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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红是湖北省监利市程集镇人。程集
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我在监利工作多
年，对程集镇有三个特别深刻的记忆。一是
那条程集古街。源于春秋，建于宋，成于元，
兴于明，盛于清，至今保存大量的古庙、古桥、
古墩等古建筑和老茶馆、老酒馆、老药房、剃
头镇、打铁铺等老作坊，曾是贺龙、周逸群创
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后勤物质集散地，街
两边飞檐斗拱诉说着历史的繁华，街中间石
板路深深的车辙刻录着岁月的印痕。二是那
坛程集酒。荆楚有口皆碑的监利酒，是以程
集酒为标志的，“喝遍天下酒，难忘程集酒”，
看上去清冽，闻起来浓香，喝下去醇厚，喝完
后回味悠长，喝高了也不上头。三是那位熊
将军。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驻港部队首
任政委就是咱们监利程集镇走出去的熊自仁
将军，那时他和首任司令员刘镇武将军组成
的“武仁搭档”，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威武之
帅、仁义之师”。我服务的《监利报》也是选在
那个喜庆日子复刊，熊自仁将军访谈是复刊
号的点睛之笔。

我有很多程集镇的朋友，都有才、实诚、
讲感情，周永红是其中之一，他当时是《监利
报》特约通讯员。虎年春节后，他约我写诗集
的序，那是“月母子遇到情哥哥，必须讲感
情”，二话没说答应写。读了他的诗集，嘿，还
真有程集街的古朴厚重，程集酒的清香醇美，
程集人的仁爱儒雅。人好诗也诗，我看周永
红和他的诗有三个难得——

周永红一生当老师，很难得。今年退休
的周永红，从教四十一年，“当了一生的老师、
教了一世的书”，可谓许身教育，忠贞不二。
我也当过小学民办老师、中学雇请老师，后来
改行从政，离开熟悉的讲台，依依不舍好长时
间。我喜欢当老师，也喜欢老师，我爱人就是
老师。这是我和周永红谈得来的地方，做朋
友总要有谈得来的地方。我们聊起老师有

“四乐”。
一乐在台下。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

下。台下是天真可爱的脸，是求知若渴的眼，
是鲜活灵动的嘴，是青春飞扬的面孔，是昂扬
向上的精气神。周永红说：“你朝台下一看，
你就美了乐了醉了！”

二乐在灯下。老师是光荣的，也是辛苦
的。当老师的辛苦多在夜里，天地俱寂，一灯
闪烁，世界都睡了，老师还在工作，在一本本
地改作业，在一页页地写教案，在一个个地想
学生问题，在一篇篇地写教学体会。辛苦也
在早上，我记得当年教初三毕业班，每早5点
闹铃一响，把灯拉亮起床，摸黑赶往学校，路
上只有扫地的清洁工，远处可听到杀猪的叫
声，那时的印象，教书的、扫地的、杀猪的起得

最早。你看周永红，不就是这样一早早地起，
一夜夜地熬，一年年地守，便白了头、花了眼、
驼了背、弯了腰，可他觉得“累并快乐着”。

三乐在楼下。楼下是校园，教室里书声
琅琅，操场上喊声阵阵，树林里鸟声唧唧，下
课了人声鼎沸，开饭了众声喧哗，放学了时闻
琴声笛声悠扬，放假了细听落叶落花无声，这
就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校园。没有闹市长街的
繁华，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没有前呼后拥的
俗气，没有等级森严的官阶，正如周永红所
写，“结庐在人境，身心俱舒畅”。

四乐在天下。一辈子当老师，最乐桃李
满天下。看着自己的学生考上高校、走进军
营、留守乡村、支援边疆、走出国门，皆是多么
高兴。总有一些学生当上科学家、当上企业
家、当上大领导，得了大奖、成了名人、做了突
出贡献，更是无限欣慰。只要学生们成人了、
成才了、成功了，老师都喜欢。周永红有些陶
醉地说：“每年逢年过节，收到五湖四海、天涯
海角寄来的明信片、发来的短信、打来的越洋
电话，这份天下之乐，无与伦比！”

