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饭后到江边大堤上散步，因近日一
直在构思“谈古说‘荆’”系列，便不由自主
想起了两位与荆州江堤有关的古人。

第一位是北宋状元郑獬。
郑獬（1022 年～1072 年），字毅夫。他

少年时就以才气享誉乡里，却屡次参加科
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但他不愧“毅夫”之
字，凭着顽强的毅力，在31岁（1053 年）这
一年，终于高中状元。

据说，宋仁宗在此次殿试前曾焚香祷
告：“愿得忠孝状元！”所以，时人亦称郑獬
为“忠孝状元”。

《宋史·河渠志》载：“江陵府去城十余
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
作守，始筑长堤捍水。”这里记载了郑獬任
荆南（江陵）知府时在沙市筑长堤抵御洪水
之事。

“熙宁中，郑獬作守”，这个时间应该是
错误的。“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在公元
1068年到公元1077年，而《宋史·诸帝本
纪·宋英宗》和《宋史·郑獬传》中记载郑獬
任荆南知府是宋英宗治平年间，在公元
1064年至公元1066年，而且在此期间，有
明确的重大水灾记载，这也与“筑长堤捍
水”相符。

在二十四史里，《宋史》的编修质量是
比较差的，很多数据都不可靠，这是史学界
的共识。

实际上，郑獬所修长堤也并非“始
筑”，在唐朝时期沙市就已有堤防，唐代诗

人王建的《江陵即事》“瘴云梅雨不成泥，
十里津头压大堤”诗句即可佐证。但是，
郑獬在沙市“筑长堤捍水”这个事件应该
是真实可靠的。

史载，郑獬在知荆南府时，为官清廉，
关心民瘼。他了解到百姓承担的苛捐杂税
太多，便给朝廷上奏《论免丁身钱状》。他
看到穷人家里亲人去世无钱下葬，就捐出
自己的俸禄。

郑獬家中无积蓄，平日里一家人生活
清苦，每顿饭只吃最便宜的萝卜，因此，江
陵府百姓都称他为“郑萝卜”。他做了二十
多年的官，去世后，家无分文，妻儿弱小，无
力安葬，只好把灵柩寄放在一座寺庙里，十
年之后他的好友得知，才出面为其下葬。

獬豸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
兽，能辨忠奸善恶，遇到奸邪之人，就用头
上的独角怒触之。

郑獬就是这样一头神兽，他多次为了
百姓直言犯上，甚至得罪皇帝和权臣，其为
国为民而不顾身与家，不愧为“忠孝状元”！

另一位与荆州江堤有关的古人也是一
位状元，他叫张孝祥，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
物，上承苏东坡，下启辛稼轩，在我国文学
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张孝祥（1132 年～1170 年），字安国。
他是一位妥妥的“学霸”神童，史书说他“过
目不忘”“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文章俊逸，
顷刻千言，出人意表”，时人评价其为“天上
张公子，少年观国光”。

张孝祥23岁（1154年）那年高中状元，
也因此得罪了奸相秦桧。本来秦桧已经内
定了孙子秦埙为本科状元，可是煮熟的鸭
子却飞了，宋高宗以张孝祥“词翰俱美”，亲
自将其擢为第一，钦点为“状元”。

起初，秦桧还让党羽曹泳对他进行拉

拢，打算把曹女许配给他，哪晓得这位“天
上张公子”一点面子也不给，不仅坚决拒
绝，还在初登政治舞台、第一次参加朝廷会
议时，便给皇帝上言为岳飞鸣冤。

秦桧见张孝祥如此“不识抬举”，便指
使党羽诬告其父张祁杀嫂谋反，张孝祥亦
牵连其中，受尽百般折磨，幸而秦桧不久
身死，加之宋高宗惜才庇护，才得以逃过
一劫。

张孝祥后来历任抚州、平江、建康、静
江、潭州、荆南等地知府，怀着“恻袒爱民之
诚心”，为民请命，政绩卓著。“出守六郡，所
至皆有惠政”。

荆州，是张孝祥生命中为官的最后
一站。

公元1168年秋，张孝祥“知荆南府兼
荆湖北路安抚使”。在离开潭州（今湖南长
沙）到江陵的路上，他写了两首词。

《西江月·阻风山峰下》：满载一船秋
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
起鳞鳞细浪。明日风回更好，今宵露宿何
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拟岳阳楼上。

