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22年7月21日  
本版编辑／冯晓雅   
美术编辑／王蕾
E－mail：fengxy@fengone.com

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特别策划

跟着课本游湖南之

地址：长沙市��� 12� ������ �编：�10011 �������：��00001000070 ������：长沙��������������� 地址：长沙��������� 206 ��������� 12� ������ �编：�10011 �������：��00001000070 ������：长沙��������������� 地址：长沙��������� 206 ������������     �编：�10011     �������：��00001000070     ������：长沙���������������     地址：长沙��������� 206 ������  
��发行��：中国�政集团���������湖南省�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全国�发     全年定价：198 元     零售价：�.00 元

走一走，柳子庙吹过千年的风

写一写，女书承载的女儿情潇水汤汤，湘江浩浩，而怀抱其间的古城永州，因山水地形之�，千百年来，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总是锦绣华章。

于是总角至弱冠，我们习惯在老师执教下、课本的知识中认识多变的永
州，它时而是《江雪》里的雪中孤影，时而幻化成《小石潭记》中的山明水秀，
时而又变成《九嶷山图记》里的巍峨耸立。

也或�曾在母亲的耳提面命下，在“背诵并默写全文”之际，畅想穿越
时空“云游零陵”：倒回南宋，与陆放翁并肩潇水之上，看他豪情壮言“挥毫
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诗”；梦回唐贞元二十一年（805），与柳宗元共治
朝政……千古文人大家，纹山绣水，刻石留诗，挥毫泼墨皆在于此，真�谓
一座永州城，半城皆诗词。

踏足深藏湖南南部的这座小城，循着课本、诗文中的词章，追寻文豪的
足迹，那会是怎样的体验？且听妈妈们一一道来。

千古永州半城诗：1200年前成“热门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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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名人诗画下的零陵古

城永州是一本墨香浓郁的古书，

那么以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

书”为名片的江永县，可谓是书

中精华。

“江永女书是以女字、女歌、

女红及其传承的民俗习俗为内核

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的女字是

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现存的

性别文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在永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肖扬看来，女书这一宝贵的特色

文旅 IP，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还能拉近女儿和母亲的距离。

蒲丽娟一家三代可谓“女书世

家”，她的母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女书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何静华，女

儿林莹如今也投入到了女书习俗

传承人的队伍里。

当蒲丽娟用女书特有的音调

吟诵起由她翻译的《永州八记》，

也便回忆起了她研习女书的心路

历程。

“2004 年女书生态博物馆开

馆，我被聘请为第一届负责人兼

讲解员，自那时候开始，便担任

起了宣传女书文化的任务。”从小

跟着母亲耳濡目染，蒲丽娟对女

书的情谊深厚，“后来我的女儿

和儿子来博物馆时间长了，甚至

也会拿起话筒扮演小导游，跟游

客们讲解最基础的女书发音。”

离江永县城 15 公里的浦尾

岛，四面环水，风景秀丽，民风

淳朴，是女书传人高银仙、胡慈

珠、唐宝珍的故居地，也是女书

流传的核心村落，女书生态博物

馆正坐落在此。

“在这里，你可以带着孩子欣

赏女书作品和工艺，跟着讲解员

学习女书，还可以动手实践，自

己写女书，做到寓教于乐，在游

玩中学习、体会女书厚重的文化

内涵和独特的魅力。”蒲丽娟介

绍道。

无独有偶，因为女书与江永

县结缘20余载，江永县女书大使、

民进湖南省委文化出版旅游专委

会副主任陈立新也几乎成了半个

“江永妈妈”。也正因此，她带着

儿子走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

开创性地以“女书文化体验”为

主题，推出了亲子研学游。

“带着孩子们和当地人一起坐

歌堂、学女书，和她们一起过斗

牛节、乞巧节，在江永感受千百

年来瑶族妇女独特的文化习俗和

坚韧博爱的可贵精神，体会永州

的女性文化，是一个让孩子们回

顾往昔、展望未来的宝贵的学习

体验。”陈立新介绍道。

如今，以女书所承载的原生

态女歌、女书习俗�为基本��，�为基本��，为基本��，

展示女书发源地独特文化的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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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特色文旅产业项目之一。而

