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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维度剖析柳州人文化内涵
□吴志成 韦斯敏

新时代柳州文化强市建设探析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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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自洞穴，抬起双脚，追寻着最懵
懂的探索欲望，以“柳江人”为名，创造出
史前文明的曙光。

你，来自荒野，迎来千古柳侯，承公恩
泽，始开教化，学会了变革的要义。

你，来自江河，唐贞观八年得名“柳
州”，以码头接送熙攘商贩，学会了海纳百川
的气魄。

你，来自工业，以“十大工业项目”为
芽，浇灌出枝繁叶茂的“工业树”，学会了以
坚韧直面任何困难的底气。

你，来自米粉，用酸辣鲜爽俘获八方食
客，学会了直爽利落的性格。

数万年过去，仿佛刹那间，泥土长出大
树，村落成了城市。

你一次次发出悠长的疑问，也一次次凝
望着最初的自己。

而你终于拥有了自己名字，名唤，柳州
人。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柳州如何诠释
开放胸怀，柳州人文化又将被赋予怎样的新
内涵与新使命？

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记者走访了4
个具有代表性的“新柳州人”，从他们的人生
故事窥见时代的变幻，深入剖析柳州人文化
内涵。

柳州人是怎样炼成的？

宋勇：“勇”立潮头 奋进柳州
柳州，这座创新之城，因人才而驱

动发展，又以发展成效厚待人才。
越来越多的八方贤才涌入柳州这座

“未来之城”：自 2018年 11月柳州市人才
新政实施以来，全市新引进人才 4.92万
人，全市人才总量达到96.13万人。

四川人宋勇，就是与柳州双向奔赴
的其中一员。

2023年 6月 1日，记者在市人民医院
口腔科见到该科主任、医学博士宋勇，
听他“大摆龙门阵”，讲述他成长于四川
德阳、本硕就读于陕西西安、博士毕业
于湖北武汉、却最终定居于柳州的医者
心路。

马鞍山顶拒恩师
那是 2014年的一天，刚结束武汉大

学博士答辩的宋勇，随妻子回柳州探
亲。

天高云阔，宋勇站在马鞍山山顶，
放眼柳州全景。突然，博士导师的电话
闯进了手机。电话那头，导师向他抛出
橄榄枝：邀请他毕业后留校工作。

前有光明的职业发展前景，后有恩
师的盛情相邀，宋勇很心动。

山风吹过，携着柳州自由奔放的气
魄而来，宋勇打了个激灵，当下便作出
决定——与妻子马婷婷一同留下。

这一留，便是9年。

“柳柳州”变革展气魄
早在来柳州之前，“柳柳州”柳宗元

千古传唱的贤名，就已经在宋勇的脑海
中刻下了印记。

史料记载，元和十年 (公元 815 年)，
刺史柳宗元赴柳上任。治柳四年，他如
蜡炬燃烧，舍身化光明，照亮了一方荒
芜，彻底改变了柳州贫瘠落后的面貌。

柳宗元创新变革的勇气和魄力，对
后世柳州人的性格影响甚深。敢为人
先、自强不息的品质，自此流淌在柳州
人的血液之中。

当时的宋勇没想到，多年以后的
他，会被柳州“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
魄深深吸引。

此心安处是吾乡
柳州人的实干，是一种融入血液和

骨子里的文化。
这是宋勇在柳9年来最深刻的感受。
2021年，宋勇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发

现，传统的口腔门诊就诊模式，不仅会
造成患者多跑多折腾，还容易出现患者
分诊不精准、年轻医生成长慢等情况。

这时，柳州人创新变革的胆识和魄
力起了作用。医院领导果断拍板，变！

于是，市人民医院以口腔科为试
点，在国内率先推出“首席专家技术团
队”服务模式，成立了以正畸修复等专
业方向为主的 4个首席专家技术团队，形

成了“分流到队，分诊到人，专队专
治，分级诊疗”的团队服务新模式。

“这 4 个首席专家技术团队的负责
人，包括我在内，都来自外地。”宋勇
说，口腔科共有 70多名医务人员，其中
超过一半是“新柳州人”。在柳州，他们
找到了实现医学理想的热土，个人所长
得到了充分发挥。