《浣溪沙·洞庭》：行尽潇湘到洞庭，楚
天阔处数峰青。旗梢不动晚波平。红蓼一
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夜凉船影浸
疏星。

从词中揣摩，张孝祥舟行遇风浪，而不
言风波之险恶，相反用语轻松明快，可见此
时他的心态应该还是很积极乐观的。

他刚到荆州就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水
灾。《宋史·张孝祥传》载：“孝祥知荆南，筑
寸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

荆州原先的“金堤”因年久失修，岌岌
可危。他亲自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组织
百姓修建新堤，新堤“穹崇坚好，悉倍于
旧”，有效地抵御了洪水。

在荆州任上，张孝祥不仅筑堤防洪，还
整修军塞，建仓储粮，做了许多实事。

荆州在南宋已属于边塞重镇，因此，在
荆州任上，他对朝廷的求和苟安也越来越
感到失望。这从他写于此时的词作中可以
看出。

《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
霜日明霄水蘸空，鸣鞘声里绣旗红，澹烟衰
草有无中。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
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

在悲愤失望之下，第二年春天，张孝祥
向朝廷提交了辞呈，决意回乡，退隐江湖。

临别时，为荆州留下了两首“笑傲江
湖曲”。

《鹧鸪天·荆州别同官》：又向荆州住
半年。西风催放五湖船。来时露菊团金
颗，去日池荷叠绿钱。斟别酒，扣离弦。一
时宾从最多贤。今宵拚醉花迷坐，后夜相
思月满川。

《浣溪沙·去荆州》：方舡载酒下江东。
箫鼓喧天浪拍空。万山紫翠映云重。拟看
岳阳楼上月，不禁石首岸头风。作笺我欲
问龙公。

归隐不久，张孝祥就因急病而逝，卒年
38岁。

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以当暑送虞
雍公，饮芜湖舟中，中暑卒。”虞允文不仅是
他的“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也是他的

“同志”，是当时主战派的领袖。
酒逢知己，当浮一大白，不能战死于沙

场，亦当醉死于江湖。
郑獬与张孝祥两位状元俱都英年早

逝，长堤与寸金堤两段江堤早已湮没不
存，但他们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却永载于
册，如巍巍丰碑，历史不会忘记，荆州不会
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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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史钩沉

1949年 7月15日，解放军四野13兵
团49军胜利解放沙市。从此，沙市港终于
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旧港口回
到人民的怀抱，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
港口。

然而，退守江南的国民党残部，并没有
善罢甘休，继续负隅顽抗，不时向沙市港口
发射炮弹，将位于洋码头的招商局1号仓库
炸坏，妄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支前运
输，是一件非常紧迫和艰巨的任务，沙市解
放后，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有数十万的大
军要继续南下，各种武器、弹药、被服、粮食
等军用准备和物资，要及时运往前线。面
对危险的环境，沙市港码头工人没有退缩，
满怀热情，纷纷报名，要求积极参加支前运
输，支援解放军西进和南下，追击国民党残
余部队，夺取全国解放。

7月16日，沙市港口支援中国人民解
放军突破长江天险的强劲之旅“支前大队”
和“渡江大队”正式成立。“支前大队”由58
名身强力壮的装卸工人组成，大队部设在
洋码头。“渡江大队”的队部则设于拖船
埠。通过广泛的组织、发动，渡江部队短期
内即拥有以小渡划为主的船只200多条。
按照华中军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颁布的
《军运力资暂行办法》，对参加支前的船只，
实行有偿征用。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
恨，加上解放军“力资兑现”的政策，码头工
人的热情高涨，码头上到处都一片多装、快
运忙支前的劳动场面。

