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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洪湖市有一批民间人士为重建江
峰阁，发起微信签名活动，恳请政府有关部门重
建始建于清乾隆时期、民国初年被大火焚毁的江
峰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这也激起了我的兴
趣。因为我曾经是一名文博工作者，也是一位收
藏文化研究者，更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新隄人。

2019年初冬的某一天，我来到长江北岸，新
隄老闸以西原江峰阁遗址所在地进行野外考古，
经过认真细致的考查，我发现了一些藏身长江堤
身护岸中原江峰阁的石构件，更让我欣喜若狂的

是发现两块带文字的古残石碑。我立马拿出手
机拍照，冲洗照片，伏案研究。

两块古残石碑由于年代久远，风化残缺的很
严重，字迹大都认不全了，第一块残碑宽43厘米、
左高54厘米、右高35厘米。第二块碑高43厘米、
宽52厘米。为区分两块碑，我把第一块碑叫奏字
碑，第二块碑叫章字碑。两块碑字体均是楷书阴
刻，刀功到位非常漂亮，字的大小为3厘米× 3厘
米。文字内容应是记述同一件事，两块碑是不是
同一块断开的还有待考证。

两块古残石碑都不能看出年、月、日，但从风
化磨损程度和文字漫漶情况来看，至少也在四、
五百年以上。可喜的是几百年来，经过无数次战
乱兵燹，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居然还保留了
这两块残碑。否则，我们今天研究就一点物证也
找不到了。

经本人近半年对残石碑上断断续续文字的
研究，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残石碑上提供的三个
重要信息：一是新隄的来源，也就是说为什么
叫新隄。二是巡检司，也就是说巡检司是个什
么机构，是干什么的。三是新隄牐，“牐”是个
什么东西。只有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残碑记述
的内容就清晰了。以前有关这三个问题的历
史知识人们只是从书面文字上得知，是真是假
可信度不高，只有古残石碑的发现，才具有说
服力。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是历史的穿越，是古
今新隄人的对话。

一、古残石碑见证新隄
章字古残石碑有两处提到新隄，显然新隄

是一个地名，有两处提到“牐”。奏字碑也有两
处提到“牐”，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这个“牐”
在古时候是一个水利设施名。奏字碑有一处提
到巡检司，巡检司是古时衙门下属的一个行政
执法机构。

为什么要先研究新隄呢？因为有新隄（或茅
江）的存在才有巡检司的设立，再有新隄牐的建
设。这是个时间顺序。

首先要说明的是现在新堤的“堤”是个错字，
应为包耳“隄”，虽说两个隄字的意思都是指土
堤，包耳隄指集镇、城镇，土旁堤指用土做的堤。
但包耳隄在这里指新隄集镇更有道理些。《康熙
字典》上解释，“隄”是地名，如【左传·昭二十六
年】里就有“次于隄上”，“隄上”指周地；“隄”在汉
代还是县名，如高隄，平隄，属信都国，这可见于
【前汉·地理志】。从中不难看出古人用汉字包耳
隄专指集镇，地名。笔者查阅相关资料，上世纪
六十年代以前“新隄”的“隄”都是包耳隄，不知是
什么原因把它改写成现在的“堤”了。有人说是
当年汉字简化运动时改的。笔者认为，为了尊重
历史现在应恢复过来。

新隄地处江湖之间，面朝长江，背靠洪湖，属
湖区冲积平原地带。在汉代，今新隄东岸（以内
荆河为界，以东叫东岸，以西叫西岸，内荆河在古
时也叫长夏河）近长江沿岸茅草芜杂，俗称茅
江。内荆河至新隄冲口入江，此口随称茅江口，
两水交汇，内河与外河沟通（老新隄人俗称内荆
河为里河，长江为外河），茅江口遂成商品交易、
物资集散之地，日趋兴旺。茅江口东地势略高，
凤凰矶成为船只泊岸码头，逐渐形成市镇，称作
茅埠。这就是新隄的前世。民间有“先有茅埠，
后有新隄”的说法。自明洪武迄弘治间，茅江口
游波宽缓而不迫，水患稍宁，“佃民估客，日益萃
聚”，茅埠甲于邻邑，甚盛一时。但从正德初，“南
北江襄大水，堤防冲崩，湖河淤浅，水道闭塞，垸
塍倒塌，水患无岁无之”；“最患者茅埠江口，更三
十年不治，东南尽成水区矣”。

