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读湖南·永州之美

古城修身，青山养肺，绿水沁心

秀美永州，如诗如画
看舜陵，访文庙，读柳文，写女书

“蕴味”永州，韵味无穷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
章———柳宗元笔下的永州蛇曾
经是苛政的控诉者，如今却成为
地方产业变迁的见证者：仅仅一
家异蛇产业有限公司，规模就超
过3000万元，相关产品也成为外
地游客带回家乡的特色时尚。

2012年，永州市江永县以无
公害农业、农产品加工、旅游等
为主的绿色产业创造的GDP实
现 27.9亿元， 占全县GDP的
70.1%。

这只是永州市发展绿色
GDP的一个缩影。去年7月，永州
制定了旅游强市的目标，决定四

年内投入旅游项目建设资金150
亿元，完成重点旅游项目50个，突
出抓好零陵古城、九嶷山、水云潇
湘等10个重大项目， 到2015年旅
游收入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2%左右。

三个月之后，永州市对中秋、
国庆旅游市场进入盘点， 发现全
市接待游客达92.2万人次， 实现
旅游收入3.4亿元，分别比去年同
期增长34.1%和44.2%。 曾经因为
莽莽丛林人烟稀少又猛兽横行，
而成为古代权贵们打击政敌异己
的首选场地之一的永州， 如今正
跻身全省旅游发展第一方阵。

舜的开明治国、 任人唯贤，
周敦颐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
“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怀
素草书的狂放不羁，柳宗元深刻
的惜民爱民思想和“女书”的神
秘莫测……形成了一种永州气
质。

这种气质源远流长直至而
今，比如在经济颓靡的2012年，
永州市经济总量迈上千亿元台
阶 ， 实现 1059.60亿元， 增长
11%。而今年以来，永州市大力
优化财政支出次序， 优先调度
资金保障教育、 社保就业等10
项民生保障工程建设需要，民
生支出增长迅速。1—6月，全市
共完成民生相关支出 75.9亿
元，增长33.2%，占支出总额的

74.4%，各项民生重点得到有效
保障。

再比如， 永州正在着力打
造“对接东盟的桥头堡”，通过
在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等方
面的经贸合作，实现请进来、走
出去。2012年永州市进出口总值
2.9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51.2% ， 较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35.7个百分点，高出全国29.5个
百分点。

爱读书、 为人谦和、 待人宽
容， 这是人们评价永州人经常爱
用的词语， 尽管历史已过伟大已
去， 但正如永州是一本线装的旅
游大书，够你翻、够你游一样，永
州源远流长的思想和精神亦值得
人品味与深思。

总有一些自然之景， 会让人折服大自然
的神奇；也有一些巧夺天工的人工建筑，让人
叹为观止。

有人说永州是“华南之肺”，是一个可以
清肺的城市，因为这里有好山好水好风景。正
如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所形容的“画图曾识
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亦如南宋著名诗
人陆游挥笔即来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
湘岂有诗”；而当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谪
迁永州司马十年，寄情永州山水，著作390余
篇，《永州八记》遂成千古绝唱。

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可以看到生命的城
市，因为它一直在向上生长喷薄，从中国山水
诗的发祥地、世界稻作农业之源、中国陶瓷工
业之源、中华文明道德之源，到如今湖南省油
茶产业基地、湖南省水稻高产示范基地、湖南
省金柑生产基地……

无论是谁来到永州，都会看到心中的美。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利飞实习生 沈栋

永州的山

从地图上看，如果说湖南
似一颗面西的头颅，那么永州
则是支撑这颗头颅的颈椎，而
构筑这颈椎的最坚实的材质
便是这里的肥田沃土和秀美
山水。

柳宗元是永州一张最亮
丽的名片，也是最让永州人引
以自豪的历史人物，仅从脍炙
人口的《永州八记》来看，柳宗
元俨然是永州山水的千古知
音。而《永州八记》以《始得西
山宴游记》为头篇，可见突兀
特出的西山，是其亲近大自然
的开始。

如果说西山的得名源于
柳宗元的夸赞， 那么如阳刚
之骨矗立在荆楚之南的九嶷
山， 则因为是舜帝崩葬之所
而闻名天下。 九嶷山九峰相
似，《山海经》载：“九峰相似，
游者疑焉”。群峰之下，分布
众多岩溶洞宇，其态万千，各
具特色。

与舜帝传说相关联的，还
有位于东安县西部30千米处
的舜皇山，史籍载为舜帝南巡
驻跸之处，故名。由于主峰海
拔1882.4米， 总面积14549公
顷，森林覆盖率为91.8%，山中
有高等植物1640�种， 野生脊
椎动物118种，被誉“湘南第一
峰”。

若论“天下第一”， 双牌
县境内东北隅的阳明山还有
“天下第一杜鹃红”。每到四五
月， 杜鹃花便依着山势蔓延，
一直开到山顶，红、紫、黄、白、
粉、蓝，每一朵都妖娆。