7月17日早晨，江边支前船只呈“－”
字形排开，每条船的枪杆上插一面三角红
旗，鲜艳夺目。船上满载解放军指战员，整
装待发。7时许，一声号令，渡江大队的船

只如离弦之箭，直向对岸驰去。江南残敌
闻讯逃窜，渡江战役首战告捷。

为了运送大批的军用物资，岸上的支
前大队投入了紧张的装卸、搬运工作。沙
市洋码头的工人们在搬运子弹时，最少的
一次挑8箱（每箱8公斤），最多的一次挑12
箱。有的工人连续3天3夜不休息，有的人
1天完成7、8个人的工作，还有人1次挑18
公斤重的子弹箱8件，往返1公里多路。

7月19日，一艏大轮船装运军用物资
1400多吨，部队后勤的同志估计要一周时
间才能完成，结果工人们只用了4天的时间
就全部完成任务。刚刚创刊的《沙市日报》
对此作了专题报道，还刊登了队员王植炳
创作的歌谣：“太阳刚出就做起，月亮当头
才休息。欢欣鼓舞忘疲劳，工人成绩出人
意。支前工作不能缓，解放全国事在急。
伙计们呀！支前要积极，多出力！”这首诗
歌抒发了码头工人当家做主的心情和积极
支前的劳动热情。

通过几个月艰苦扎实的工作，码头面
貌大变样，码头工人个个争当劳动模范，支
前先锋。据9月份不完全统计：“洋码头”、
大赛巷、便河、赶马台、白河套、柳林洲等码
头，约有580多名工人参加了支前运输。
其中“洋码头”的工人从7月21日到9月13
日，运输各类军用物资86675吨，便河码头
的工人运输军用物资5239吨。

解放沙市战斗后，几百名伤员在沙市
疗伤养伤。10月9日，市总工会号召开展
劳军运动，全市码头工人积极响应，“洋码
头”二组工人，献出“达兴轮”上两天的运输
力资，慰劳养伤的解放军。各码头工人还
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充分表达了码头工人

和解放军的亲密鱼水情。
为表彰码头工人“支前”运输的功

绩，华中军区视察团于10月 13日下午6
时，沙市人民电影院专门召开了庆功大
会，慰问和表彰参加支前运输的全体工
人。会上，华中军区刘新权副部长代表
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向沙市码头的工人
表示慰问，表扬了他们在“支前”中的模
范事迹，并奖励渡江大队“渡江光荣”三
角形锦旗一面，码头职工代表蒋宝清、颜
得清上台接受了部队奖给的一面一人多
高的“支前英雄”锦旗，并接受了部队馈
赠的2500公斤大米。

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宋侃夫同志
讲了话，号召全市码头工人团结起来，继续
积极支持“支前”。来自洋码头的码头工人
李正兴代表全市2500多名码头工人讲话，
表示坚决响应军管会号召，支援部队解放
全中国。

支前运输从1949年7月16日开始，至
11月结束，历时达5个月之久。渡江大队
完成了全队的渡运解放军战士和支前物资
的运输任务，支前大队共搬运、装卸军用物
资计106935吨。在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
沙市港在支前运输、支援解放大军渡江的
英雄业绩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沙市码头的支前大队
□ 余波 整理

沙市码头的工人们正在帮助解放军转运弹药。

两位状元两段堤
□ 汪业盛

柳直荀烈上纪念园位于监利县周老嘴
镇心慈庵。

1979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监
利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柳直荀殉难处周老
弗心慈庵处修建了柳直苟烈士陵园。李
淑一撰写了纪念碑碑文；“八载相知久，桃
园缔令盟，马日伤离别，征人何处寻。相
思常人梦，夜夜泪沾襟。含辛遵夙愿，忧
患抚孤成。四九平胡虏.家国沐春风。一
阕蝶恋花，主席寄深情。昔日长桥柳，早
是伏虎人。为民求解放，紧跟毛泽东。百
折志不馁，生死何足论。抵日驱张毒，湘
上召农军。八举义旗，洪湖佐贺龙。极

“左”败大业，遗骨楚江滨。临难不苟免，
身亡浩气存。翘首望月宫，依依杨柳青。
周老建亭碑，属余作记铭。华颠遥祝愿，
后起作干城。团结戒自戕，江山血铸成。
安定奔四化，酬志慰忠魂。他年庆功日，
毋忘播火人”。

