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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多少年了，自从我爱上了写作，也
就爱上了读报、读刊。

那时教学繁忙，我忙里偷闲阅读报刊，收
集、阅读、写作。只知道报刊上有时代美文，
值得学习借鉴。剪报（刊）贴了不少，浏览的
多，吃透的少，谈不上精研细琢。一味地喜
爱、投稿，时有所获。

我刚开始写作，只向湖北人民广播电台
投稿。因为听广播方便，有感而发，投稿随
意。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被借调到乡党政办
公室，写稿投稿，广播报纸“双管齐下”，广播
里有声，报纸上有文，心中也自然欢喜。后
来，广播不接受稿件了，我的视野转向了报
刊。在乡村，读报刊难，上稿也难。但我还是
喜好读报刊，热衷于投稿。这一“读”一“写”，
闯出了一条“读写”之路。

读报刊，读中有乐
是什么力量让我能静守自己的房间？是

读报刊、勤写作。
不管什么样的报刊我都要浏览一番，我

认为总有一篇适合我的口味。我常常被报刊
上那富有时代色彩而又新鲜靓丽的文字而吸
引，特别是那富有时代特色的“标题”“金句”，
袭人眼球，耐人寻味。

那通讯报道，那散文、小说、诗歌，都揽入
我的怀抱。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文化“套餐”。
报刊上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思想与文
字两相媲美。我在阅读中吸取文字的精华，
提升思想认识，增强写作笔力，积累创作素

材。就是因为爱读，我变得有些跟“风”。思
想跟上了形势，写作产生了激情，思维冒出新
感悟，写文展现新亮点。纸质档的报刊，随地
可读，看着顺眼，读之有味，不伤眼神。报刊
版面内容丰富，可圈可点，可选可用。大报刊
有它的厚重，小报刊有它的精美。方寸之地，
大有乾坤。只要一遇到报刊，我就翻开阅读，
寻求我的阅读之“点”、知识之“面”。有时自
己的文章与别人同一个版面、同一本杂志，那
些作者也就印入脑际，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爱
好的文友，寻找报刊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我
曾经有读报评报的稿件上了《湖北日报》，还
被该报评为“最美读报人”，并获得了奖励。
真是读有所获，读中有乐！

读报刊，悟中有乐
好读报刊，读中有悟。读着读着就产生

一种感悟。对当今形势的认识，对写作方向
的明确，对新观点新语句的运用，于是对写作
就有了一种冲动和感想。阅读之时，或随笔
记下感悟，或剪下“一文”“一段”粘贴，或捕捉
一瞬间的灵感，悟出了思想，悟活了文思，悟
明了事理。在“悟”中摸索“门道”，虽然“文”
无定法，但还是有“章”可循；在“悟”中学习借
鉴那些名人佳作，不断改进文风，提高写作技
能；在“悟”中克服浅薄和盲目，让写作趋于大
众化而又有个性；在“悟”中领会报刊的“正
规”，她没有草率和笔误，那是真正的“铅字”；
在“悟”中领略报刊的“权威”，人们常说，某某
人登报了。可见报刊的力度之大，信誉之高，

显得很有“分量”。要是地方单位推荐人选，
报刊是重要依据，她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阅读报刊，我领悟到，新语金句就在眼
前，天下文章全在学。可从报刊的各类文章
中受到启发，还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写作念头，
从而滋生出新的创作灵感。真是“悟”有所
感，“悟”中有乐啊！

读报刊，投稿有乐
阅读就是积累，写作就是运用。有人说，

写作要攻“大刊”，走“微信+纸质”的创作之
路。我在读报刊中作了尝试，投稿上微信、上
报刊。前些年，我经常给省、市、县报刊（电
台）投稿，时常有稿子见诸报刊、电台。后来
可能是媒体经费改制的缘故，地方通讯员的
稿子采用的较少，但是我仍然热衷读报刊，仍
然在写稿投稿。我常常采写地方的传奇人
物、“种养”典型、凡人新事等文章投给报刊，
虽然难上省级报刊，但市、县报刊还是经常上
稿，不谈稿费，只要见报就高兴。

投稿，还得益于读报刊。平时，我喜欢摘
抄“美段美句”。对重点语句，经过自己的加
工，锻造出一种新意，引进自己的文章，可化
作“美段”，可改成富有新奇的题目，让自己的
拙文添彩生辉！

