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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气韵

李

斌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

这座钟灵毓秀的城市，不仅是螺蛳粉的

故乡，还是一座拥有 2100 多年建城史的历史

文化名城与一座硬核工业城。

奇峰耸立，瑰丽雄奇。喀斯特地貌赋予

柳州独特的自然景观，也锻造了柳州人敢为

人先的性格，孕育了个性鲜明的城市气质，创

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奇的故事。

香香臭臭螺蛳粉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北宋诗人梅

尧臣的诗，讲述了唐代文学家、柳州刺史柳宗

元与柳州饮食的故事。而今柳州，柳宗元“甘

食虾蟆”已成传说，而一碗粉却让这座城市魅

力陡增。

有人说香，有人说臭，还有人说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一碗粉将人们分出了不同的阵

营：很多人趋之若鹜，不少人避之不及。

今年春节以来，不少“网红”螺蛳粉店排

起数百米的长队，“排队两小时，‘嗦’粉五分

钟”成为常态。有的游客坐几个小时动车、飞

机，甚至自驾一两千公里来到柳州，拖着拉杆

箱就来排队“嗦”粉。

诞生即成“网红”并“长红”至今的袋装柳

州螺蛳粉，仅用 8 年时间，从零起步到去年销

售收入突破 180 亿元，批量出口到全球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疫情期间，柳州螺蛳粉甚至

一度遭遇“全网催货”，柳州也因此借“螺”增

“粉”，扩大了“朋友圈”。

螺蛳粉得名，因为它的汤是用石螺配以

猪大骨、鸡骨架和多种天然香料熬制。在不

同地区，有着“一颗螺蛳三碗汤”甚至“一颗螺

蛳九碗汤”的说法，隐含着对螺蛳鲜美滋味的

夸赞。这种独特的鲜味，是柳州螺蛳粉的最

大特色，平添了“三碗上瘾”的吸引力。

初尝螺蛳粉，也曾退避三舍。但当加上

红红的辣椒油后，顿觉爽快舒畅、身心愉悦，

其丰厚的味觉令人食之难忘、欲罢不能。

柳州人是如何爱上“嗦”螺的？螺蛳汤又

是如何和米粉结合成为螺蛳粉的？说法不

一。柳州白莲洞遗址有 2 万多年前古人生活

的遗迹，同时期地层中发现了古人食用螺蛳

留下的螺蛳壳，这些螺蛳壳都被敲掉了尾部，

与今天柳州人“嗦”螺并无二致。南方湿热，

多河流沼泽，适合螺蛳这种水生动物生长。

这种简单易得的食物，或许是大自然给予人

们的馈赠。

如今，柳州螺蛳粉企业最集中的工业园

区，相隔白莲洞遗址不到 2 公里。

“10 多年前，谁也想不到一碗又臭又香的

螺蛳粉能征服那么多人的舌尖。”曾积极响应

“螺蛳粉进京”计划并于 2011 年在北京朝阳门

外大街开螺蛳粉店的陈伟说，开店时曾遭受

附近不少居民对“臭”味的投诉，而投诉者尝

鲜后却变成了忠实“粉丝”，他就隐约感受到

这碗粉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敢于尝鲜,让柳州诞生了螺蛳粉，也造就

了柳州勇于创新的城市气质。从“现煮堂食”

到“袋装速食”的革新，让柳州螺蛳粉迅速爆

红。去年，柳州出产的螺蛳粉达 18 亿袋，成为

柳州“可食用的城市名片”。螺霸王、螺状元、

好欢螺等一众品牌，让柳州螺蛳粉声名远播，

造就了一批年轻的创业者。

在柳州螺蛳粉电子商务产业园的一个 24

小时不停播“日不落直播间”，“85 后”创业者

丘启豪带领着团队，不只在电商领域把袋装

螺蛳粉年销量做到了 2000 万包，还在 1 年内

开了 150 多家实体门店。如今，他的“皇冠螺”