“明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沔阳知州储洵
博知利病，乃上疏请遣官，于大江自监利而下，
以及沔阳沿边堤岸切要之地，或数百步或半里
许，度地形立高卑，验水势之缓急，创筑新隄，
委曲延袤、高厚坚完，永堪障蔽”。由于水患加
频，屡筑屡决，愈演愈烈，民不聊生，故茅埠兴
衰不定。直至明嘉靖中“增筑新堤五千三百余
丈，自是江堤称巩固矣”（《嘉靖·沔阳志·堤
防》），堵塞长江中段“九穴十三口”之一的茅江
口，复决复筑之新堤，便是新隄的由来，至今已
近500年的历史了。

清初新隄与沙湖、仙桃、锅底湾、脉旺咀号
称为沔阳州五大市镇。新隄滨临大江北岸，当
汉口岳阳之间，帆樯云拥、商业繁盛，百货转
运，远通湘蜀，为沔南重镇。“镇有州同署，把总
驻此，并设有厘卡。镇西有闸曰茅江闸”（《湖
北兴地记》）。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湖广总督郭世
隆以新隄一镇安设武水师、荆水师各把总一员，
带兵二十名，战船三只，专司外江内湖水面；荆门
营守备一名，领兵一百六十名，专司陆地并分防
双柳树等八塘汛。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安陆府通判署移驻
新隄（乾隆《湖北下荆南道志·公署·兵防》）。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洪湖一带从沔
阳划出，增置文泉县，县治即设于新隄镇河东
岸。清乾隆前后为新隄最盛之时。镇内店铺作
坊鳞次栉比，行商坐贾云集，历代布建的寺观庙
宇有万寿宫、丛林寺、东岳庙、辖神庙、火官庙、城
隍庙，以及江峰阁、春雨亭等20余处，纵横错织的
大街小巷，热闹非常。

章字古残石碑中文字表述两处出现“新隄”
二字，证明新隄是确实存在的，不是只存在于文
献中，而是历史，是至今发现用石碑表述新隄唯
一年代久远的佐证，历史研究价值极高。

二、古残石碑见证巡检司
奏字古残石碑中文字表述出现“巡检司”字

样，这正好佐证了《明史·地理志》和《嘉靖沔阳
志·创设》中关于新隄设巡检司的记载：汉南“有
沙镇茅镇二巡检司”，茅镇司系“明成化中由都御
史刘敷奏建。司署初设茅埠，后移新隄”。此处
的意义在于：一在明代新隄确实设立过巡检司。
二是这块古残石碑可断代为明朝时期所立。那
么，巡检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为什么要
在新隄设巡检司？

据史书记载：巡检司始于五代，盛于两宋，
元、明、清为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类似于现
在的公安派出所，职能捕盗、维护地方治安。明
朝早期的巡检司大多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而该
地区正是最早纳入朱元璋统治范围的区域，洪湖
正处在这个范围。元至正二十四年，也正是朱元
璋击败陈友谅占领湖广一带的时间。朱元璋占
领湖广地区的当年就开始在该地区大量设置巡
检司，表明他对巡检司制度的高度重视，更说明
有明一代巡检司的普遍设置及其制度化绝不是
偶然的。新隄章字古残石碑的发现也佐证了这
段历史，意义特别重大。

三、古残石碑见证新隄牐
两块古残石碑上的文字叙述均出现“牐”这

个汉字。那么这个“牐”是个什么东西呢？康熙
字典上对“牐”的解释是：古同“闸”旧时城门的悬
门，泛指以门控制通道的设施。经笔者研究认
为，古残石碑上提到的新隄牐就是人们所说的新
隄老闸的前身。

