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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梧州市文联和梧州市作家协会编辑了一本散文集子叫

《美丽梧州》，要求我写篇序，我思索良久竟一时无从下笔。

梧州，古称仓吾，又称苍梧，是一座有着 2100 多年建

城历史的城市，汉高后五年（公元前 183 年）建苍梧王城；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广信县、苍梧郡；元封五年（公

元前 106 年）交趾刺史部移治广信，辖岭南等 9 郡；唐武德

四年（公元 621 年）始称梧州；明成化六年（公元 1407 年）

明宪宗在梧州创设总督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督府。从

此，梧州为历代的州、路、府、道、县治。梧州历史悠久，

底蕴丰厚，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既是龙母的故乡、牟

子的诞生地，又孕育了三元及第的状元冯京、爱国名将袁崇

焕，更有民主革命志士李济深将军、李沛瑶副委员长；这里

有三江交汇、云山郁蒸，这里有中国骑楼城群、凝碧苍海湖，

这里有丹山碧水村落、樟木千年古石街道，这里有六堡茶、

有龟苓膏、有纸包鸡、有艇仔粥，这里有瑶乡长坪的秀美、

仙境天龙顶的豪迈……

梧州，美不胜收！

为了挖掘梧州的美，发现梧州的美，传扬梧州的美，梧

州市文联和梧州市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批梧州市的本土作家，

深入到梧州各地的山川河流、社区街道、乡村田野、工地现场，

用散文的笔法，勾勒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呈现在人们的

面前，这些文章以作者的亲身感受、亲历场景，借助想象和

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

托物抒情，语言清新明丽、凝练简洁、生动活泼、情真意切，

字里行间体现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质朴文风，洋溢着浓

厚的乡土气息，读之犹如清风拂面，沁人心脾，给人以温暖

向上的力量。

本书共收入本土作家 127 篇作品，分５个部分，分为《梧

州城区篇》、《苍梧篇》、《岑溪篇》、《藤县篇》和《蒙

山篇》，其中《梧州城区篇》55 篇、《苍梧篇》14 篇、《岑

溪篇》22 篇、《藤县篇》25 篇、《蒙山篇》11 篇，这些作

品虽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梧州的美。生活并不缺少美，而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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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少发现。诚然，单凭这一本书还不足以全部发掘、发现梧州的美，

要将梧州的美更好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仍有待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

是作家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怀，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写去不断挖掘、发现梧州的美，并通过文学作品

奉献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桂林山水甲天下，鸳鸯秀水世无双。梧州是一座既有着山的伟岸又

有着水的轻柔的美丽城市，在共圆“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梧州正处

在一个跨越发展的机遇期，建设西江黄金水道上向东开放的龙头城市是

全市人民的共同期盼，未来的梧州一定会越来越美！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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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当你打开地图，在广西的东部，与广东交界的地方，会发现一个

美丽的城市——梧州。

梧州古时称仓吾，又叫苍梧，名字来自一种当时漫山遍野的殷红的仓吾

花，以及由这种花命名的仓吾部落。

梧州，一座两千多年的古城，依山傍水，水汇三江，曾被宋代大文豪苏

东坡赞为“鸳鸯秀水世无双”；梧州，一个百年商埠，历史上商贾云集，曾

是八桂大地“百货出入之门户” ，是华南著名商埠和桂东南重要经济中心；

梧州，一座中国西部大开发十二省区最东端的城市，毗邻广东，靠近港澳，

与广州、香港、澳门一水相连，承东启西，向有“小香港”的美誉。

北回归线在梧州城市穿过，使梧州处在北温带和热带的分界线上，动植

物产资源非常丰富，物华天宝，因此土特产、小食也非常著名。

梧州也是水都，我国第三大河流珠江的主要支流西江以梧州为起点，梧

州城的家门拥有西江、桂江和浔江，口岸运输发达，素以“广西水上门户”

著称。

梧州，已经初显桂东南大交通枢纽的格局：这里有西江“黄金水道”，

有多条高速公路，有飞机场。特别是高铁纵横相交，多组动车经过，东南西

北皆可接通。坐上动车向东至广州，或往西到南宁，都仅需一个多小时。

梧州，拥有世界最大的人造宝石加工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

黑叶猴种群，拥有世界上脂松香生产规模最大的林产化工业，拥有世上无双

的由西江和桂江组成的鸳鸯江。

梧州，还拥有“中国足球摇篮”——梧州全国足球训练基地，拥有中国

朋友，请你到梧州来

/ 吴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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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竞渡——11 公里龙舟赛，拥有中国最大的内河岛——长洲岛，拥有东