品牌正在布局东南亚市场。

柳州螺蛳粉为何能俏销全球？《新唐书·

地理志》称：柳州“地当柳星”为名。而据《隋

书》记载：“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

味。”柳星位于柳州上空，所以舌尖上的柳州

火了起来，不仅有螺蛳粉，还有云片糕、艾粑

粑、三江油茶、螺蛳鸭脚煲⋯⋯

此说固然只能算附会，但“地利”是一个

重要方面。探析柳州螺蛳粉的“爆红”，与融

入柳州人血脉的工业基因、与生俱来的工业

思维密切相关。

往往今今汽车城

有着 60多万产业工人的柳州，散发着浓浓

的工业城市气质。工业化理念渗入到经济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螺蛳粉。

在柳州螺蛳粉生产集中区，可视化的厂

房，自动化的生产线，全流程标准化、可溯化，

表明这是一包浓缩工业化理念、产业链思维

的螺蛳粉。

柳 州 工 业 基 因 从 哪 里 来 ？ 得 从 汽 车

说起。

一部汽车史，半部柳州史。拥有百年工业

史的柳州，造车史已长达 90年。走进柳州工业

博物馆，一件件老物件无声地讲述着柳州艰苦

创业的历史，汽车无疑占了“C位”。

走在柳州街头，会发现一个有别于其他

城市的特别现象——很多两座或四座挂绿牌

的微型汽车在街头穿梭，网民称之为“宝宝巴

士”。这是当地车企适应新能源转型推出的

产品。数据显示，柳州一度是全国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最高的城市。

有句话叫“汽车拉着柳州跑”。这座工业

城市，汽车及关联产业每年贡献了近一半的

工业产值。近 10 多年来，柳州每年生产汽车

100 万辆以上，最高年产量达 253 万辆。

柳州曾自豪地宣称是“中国人均生产汽

车最多的城市”。这座市区人口 200 多万的

城市里，有好几年实现了“年人均生产一台

汽车”，这让柳州人引以为傲，到今年已生产

超 过 3000 万 辆 ，并 且 作 出 形 象 的 比 方 ：“ 以

每 辆 车 长 4.5 米 计 算 ，首 尾 相 接 可 绕 赤 道

3 圈多。”

早在 1933 年，当时的柳州军械厂造出广

西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辆“木炭车”。1969

年，当时的柳州农业机械厂生产出广西第一

辆汽车——“柳江”牌载货汽车。经过 90 多年

的风吹雨打，现如今柳州拥有东风、一汽、上

汽、重汽四大汽车集团的生产基地，“五菱”

“宝骏”“乘龙”“风行”等自主汽车品牌在这里

发展壮大。

新能源汽车五菱宏光 MINI EV 连续 28

个月蝉联中国品牌纯电汽车销量第一，印尼

巴厘岛 G20 峰会上抢镜的五菱 Air ev，还有五

菱缤果、宝骏云朵等“网红”车型⋯⋯“神车”

不仅支持了柳州经济，还为城市赢得流量。

去年，柳州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占全国总产量

的十分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老一代柳州产业工人研

制微型车时，曾经拆解国外汽车零件研究；现

如今，国外同行反过来拿柳州制造的新能源

汽车来研究。”大国工匠、广西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郑志明自豪地说。

以工业为核，柳州拥有以坚韧直面任何

困难的底气。

3 天实现口罩下线、76 小时自主研发生产

出全自动“口罩机”、快速打造出负压救护车

和智能移动测温车⋯⋯新冠疫情暴发时，从

“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到“人民需要

什么，柳州就造什么”，柳州工业展示了“硬

核”实力。

汽车仅是柳州工业的一个缩影，这里还

生产出了中国第一代汽油机、第一台轮式装

载机、第一台铰接式装载机、世界首台高原型

轮式装载机⋯⋯汽车、钢铁、工程机械挺起了

柳州工业的脊梁，智能家电、智能电网、生物

医药等产业也在蓬勃发展。

柳州工业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

最大挑战，是过度依赖三大支柱产业和轻重

工业发展比例不平衡。可以说，加快产业结

构 优 化 升 级 、促 进 新 旧 动 能 接 续 转 换 任 务

艰巨。

柳州在升级壮大“老字号”的同时，积极

培育发展“新字号”。今年前 7 个月，柳州动力

电池、智能家电、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产值同

比增长 167%、18%、16%。昔日“桂中商埠”，而

今通达世界。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

欧班列、“柳州—同登”“柳州—雅加达”跨境

班列常态化运行，“柳品出海”的大道越来越

宽阔。

曲曲折折柳江水

以工业闻名的柳州，却有着柔美外表。

绕城而过的柳江，把它装扮得风姿绰约、秀丽

可人，自然地散发出优雅的气质。

螺蛳粉、汽车，体现着柳州新型工业化的

理念，也影响了一江水。

柳江，柳州的母亲河，从云贵高原走来，

经过壮侗苗瑶的山山岭岭，在桂中大地拐了

一道弯，怀抱着柳州，然后又转向东南流去，

汇入西江、珠江，奔腾向海。

投迹山水地，寄情咏离骚。登上柳州城

楼，望着蜿蜒柳江，不由得默念起柳宗元的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在柳州主城区，柳江自北而来，又向北而