明嘉靖四年茅江口闭塞后，古人在内荆河
（长夏河）与长江的出口建设的水利设施。一是
解决巩固堤防；二是每逢汛期江水抬高，内垸受
旱时，即可开闸灌田，冬江水下降即可开闸排民
垸和内荆河渍水，农田水利的排灌问题都解决
了。当时叫新隄牐后叫茅江闸，到清嘉庆十三年
由总督汪志伊在原址上主持修建老闸。闸为双
心高拱式，单孔、净宽2.88米，高2.9米，底板高程
20.2米。设木闸门2道，闸身及挡水道全部用条
石砌成，工程历时一年完成，共耗银12万两。嘉
庆二十三年绅首刘应凿在新隄上五里“龙王庙”
附近修一闸，俗称新闸。两闸的主要功能是消
监、沔、江陵三邑并洪湖水达江。为了区别两闸
名称，老新隄人把茅江闸俗称老闸，龙王庙俗称
新闸，一直沿用至今。在此要说明的是清嘉庆时
期，老闸建成后，又在螺山修建了一座铜闸。这
样，在长江新隄段面上有三座闸。这三座闸的主
要作用是排洩洪湖水量以利冬耕。不难看出新
隄老闸经过了新隄牐——茅江闸——老闸的发
展过程。

四、古残石碑记载内容初考
管理：巡检司
制碑：知府或县衙
时间：明嘉靖四年茅江口闭塞建牐

清嘉庆十三年建茅江闸
地点：现老闸

古残石碑位于老闸西江滩公园
背景：洪湖的东、南、北三面为长江与东荆河

所环绕，西面与洪湖荆北水系相连。内荆河直穿
腹部流入长江，中间河港纵横交错、湖泊繁多。
古时称“云梦泽”，洪湖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是
江汉洪水和荆北渍水的天然调蓄区。封建统治
时期，水利年久失修，堤防单薄，有些河道根本就
没有堤防，一迂洪峰到来，则外淹内渍，经常泛滥
成灾，雨水稍稀则又发生干旱。当年，人们用“沙
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来形容洪湖地区人民多
灾多难的悲惨岁月。

为了治水防灾，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劳动人
民也想了许多法子来与天斗。建新隄牐就是一
个例子。

古时候由于生产力低下，当时的统治者和劳
动人民只能用很简单的方式来治水。“牐”就是用
木板来堵住堤口，防止江水倒灌和排堤内渍水最
原始的水利设施。“牐”古同“闸”，旧时城门的悬
门，泛指以门控制通道的设施。“每百里置木牐
一，以限水势”——《宋史》

由于设施简单，又处于露天之中，有些人为
了一已私利，排自己民垸的渍水，偷开木牐，又不
及时关牐，又有无聊之徒随意开牐，导至江水倒
灌造成灾难。为了加强管理，统治阶级只好树碑
立法，警示人们如再发生偷开木牐者，根据受灾
程度，由巡检司依法处理，造成严重灾情者将依
法充军。并规定每年的三月和十月十日为开牐
排渍的日期。严禁违期偷放等等。

碑文还记载：每逢汛期，洪湖各民垸溃口，渍
水新隄，开牐消空上游各垸渍水，又遇长江大汛
涨发之时，为保沔阳州和监利县闭新隄牐不使江
水倒灌，违者严处。从此处可看出洪湖人民从古
到今在防汛救灾问题上都是牺牲小我而顾全大
局的，正如《沔阳州志》的风俗篇里记载古人评价
洪湖地区人民的性格，其中有一则谓“民性朴实
而勤劳”。

由于残碑年代久远，风化很严重，可辨认的
文字少，提供的信息量不大，有待于专家学者继
续深入研究。笔者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有
关部门和政府的重视。为宣传古风古韵之新
隄，发掘血脉中之传承，讲好生生不息的新隄故
事而为。

（作者系荆州市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原洪
湖市文联副主席）

如何让革命文物“活”过来、“红”起来
——以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例

□ 黄丽霞

新隄明代古残石碑考
□ 程 康

奏字碑

章字碑

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
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红色文化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
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革命文物作为红色文
化的具化体现，是我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弘扬革命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传承中华
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革命文物展现
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既见
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心使命，也见证
了建立新中国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辉历史，承
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和开发红色旅
游的重要资源，也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战胜一
个又一个困难、奋力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
程的力量源泉。