我为周永红一生当老师感到骄傲。中华
民族有两个传统职业最为人尊重，一个是老
师，一个是医生，老师医愚，医生治病。今天
时代赋予人民教师崇高地位和神圣使命，老
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周永红能一辈子坚
持教书，既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具体体现，
也是牢记立德树人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

周永红是武汉西藏中学老师，更难得。
我们都羡慕周永红抓住了三个机遇，实现了
三次跨越。

一是从乡镇到大都市跨越。周永红最早
在监利汪桥中学教书，后来选录到沙市六中
西藏班教书，2005年8月随西藏班从沙市迁至
武汉，升级为武汉西藏中学教师。从乡镇到
省城，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级台阶，每一次
都不是“水涨船高”地“自然提升”，而是视野
格局胸襟、素养能力水平全方位的“自我提
升”，用周永红的话说，一次次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武汉西藏中学是一所现代化的学校，
曾被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族
团结杰出贡献者”热地赞誉为“全国最大最美
最现代化的学校”。周永红用拼搏和奉献共
享了这份荣耀。

二是从普通教师向内地西藏中学教师跨
越。说到西藏，美丽的拉萨、雄伟的布达拉
宫、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醉人的巴松措、林芝、
羊湖、鲁朗林海，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
所有老师都能成为内地西藏中学老师的，“优
者从教，教者从优”，民族教育工作的专任教
师，需要忠诚和担当、爱心和激情；需要更硬

的专业知识和本领，更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更深的教育情怀。无论是
进西藏班还是到武汉西藏中学，都要经过“层
层选拔、择优录取”。周永红是党员教师、荆
楚名师，曾担任学校领导职务，所以才被选拔
任用到这所特殊学校，这是湖北省唯一的内
地西藏学校。

三是从一般教育工作者向民族教育工作
者跨越。这个跨越更大、意义更大。周永红
把诗集起名《石榴集》，证明了他的跨越高
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
衰。”学生和家长都称赞周永红老师是“藏汉
一座桥”“藏鄂联系的红丝带”。可以这样
说，作为武汉西藏中学的老师，周永红和他
的同事们都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建设者、西藏
进步发展的促进者、党的民族政策的践行者
和落实者。

周永红以物理老师写诗词，也难得。“我
的诗词多是用来记录岁月，记录遇见，记录感
恩，记录变革，记录成长。”周永红说，“科学、
生活和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我写诗是既
是几十年教育生涯的一个陪伴、一种丰富，也
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周永红写诗难得
有三：

一是跨行写诗难。一直教物理的周永
红，看上去跟诗不搭界，但他说，政治经济文
化都是“互联互通”的，“将军本色是诗人”，很
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是上马杀万敌、倚马草万
言，更不说刘邦唱《大风歌》、曹操吟《短歌
行》、乾隆写万首诗，毛泽东的诗词达到“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境界。周永红瓣着手
指说，东汉的张衡左手发明地动仪，右手写成

《二京赋》；意大利的达芬奇既能创作“蒙娜丽
莎”，也是设计直升飞机；现代的数学家苏步
青、华罗庚都是写诗填词的高手。至于当老
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写诗词搞
文学也不少。言为心声，行为意役，周永红以
大师为榜样，把诗词当朋友，上完物理课，吟
上几句，改完学生作业，填上两阙，一路征程
一路歌，丹心捧出石榴红。这是多美的诗情
画意，又是多帅的从容潇洒。想想我原来当
语文老师，写个“下水文”不易，发个“豆腐块”
很难。看似容易却艰辛，事非经过不知难，物
理老师周永红会写诗，应该刮目相看。

二是写到结集出版更难。坚持就是胜
利，很多人坚持不到胜利。我们那代人少年
都有文学梦，老了也有诗词文学爱好，只不过
有兴便写、无兴便返、时断时续、若即若离，比
打麻将的兴趣、喝酒的兴趣、咵野白的兴趣差