永州的水

柳宗元笔下， 除了西山，
还有曲折东流的钴鉧潭，水尤
清洌的小石潭，幽绝奇处的袁
家渴，加之风摇其巅、韵动崖
谷的石渠，流若织文、响若操
琴的石涧，遍生嘉树美箭的小
石城山……一草一木、一泉一
石，那么清丽爽心，时时至味，
处处至情。

与“吾道南来，原是濂溪
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
波”的波澜壮阔相比，这些石
潭石涧更像是小家碧玉似的
柔美。濂溪，古称营水，系潇水
一级支流。而潇水在永州境内
流经最广，发源于九嶷山中的
舜峰，舜峰上三石鼎立，三石
间飞泉如练，四季不涸，各成
一溪。

永州之所以雅称“潇湘”，
是因为其正处于潇水与湘水
的交汇处，而今湖南被世人称
之“潇湘大地”也得名于此。大
气恢弘如此，在永州地区还有
被称为“湘南第一漂”的金洞
漂流。湾处九曲回肠，别有洞
天；河滩上水流湍急，浪花飞
舞；深潭处游鱼如织，倒影如
画。

阳明山当然也不只会给
你一座山的锦绣。 高山上的
一泓湖，水碧透晶莹。下山，
小黄江源是山上溪流瀑布流
泻下来积成的神秘谷， 水绿
得令人心颤。 正如柳宗元笔
下的山一样， 每座山都有自
己的特色；永州的每个潭、每
簇溪、每条脉，都有不同的风
采。

永州的花

来永州， 不妨边走边看：
零陵古城赏菜花、新田乌下看
桃花、江永瑶乡访紫荆、双牌
阳明寻杜鹃……

每年惊蛰过后，仿佛一声
号令，油菜花便在永州肥沃的
土地上盛开了，那明亮的金黄
在三面峰岭高耸的两大盆地
中尽情地铺展，也包围了传说
这是八仙之一何仙姑的家乡、
被500年时光雕刻的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周家大院。

这是一座占地近100亩，
总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
院落， 分成了六大完整的院
落。 从明世宗嘉靖年间始建，
到清光绪三十年， 历时400年
才完工，诗意地排列成天上的
北斗形状，庇护的是宋代理学
家周敦颐的后裔。

而出新田县城北走四公
里， 就是骥村镇的乌下村，一
树一树桃花在这里拥抱春风。

还有九嶷山东麓的蓝山
县， 春天里就像是一座大花
园，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成片
成片的桃花和李花，把这片大
地装点得美轮美奂。

松柏瑶族乡路边，一村连
着一村，山坡上是成片成片的
紫色花朵，那是香港人喜爱到
让它绽放在特别行政区旗帜
上的花，也是开在清华校园里
的校花。松柏乡的瑶族同胞就
在这紫荆花海里生生不息，并
保持着独特的传统文化习俗。

暮春时节，一定要去阳明
山看杜鹃花，那里被上海基尼
斯总部确定为“中国最大的野
生杜鹃花基地”。

人说永州是一本“书”，而
零陵古城则是这本书精华之
所在。中国共有夏代以前的古
地名34个， 零陵是其中之一，
是全国惟一出现最早而又沿
用至今的地市级行政区域名
称。

零陵城前临潇水，环以群
山，延以林麓，乃楚南一大都
会， 大文豪欧阳修誉为美于
“画图”之郡，城中建筑名气最
大的当属潇湘楼、钟楼、鼓楼
和镇永楼。

古时名贤高士、 迁客骚
人多会于零陵， 因此地名人
辈出。三国时风云人物蒋琬，
零陵郡人， 从小寄住在外祖
父零陵太守刘优家， 故居在
城内千秋岭，诸葛亮称其“社
稷之器”；在魏国，零陵人刘
先官居要职； 宋代抗金英雄

陈遘，零陵人，21岁进士，有文武
才……

而谈到地杰人灵，不免提到理
学鼻祖周敦颐的故里道县久佳乡
楼田村，周敦颐自幼跟着母亲郑氏
在楼田村里生活。天资聪明，志趣
高远。16岁时，父亲病逝，他随母亲
到京都投奔舅父龙图学士郑向。这
个傍道山而建， 濂溪河绕村而过，
村中有圣脉泉、安心古寨、濂溪祠、
濯缨亭等古建筑的村落，还是周恩
来、鲁迅祖籍地。

除了玲珑精致的零陵古城和
牛人辈出的道县，永州极具神秘色
彩的还有武术之乡东安县、祁剧发
源地祁阳县、 潇水发源地蓝山县、
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玉蟾岩，而上
甘棠、勾蓝瑶寨、周家大院、龙家大
院、李家大院等众多古村古宅更验
证和诉说着永州的悠远文化和历
史。

这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
化名城。

有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因为相
传古时舜南巡狩崩于山间，即葬于九嶷
山前； 但更多人愿意称其人杰地灵，因
为这里大师频出、传奇永续。