南亚最强的赛狮队——东方狮王，拥有现代华南第一寺——四恩寺。

梧州是全国桥梁类型最齐全的城市之一，市区建有 8 座造型各异的大桥。

梧州是东南亚最大的宠物（犬只）饲养基地，几乎世界各地的各类名犬都可

以在梧州找到。

梧州是古粤语的发祥地，梧州是广西现代工业的发祥地。梧州有在中国

最早落成的中山纪念堂，有在中国保留最完整的骑楼城……

梧州是古舜帝到过的最南边的城市，梧州是龙母的故乡，梧州是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

朋友，到梧州来游玩吧，这里山环水抱，风景秀丽，自宋代起就形成了

脍炙人口的梧州八景，有桂江春泛、云岭晴岚、龙洲砥峙、鹤冈返照、金牛

仙渡、鳄池漾月、火山夕焰、冰井泉香，现在，更有新的八景等你欣赏。清

代以梧州八景为题材制作的雕屏工艺品，1989 年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现在梧州共有风光、胜迹、文物点 250 多处，著名的有鸳江春泛、中山公园、

龙母庙、西竺园、蛇园、白云山公园以及李济深故居、爽岛民俗风情旅游区

和藤县太平狮山、蒙山县太平天国封王遗址等。

梧州，山清，水秀，远眺是青山叠翠；近看有秀美的鸳鸯江，有如小家

碧玉一般，玲珑剔透。这种精致和宁静的感觉远非大都市所比，这是梧州的

城市个性。  

      梧州人性情恬淡，民风古朴。文化的血脉纵横万水千山，既有粤人习俗，

也有八桂风貌。虽没有东北人的豪气，也没有江南人的委婉，但清淡、纯情、

宽容且纤细，一个典型的平民化的城市，这是梧州人的个性。  

    来到梧州，当然就有口福。梧州物产丰富，特产丰富，小食出名，其中龟

苓膏、蛤蚧酒、冰泉豆浆等享誉中外，纸包鸡、艇仔粥、龙虎凤烩、神仙钵、

和味狗肉煲、炒田螺、田螺鸡煲、梧州蛇宴等等，令人闻香滴涎。

这就是印象中的梧州，朋友，梧州是充满魅力的城市，你若要真正认识

梧州，那就请你到梧州来，到这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来，好客的梧州人定会

热情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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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金陵

一次，自治区文联开会，有位领导在闲聊时笑问：“我国解放后有五对

父子都是国家领导人，广西有没有？” 显然在考我。“有，是我们梧州的李

济深父子！”我欣然笑答。 

李济深，一个戎马倥偬、以身许国的民主革命汉子，一个从苍梧大地走

出来的共和国副主席，是八桂的荣耀苍梧的自豪故乡的骄傲。

苍梧料神村是个风光秀丽的小山村。竹树掩映，山野吐翠，一条小河傍

村汩汩流过，村后山坡上长着数十棵树木，那是林中豪杰——苍梧大地上罕

见的铁力树，也称格木。山下有一座宽大的四合院，那便是李济深故居。　

1885 年 11 月 6 日，苍梧料神村充满喜气，一个英华人物呱呱坠地，那

便是李济深。

李济深，字任潮，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和黄埔军校副校长；也曾被

蒋介石视为眼中钉三次开除出国民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

和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这样一个英武、传奇的人物，在苍梧料神村广场，我目睹了他的风姿——

腰束牛皮带，脚蹬战靴，手扶佩剑，目光炯炯，征衣飘飘，戎姿英发……

这尊李济深铜像是 2011 年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时雕塑的。铜像底座，

刻写着李济深年少时写下的诗作：“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令身许国，

何必列王侯。”说起来还有段小故事哩。儿时，有个姓马的相士，在私塾处

见到李济深，观其天庭饱满、相貌堂堂，再看屋后山水形胜，神秘地对塾师说，

此人王侯相，以后必大富大贵。李济深知道后，赋诗一首以对，表达自己不

——瞻仰李济深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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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富贵、立志以身许国的宏愿。

纷乱时世，李济深认为必须武力救国，一统国家，于是选择了从戎之路。

他早年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新军任见习官、

排长，后入广东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1909 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大学学习，

之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后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曾任

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1924 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

命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第二次东征时，李济深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

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

的统一和巩固作出了贡献。李济深还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

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

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

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称号。

在戎马生涯中，李济深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一次，他冒着枪林弹雨骑马

指挥，一颗子弹飞来，坐骑被击中倾倒，把他牵下马来，他却面无惧色，跃

起徒步继续指挥，士气大鼓，一举把敌军击溃。

广场铜像展现了李济深英勇善战大气凛然的儒将风姿。

穿过广场，沿着小桥流水回廊曲径，走到李济深故居。故居大门口嵌着

一块大理石，上面刻着屈武题写的“李济深故居”五个苍劲大字，从门楼进

入大院，架上葡萄覆盖曲径，进入南二门，门楣上醒目的“李济深先生故居” 