经过长时期的打磨，写的多了，逐步摸索
一些技巧；投的多了，也自然找到一些门道。
反复写，反复修改，自己认可了再投出去。我
认为，好的文章报刊编辑还是会采用的。我
写新闻报道，写诗歌散文，写体会文章，思想

常新，写作常新。一篇篇稿件变成了铅字。
由此，也结识了一些报刊编辑，他们都是我敬
佩的老师。

由于长期坚持，久久为功。认识不断提
高，写作也有长进。也许是永不言弃的坚守，
也许是不辞辛劳的执着，也许是朴实的文字
彰显个性，近几年来，投稿有了新的突破。有
征文稿子上了《湖北日报》，有多篇稿件上了

《当代老年》杂志，人物通讯、叙事散文经常见
诸《荆州日报·监利新闻》。我常在内心感激
编辑老师的厚爱与指导。

要是有稿件上报刊了，还真的得益于文
友、朋友提供信息。他们生活的圈子范围大，
能及时看到报刊。他们的态度是真诚而热心
的，经常给我找来一些上稿的报刊。在激动
之余，更多的是心存一份对他们的感激。我
把这些登报的文章一一剪贴起来，写上报名、
日期，以作资料保存。那是我人生留下的足
迹，不时翻开看看，总有新意。况且这些报刊
都是“CN”开头的创刊号，正规报刊。读着自
己的铅字，乐趣横生，于是滋生了动力，又催
着自己去写。我的投稿之乐也在其中。

好读报刊，情有独钟。她是我的良师益
友，我从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这种喜乐一
直藏在我的心底，一直这么“偷”着乐呵！我
要让这种快乐在我的笔端、在我的字里行间
流淌。因为她不需要张扬、炫耀，也不需要吹
捧、自大，需要的是一种朴实无华、持续发
力。需要的是诗和远方，是一种学习、再学
习，写作、再写作，永远在路上的不懈追求！

我长期在武汉居住，接触的人很多，有的
人爱写作，有了新书，总会给我拿来一两本。
譬如监利的安频先生，我与他认识了七八年，
每次见他总是风尘仆仆，似乎有办不完的事，
似乎永远有充沛的精力与敏捷的思维力。去
年他给我送来了一本新书《道味画廊》，我看了
看，感觉乡土风情醇厚，就像一坛老酒，总也舍
不得喝不完，总有说不完的隽永之味。

这次，安频专门来找我，并带来了他新作
《步履致远》的电子文档，让我看一看，写一篇
序。我说：“我研究的方向是近代史、红色历
史，对于文学，纯粹是外行呢。”但他很诚恳，
我也就不好推辞了。

唐人杜牧之在《答庄充书》中写道：“凡为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
卫。”唐人韩愈之云：“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
一辞。”我觉得拿着两位名家的话来概括我读
安频新作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据我所知，
安频喜欢乡土的事物，并在笔下记录了我的感

受与发现。但这种表述，不是庙堂式的，而是
大众式的。他的文章，谁都可以看懂，谁都可
以引起共鸣。你看他的民俗记忆栏目下的《鳜
鱼散记》《夏日的解暑食单》等文，鲜活而质朴，
既有“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痕迹，又有当代生活
的烙印。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对饮
食是有一点研究的，也是很讲究的人。

安频先生的笔墨还留了很多给民间的手
艺人，譬如画匠、锔碗匠、捏面人等等。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给我们带来
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提高，但不可避免的
是一些传承上百年、甚至千年的行当正在消
失或者已经消失了。老手艺人的独门绝活，
由于传承乏人，也走向了终结。很多行当，仅
仅存在了活在记忆或者书本里。如今还在从
事这些民俗技艺之一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才
是最平凡而又最伟大的艺术家。这些老行
当，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还储存着许多人
的童年美好记忆。安频先生选取了一些他所

熟悉的人，用白描的手法，留住了他们在时光
中颤颤巍巍的身影。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翻阅了很多史料，写
了一些论文，然而成就很小，对历史的兴趣却
一直很浓。安频先生的这本新书里，有“野史
萃珍”与“梵音阵阵”两个栏目。