2005年，省民政厅拨款对陵园扩建改
造。2006年周老嘴镇通过国家评审成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柳直荀烈士纪念园纳人其中。

2009年，柳直荀烈士纪念园被湖北省
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纪念设施保护单

位，对柳直荀烈士纪念园进行了改扩建。
现在，纪念园建设面积达80亩，建有人口
牌楼、出口牌楼、纪念活动广场、词卷柳直
荀石像纪念碑浮雕、英烈墙、柳直荀墓、无
名烈士墓、六角亭纪念馆、休闲长廊芙蓉池

芙蓉桥休闲长库观景台，观景石仿古围墙、
环形大路、人行小道，还有停车场门卫及其
他服务、管理的配套实施用房等。纪念园
成为集教育、旅游休闲、服务于一体，为
监利县乃至湖北省弘扬光荣革命历史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鄂西生态旅游圈中的
亮点景区。

柳直荀，1898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
沙县高桥镇中南村方塘冲。其父柳午亭，
曾执教日本陆军土官大学。柳直荀自幼得
到父亲严格系统的教育，他1912 年考人
长沙广益中学，后考人雅礼大学预科。期
间,结识了进步人士杨昌济、毛泽东、何叔
衡等人，1924年2月经何权衡等人介绍加
人中国共产党。经杨开慧介绍，1925年与
李淑一结婚。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
书长，为推动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

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发
生当天，他迅速发动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
组织数万农军进攻长沙。同年7月，被党组
织编人贺龙的部队，参加南昌起义。不久
被党派往上海、天津等地从事秘密斗争。

1930年春，柳直苟来到洪湖苏区，以中
央巡视员身份，向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传
达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组建红二军团的指

示，并督令红军独立师第一、二两个纵队集
结监利汪家桥。1930年2月5日,两支纵
队在汪家桥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六军，同年7月4日，贺龙率红四军与
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柳直
荀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
委。红二军团随即挺进监利周老嘴，攻克
监利县城。又跟随贺龙南征和创建鄂西北
根据地，任分特委书记兼房县中心县委书
记。1932年1月，回到洪湖苏区，任湘鄂西
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后调任红八师政
委。由于柳直荀坚持真理，站在贺龙段德
昌、万涛一边，反对夏曦“左”倾冒险主义、
宗派主义路线，在“肃反”中，被诬以“改组
派书记”的罪名抓捕。在红军撤退洪湖苏
区时，夏曦不顾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将柳
直荀杀害于周老嘴心慈庵，时年34岁。

1945年4月，党中央为柳直荀等人平
反昭雪；1957年5月，毛泽东主席致信柳直
荀夫人李淑一：“你如去看直荀墓的时候，
请为我代致悼意。”并发表了《蝶恋花·答李
淑一》词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
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
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
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
雨。”成为千古绝唱。

◆沙市第一菜市场开市
沙市第一菜市场工程于1933年8月28日

开工，9月6日举行奠基典礼，11月22日竣工，
12月1日开市。

◆沙市洪垸生活小区动工兴建
1982年12月1日，由沙市房屋建设开发

公司综合开发的洪垸生活小区动工兴建.1984
年6月12日建成。有住宅楼52栋140套该小
区是全国推行住宅商品化试点之一。

◆多国科学家到石首开展搜救白鳍豚、江
豚行动

2006年12月1日，由中、美、英、瑞士、德、
日等6国科学家组成的2006年长江淡水豚类
考察队抵达荆州石首，在该市开展搜索拯救白
鳍豚、江豚行动。

◆荆州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949年12月2日，荆州地区开始推销人

民胜利折实公债，至次年1月底，全区完成
343657份任务（折合人民币103.85万元）。

◆荆州电视台品牌栏目《垄上行》受关注
2006年12月2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国

家广电总局、湖北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以及
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余位领
导、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来江汉平原对荆州电
视台品牌栏目《垄上行》进行专题调研。

◆江福英夺得第四届世界残疾人游泳锦
标赛金牌

2006年12月2日至8日，荆州孤残少女
江福英在南非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残疾人游泳
锦标赛夺得1枚金牌，2枚银牌，并打破S6级
50米蝶泳世界纪录。