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U”形。旧时的柳州，

只能依靠浮桥或船只渡江，交通十分不便。

为解决柳江造成的交通阻隔，柳州人先

后在柳江上修建了 22 座桥梁，这些桥梁形态

各异，成为柳州独特一景。由此，柳州也被誉

为“桥梁博物馆”。

清清柳江水，冠绝三百城。柳州的地表

水水质从 2020 年起连续 3 个年度排名全国第

一。人们很难想到，如这绕城而过的柳江，柳

州也曾走过一段弯路。

柳 州 毫 不 掩 饰 这 段 不 堪 回 首 的 历 史 。

2010 年 建 设 柳 州 工 业 博 物 馆 时 ，专 设 了

“ 生 态 宜 居 馆 ”，用 一 面 弧 形 墙 体 模 拟 呈 现

了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柳 州 遭 受 污 染 的 情

景 ：污 水 横 流 直 排 柳 江 、水 体 布 满 乌 黑 色

油污⋯⋯

痛定思痛，柳州矢志通过推动产业升级

和强力治污实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

推进。多年来，柳州牵牢治理工业污染这

个“牛鼻子”，实施搬迁一批、改造一批、

关停一批、整治一批的铁腕整治，用“长

牙齿”制度促使排污企业自觉守法、转型

发展。

这条中国河流由“污”到“清”的变化，是

中国生态日趋向好的一个缩影，是观察美丽

中国建设的一个窗口。

如今的柳州，摩托艇风驰电掣、内河帆船

赛扬帆奋进⋯⋯柳江连续 10 多年举办“国际

水上狂欢节”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水上赛事。

如今的柳州，“岭树”再难遮住柳州人的

“千里目”。柳工、上汽通用五菱等企业在巴

西、波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了制造基

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都有柳州企业

的布局。“实业兴市，开放强柳”，加快建设现

代制造城市和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打

造万亿级工业强市。

江岸，游人如织；江上，游船穿梭⋯⋯

景 德 镇 的 瓷 力
孟宪江

景德镇，一座曾以单一陶瓷产业支撑

1000 多年的城市，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绝无

仅有。

景德镇得名是因了青白瓷，当年青白瓷的主要

原料是三宝村的三宝石，三宝村下面有一自然村马鞍

岭村。

应海田博士的邀请，我来到了马鞍岭。镶嵌在半山

间，白墙灰顶房舍，掩映在青山树影中。身处艺术气息满

满的小山村，顿觉清凉爽快，海田博士的海景美术馆就坐落

于此。

人生旅途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奇遇或者

变化。比如海田博士，20 年来工作之余写生创作，机缘巧合

结识了多位陶瓷艺术界的良师益友，随即沉醉其中。用他

自己的话说，完全被“瓷化”了。2017 年春，他带着爱人离开

工作生活 30 多年的海南来到景德镇，倾心学习研究探索陶

瓷，创立了以海景为标识的美术馆。海景美术馆一馆二所，

一个在景德镇，一个在海口。

何为海景？海是海南，景是景德镇。海景，装着的是海

田博士的梦想。

“陶瓷，就是把石头做回石头。高温矿和瓷，将不同的

胎釉料巧妙结合，经过高温烧造，还其原本形态，用此特殊

的工艺手法，将匠人的精神美感期许融和凝结在每一个作

品，其温润精美堪比宝石，故誉之为‘人文宝石’。”海田博士

说，回顾几千年发展历史，陶瓷由最初一个实用功能升级到

多个功能，内涵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多，从生活用品变

成艺术品。

海田博士说，海南岛上分布着不少古陶瓷窑址。根

据考古出土的大量唐五代及宋代的陶瓷器件分析，海南

的古窑址烧制出了不少风格迥异且足以与同期“南青北

白”相媲美的陶瓷器。创立海景美术馆，目的是链接千年国

际瓷都景德镇与新世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以陶瓷为主

体的文化艺术创作设计研发交流工作平台，以此发现、研

究、创造、分享中国陶瓷之美。他最大的心愿，是把真正代

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陶瓷艺术品推向世界，得到世界最广泛

认可，让中国的陶瓷艺术品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

作为亲历者，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原馆长赵刚对改

革开放以来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发展特别有感触，对景德镇

人 执 着 陶 瓷 事 业 的 心 怀 和 始 终 如 一 的 情 怀 ，从 心 底 里

敬佩。

赵刚说，据统计，目前景德镇有规上陶瓷企业 300 多家，

小微经营主体 6000 多家，民间陶瓷工艺坊、工作室的数量就

更多了。可以说，景德镇陶瓷产业已再一次进入春潮涌动

的发展阶段。不仅如此，来景德镇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爱好

者络绎不绝。目前，景德镇的城市人口 40 万人，常年在这里

的“景漂”就有 3 万多人。海田博士是这 3 万多“景漂”中的

一员。

在景德镇陶溪川陶瓷创意产业园，这里汇聚了来自全

国各地乃至海外的 2.1 万名艺术家、设计师和“景漂”创客。

夜幕降临，接连不断的人流缓缓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入

这里。

夜市的主干街道上，摆设着长长一溜创意陶瓷艺术品

小摊位，摊主都是年轻人，漂亮的女主播与天涯海角的陶瓷

艺术爱好者随时互动着。

信步来到一家叫林炜窖的小店铺，这里主营宋代官窑

青白瓷风格的陶瓷制品。店主人姓黄，哥哥黄林负责生产

制作，弟弟黄炜负责销售。黄炜热情介绍，店面 60 多平方

米，月租金 1 万元左右，开张以来，每个月销售收入 2 万元。

海田博士说，时下陶瓷粗制滥造的产品并不鲜见，但

市场大浪淘沙，景德镇陶瓷正迎来蓬勃发展、创新发展的历

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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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高 妍 来稿邮箱 fukan@jjrbs.cn

江西景德镇秋日景色。 （视觉中国）

雨后的广西柳州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雨后的广西柳州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黎寒池黎寒池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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