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
洪湖有着深入骨髓的红色基因，不仅是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首府，也是红二方面军的发源地，更是伟大
的抗洪精神的诞生地，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大量
珍贵优质的革命文物。步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我们大力弘扬
坚定理想信念、不惧任何艰难险阻、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一往无前、不断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我们
要把保护革命文物，作为铸魂工程来抓，让革命文
物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使革命文化真正转化为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内生动力，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富强的精神食粮。

一、保护与挖掘，留存文物历史
记忆与价值

洪湖市革命文物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底蕴
深厚。洪湖市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保
护与发展，各级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近日，湖北
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八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洪湖又有3处上榜，目前洪湖已经拥有了
十多处的省级以上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成一
批红色文化纪念设施和旅游景点，组织开展了弘
扬红色文化的各类活动，创作展演了一批红色文
艺作品，革命文物保护状况显著改善，革命文物
展示利用水平显著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
体系基本健全，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收到良
好效果。

但也由于革命文物资源分布地较为分散，
又多处在农村地区，给革命文物保护工作造成
了诸多不便。同时，由于革命文物大多大同小
异，缺乏独特性、艺术系、观赏性，加之保护经费
有限，保护和研究人才不足，使得洪湖革命文物
大多“寂寂无名”，这与洪湖的红色文化地位不

相匹配。加强洪湖革命文物保护，探索可持续
发展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模式，让革命文物

“活”起来，延续红色文化的“根”和“魂”显得尤
为迫切。

一是成立专门部门，基本健全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传承体系。在国家层面，国家文物局成立了
革命文物司，为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做了很好的示
范；在省级层面，江西、安徽、重庆、福建、山西、陕
西、河南、山东、甘肃、北京、河北、新疆、贵州等众
多省级文物部门设立了革命文物处；在市县级层
面，各地或是成立文物局革命文物处，或是成立
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中心，或是成立红色文物管理
中心……设置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无
疑有利于各地加强革命文物的归口管理，有利于
全面、系统、科学、深入地保护与研究革命文物，
更好挖掘革命文物价值，更好解读革命文物的文
化内涵、精神内涵和历史内涵。

二是编制保护规划，划定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红线。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线划定和
定线落图工作，从源头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
字方针，以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为指导，按照
不同层级，编制整理红色馆藏史料。积极组织有
关专家、学者对湘鄂西革命历史时期文化资源进
行深入研究，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建立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协作机制，对湘鄂西范围内的革命文物
存量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掌握革命文物的保
存状况、保护需求、项目组织、基础设施和管理使
用情况，建立排查档案，制定实施保护修复计
划。组织一次征集活动，向社会特别是老干部、
老红军、烈士遗孤广泛征集文物史料。编写红色
旅游解说词、导游词、宣传资料、系列图书等，为
科学保护革命遗存提供依据。

三是坚持保护优先，注重抢救性与预防性保
护并重。深入挖掘研究线型革命遗产、景观类革
命遗产等新型红色遗产类型，坚持全面保护、整
体保护、完整保护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遗址群，譬
如瞿家湾革命遗址、戴家场暴动旧址、峰口128师
历史旧址、五峰桥保卫战旧址、红军被服厂、沙口
镇红军医院等，要修旧还旧，对存在险情的革命
文物统筹推进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着力加强馆
藏的保护管理，为文物库房安装新风系统，实行
网上预约限时限流参观体系，减轻文物本体保护
压力等。

四是运用科学技术，提升革命文物保护水
平。对纪念馆馆藏珍贵文物进行精细化三维测
绘、纹理采集及三维模型制作，建立藏品信息管
理系统和文物保护专项档案库；对遗址遗存全貌
进行720°实景采集，实现全景漫游；采用录音录
像等形式，加速对老干部、老红军、烈士遗孤等革
命文物见证人、当事人的口述史采录，建立革命
文物口述史数字档案馆；建成湘鄂西红色资源公
共数据库。

