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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梦里几回到龙州
秦 昆

龙州是个好地方。讲一个地方美丽，无非是旖旎

山水、秀丽风光，又深含着人文脉络、历史积淀。这

一切，龙州都不缺。讲经历，这个偏居西南边陲的小

县，有壮族先民早年活动的点点印记，既曾是抗击外

族入侵的前沿，也是旧军阀起家的地方，还是中国工

农红军燃起革命烽火的圣地，曾闪耀过邓小平、苏元

春、陆荣廷等一连串历史名人的身影。在这方寸之

地，还出现了几十项广西之最：广西最早的海关、邮

政、电报、火车站、公路、兵工厂乃至法国领事馆，

都在这里。讲风光，边关上一座石城，喀斯特地貌的

山秀丽、水明媚，穿城而过的一条河，如同串起一条

珠链。讲风情，既有边关异域的气息，也有少数民族

聚居地的习俗，各族群众的年节、生活等色彩丰富、

内容引人，赛龙舟、包粽子、唱山歌、抢花炮等虽是

南方常见节庆，却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这里有美

食，下冻烧鸭、金龙扣肉、龙州沙糕等本地美味，自

然味美飘香，鸡肉粉、屈头蛋等异域传来的佳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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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寻常可见，作为开埠较早的“小香港”，这些美食

让多少来来往往的客商垂涎欲滴。甚至，这里还盛产

美女，与越南交界的村庄板池村就是著名的“美女

村”，美女们操着1000多年前就出现了的壮族三大古

乐器之一的天琴，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所到之

处，欢声雷动。

如此信手枚举，肯定会挂一漏万。我相信，没有

谁能说得尽龙州的好处。对龙州人来说，或多或少都

会知道一些，但人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在这里生活

久了，这些旖旎风光、美丽风情便不会让人大惊小

怪；而对外地人来说呢，肯定也有人拉着他们看过龙

州的胜景，说过龙州的故事，尝过龙州的美味，但要

知根知底地识得龙州，也就没几人了。可谓是有多少

双眼睛看着龙州，就有多少个不一样的龙州。要想在

一本书里把龙州说得至详至尽，是一件困难的事。梦

里几回到龙州，回回姿容都不同！

令人欣喜的是风华同志写的这本书，能让我们尽

可能地看到一个真实的、饱满的龙州。风华同志是龙

州人，是从龙州走出去的广西名作家。这里是他的故

乡，这里有他的人情世故。他在这里出生长大，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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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寸草寸石了如指掌，对这里的一言一笑亲切异

常；他又游历四方，见多识广。所以，他既熟悉龙

州，又能跳出龙州来反观龙州之好、龙州之美。可以

说，他眼里的龙州，既不是龙州人眼里那个过着寻常

日子的龙州，也不是外地人走马观花感叹几声的旅游

地。他心中的龙州，流注笔端，娓娓道来，写出一幅

准确的龙州图景。了解龙州的人知道，书中每一行字

写的是什么；仰慕龙州的朋友，也就心生向往。

尤其令人心动的是，作为一位知名散文家，风华

同志用词遣句极为精到，这是一种形象的、有生命力

的语言，富有感染力，有亲和力，而不像说明书那样

生硬苍白。如此优雅地介绍一个地方，随着书中一句

句话的引导，读者会看到一张张着色鲜明、颜色饱满

的图画，听到的是一个个悠然久远、情节引人的故

事，闻到的是活色生香、有骨有肉的味道，触摸到的

是活灵活现、富有张力的气质。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龙州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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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文化的记忆
王方红

漫长岁月中，许多历史印痕渐渐地在我们的视野

中消失，或被漫天飞舞的风沙掩埋，或被萧萧落下的

残叶覆盖，或被人世间有限的记忆遗忘……但历史的

足迹并没有中断。

在祖先遗存下来的那些传说和文字里，在民间承

传着的乡风民俗里，在风烛残年的老宅里，在斜阳残

照的古渡口边，我们随处都可以寻觅到历史的足迹。

在城市化的今天，任何一座城市，断然不能缺少

历史的文化符号。

因为，这些不仅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标志，更是一

种精神。

龙州建制于唐先天二年(713年)，至今已有1300

多年历史。一代又一代的龙州先民为我们存留了丰富

深厚的物化形态和人文形态遗产。至今，在龙州这片

热土上，还存留着左江花山崖壁画、红八军军部旧

址、法国驻龙州领事馆、陆荣廷故居（业秀园）、陈

勇烈祠等文化遗产，展示了龙州部分的历史轨迹。

这是一份无法复制且沉重无比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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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这些资源，有的正在被人们幸福地享用着，而有

的正深埋在残砖碎瓦下，或裸露在岁月的侵蚀中，渐

渐老化。

编辑出版的《龙州记忆》，就是做着为龙州历史

文化资源拭去尘埃的工作。这本书，以优美的文字追

忆了邓小平等革命先辈以龙州为据点，为了革命理想

不怕牺牲、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描绘了龙州人民在

节日里表现出来的多彩多姿的节日内容和过节的喜

庆；记录了龙州百姓代代相传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

情。这本书，皆忠实于本地区的特殊性与民族传统，

把笔触深入到本地区原生态的文化形态，不同程度地

展现了龙州这座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精神。

这些都是龙州难得的文化资源。如果不能及时地

挖掘和记录，终有一天，它们就会在我们的视野里和

记忆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

《龙州记忆》的出版，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龙州

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和记录，表明了我们对龙州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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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充满了热爱，表明了我们文化工作者在城市的文

化建设中具有一种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

一座城市，本身更需要这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有了这些，才能提升城市应有的品格和精神。

是为序。

（作者系龙州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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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边关风月



百尺石城

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南方的广西，寒风凛

冽，芳草萋萋。大名鼎鼎的主持纂修《永乐大典》的

明朝翰林院侍读解缙，舟车劳顿，几经周转，从南京

艰难地来到了广西。但此时，他已经不是翰林院的侍

读，而是作为被贬的官员，发落到广西，任布政使司

参议。

他是以“池禁中语”“试读卷不公”受政敌陷害

的。仕途之不顺，使解缙的情绪十分低落。闲暇，他

便到处游历，观摩山水，以解心中的烦闷。自全州、

兴安、桂林而下，到苍梧、北流、柳州、南宁。某一

年的某一天，他来到了南疆边陲龙州。

此时，建制于唐先天二年（713年）的龙州，已

经成为初具规模的小都会。街道井然，屋舍层叠；舟

船穿梭，歌声隐现。看到此情此景，作为文人和学者

的解缙，心头一个激灵，不禁诗兴大发，提笔作诗。

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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