的柳宗元，把“利
安元元 （黎民百姓） 为务”的人生信念当
作毕生追求，这种信念也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之一。从 1200多年前利民安
民理念到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经历过曲折而艰难的历程，但其核心
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笔者以为，柳宗元
践行的“利安元元为务”信念到今天仍有
其时代价值。

形成
唐朝的历史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我们款

款走来。
由于连年战乱、藩镇割据，柳宗元九

岁那年，父亲柳镇为了避“安史之乱”，带
着他到湖北武昌和江西南昌等地，他见证
了官军与叛军的激战，目睹了动乱流离，
体验了民间疾苦，增长了阅历，萌生了忧
患意识和使命感。

他从少年到青年对儒家倡导的“仁
政”“民本”思想、道家的自然观、先秦两
汉诸人的元气说、法家的“义”“利”学说
和历史发展观、佛家的哲学思想等都有涉
猎。在当时，佛学是一门时髦的学问，由
于皇帝爱好和提倡，佛教大行其道。经过
试探、适应、改变、渗透、发展等阶段，
佛教文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永贞革新”以抑制藩镇割据、宦官
专权，取消一批苛捐杂税，重建中央集
权，巩固大唐江山为目标。而对佛教这么
重大的社会问题却视而不见，采取了“统
合儒释”政治策略，估计是为了争取僧人
们支持改革。但“永贞革新”最终失败
了，这对意气风发的柳宗元是致命的打击。

应该说，柳宗元从少年得志到中年备
受打击，其心态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
是在永州时，遭受各种苦难，但他没有沉
沦，而是奋发著述，不但写出多篇反映下
层民众生活的传记文 （代表作有 《捕蛇者
说》《宋清传》 等），还有 《天对》《天说》

《封建论》等思想立意深远、服务现实政治
观点的论说文。许多文章吸收了先秦思想
家的丰富营养，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柳宗元学问广博。在朝为官时，钻研
学问是为了阐明政治主张；遭贬后深刻地
体会了民众的疾苦，对儒家的“仁政”“民
本”思想感受更深更透；到柳州上任后，
给自己明确了定位：“是岂不足为政邪？

（处在这个位置难道还不足以施展我的为政
理念吗？） ”

实践
柳宗元在 《岭南江行》 中写道：“从此忧来非一事，

岂容华发待流年。”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给皇帝撰写《谢

徐柳州刺史表》中明确表示：要让皇帝爱民的春风吹遍僻
壤，让百姓感受一视同仁的“仁政”之风。

他到柳州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社会治安、保
证百姓的生命安全。由于当时强盗横行、买卖良人，百姓
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官府立即张贴告示，重申法令，禁
止掠卖良人，违者将严惩。他亲自值夜，及时处理突发事
件，官兵不分昼夜全天候巡逻，对强盗形成威慑。社会治
安明显好转。

由于天大旱，按当时律法，地方官要举行求雨仪式。
柳宗元在龙潭公园的雷塘祷雨，他用这个仪式表明自己的
政治态度，希望上天下雨，造福百姓。

之后，修复文庙，开展文化和普及法令教育，韩愈认
为“大修孔子庙”也是柳宗元政绩之一。 由于之前官府
不作为，当地群众饮水困难，百姓又不懂打井技术，迷信
思想严重。柳宗元举行打井仪式，并亲自动第一铲土，破
除迷信。后来，解决了百姓饮水问题。还有赎奴归家之
法，也得到赞扬。种柑植柳、施行教化、吏为民役、执政
为民等无数善举，治柳四年却万古流芳。

启示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这是柳宗元

在《别舍弟宗一》一诗中的呐喊。但于他，从不躺平，安
元利民，忠义担当，作风务实，思想解放。

千年之后，柳宗元“利安元元”的人生理念，执政为
民的生动实践，唯物主义的学术精神，赞美生活的山水文
章，仍在鹅山柳水中不断飘扬，有德于民民祀之。

在永州的“柳子庙”，有毛泽东同志的一首 《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
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
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
王。”这是伟人对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度评价，也是
对他的《封建论》一书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说：“我国
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
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
形成的。”

历史车轮总是沿着曙光的方向前行。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柳宗元的以民为本的事迹给我们无穷的启示：只有心

怀“国之大者”，不断地提高“政治三力”，坚持人民至
上，不断地造福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谨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之所忧我必念
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唯有这样，才能在创新求变、务
本求实中有所作为，才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
制造城”行动中作出贡献，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
上蹄急步稳，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柳州实践中取得更
大成绩。 （作者单位：市融媒体中心）

我们为何还要纪念柳宗元
□莫德惠

清明时节，柳州人都会纪念柳宗元，
纪念柳宗元已经成为柳州人的传统。在柳
州人心中，柳宗元就像一位亲人故友。柳
州人对其始终怀着崇敬之心，始终怀着缅
怀之情。而这个季节盛开的柔美多姿的紫
荆花，更为柳州人纪念柳宗元增添了无限
追思。柳宗元治柳的时间仅有四年之久，
这对柳宗元而言，或许只是为官本分。但
为什么在柳宗元逝世千年后，柳州人民还
在追思、缅怀他？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
面去理解。