五是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加大革命文物的梳

理、挖掘、研究、整理力度，确保有址可寻、有物可
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结合洪湖实际，加大对
革命文物的梳理挖掘和归档整理，做好革命文物
基础保护、展示、利用、传播等工作，深挖革命文物
背后蕴藏的红色文化历史，提炼其背后的精神价
值，丰富革命文物的文化内涵，使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成为洪湖文化的亮点；结合乡村振兴和全域旅
游发展，加大对革命遗址遗迹修缮保护与革命纪
念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规划打造一批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与精品景区，不断提高红色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的水平，提升展陈管理水平；利用革命旧址
布置专题陈列展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开
发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使洪湖
革命文物从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六是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的公共服务和社会
教育作用，创新革命文物利用机制，积极引导企
业、个人等社会资金参与革命文物保护，支持民
营博物馆举办革命文物展览，探索可持续发展的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模式。

二、展示与讲述，让文物穿越时
空“活”过来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最主要的是
做好旧址和文物本身的保护，改善它们的保护状
况。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还要做好文物的合理
利用，要充分利用革命旧址、革命文物来做现场
展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说。

展示好革命文物，用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
崇高精神激励人，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继承
革命事业，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保持艰苦奋
斗、顽强奋斗、永远奋斗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方
式。要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就要加强策划，把
隐藏于革命文物中的故事讲出来、传开去，让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

一要围绕展览主题，通过典型展品展示主
题，衍生新的文化作品。无论是革命旧址的场景
复原，还是馆内展厅的陈展，革命文物展示多还
是采用展品加说明牌的方式。湘鄂西革命历史
纪念园展陈馆自2011年改建布展至今已经十年，
应围绕“活”字做文章，努力在设计创意、布展构
架、内涵挖掘、宣传讲解等方面求新求变，进一步
提升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手段和雕塑、绘画等艺
术形式，再现湘鄂西革命斗争史，做好红色历史
的“情景再现”“场景复原”，让“活”着的革命文物
走进观众的视野和心灵；在文物藏品深入研究基
础上，遴选相关文物作为展品，通过展品构建展
览，以展品解读阐释展览主题，为展览而制作的
音视频作品、画作、雕塑等，只能是增强展览震撼
力、感染力的辅助设施，不应该喧宾夺主；结合重
大时间节点，多办相关主题精品专题展览，增强
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知识性、生动性、参与性和
体验性，从而教育观众、引导观众、启迪观众、鼓
舞观众。

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手段，做好革
命文物纪念地及相关博物馆、纪念馆展览展示。
加大对革命文物宣传推广，利用声光电全景式、
立体式、延伸式、全方位传播红色文化，弘扬革命
精神；通过微展览、微党课、微访谈、微视频、微直
播和微信二维码语音导览系统平台，浓厚学习氛
围，努力把革命文物点建设成为文化殿堂、生态
景区和精神家园。盘活湘鄂西首府瞿家湾老街，
创建网“红”打卡地。利用革命文物的感染力与
影响力，把经典的洪湖红色文化与独具特色的洪
湖地方民俗风情融入景区景点，在瞿家湾老街植
入湘鄂西苏区时期革命斗争风貌，再现《洪湖赤
卫队》歌剧、电视剧经典场景片段，同时上演体现
洪湖渔家风情的渔翁戏蚌、彩莲船、渔家婚俗等
非遗文艺节目，唱响“红色舞台”，引领观众穿越
时空隧道，回归峥嵘岁月，再现硝烟烽火，感受革
命历程，为游客带来感官和心灵的洗礼与震撼，
触摸火热的红色文化，领略那段史诗般的激情岁
月。利用大众化、常态化传播，把革命文物资源
作为地方发展的金名片，厚实保护革命文物的社
会基础。

