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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叶脉——中华文化
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可想而知，当年柳琛虽然
要建的是宅院而非景观建筑，
却把柳宗元的景观建筑思想
运用到了其中：西文兴村依山
而建，就坡取势，以山石地基
为材料，有天然草木为景，溪
泉环绕，使建筑与山水亲和相
融，天然有真趣，丝毫无匠意，
宛若天成，疑似神工。这正是
柳宗元“逸其人，因其地，全其
天”设计原则的充分体现。柳
琛选址和规划的西文兴村，用
柳宗元的两句诗来描画最为
贴切：“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
沐。”“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
客。”民居与自然达到了天然
相宜的境界，即使在今天，也
值得关照与借鉴。

唐元和十四年（819），柳
宗元不堪“立身一败，万事瓦
裂，身残家破，为世大谬”的遭
遇，黯然病逝。他的作品被好
友刘禹锡编成《柳河东集》30
卷，其中绝大部分篇章抒发他

被贬后超脱的心境和对统治
者的不满与批判，他的这种精
神被柳琛和后人继承，并且以
一种隐晦的方式体现在西文
兴村的建筑设计上。数百年
间，他们已经把皇宫建筑工艺
巧妙地转嫁到自己的院落，在
大门牌楼上雕着只有皇宫才能
有的九层莲花浮雕，廊前的柱
子下垫的石鼓，竟然是皇宫才
能用的龙的雕饰，门户上的木
雕，上面是蝙蝠，下面是龙——

“蝠龙”的潜意为“伏龙”，可见
虽然后世不断有人做官，柳宗
元对朝廷的愤恨和反抗还是
被后人所念念不忘，他们冒着
可能因为欺君犯上而被诛灭
九族的风险，以特殊的方式纪
念着他们的先人。在西文兴
村，我们不但能找到柳宗元被
世人忽略的建筑思想，还能找
到他卓绝不屈的精神的物
化。封建统治者自称“天子”，
把自己的特权归结为“天意”，

而柳宗元彻底否认了这种荒
谬的唯心论，写出奇书《天
对》，从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
否定天帝与神灵的存在。毛
泽东说：“屈原写过《天问》，过
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
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
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3年版）柳宗元的后人继
承了他的大胆，他们在盖房子
的时候把“龙”来垫脚，梦想着
有一天能够“伏龙”！

不过我对“伏龙”的意思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柳氏后人
认为自己是“潜伏的龙”，梦想
有朝一日重新登上庙堂，大展
宏图，把柳宗元未竟的事业和
心愿完成。这是一种政治抱
负。柳宗元传世的作品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政治思想著作，
他虽然具有极高的文学天赋
和造诣，志向却在经邦济世、
青年入仕之时，他甚至很瞧不
起写文章的人，认为那是雕虫
小技。他的文学活动都与政
治理想紧密结合。即使是在
被贬的岁月里，他也不仅仅用
文章来批判政治，还积极参与
地方建设和法律的革新，在柳
州任上，他下令废除了当地人
身典押制度，使岭南大批奴婢
得到赎身解放。通过诸如此

类的开明政治措施，仅仅三年
时间，使柳州出现“民业有经，
公无负租流浦四归，乐生兴
事”的景象，时人称为“柳柳
州”。他百折不挠的政治热
情，被后人在西文兴村体现得
淋漓尽致。他们修了魁星楼，
希望能够高中及第，并给获得
功名的柳氏中人在进入内府
的大道上建造了一座又一座
牌楼，宣扬他们的功名，鼓舞
后人。牌楼基石上的几对石
狮子，用不同的形态演绎着活
灵活现的“官经”，令人叹为观
止。当代的柳氏后人，在政界
和商界都有成功人物，足以告
慰怀才不遇的柳宗元了吧。

曾经，这座柳宗元后裔的
府第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柳拴柱
的奔走下，2001 年初
当地政府开始着手进
行全方位的保护和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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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旧居 罗雪村

独处一隅期慧眼，
闹中取静问先贤。
音容犹在斯人去，
风骨长行唱大篇。
二黑有才声鹊起，
鸾林文苑自蹁跹。
无华朴实树新帜，
土豆花开亦斐然。

*先贤、斯人：
此指赵树理。

*二黑、有才：
指赵树理作品《小
二黑结婚》、《李有
才板话》。

*土豆花：借
指以赵树理为代
表的文学创作中
的“山药蛋”派。

赵树理旧居
王康福 张贵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