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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文化自信的桂林 之 全州篇

古之楚南重镇 今之“桂北门户”
解码大美全州的“文化基因”

□本报记者 张苑

　　位于湘桂走廊北端的桂林全州县素有“广西北大
门”之称。
　　这里“地处楚粤之冲，山水奇秀，风气清淑”，两
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使得这里拥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与底
蕴。它是广西境内建制最早的一个县，也是桂林市行政
区规划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是桂林市域副中心城
市，又是桂北湘南的物资集散中心。
　　湘源文化、寿佛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细
数全州的文化资源，有如繁星点点，闪耀在这片大美
之地。

寻古韵———

千年古城 厚重历史

　　夏日的傍晚，位于全州城北新区的湘源文化公园内
古韵悠悠、绿意盎然。
　　土生土长的全州人唐寅飞借着暑假时间带着8岁的
儿子从外地回到全州。参观湘源文化公园成为唐寅飞带
孩子了解家乡文化的第一站。驻足于一座座历史人物雕
塑前，仰望、品读。他一字一句地给儿子讲解每一座雕
塑和建筑蕴藏的关于全州的古老故事。“这是我们的家
乡，值得一代又一代人用心用情去寻根溯源。”唐寅飞
感慨道。
　　建于 2015 年的湘源文化公园就像是一本全州历史
文化的“教科书”。公园内以全州湘源文化为内涵，舜
帝等人物雕塑、浮雕、壁画，以及新修的清湘书院、皆
山阁、伟观楼、二妃庙、亭榭等仿古建筑，融入风光无
限的美景中，让人们在畅享美景之时，全面了解全州悠
久璀璨的历史文化。
　　走读湘源文化公园，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全州两
千多年的悠长历史。
　　“不信湘中好，江山天下稀。如何万里客，终岁澹
忘归。”
　　——— 这是明代全州太守顾璘《湘山杂诗》里的诗
句。字里行间盛赞全州民风淳朴，山水灵秀，人才辈
出，是一个好地方。
　　全州地处桂北湘南，自秦始皇设零陵县、汉武帝置
零陵郡，可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是一个汇独特民
俗风情与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于一身的地方，为历代州、
府、县的治所。
　　传说尧舜时期，因南方山多地少，水患严重，交通
不便，生产力低下，时称“三苗”的南蛮民族备受歧
视，曾与炎、黄集团有过抗争，但没有成功。虞舜在位
时，实施怀柔政策，以文教感化苗民，逐渐消除了苗人
敌视华夏人的心理，接受了华夏政权的统治。舜帝时
期，定下五年一度的“巡狩”制度。即每隔五年，舜帝
御驾到全国各地巡视一番，考核官员任免事宜。舜帝晚
年的一次“巡狩”途中，由于过度劳累在今天的桂北湘
南一带驾崩并被就地安葬。司马迁《史记》里有这样的
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
为零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纪念舜帝，将舜帝晚年活动
过的地方设置为一个县，取名零陵县，县治就设在今天
的全州。二千多年来，尽管全州历史建制地名不断变
化，零陵县、零陵郡后来也从全州迁到了今湖南永州，
但在全州历史上的这些建制地名都与舜文化的历史根脉
不可分割。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全州的古代贤官，多如
繁星，灿如北斗。据记载，自宋代以来，全州本地进
士及第有 143 人，举人 1570 人，这在广西数十个县
中是屈指可数的。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宦游全
州，留下许多经典诗文和画作，提升和弘扬了全州的
人文色彩，造就了“千古诗文地，锦绣清湘源”的
传奇。
　　古韵悠长，文脉深远。如何让千年文化绽放新辉，
成为全州探索的课题。近年来，全州县将历史文脉融入
城市建设，打造了以湘山·湘源历史文化景区为代表的
历史文化地标，将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城镇建设、滨
江风光、重点文化遗产等相结合，实现历史记忆、城市
文脉和品质生活交相辉映，城市文化底蕴日益被彰显
出来。

溯渊源———

寿佛文化 源远流长

　　从零陵到全州，为何更名？全州地名的背后，承
载着怎样的厚重文化？走进有着“楚南第一名刹”之
美誉的湘山寺，问题皆有答案。
　　走进坐落于全州县城西隅湘山脚下的湘山寺，透
过写满沧桑的历史古迹可以洞见，一千多年前中国古
代佛教文化之兴盛。寺内放生池里惟妙惟肖的动物石
雕群、闻名遐迩的妙明塔，以及珍贵的古代碑刻等被完
好保存，静静见证着湘山之下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幻。
　　传说这座寺庙创始人全真法师是一“奇人”，他
云游四方，许多名山胜地均难留足，唯独对全州这片
土地情有独钟。据《全州志》记载，唐至德元年(756
年)四月，全真云游到湘源县(今全州)，登上湘山笋
布台，凭栏远望。只见湘山 72 峰竞相耸秀，五华围
绕，湘江、灌江、罗江三水汇流，左有钵孟山，右有
圣禅岭，前览州城，背依湘山，绿水如带，雄山似
簪，钟山川之灵秀，集天地之精英，遂决意定居于
此。于是，他在全州主持修建了“净土院”，诵经传
法，广结佛缘。由于全真法师佛法深邃，德行懿范，
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崇敬，尊他为“湘山圣化主人，无
量寿佛”。唐咸通八年(867 年)，全真法师在湘山寺
端坐而逝，享年 139 岁(另说 166 岁)。其寿命之长，
堪称奇迹。
　　全真法师圆寂后，湖广一带的民众十分怀念他，
后有人提议将县城迁至净土院东南(今全州县址)，并
以全真法师法号中的“全”字冠于行政级别“州”字
前，全州因此而得名。《广西通志》中写道：“五代
时因改湘源为全州，以(全)真故也。”地因佛升格，
州以僧命名，这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可能不多见。
《全州县志》也有记载：“县以佛名，相沿至今”。
可见湘山寺及其寿佛文化的影响力。
　　明末清初，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代宗师石涛在湘山
寺削发为僧。抗战时期，抗日将领戴安澜的追悼会在
这里举行，国共两党领袖撰写挽词追悼，现场感天动
地。新中国成立后，这座“楚南第一名刹”更是成为
中外友好往来、文化交流故事的发生地。上世纪 80
年代，在政府的组织下，曾经遭到日军破坏的无量寿
佛殿、放生池、圆通殿等建筑得以重建，千年古刹从
此焕然一新，法灯续燃。 2010 年，全州县扩建了占
地 2 万平方米的湘山文化广场，新建湘山寺门楼，
院内修葺一新，湘山寺以宏大的全新姿态呈现。
　　秀水名山，古寺高僧。全州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
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近年来，全州县有关部门不断
挖掘湘山寺的寿佛文化内涵，向人们更生动呈现这座
千年古寺的古老故事。