何时真正融入这座城市？
宋勇说，也许是对柳州螺蛳粉的欲

罢不能，也许是打一个电话就会出现的
本地朋友，也许是疲惫归家时亮起的那
盏灯，也许是开始关心这座城市的细枝
末节，不再是以观望的心态看它，而是
在谈论这座城市时把自己代入……

正是这一个个瞬间，组成了一个个
异乡人对柳州的归属感。谓之曰，此心
安处是吾乡。

这些曾经的异乡人，如今已成为柳
州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他们奋战在改革发展主战场、产业
振兴第一线、服务民生最前沿，与柳州
同频率、共成长，为柳州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力、带来新气象。他们就像一朵
朵“水花”，汇成高质量发展的“柳江
潮”，展现出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柳州
气质。

千年以前，以柳宗元为代表的仁人
志士，舍身化光明，照亮柳州这片荒芜

之地。柳州人躬耕于蛮荒，艰苦创业、
敢啃“硬骨头”是柳州人最鲜明的品格。

桂柳运河开凿后，码头上百货集
散，商家熙攘往来，为柳州这片土地注
入善于经营、海纳百川的基因。

20世纪 50年代，工业种子在柳州种
下，柳州人培育工业之“苗”、挺直工
业之“干”、伸展工业“枝”、繁茂产业
之“林”、扎牢工业之“根”。以工业为
核，柳州人有了以坚韧直面任何困难的
底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柳州螺蛳粉在
谷埠街一带的夜宵摊兴起，经年累月，
香飘万里。柳州人把一碗粉玩出了生活
的深度，也创造了城市精神的高度。

如今，高质量发展成为这座城市的
品质之基、动力之源、方向之舵，也成
为了柳州人文化内涵新变化的“硬核”
彰显。

滔滔柳江，滚滚东去，向东望，是
未来！

似乎很难说清，是风起云涌的时代
淬炼了富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柳州人文共
性，还是柳州人素有的精神特质在新时
代闪耀出与时俱进的荣光。

我们坚定地相信，涓涓不塞，是为
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
息，是为柳州。

（本系列报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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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行芳：一路前“行” 尽展“芳”华
柳州，一座将“柳通天下”融入血脉的城市。
1958年，国家和广西决定在柳州布局“十大工

业项目”，由此，一场对柳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
业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大批有志青年从天南海北
来到柳州，在柳江畔谱写他们的青春之歌。

1959 年 3 月，13 岁的戴行芳收拾好自己的行
囊，跟着父母从上海来到柳州。他的父亲作为财务
人员，到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柳工）
的前身——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支援建设。戴行芳
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就此与柳州紧密相连。

一心“东风”起
1963年 9月，戴行芳满怀憧憬，进入柳工当起了

学徒工。一年后，因工作需要，他学习机械制造齿
轮加工技艺，就此操控铣床 40载，也有幸见证并参
与了1965年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的诞生。

为了更好地分工协作，柳工组织成立了若干个
试制小组。作为初出茅庐的齿轮工，戴行芳光荣地
成为齿轮试制小组的一员。

当时，小组里有来自上海、武汉的老师傅和技
术人员，有戴行芳这样子承父业的新伢子，还有为
数不多的柳州本地工人。大家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
话，饮食生活习惯也大相径庭，但大家朝着一个共
同的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终于，柳工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团结奋
斗，于当年 10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
Z435，开创了中国装载机的生产历史。

“很多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配件和生产设备，
都被技艺高超的上海、武汉师傅和技术人员自己动
手制造出来了。”直到今天，每当柳工人提起上海、
武汉师傅的敬业和奉献精神，言语间仍是满满的敬
佩和感激之情。

一路谱芳华
老师傅、新伢子，经此一役完成了初步交接。
1970年，柳工又进行新一轮攻坚：试制铰接式

装载机 Z450。这一次，戴行芳作为骨干齿轮工，负
责为试制小组的齿轮加工提供技术支持。

当时，用常规工艺生产的齿轮，在机器上运转
时噪声比较大。戴行芳不服输，常常步行一个多小
时，到新华书店搜寻相关书籍，把可供参考的案例
抄到笔记本上，回到厂里再和试制小组成员分工合
作，一一进行分析、尝试。