大字是胡耀邦在 1985 年李济深 100 周年诞辰时亲笔题写的。故居建于 1925 年，

是一座庄园式砖木结构建筑，占地 3400 平方米，青砖瓦房四合院式厢房和

楼房。楼房四周回廊上的西式栏杆很别致，门窗上雕的花草图案，增添了古

色古香的色彩。内院为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紧凑，院落宽敞。其间陈列

着一些名人字画和李济深各个时期的不同图片和事迹。中间是庭院，采光好，

风通畅，地砖拼成一幅收纳四方之气的八卦图案。故居瓦面建有墩子式的人

行道，与四角上的炮楼相通。这是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建筑物，能有效防

范兵患匪祸，体现着主人的身份和识见。李济深热心乡梓，曾变卖田产并发

动老部下在家乡捐资创建中山中学。在故居，李济深接待过许多国民党要员，

保护过李铁夫、梁漱溟、千家驹、狄超白、陈残云、黄宁婴等进步人士，还

曾多次主持召开过抗日救亡、反对内战的会议。

村中老人还记着这样一件往事。1944 年，李济深为组织抗日武装从桂林

返回家乡。一天，村里来了一个挑担收买鸭毛鹅毛的人，此人几天前就出现

过。他见老人便递烟，见小孩便递糖，买卖也不讨价还价，这些举动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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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的警觉。李济深故意在屋顶瓦面墩子人行道上行走，并不时掀起长披

肩以引起村人的注意，那家伙停下手中活计直瞅屋顶上的李济深，李济深马

上明白这“收买佬”的身份，“嗖”地拔出手枪朝“收买佬”瞄了瞄，转而

把枪口移向鱼塘篱笆上的一只翠鸟，“砰”的一声，翠鸟应声掉进了鱼塘，“收

买佬”被李济深的神枪吓呆了，挑起担子遂消失在村口。后来证实，被吓跑

的便是日伪派来的特务。

战功卓著而又带着强烈爱国情怀报国理念的李济深，却被蒋介石视为绊

脚石、肉中刺，曾三次被“永远开除党籍”。

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是在 1929 年。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

间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

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长达 2 年零 7 个月，剥夺其军政大权，

并将其“永远开除党籍”。汤山被囚成为李济深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

从军界转入政界，举起三民主义大旗，开始全身心地为中国的政治民主而奋

斗。

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是在 1933 年。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离开

南京到广州，筹备建立“抗日军人联合会”，后又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

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联共反蒋抗日，反对蒋介石

独裁统治。1933 年 10 月，蒋介石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李济

深也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救国。 

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是在 1947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反对蒋介石

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1947 年 3 月，

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

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 月，国民

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

国通缉”。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可谓是绝无仅有，可见蒋介

石对李济深痛恨之极，也体现了李济深为国家民族利益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的凛然正气，突显了李济深疾恶如仇、以身许国的铮铮铁骨。

人们说，苍梧是龙的故乡，有郁郁葱葱的山龙，莽莽苍苍的水龙，龙腾

苍梧，四野生辉。而李济深则是苍梧腾起的一条令蒋介石又恨又怕的黄龙，

一条忠勇于中华民族、忠勇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金龙。

李济深国文功底很好，常以诗言志。强烈的爱国报国、忧国忧民情怀，

在他的诗中可触可见。如为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曾两次上庐山，但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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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临行前赋诗示忧患情怀：“万方多难上庐山，为报隆情一往还。纵使

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在人间。”“庐山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愁肠。自

是人间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又如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

但国民党政府仍然消极不作为，甚至建起军人俱乐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李济深愤而挥毫写下《哀金陵四绝》，其后二绝为：“中山路上尽王宫，衙

署辉煌各逞雄。知否锱铢都取尽，国防未固竞虚荣。”“陵园住宅两名区，

华丽洋房错杂居。费尽心裁图享乐，复兴民族意何如？”又如，武汉沦陷后，

李济深见自己建议得不到采纳，报国无门，悲愤莫名，在回广西途中写下：“国

难方殷寇正强，存亡续绝费商量。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风景

纵佳游兴减，江山依旧主无常。应知巢覆无完卵，几度登临几断肠。”显露

了其断肠忧愤。这些诗作中，足可窥见李济深的高洁志行。  

1949 年 9 月，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

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若干年后，他的儿

子李沛瑶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喜迎旭日后的李济深潜心新中国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勤奋工作，1959

年 10 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终年 75 岁。

“如果任潮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好啊！” 毛泽东在惋惜：“晚节可风！”

林伯渠在称赞。

“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看着故居广场威武的铜像，一股崇敬之情由衷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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