多了，所以大多数朋友终其一生都没有一本
书出来。兴趣加坚持，便成事业；爱好能长
久，便有成就。凡能出书的人，肯定是把兴趣
当饭在吃，把爱好当事业在做。

这是一本内涵丰富的诗集。我浏览诗集
目录，以年度为线，分为六辑，可谓一线串珠、
五彩缤纷。从2010 年开始，至2022 年1月结
束，纵贯历史十二年；从登泰山开始，至冬奥
会开幕结束，横跨世界九万里。全书呈现三
个特点：题材广如海。既写人物，也写事物，
更写景物；既写名人，也写友人，还写家人；
既写西藏风情、也写湖北风情，尽写天下风
情；既写世界军运会、世界冬奥会，也写中学
生运动会。还真是“无事不入诗，无景不成
词”，一本小诗集，就是一本国事校事家事大
事记。真情明如月。一条主线爱国情，串起
万里江山情特别是西藏情、拳拳报国情特别
是教师情、丰富人文情特别是文人情。形式
活如浪。有诗有词有联，诗有七律、七绝、古
风等，词牌更丰富，光是写上标题的词牌就有
念奴娇、满江红、水调歌头、沁园春、临江仙、
定风波、青玉案十几种，好一派波飞浪卷的诗
词风光。

三是写好最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细品周永红的诗词，体会“三有三很”。有
气势、很豪放。苏东坡、辛弃疾是豪放派的黄
河长江，毛泽东是豪放派的珠穆朗玛。周永
红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写得也颇有气势，算
是长河浪花一朵、山中小草一叶。有意境、很
形象。唐诗重形，宋词重理，都有意境。形象
是诗词的脸，意境是诗词的魂。读周永红诗
词，或有“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的美感。
有规矩、很工稳。杜甫作诗最讲规矩，虽千万
首皆“教科书”；苏东坡作词不大讲规矩，连最
有名的“大江东去”都存在“失误”。讲规矩足
见“带着锁链跳舞”真功夫，不讲规矩是“狂放
不羁”真性情，更显“破框砸笼”大本事。推敲
周永红的诗句，平仄对仗很工整，看得见物理
老师的精细。已经不错了，如果诗句更通俗
一点、金句更多一点就更不错了。湖北省诗
词学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荆楚田园文学社
执行社长巴晓方老师有三个字的权威性评价

“有蛮好！”并致贺诗——
传道释疑年复年，栽桃种李数时贤。
曾经江汉施春雨，又为高原润雪莲。
物理丝抽机电律，襟怀字吐雅风篇。
情思缕缕行间走，一簇新葩出楚天。

（作者系湖北省委政研室原一级调研员，
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外导师，曾任《监利报》总编辑、监利县委办
公室副主任）

一、对黄鱼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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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在浙江沿海某小城住过半个

月，爱上了黄鱼。那里的人们很喜欢吃黄鱼，当
地有一句老话叫做：“当裤子，买黄鱼。”农村男
女订婚之后，男方还有给女方送怀籽黄鱼的习
俗。旧时代的人们对黄鱼的喜爱还表现在一些
口语里，譬如一些老人喜欢将金条称为黄鱼，将
人力三轮车呼作黄鱼车，将蔫头巴脑的人称黄
鱼脑子……

海里面的各种鱼类数不胜数，但当地老百
姓最喜欢的黄鱼、带鱼和乌贼这三种，它们经
常出现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带鱼与乌贼看起
来土里土气，没有黄鱼天生就有的“黄色”富贵
相。这种颜色，没有谁看了不喜欢的。为什么
黄鱼的表皮发黄呢？据说是因为它的皮腺体
分泌是黄色色素，阳光一照，金光闪闪。然而，
这种黄色色素很容易因强光照射而分解，所以
在白昼捞的黄鱼一般是白色的，在深夜才会合
成色素。黄鱼与刁子鱼一样，出水即死，要是
白天去捕捞，那就不是黄鱼了，而是白鱼了。
长期传下来的经验告诉渔民们，只可以在深夜
下海捕捞，然后将鱼放在舱底，再铺上冰块，或
者腌制成黄鱼干，方能“留”黄鱼的一抹耀眼的
黄色。