依靠这种“笨办法”，戴行芳与同事们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难题。由于各试制小组独辟蹊径、大胆创
新，柳工人又一次创造了奇迹。1971年，中国第一
台铰接式装载机Z450在柳工研制成功。

几十年间，戴行芳见证了柳州工程机械制造史
上一个个奇迹的诞生，他也从一名普通齿轮工成长
为柳工技术专家。他带领的团队曾两度荣获全国机
械工业优秀QC奖。

而从小看着祖父和父亲为柳州工业脊梁的锻造
挥洒汗水，戴行芳的女儿戴孜玲在耳濡目染中接过
了“接力棒”。“我在柳州出生，在柳州长大，当然
要回来建设柳州。”1995年，戴孜玲从重庆大学毕业
后，毅然回到柳州，把建设工业柳州当作自己的终
身事业。

一路耕耘，一路前行，戴孜玲现已成为柳工 IT
高级顾问、IT技术专家。她作为技术骨干参加的柳
工CIMS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项目，获中国机械
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当岁月阒然转动不息的年轮，奋斗者总会在时
光中留下足迹。一家三代人，在柳工发展之路上接
续奋斗，在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上逐梦前行。

杨成林：钢铁之力 共筑山“林”
有志青年与柳州的双向奔赴，不仅

在 1958年出现，更在此后的工业发展脉
动中频频结缘。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柳钢） 原工会副主席杨成林说，他
很感谢这段命运中的相逢。

融入柳州话的敲门砖
2023年 9月 2日，记者第一次见到 65

岁的杨成林。只见他身材中等，下颌方
正，说起话来总带着几分爽朗笑意。

一交谈，听他说话平翘舌清晰，带
着儿化音，记者忍不住提出疑问：“您不
是柳州人吧？”

一问方知，杨成林出生于辽宁省鞍
山市，成长于内蒙古包头市。

“在柳州生活、工作了 50年，柳州
话基本能听懂，‘柳普’虽然也能说一
些，但听起来还是有区别。”杨成林笑呵
呵地说，适应不同的方言，算是他融入
柳州人圈子的第一块敲门砖。

柳州话，是西南官话的一种。随着

大批外地人来柳支援工业建设，以及普
通话的全国性普及，如今越来越多的柳
州年轻一代在日常交流中说普通话。而
带着柳州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被称为

“柳普”，它没有翘舌和后鼻音，听起来
别有一番风味。

正是这“柳普”，最能体现柳州的包
容性。不论是白话、壮话、侗话，还是
带着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说到“克嗍
粉咩”这句“柳普”就能瞬间拉近距离。

码头孕育的柳州人
1973年，杨成林的父亲响应祖国的

号召，前来支援柳钢建设，15岁的杨成
林跟着家人一起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
到了这座西南一隅的小城。

刚落脚，杨成林进入柳钢中学 （现
柳州市钢一中学） 就读。一开始，杨成
林说着夹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在一片

“柳普”中显得很另类。
但真诚总会与友善相遇。杨成林性

格外向，说话直爽，又擅长吹口琴和唱
歌，还因相较于“柳普”显得口齿清

晰，常被语文老师点名在课堂上朗读课
文。渐渐地，他和班里同学打成了一片。

“有一次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时说起读
课文这件事，我当场‘情景重现’，大家
一听都乐得不行。”杨成林说，柳州人有
一种包罗万物的韧劲，他认为这样的特
质来源于码头文化。

唐代李吉甫在 《元和郡县志》 中用
一句话解释柳州之名：“贞观八年改为柳
州，因柳江为名。”

“三川九漏四码头……万里江河通
柳州。”四通八达的柳江创造了“桂中
商埠”的商业传奇。相关资料记载，从
北宋时期起，周边地区的木材、矿产、
瓷器、土特产等商品均会运到柳州集
散。