◆沙市取缔场外交易
1933年12月3日，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

发出布告，取缔场外成交。凡毛家巷以下，“洋
码头”以上，任何人不准在马路口停留叫卖。

◆河南灾区5.7万人到荆州进行专垦和水
利建设、定居

1957年12月4日，中央央定从河南灾区
调5.7万人（连同自行来的1.3万人，共7万人）
到荆州专区进行专垦和水利建设，其后定居
境内。

◆疏浚沙市便河
1934年12月5日，江陵县第74次执监联

席会决议，疏浚沙市便河（便河垴至凤凰台段
航道）长 950 英尺，最狭处不得少于 100英
尺。次年1月14日，江陵县工务股与福兴公司
签订沙市便河疏浚合同。开始疏浚后不久因
水涨，仅完成工程三分之二，后交由管委会疏
浚完结。

◆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纪念碑在监
利设立

为纪念中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施二
十周年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湖北省人民政
府在监利县设立“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纪念碑。2009年12月6日下午，纪念碑揭牌
仪式在监利县毛市镇基本农田土地整理项目
现场隆重举行，国土资源部党组副书记、副部
长、国家土地副总督察鹿心社，湖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田承忠出席揭牌仪式，共同为纪念碑
揭牌。

相关信息：监利县是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的发祥地。1988年4月，荆州地区土地管理
局率先在监利县开展了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的试点工作，在此划定了全国第一块基本农田
保护区，首次提出了“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概念
和内涵，即按照粮食定购任务和保障“口粮”的
基本要求，测算并划定一定数量、一定区域的
高产农田予以保护，该农田为“基本农田”，该
区域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不得将基本农田保
护区内的农田用于非粮食作物生产。此举开
拓性地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基本农田保护
区划定模式，在全国开创了耕地保护之先河，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探索了一套有效措施。

◆荆州发现余上沅故居
2007年12月6日，经过荆州市有关部门

和专家的多年寻找，中国戏剧的拓荒者、著
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中国现代话剧的奠
基人余上沅（1897-1970 年）的故居在沙市胜
利街242号被发现，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
反响。《湖北日报》不久刊发消息《余上沅故
居在荆州被发现》。余上沅的儿子一中国留
德协会名誉会长、国务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同济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建筑学家余
安东先生得知家乡发现其父的故居后，也写
来书信，深表感谢。

相关信息：位于沙市区胜利街242号的余
上沅故居，是沙市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
中期老屋，门面宽达 12 米，道两开，纵深 5
进。整栋房屋为两层砖木结构，共有门面两
间，大小房间 58 间，堂屋(客厅)4 间，天井 5 个
(其中两个有亮亭遮雨)。在第四进兼墙门后，
还建有约16平方米的小型戏台一座。整栋建
筑虽不豪华，但营造精致，其木雕装饰、石雕
构件花格门窗、天花板壁、祭祀神龛都十分古
朴雅致。这种在住宅内建有连体戏台的民居
实属罕见。

余上沅，沙市人，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入
北京大学英语系主攻文学和戏曲，1923 年与
谢冰心、梁实秋、熊佛西、落华生等一道赴美
留学，攻读戏剧文学。回国后与闻一多等人
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戏剧系，这是中国
第一次在正式学校里开设戏剧系。1935年初
至 8 月，余被梅兰芳聘为导演，到苏联访问演
出。回国后在南京筹建了国立戏剧学校(后
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并任校长一直到
1949 年 5 月。余上沅一生先后创作了《回
家》、《塑像》、《兵变》等剧本，翻译了《可敬佩
的克莱敦》等剧本，导演了《茶花女》、《威尼
斯商人》、《牛郎织女》等中外戏剧作品，撰写
了数以百计的戏剧论文。1986 年 4 月 14 日

《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了题为《一位戏剧拓
荒者的遗产》的文章，介绍了余上沅的生平、
著作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戏剧、教育上的
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

荆史新说

红色印记 柳直荀烈士纪念园

柳直荀烈士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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