三要利用好文字说明，做好讲解发声，充分
展示革命文物的价值。革命文物是历史的，又是
当代的；它是凝固的，又是生长的。对于红色文
化资源，我们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
重蕴含其中的无形遗产的发掘与传承，让革命文
物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文物不言。由于革
命文物本身观赏性较差，在没有讲解员讲解的情
况下，容易使观众产生困倦和乏味情绪。为向观
众诠释、传递革命文物背后的革命故事、革命精
神，在革命文物的展示陈列中，应坚持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利用各种讲述手段，诠
释文物背后的故事。

革命文物展览展示过程中，讲解员的讲解对
提升展览展示效果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文物能否

“活”过来的关键因素。因而，“让革命文物活起
来”，尤其需要加强提升讲解词质量和讲解员业
务素质，需要讲解员将革命文物展出与口述历史
结合起来，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将革命传统
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从多方面发挥革命文物的
教育作用，以经得起考证的革命文物、生动翔实
的故事和带有真情真爱的讲解，来讲述中华民族
的奋斗史、复兴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

三、创新与弘扬，让文物在当下
“火”起来

一处重要会议会址，就建筑形式而言可能未
必有多大价值；一幅红军标语，也决不会像敦煌
壁画那般绚烂；一件褴褛衣衫，一把锈迹斑斑的
大刀长矛土枪，观赏性没那么强，艺术性也没那
么高，这是革命文物的共性。然而，革命文物凝
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诠释着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英雄史

诗，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
量源泉。我们要发掘革命文物丰富而深刻的内
涵，就要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特别
是要用好用活革命文物，使其不断彰显出时代价
值。

一是开发洪湖红色商品。开发反映红色革
命斗争历史的复制纪念品，拓展红色文物的传承
面。如开发备受游客青睐的红军服装、鞋帽、赤
卫队服装、贺龙烟斗、红军斗笠、红军时期使用的
竹篮、羽毛扇、贝雕屏等生活用品与工艺品。

二是开辟洪湖红色课堂。有系统地组织观
看红色电影、唱红色歌曲、听革命烈士事迹报
告。讲述学习洪湖游击斗争与洪湖精神，坚定理
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在洪湖戴家场秋收暴动、
瞿家湾老街，新升隆烈士遗址等全市十多处的红
色遗迹开辟红色课堂，传承洪湖精神及其时代价
值。

三是实践洪湖红色体验。通过对“洪湖水上
游击战”、《 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现场演绎、
实景汇演，为学员带来感官和心灵的洗礼与震
撼，触摸火热的红色文化，增强学员对湘鄂西红
色革命史深刻理解；通过在洪湖城区、瞿家湾户
外体验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如学习体
验当年洪湖赤卫队员在湖上撑船、练刺刀、捕鱼
捞虾等红军和赤卫队员本领，培养团队精神和顽
强的意志。

四是创办洪湖红色食堂。品尝赤卫队员当
年食谱，湖水煮湖鱼，菱、莲等水生蔬菜。学习革
命先烈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艰苦的作风，使
心灵受到震撼、情感得到升华。将“瞻仰一次圣
地，吃一顿红军渔民饭，唱一首赤卫队民歌，走一
趟红军水上游击路，读一本红军战斗书，听一堂
传统课，扫一次烈士墓，净化一次心灵，挖掘洪湖
红色内涵，铸就一种新的洪湖精神。

五是打造洪湖红色城市IP。鼓励将革命文
物与科技、创意结合，扶持社会力量大力发展革
命文物数字内容新业态，支持市场主体加强内
容、模式和业态创新，增强素材再造，通过 3D、
VR、AR、多媒体场景、全息投影、幻影成像、多通
道环幕投影、多点触摸屏等数字技术，在全市的
可展示的大屏上给老百姓提供可视化呈现、互动
化传播、沉浸式体验，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
生动性和体验感，让更多红色元素可触摸、能感
知、易传播。

当下，“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越来越多的红色
遗产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动力，绽放出新时代的光
芒。要将“洪湖精神”发扬与传承好，让革命文物

“火”在当下、“红”在当下，坚持扎实做好基础性
研究，深化应用性研究，深入实施历史研究，深挖
革命文物丰富内涵，推进其历史价值的当代转化
是必由之道。

（作者系洪湖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