码头上的人，每天习惯与天南地北
的人打交道，无论是江南的温文儒雅，
还是北方的粗犷豪迈，柳州，都以最真
诚的豪爽面对每一个旅人。

长此以往，热情、豪爽、包容，成
为奔流在柳州人血液中的性格基因。

“讲普通话的本地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1976年，杨成林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进入柳钢小轧车间 （后并入第一轧
钢车间），成为一名电工学徒。

此后，他转至炼铁车间，一路经历技
术员、工段书记、副厂长等岗位的锻炼，
后又担任了7年的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2024年 2月 21日，记者驱车来到柳
钢。还没步入大门，柳钢集团办公大楼
就远远地映入眼帘。只见它厚重、沉
稳，在阳光的沐浴下熠熠生辉。

这栋大楼在杨成林的记忆中很有分
量。杨成林说，这是他任职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期间建的，当时他作为工程副总
指挥，从 2004 年 12 月开工到 2005 年 12
月建成全程参与。

在这期间，杨成林每天要协调千头
万绪，大大增加了他与柳州话打交道的
频率。经此一役，他自认已经是个“讲
普通话的本地人”，对柳州话了解得更透
彻了。

苏菲：一个满是柳州味的英国妹
初识苏菲，是记者 2023年初无意中

刷到她发布的一条短视频。
镜头中，金发碧眼的她说着一口正宗

“柳普”：“今天是最后一天在英国，我明
天就回国。我朋友说苏菲，你应该说去中
国，不是回国。其实，我的身是外国的，
但是我的心是中国的，柳州明天见。”

苏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曼彻
斯特人。柳州，只是她工作和生活了 11
年的一座小城。到底是什么留住了苏菲
的心？

一段小插曲
刚来柳州那半年，苏菲在一家英语

培训机构工作。有一天，苏菲打车准备

回家，上车后才发现“指路牌”——居
家附近的酒店名片找不到了。

怎么办？苏菲试着结合手势，用自
认为对的“柳普”夸夸其谈，偏巧这名

“的哥”也是一个健谈之人，车厢里的对
话变成了“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好
不容易碰上两人都知道的意思，就迎来
一阵开怀大笑。

到达目的地后，“的哥”大手一挥直
呼：“免单！”几番付款未果，望着“的
哥”潇洒离去，联想到自己已记不清多少
次受到素不相识的柳州人的关爱和帮助，
苏菲深切感受到柳州人的热情和豪爽。

一个“小忽悠”
离开培训机构，苏菲应聘加入柳州

高中国际班的外教队伍。
高颜值+灵活的教学方法+开朗的性

格，苏菲在同学们心中的热度“噌噌
噌”攀升，自然而然便成为处于青春期
的少男少女评头论足的对象。“当时有 9
名外教，只有我一个人会说中文。我听
得懂同学们的议论，但我假装不知道。”
苏菲露出狡黠的笑容。

渐渐地，一来二往，特别是苏菲频频
露出“庐山真面目”，用“柳普”大力向
外界推荐柳州的山山水水、柳州螺蛳粉，
一些视频的阅读量、转发量过亿，许多国
内外粉丝由此认识了她，认识了这个说话
带着“螺蛳味”的柳州妹。

谈及 11 年在柳州生活、工作的感

受，苏菲的回答让记者十分意外。“我没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一切都习惯了。”是
啊，习惯了，习惯就成了自然。因为是
柳州人，不用别人提醒，在回到曼彻斯
特，或是去国内外旅游时，她都抓住一
切机会推介柳州螺蛳粉，推介柳州亮灯
瞬间、全城灯火璀璨的夜景；因为是柳
州人，当 《中国日报》、人民网、新浪
网、《广西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前来专
访时，她自然而然地推介和分享柳州

“一台车、一江水、一朵花、一碗粉”的
城市名片……

苏菲感慨道：“柳州太美了，我在这
里生活了 11年，我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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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行芳父女。（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成林。（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苏菲品尝柳州螺蛳粉。（皇甫昕 摄） 宋勇到学校开展志愿服务。（于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