一方面，柳宗元是柳州思想文化的开
拓者。柳宗元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他治
柳的经历，实际代表的是先进中原文化向
南方传播的过程，他也成为了中原文化向
南方传播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众所周
知，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古代社会
经济重点逐渐南移，实际上文化也在不断
向南方传播。唐宋以来，大量的流贬官到
南方任职，就是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历史印
证。而柳宗元就是其中一员。因此，柳宗
元之于柳州，首先是一位思想文化上的贡
献者。

具体而言，柳宗元之于柳州的文化贡
献，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
文化的传播力，一个是文化的影响力。就
文化传播力而言，后世的柳州尤其是明代
时期，人才辈出，著名者有戴钦、张翀为
代表的“柳州八贤”；清代有著名的治理
台湾有大功的杨廷理，还有善于诗词书
画、被誉为“岭南五家”的王拯。后世之
人，包括到柳州任职的官员和柳州籍的贤
达显宦，对于柳宗元的文化传播贡献，都
高度称赞。如明代马平知县卢龙云说：

“柳子厚过化以来，人文渐兴。”清代柳州
籍、曾三次出任台湾知府的杨廷理将柳宗
元视为“唐时以文教开荒之使者”。而柳
宗元作为唐代思想文学大家，位列“唐宋
八大家”，他在思想文化上对柳州的影响
力，也是后来者无法企及的。与其同时代
被贬的刘蕡，无疑延续了柳宗元“不畏强
权，忠心赤胆”的精神气概。这种精神融
入了柳州这片热土，在后世的柳州不断涌
现出来，如敢于抗大礼的戴钦，敢于弹劾
权臣的佘勉学、张翀，遇事敢于直言不避
祸的王尚学等。柳宗元以文治柳，泽被后
世，后世对其怀有深厚的文化情结。柳宗
元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足以使得柳州民众
感念至今。

另一方面，柳宗元治柳体现了务实
精神。务实可以理解为注重实际去做
事，因地制宜去改变。柳宗元治柳充分
体现了这一点。柳宗元历经“永贞革
新”失败后，被贬至永州十年。在十年
的岁月中，他涉历山水，接触民众，看
到了更多的现实问题，体会了更多的民

间疾苦。从此，柳宗元更多问计民生，
关注民生。他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
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即官员的俸禄来自于百姓的赋税，要用
这些钱回馈百姓。这种为政理念在他到
柳州之后得到了施展。

柳宗元治柳事迹已成历史陈迹，但其
体现的精神却是务实的、革新的。他提出

“因其土俗，为设教禁”的治理方式，就
是在渐进式改变柳州落后的习俗。这较之
汉代以来确立的“以其故俗治”的治柳特
点有很大进步。这是柳宗元在对柳州社会
务实观察、深刻洞察后提出的更利于唐代
柳州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发展且更加务实
的治理观。这种务实的治理观具体体现在
修缮大云寺、掘井两事上。修缮大云寺、
掘井两事背后反映了唐代柳州地方风俗特
殊现象。为什么要修缮大云寺？背后牵涉
到社会秩序的问题。“董之礼则顽，束之
刑则逃。”即用礼法限制百姓不会顺从；
用法律去约束，百姓就会逃跑，以致官民
矛盾不断。如何管理百姓，稳定秩序，考
验着为官一方者的政治智慧。柳宗元从柳
州人风俗习惯特点着手 ， 修 缮 当 地 佛
寺，利用佛教戒杀向善特点，缓解官民
矛盾。这也在无形中逐渐改变老百姓的
价值观，柳州人逐渐“始复去鬼息杀，
而务趣于仁爱”，即逐渐形成摒弃陋习、
讲求仁爱的社会风气。为什么要掘井？
这是柳宗元决心革新柳人陋习的重要体
现。如果说修缮大云寺还保留某些落后
的信仰习俗，掘井这件事则改变了柳州
人的落后观念。汉代以来柳州就有水
井，但为什么到了唐代，柳宗元还在带领
民众挖井取水？原因众多，但最重要一条
是柳州人认为掘井会破坏风水，便宁愿到
偏远陡峭的山河取水，也不愿掘井取水。
柳宗元大胆破除迷信陋习，亲自掘井，并
在水井竣工后，举行庄重仪式祭井，撰写

《井铭》《祭井文》两文来昭告掘井的合理
性。这种做法无疑让老百姓掘井有了安全
感。柳宗元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改变柳
州人落后的习俗观。

以上两个方面，是柳宗元治柳经历最
突出的贡献。他为柳州传播了先进文
化，为柳州根植了务实精神，这两点可
以穿越时空，亘古常新。这也是我们为
什么至今还要纪念他、缅怀他的重要原
因。如今，柳宗元文化热依然是柳州一
种厚重的文化现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
继承发扬柳宗元文化的务实思想，在实
践探索中不断推进柳宗元文化的转化发
展，焕发其时代价值效应，为助力柳州文
化强市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柳宗元与柳州是一人一城的双向
奔赴。德政四年，他成了柳柳州。