02
市场上常见的黄鱼，分为大黄鱼、小黄鱼。

它们不是一个大，一个小，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
品种。大黄鱼尾巴长、鳞片小，上唇前端呈圆形；
小黄鱼尾巴短、鳞片大，上下唇一样大小，前端略
呈尖形。每年的四月是小黄鱼上市的时候，五月
是大黄鱼上市的时候。这段时期，这两种鱼吃起
来都很肥美。至于黄鱼的做法，在浙江沿海的一
些村子里，各有各的妙招。有的人会做清香扑鼻
的“清蒸黄鱼”，有的人会做酥嫩甜润的“酥黄
鱼”，有的人会做丰腴鲜美的“莴笋黄鱼”，有的人
会做酸酸辣辣的“咸菜黄鱼汤”，有的人会做辣味
十足的“煎煮黄鱼”，有的人会做酥脆可口的“油
炸黄鱼条”……

我记得民国文人梁实秋喜欢吃“松鼠黄鱼”，
他还在《雅舍谈吃》中记录了这种菜的做法：“取
尺许黄鱼一尾或两尾，去头去尾复抽出其脊骨。
黄鱼本来刺不多，抽掉脊骨便完全是肉了。把鱼
扭成麻花形，裹上鸡蛋面糊，下油锅炸，取出浇
汁，弯曲之状真有几分像是松鼠。”我却觉得这菜
吃起来有几分残忍哩。

03
黄鱼面是当地最地道的早餐。但不是每家

早餐店的厨师都有很高的本领。高明的厨师都
是从杀鱼开始学起的。抓过来一条黄鱼，第一步
就是刮去鳞片、剖肚洗净，第二步就是将鱼骨剔
出去，只留下弹润洁白的鱼肉，然后放入油锅煎
成金黄后，盛起来备用。至于一些鱼头、鱼骨不
要扔掉，过一道热水去腥后，还可以放入一些咸
菜丁、酸笋丝，与鱼骨一起炖，直至熬成浓醇的黄
鱼汤。

面条要用现擀的才有劲道。当地的人不喜
欢吃陕西那种宽的裤带面，而是偏好细面，总是
认为越细越筋道。细面拉好后，放入热水中煮，
煮熟后捞起来放入碗中，再淋上黄鱼汤，夹上煎
好的黄鱼片，这样的一碗活色生香的黄鱼面就上
桌了。

吃黄鱼面要讲究一点斯文，不要发出“稀里
呼噜”的声音，那样的声音是粗俗的，是要遭人白
眼的。对于面前的这碗面，要拿筷子将鱼块与细
面调拌均匀，让每一根面都入味。再慢慢地挑起
一束紧致的面条送入口中，细嚼慢咽，方是生活
的味道。

04
当地的咸菜黄鱼汤的制法，不可不说。
做此菜，不可以照用平常的法子杀黄鱼，否

则鱼肉容易散开。咋整呢？拿一双筷子从鱼嘴
直插进鱼肚，在里面旋转几下将内脏拉出来，接
着挖鱼鳃、刮鱼鳞，最后把鱼嘴放到水龙头下，灌
入清水，反复冲洗就行了。有的人喜欢吃那绵软
肥厚的鱼鳔，舍不得扔。要是真好那一口，就赶
忙塞进鱼肚子里吧。

这条黄鱼，放着让它身上的沥干，沥干后再
划上几道口子，然后放入油锅。煎到微焦时淋上
黄酒，再盖上锅盖焖几分钟后，就可以倒入开水，
撒进葱花、姜片、咸菜段等等。此时，只用小火焖
就可以了。焖的时候，不时看一看，烫的颜色炖
成奶白色，就说明可以出锅了。这酸菜汤的黄鱼
肉口感丰润，吃起来滋补肠胃。