如今，我们在这座城市可以探访唐
代著名书法家“狂草大师”怀素出家修
行种蕉练字的怀素园；可以游览为纪念
著名文学家、永州司马柳宗元而建的柳
子庙； 还可以去女书园一探女书之谜，
体味被中国女书研究第一人宫哲兵描
述为“不懂时会憎，沉迷时会醉，只是，
爱上了，就会包容，哪怕它是旁人看不
懂的天书”的女书……

它是湖南四大古郡之一的永州，古
称零陵；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潇湘二水汇
合处；雅称潇湘，别称竹城。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沈栋

女人天下的
地域文化色彩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女
性文字，被发现于上世纪80年
代的湖南江永县。当这一消息
公之于世时，中外震惊，随即
被人们称誉为神奇、独特的文
化现象，属于稀世文物。女书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仅在妇
女之间流传，只有妇女懂得如
何拼读和书写，其传承是母女
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
不传男。

中国女书研究第一人、武汉
大学教授宫哲兵在谈到女书时，
首先提到的是江永。

江永一带有一些比较奇特
的风俗，比如“不落夫家”，即女
人结婚3天后就要回娘家，不能
和丈夫在一起生活。在她产下孩
子以前，一年只能有两三个节日
可以偷偷摸摸回到丈夫身边，但
也只是晚上出去，天未亮就要赶
回来，直到产下孩子后才能和丈
夫“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一起。由
于新婚夫妇一年中互相厮守的
时间很短， 所以有孕的几率很
低，由此便形成了女人与男人两
个世界。

而江永“结交姐妹”的传统，
不仅使女性之间的人际关系更
加稳定， 也保证了女书的传承，
她们经常把女书文字写在扇面
或纸面上，读这些文字时，叫“读
扇”或“读纸”。

在现代已完全失去实用价
值的女书，在中国湖南等地曾以
一种孤独而鲜活的方式，浸润了
女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如今
虽然传人已相继离世，女书传承
危机倍显，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永
州的女书村、女书园、女书学堂
等景点，感受到女人天下的地域
文化色彩。

瑶民古都
瑶文化的发祥地

电影《雪花秘扇》改编自
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小说原著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小说中
充满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除文化“化石”女书外，还有老
同、婚嫁、民谣、节气等。

这是自然体现，也是必须
体现的。因为，永州千余年历
史积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瑶
文化，其中素称“神州瑶族第
一县”的江华，在全国瑶族自
治县中瑶族人口最多，地域最
广，瑶族民风民俗最浓郁。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瑶
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将体验到
是瑶家待客的典型礼节， 比如
饶有风趣的“挂袋子”与“瓜箪
酒”。客人到了瑶家，只要把随
身携带的袋子往堂屋正柱上的
挂钩上一挂， 就表示要在这家
用餐。不用事先说明，主人自然
会留客人在家里就餐。 如果不
懂这个规矩， 老把袋子等物放
在身边， 主人就认为你还要到
别处去，吃饭的事往往落空。

而只有一个石洞可入内
的千家峒，这个瑶族先民繁衍
生息的聚居地，曾是抵御外敌
入侵的古战场。当中有一块巨
大的像巨斧一样的石头，是战
争爆发前瑶族人的誓师石。
500年前，瑶族人因寡不敌众，
被迫撤离。500年后，全族12姓
氏的人们又持牛角重回千家
峒，重建家园。

每年农历十月十六，瑶族
人民会举行最隆重的盘王节
歌。在有“神州瑶都”之称的江
华县城沱江镇，你可以去朝拜
“中国瑶族第一殿”———盘王
殿，最真实地触摸瑶族的历史
与现实。

舜文化、柳文化、
理学文化从此发源

坊间有一种说法称，永州
古称零陵郡，因舜帝南巡崩于
九嶷山而得名。

九嶷山位于永州的宁远
县，至今仍保存着全国仅有的
舜帝陵和历代祭碑等重要古
迹。奇峰异洞、摩崖石刻、湖光
山色和诗词碑林为其主要游
览主题。毛泽东曾有“九嶷山
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的颂词。

关于舜帝的传说， 如行
孝、用贤等，我们从小就如雷
贯耳，而他与永州结缘，也是
源于其“爱民如子”。《史记五
帝本经》 记载：“舜南巡狩，崩
于苍梧之野， 葬于江南九嶷，
是为零陵。”

在宁远县城关舜陵镇，还
有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的文
庙，从“北有曲阜孔庙，南有宁
远文庙”的古语可知，这座祭
祀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
子的庙堂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同样为纪念思想家、文学
家的还有位于潇水之西柳子
街上的柳子庙。作为唐宋八大
家之一的柳宗元，因参与王叔
文改革失败遭贬至永州谪居
10年，写下了《永州八记》、《江
雪》、《捕蛇者说》等大量诗文，
同时因心系民众而广受百姓
爱戴。柳文化印迹在永州随处
可见。

除此之外，在永州积淀而
传承开去的还有以周敦颐为
鼻祖的理学文化、浯溪碑林所
映射的碑林文化，“狂草大师”
怀素出家修行种蕉练字的怀
素园所代表的书法文化……
都是人文中国的瑰宝，璀璨夺
目，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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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现代永州

舜帝陵。

柳子庙

九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