柳州因为柳宗元的到来而生色。
作为优秀的文学家，柳宗元倡导

“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
他留下的诸多文章名篇，成了这座城
市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进步的思想
家，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荀况、
汉代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在中国思
想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作为
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主张“立仁义，
裨教化”，在柳州刺史任上充分展示了
自己的政治才能。作为卓越的教育
家，柳宗元“大修孔子庙，城郭巷
道，皆治使端正”，以至于“衡湘以南
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曾属于岭
南蛮荒之地的柳州，因为他的到来，
不仅生产发展，经济提升，文教开始
昌盛，连民风都开始转变，这于柳州
而言，是多么大的幸运。

千百年来，柳州人民深深怀念这
位有德于民的贤者，修建了罗池庙(今
称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墓，世代祭祀参
谒，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景仰。对于今
天的人来说，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他
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以及他朴素的唯
物主义思想，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柳宗元的生命，定格于 47岁。值
得欣慰的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属于
柳州，这里是他短暂的生命中，唯一
获得的能够施展政治才华的舞台。

他从踏上柳州这片土地的第一
天，就发誓要在这里做出一番事业。
他夜晚参与巡逻抓治安，白天勤勉理
政务，不顾自己身体病弱，呕心沥
血，兴文教办学堂，释奴婢废陋俗，
劝农桑挖水井，而且栽花种树，整治
街道，兴建各种城市基础设施，在短
短三年后柳州就实现大变样——城市
整洁有序，百姓住有新屋、行有新
船、家庭和睦，婚丧嫁娶各有制度规
章。而且农家养的猪牛肥大，鸡鸭蕃
息成群，一片兴旺景象。

柳宗元的付出与努力，被当地百
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也赢得大
家深深的爱戴。他们说：“今幸惠仁
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
相教语，莫违侯令。”当地群众无论做
什么事，都要考虑这是否符合柳侯的
要求？对柳侯的敬重达到一种其他官
员难以企及的高度。这些在韩愈所撰
的《罗池庙碑》中都有明确记载。

这些明明白白的文字，告诉世
人，柳州与柳宗元，曾是一场动人的
双向奔赴——柳州实现了柳宗元的报
国理想，而柳宗元则推动了柳州的全

面发展。柳宗元长久的压抑和痛苦，
在柳州百姓的爱戴中，曾经得到过最
好的疗愈。

或许是这个缘故，柳宗元曾在一
首诗里面写过自己“只应长做龙城
守”，他觉得自己应当长久地守护这座
龙城。而民间传说中，柳宗元死后成
神，成了柳州的城隍，一直护佑着这
一方民众。这是柳州人与柳侯精神上
的又一次双向奔赴，历经千年风霜而
不改丝毫，分外让人感动。

更让人感怀的，是这样的奔赴始
终不曾停歇。

默默矗立在柳侯祠的荔子碑，其
实是柳宗元辞世近 400 年后落成的。
柳宗元虽然生前职场惨淡，但是他的
伟大却在他去世后被越来越多的人看
见。北宋末年，宋徽宗追封他为“文
惠侯”，纪念柳宗元的祠堂罗池庙因而
改称“柳侯祠”。而北宋才子苏轼因为
仰慕柳宗元的为人与才华，不仅多次
书写柳宗元诗文，更是亲笔书写了韩
愈为柳宗元所作祭文 《柳州罗池庙
碑》 文中的最后一段 《迎享送神诗》。
韩愈的妙文，苏轼的书法，加上柳宗
元动人的事迹，因缘际会于一碑之
上，“丹荔黄蕉”从此不仅滋润龙城百
姓的慧根，更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瞻仰
的宝物。

风云变幻，岁月更迭。柳宗元与
柳州的情缘依然。柳州除了每年清明
期间举行盛大“祭柳”仪式，还以多
种形式来推广和传播柳宗元文化。

为进一步丰富柳侯祠历史文化内
涵，提升完善柳侯祠展陈及参观环
境，柳州全力以赴实施柳侯祠环境保
护展示项目。如今，柳侯祠参观环境
大为改善，殿堂、碑廊等古建筑得到
良好保护，柳侯祠外围柑香亭及周边
古代碑刻文物也得到精心呵护，祠内
绿草如茵、杨柳依依，松柏参天，庄
重肃穆。柳侯祠内设有“踔厉风发
——柳宗元生平展”“惠化长传——柳
宗元柳州惠政及文学成就展”两个展
厅，增加了柳宗元生平事迹、文学成就
及在柳惠政等内容，让人们更好地了解
柳宗元，学习柳刺史，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文化。

如今，柳州各界依然在创作各种
体裁各种形式的柳宗元文艺作品，
倡导学习先贤，讲好柳州故事，展
现柳州实践，用文化构筑起民族的
灵魂，凝聚起磅礴的爱国力量，助
力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不止。

（作者单位：柳州市博物馆）

一代宗师与柳州双向奔赴
□程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