谷亭亭子大河边，赤鲤黄鱼不论钱。如今
的黄鱼在很多大商场里卖得很贵，但在一些网
站上价格稍微便宜一些。浙江沿海的鱼商在网
络平台开了网店或者直播带货，经常宣称“活鱼
速冻，独立包装”，但我既不主中馈，也就从来没
有买过。但对黄鱼的念想，是记忆中挖不掉的
情节。

黄鱼是人间烟火里的珍馐，要学会珍惜。

二、二世

01
在一些人的口语里，“二”不是一个好字。譬

如他评价某人比较“二”，就是说这个人愚蠢或者

不知变通。将这个“二”字用到某些帝王身上，亦
是恰如其分的。

老话说得好：“富贵轮流转，终须一代完。”又
有：“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但在现实里，几
代人都家族兴隆的还是存在的。但有一部分人
传到儿子一代，就被儿子败光了家业。这些人，
被幽默的人们呼作“二世祖”。

考察“二世”这两个字，本是指秦始皇的非法
继承人胡亥。秦始皇在沙丘离奇病故，宦官赵高
和丞相李斯出于私利狼狈为奸，矫诏立秦始皇的
小儿子胡亥为大秦帝国的第二世皇帝。胡亥无
能，被赵高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国家危机四伏，
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就分崩离析了。因此，在历
史上，“二世祖”就是“败家子”的同义词。说胡亥
是“败家子”也没有冤枉他，他没有一点智慧与手
腕，彻底地把秦国几代君主建立起来的基业全部
断送了。

02
隋文帝在历史上名声较好，但他的小儿

子杨广诡计多端，连他都不能洞察其奸。杨
广为了夺取太子之位，设计陷害兄长杨勇。
在隋文帝废黜杨勇后，杨广成了太子。隋文
帝晩年患病，忽听身边人说起杨广背后的奸
恶，多次想要废弃杨广。但杨广耳目众多，
担心老爸又召回杨勇，那样的话，自己可就
身首异处了。为了夺权，杨广派人进宫杀了
隋文帝。杨广即位后，好大喜功，荒淫无度，
在天下名胜处建造离楼别院四十多所，还开
凿运河、修筑长城、攻打高丽，只因赋重役
繁，终于激起了民怨。大业七年，在黎阳仓
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
乱”，便乘机起兵反隋。从这一年开始，全国
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大业十三年，杨广在南
京附近的大船上，但人心思变，他终于被反
叛的禁军缢杀。隋炀帝败光了大隋的基业，
还落了一个恶名声，可以算是一个货真价实
的“二世祖”。

03
说到满清的覆灭，有一个人绕不过去，

他 就 是 盛 宣 怀 。 就 是 他 提 出 铁 路 国 有 化 ，
直接导致了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保路运
动 爆 发 后 ，满 清 政 府 调 动 那 个 湖 北 的 兵 力
去弹压，湖北兵力空虚，接着就是武昌起义
爆发。

盛宣怀是晚清最著名的官商，有“中国近代
商业之父”的美誉。他曾掌管全国的矿业、交通、
电信、银行等经济命脉，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
富。民国五年，盛宣怀去世，留下了1160余万两
白银，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足足有 10 亿元之

多。盛宣怀有一个儿子叫盛恩颐，仗着遗产用不
完，整日挥霍无度。在他风光时，买了一部进口
奔驰，在当时的上海滩，这是第一辆。那时，盛氏
家族仅在上海就有上千栋豪宅，还有其他地方的
房产多得很。盛恩颐嗜赌，有一次在赌场一次性
就输掉一整条街，但他满不在乎。等到家族没
落，身无分文，盛恩颐还是“公子哥儿”的习性不
改变，整天在外面鬼混。抗战结束后，盛恩颐家
的房子只剩下了最后一间，在这狭窄的房子里要
住八个人。用“一落千丈”来形容盛氏家族，毫不
为过。