登上浦尾岛，打卡女书生态博物

馆，学习女书文化，体验“斗牛节”

……则更能带着孩子在游玩中切

身感受当地的文化魅力。

若1200 年前有“热榜”

一词，那么“文青”柳宗

�贬谪至永州任司马十载，

正可谓是“一代顶流”。他

在勤政爱民之际，借泉石

草木，写天下苍生，留下

了500 余篇佳作，个中翘

楚《永州八记》也成功将“永

州好景”推至“热门打卡

地”。

“在永州，《永州八记》

几乎家喻户晓。”一提到家

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

女书习俗传承人蒲丽娟脸

上的笑意便更浓了，“小时

候我就爱跟着母亲走�����

巷，没承想长大后，女儿

也随了我的性子。”

2007 年，蒲丽娟带着

女儿林莹“打卡”零陵区

潇水西岸的柳宗�文化旅

游区，走到柳子庙时，蒲

丽娟对女儿说：“这便是人

们为纪念大文豪柳宗�先

生所建立的。”

在蒲丽娟的记忆里，因

为平时忙于工作，鲜少有

时间跟女儿深入交流，但

当听到女儿课文里熟悉的

词句，她便收起了漫不经心，

认真地说起了“不那么专业”

的讲解。

于是，在那一年的

春日融融里，便有了这

样一幅温馨画卷：石板

铺就的柳子�上，母亲牵

着女儿的手三步一停，一

旁的愚溪沿着�道缓缓流

淌，在阳光下闪烁着盈盈

波光，“潭中鱼可百许头，

皆若空游无所依”。跨越

千年，仿佛《小石潭记》

中所描述的场景在这一刻

得以重现。

“这里的大部分景点都

是围绕柳宗�的诗词歌赋

进行的维护和重建，沿着

�道一直走，远远看到飞

檐翘�，青砖黛瓦，那便

是到了柳子庙，也正是这

片景区的核心景点。”蒲丽

娟介绍，柳子庙始建于北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

以其庙中碑刻甚多而闻名，

其中《荔子碑》《捕蛇歌》

《寻愚溪谒柳子庙》�堪称

文物珍品，正殿后墙的石

碑，亦是“三绝碑”，碑文

为韩愈所撰，由苏轼书写，

内容却是颂扬柳宗�的事

迹，此碑首句为“荔子�子��

兮蕉黄”，故又名“荔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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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

——柳宗元《小石潭记》（人教版�中�文�年�下�）潭记》（人教版�中�文�年�下�）记》（人教版�中�文�年�下�）

“《女书》不仅是歌颂母亲、女儿、姐妹，而且是为中国女性、为世界

女性立一座音�纪念碑��

——著名音乐家谭盾

作为一名地道的“永

州妈妈”，在这座古城生

活久了，蒲丽娟尤其喜爱

带着女儿在旅途中捕捉家

乡的“旧时光”。

“我喜欢带着她去走访

乡下的村落，有一年，我

俩去国家第五批传统村落

潇浦镇何家湾村采风，一

路上我光顾着拍摄留存门

楼窗棱上的雕�，女儿突

然跟我说：‘妈妈，幸亏我

们生活在现代，还能够看

到这样古朴美好的田园风

光，像《捕蛇者说》中那

样民不聊生的场景，我简

直不敢想象啊！’”回忆起

年幼的女儿突然像个小大

人一样发表人生感悟，蒲

丽娟欣慰之余更多的是感

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带女儿来观景采风，

也是想陶冶她的情操，让

她能将课本上的知识活用

起来。”蒲丽娟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