传基因———

红色文化 深植沃土

　　若问全州最亮眼的文化是什么颜色，那一定是
红色。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
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这首民谣历经 80 多
年，至今依然在全州民众中传唱。 89 年前的那一场
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仿佛历历在目。
　　 1934 年 11 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在桂
林的全州、兴安、灌阳三县浴血奋战，打响了历时 9
天的湘江战役。作为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全州县是红
军活动区域最广泛、发生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如今，
全州县境内留存有脚山铺阻击战旧址、三大渡口等革
命遗址遗存 168 处，数量居桂林市 17 个县（市、
区）第一位；这里有写满红色历史的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还有在群众中间代代相传的红色故事……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全州县的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
脉，并深情道：“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
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
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
　　抚今追昔，砥砺前行。一直以来，全州对红色文
化的挖掘和传承工作从未停歇。近年来，全州在对红
色资源进行排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县内 168 处革命

遗址遗存进行挖掘保护，仅 2019 年就完成湘江战役
红军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和纪念设施建设等 20 个项
目。还专门成立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管委会，对全县红
色文化资源和纪念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开园以来，先后获评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等，是
全国红色教育重要阵地，年接待游客达 380 万人
次。 2021 年开始，全州县还高位推进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广西段）项目建设，长征路上“峥嵘岁月”正
更加生动地被呈现在这片桂北大地上。
　　在深入推进红色遗迹和纪念园区修复和建设的同
时，全州县还持续推动红色旅游多元化、融合化、高
质量发展，“红色旅游+研学”“红色旅游+休
闲度假”“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丰富
的体验形式，吸引了众多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们沿着革命先烈的光辉足
迹，走进全州，触摸红色传奇
的历史印记，感悟革命斗争
的艰苦岁月，缅怀为民族独
立与人民解放而牺牲的革
命先烈，完成一次重温历
史、找寻初心的红色旅
程。不仅如此，全州还着
力构建“全域旅游大格
局”，有步骤地推进文化
旅游与农林、科教、体
卫、工业、城建等行业融
合发展。出台《加快全州县
旅游业发展暨促进全域旅游
开发扶持办法》，设立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全力打造生态休闲
观光、历史人文体验、红色文化感
悟三大特色旅游产品，形成自然、人
文、红色旅游并驾齐驱的新格局。 2022 年，
全州县入选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
　 如今，全州的红色故事被越讲越生动，红色精神
深深植入这片文脉悠长的沃土，成为独具特色的“全
州魅力”，也化作全州人心中不断升华的文化自信。

　　全州是广西建制最早的县，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红色文化、古代文化、寿佛文化、民俗文化……多元文化在
这片神奇的地域交融并存，成就了绚烂多彩的大美全州。
　　在全州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燕窝楼、湘江战役旧
址、湘山寺碑刻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路江、卢
家桥、渡星园、黄毛岭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列入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有古洮阳县城遗址、梅子坳汉晋古墓群、柳
山书院，还有脚山铺阻击战旧址、三大渡口等多处红色遗
址，等等，无不展示出全州引人注目的历史风采。
　　近年来，全县集各方之力，充分挖掘多样化的文化资
源，让其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在挖掘红色文化方面，我
们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推进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试点建设，按照“一个中心、两条线、三个+、 N 个+”工
作思路，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全州段）建设，
并充分挖掘红色旅游与湘源古色文化、大碧头绿色生态、天

湖白色滑雪和三江口蓝色水上运动的有机融合。另外，我
们将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建设了湘源文化公园，打造
以湘山·湘源历史文化景区为主的历史文化地标，还大力
提升非遗传承水平，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开展
非遗文化的生产性保护；积极创建“中国文学之乡”，通
过文学品牌创建进一步繁荣全州县文学事业发展，等等。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全州作为千年古
城，在新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文化文脉与城
市生活和谐相融。
　　今后，我们在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工作上，将担当起新
的文化使命，依托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和点多面广的优势，
大力做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让文脉与百姓生活“连”起来，不断赓续历
史文脉，让魅力全州绽放新彩！

　　（记者张苑 整理）

赓续历史文脉，让魅力全州绽放新彩
□蒋梅艳（全州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嘉宾访谈

  图①：位于湘江畔的湘山·湘源历史文化景区成

为全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

           （全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位于全州境内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馆。         （全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有着“楚南第一名刹”美誉的湘山寺。

                （资料图片）
  图④：曾经的楚南重镇，今日的“桂北门户”。

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全州，发展日新月异。

           （全州县委宣传部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