1958年，盛恩颐突发脑溢血惨死，来参加他
的葬礼的亲友，就那么十几个人，场面冷冷清
清。盛恩颐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还蒙受了恶谥

“民国第一败家子”。他的凄凉结局，全是他自己
造成的。

有人问我：“要如何打破二世而败的定律
呢？”我说：“凡事要自己动手，不要总想着继承
与享受，要多多体验生活的艰苦，底层人民的
心酸。”

三、羊肉及其他

01
长江以南，湖泊沟汊众多，各种各样的鱼

虾也是非常丰富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当地的人们经常吃鱼，并以活鱼为鲜美
的食材。至于北方，吃羊较多，以羊为鲜。古
人早就知道了鱼羊之间的奥秘，因此创造了

“鲜”字。
进入寒冷的冬季，需要吃一点荤的，滋

补身体里需要的各种营养。吃什么呢？选
来选去，还是只有羊肉好。民间的美食家们
认为羊肉温而不燥，炖火锅吃又香又软。北
方人喜欢吃涮羊肉，据说这种吃法是蒙古人
发明的。有的人会吃不会买，到菜市场买羊
肉被骗，买回来一堆冷冻了半年的羊肉。这
样的肉吃起来又干又硬，根本没有了那种鲜
活的味道。来自草原的羊肉当然好吃，但是
运 来 南 方 ，价 钱 也 就 贵 了 。 在 一 般 的 市 场
里，本地的羊肉还是占多数。不管怎么样，
羊吃的是草，那肉质还是比较细嫩的。我见
过本地的放羊人，据他所说他的羊从来不吃
饲料，都是赶到荒野里吃青草长大的。这样
的半圈养半放养的羊，吃它的肉也是不错的
选择。

中国北方的羊，按照地域划分，可以分为蒙
古羊、哈萨克羊、藏羊。这三种羊，我都吃过，好
吃到一想起来就会流口水。这些羊生活在半干
旱或者乾旱地区，全靠一股耐力东奔西走，那肉

质特别有韧劲。据说，内蒙古的羊专门找沙葱
吃，西北的羊专找野蒜吃，而新疆的羊多吃青草、
苜蓿，它们各有各的口味。有一些江湖骗子，从
北方买了羊，屠宰后转到内地出售，还忽悠偏爱
养生的老人们：“我家的羊，吃的是冬虫夏草，喝
的是山泉水，拉的是六味地黄丸……”世间有这
样的羊吗？你不信，我不信，但有一些老年人深
信不疑。

02
二十多年前，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新疆，

于是就兴高采烈地去了。那时候，旅游业还
没有如今兴旺，从内地到新疆旅游的人并不
是很多。当地老乡见到内地人，非常热情。
天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纯粹的异地风情，看见任何一样东西都觉得
新奇。

游览了乌鲁木齐等地，又与友人来到和田玉
的产地和田。和田玉，又被称为“羊脂白玉”。上
等的和田玉白润、细柔，细腻通透，看不到一点瑕
疵，质地极好，但也有假的，必须谨慎下手。我在
玉石市场逛了一圈，看里面鱼龙混杂，担心受骗，
就没有买。只到河里面捡了一块普普通通的石
头，带回去做纪念。

03
我的这位朋友在新疆办实业办得非常好，人

脉也广，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招待，都可以吃到
丰盛的菜肴。有一次，某人招待我们吃烤全羊。
当然，这烤全羊当然不是那种大肥羊，而是选择
生长了五个月的羊羔，称起来二十几斤。当地少
数民族对于屠宰、醃制、浸泡去腥、捆上架，均有
章法可循。

正宗的烤全羊讲究完整，看起来鲜香水嫩，
吃的时候要能品咂出奶油味、清甜味、草鲜味，才
算不虚此行。吃烤全羊要几个人一起吃，才有气
氛，才不会浪费。在当地，用烤全羊招待客人，是
一种很崇高的礼遇……

现在南方也有人发现了商机，开店专门烤
全羊出售。他们还贴出广告，声称五十公里之
内送货上门。那辆送货车，我也见过，外表装饰
得很淡雅，中间画着一只羊，在悠然吃草。打开
里面，车壁上贴有烤全羊的广告画，车里还有一
个大烤箱。怎么回事呢？在顾客下单后，老板
就把全羊搬到烤箱里烤，司机在前面开车，等到
了地点，羊肉也熟了。我吃过一次，味道还算可
以，肉很嫩。当然，还是差新疆的烤全羊那么一
点点。但不必怀疑，这绝对是真羊肉，吃起来放
心。社会发展得真快呀，坐在家里都可以吃上
烤全羊。

（作者单位：监利市人大常委会）

人间闲话
□ 安频

丹心捧出石榴红
——写给周永红《石榴集》出版

□ 余爱民

春天，早晨，迎着第一缕阳光，登上魏
巍荆江大堤，驱车来到老江河，兴致勃勃
投入她的怀抱，故地重游，耳目一新，别有
天地的景象跃然眼前。

老江河，位于荆楚南端的监利境内，
为长江故道，1909年因长江改道形成，至
今已有100 多年历史。老江河全長20.89
平方公里，水面30000亩，呈U型。一眼望
去，碧波万顷，水天一色。宛如一只环珮
悬挂在荆江腰间，又似一弯新月静卧在尺
八、三洲两镇分界处。晴天一片蓝，阴天
满江青，两中则是一幅淋漓的水墨丹青。
面对老江河，抚今追昔，浮想联翻。老江
河变了，变得更美了：过去风送归帆，今日
快艇奔驰;过去炊烟缭绕，今日水清天蓝；
过去鱼舟连片，今日游船如织；过去摇桨
过河，今日轮渡涉江；过去杂草丛生，今日
漫江碧透……今昔对比，感慨系之，喜上
眉梢，笑在心间。

君不见，一河两岸，大堤上下，扬柳吐
絮，竹笋拔节。一排排防护林绿色尽染，编织成一道道屏
障，给老江河披上葱翠的新装。林荫深处，花前月下，情
侣牵手，老人踏青，牧童横笛，莺歌燕舞。又不见，老江河
畔，庙宇亭台临水而立，观鱼、听涛的白玉栏桥头堡引申
至江中，观音娘娘打座桥头莲台，甘当老江河的守护神。
更有一座寺庙。名曰“报国寺”，由一位佛教信徒利用一
块废地，倾其家产投资建设。寺庙建成后，游人、香客络
绎不绝，前来观光祈福。寺庙主持介绍，而今香客烧香化
纸已改为借花献佛，叩首作揖，可见环保、低碳意识早已
深入每个游客和信徒的心中。寺内还建有古色古香的亭
台楼阁，并注入一些现代建筑元素，古今合璧，相得益彰，
方显多元化风格。整座庙宇成为尺八独有的景观，吸引
游客纷至沓来。

游完老江河景区，来到堤上眺望，但见一台台洁白的
风车在空中旋转，风车倒影水中，上下映衬成趣，颇有立
体美感。原来，尺八地处季风带，拥有充足的风力资源，
上级有关部门利用这片宝地，沿着老江河投资兴建了60
多台风車，用以发电，既增加了电源，又让当地得到实惠，
又美化了环境。风车悠然转动，碧波荡漾连漪，遥相呼
应，美哉壮哉！

春游老江河，拥抱碧水蓝天，意犹未尽，即兴草成一
首“鱼水谣”：“浪花儿开，心花而开，老江河水扑面来；水
儿清，水儿甜，手捧甘霖情满坏。浪花儿开，心花儿开，锦
鳞跳跃放光彩；鱼儿鲜，鱼儿肥，品赏不禁乐开坏……春
到老江河，人在梦中游。但愿“老江河国家湿地公园”横
空出世，成为尺八一张闪光的名片，传遍荆楚大地，传到
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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