“野史萃珍”收录了有关陈友谅、永历帝、
张居正、王世贞等历史人物的论文或散文，因
此我看的很认真。我之前总认为安频只是文
章写得好，谁料到他钻研历史还挺深。他看的
有些史料，我连看都没看到过。说说陈友谅
吧，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由于史料
的缺失以及统治者故意对相关档案的销毁，陈
友谅的籍贯及其早期经历一直是一个谜团。
目前，很多地方在争陈友谅，都说是他们那里
的人，却拿不出什么货真价实的证据与史料。
但安频先生从来不是喜欢耍嘴皮子的人。他
通过在江西、安徽等地的踏勘，以及民间的遗
址考证、传说记载，锁定了陈友谅是监利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可等闲视之。现
在，像他这样醉心文学的人，很少了。像他这
样不求名利去文苑闯荡的人，很少了。像他这
样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很少了。

他写这些有关寺庙的故事，都是一次次
地下乡，与老人们促膝交谈而得来的材料，经
过再次的加工，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这样
的故事，也属于民间文艺的一部分。民间文
艺的生命力往往要比才子佳人们的僵化文化
要更加活泼，更加出色。这是历史已经证明
了的。我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全身心沉浸在
里面，感受到了舒坦与欢欣。或许，这就是文
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他告诉我，这本书今年一定要印出来。
我很赞成。唐人杜子美云：“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甘苦与得失，都埋在心底吧。文
艺田地里的白水晶，终究是纯洁的。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党委
书记）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 张继才

我热爱古典文学，如同热爱自己的终
身伴侣；学习古典文学，好似享受初恋的甜
蜜。热爱和学习古典文学，是我业余生活
的重要内容，也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好的抚
慰和执着的追求。

古诗文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文化，国之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学领域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千百万文人墨客
所仰慕、所折服、所倾倒。因为古典文学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规模宏大，气势磅
礴，词藻华美，格式巧妙，想像丰高，结构
严谨。艺术魅力空前绝后，文学价值无
以伦比。

在古典文学中，又以诗词和散文引领
风骚，出类拔萃。古典诗词，语言精炼，寓
意深邃，情感含蓄，格律独特，节奏明快，
韵味缠绵，可被管弦，亦可放歌。古代散
文，清词俪句，有序铺排，笔墨潇酒，文采
飞扬，轻描淡写，画面跃然。如果把诗词
比作古典文学冠晃，散文便是古典文学衣
钵，两者结合配套，恰似一袭完美的传统
文化服装，方显中华民族形象和风度，闪
耀古老文化的光芒。

究竟如何学习古典文学？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
题。众所周知，古典文学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读得完吗，学得了吗？即便一目十行，用一辈子时间，也
只能取沧海之一栗，得万山之一石。加上古典文学高不
可攀 深不可测，要想学好学透。弄懂弄通，无异于蟾宫
折桂，大海捞针，可望而不可及。难乎其难，甚难哉！因
此，我是怀着迫切的心情和求知的欲望，摸着石头过河。
沿着悬崖寻路，一边探索，一边向道，邯郸学步，东施效
颦，几经曲折坎坷，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苏东坡在

《答王庠书》中写道:“书富如人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
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之尔。故愿学者一次作一
意求之。”这段话让我得到学习的启迪。于是，我从汪洋
大海的诗词、散文打开突破口，侧重选读了唐诗、宋词、元
曲，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陶渊明、欧阳修、苏东坡的游记，
以及王勃、杜牧的骈文。通过学习诗词，了解格式、押韵、
音律、平仄等基本常识。通过学习散文，掌握描写、夸张、
铺垫、层次的一般规律。通过学习骈文，弄懂俪句、偶句、
对仗、排比的写作技巧。在此基础上，开始写点习作，并
加以对照检查，找到差距和不足之处，然后进行改进。几
经反复，多次修正，最后产生处女作。

在此，要说明的是学习古典文学，不仅是为了写文
章，重要的是了解历史，增长知识，传承文化，不忘过去。
同时，陶治情操，提高修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伟大国
学，让古典文学发扬光大，焕发青春，永远立于世界文学
之林，经天纬地，光耀人间！

走近汉皇陈友谅
□ 邓仲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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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拜读安频、谢金城二位老师合著《汉
皇陈友谅》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位元末农民起义
领袖陈友谅，是我们监利柘木陈家棚人氏。

大约在 2010 年暑假时，我看过由胡军主
演的电视剧《朱元璋》。剧中要重点突出朱元
璋的高大上“男主光环”，而把陈友谅写成了
反面人物形象，是有失公允公正的。

《明史陈友谅传》中写到：陈友谅，本谢
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
义。有术者相其先世墓地，曰“法当贵”，友谅
心窃喜。友谅初尝为县小吏，其时徐寿辉兵
起反元，遂往从之。后文俊欲谋杀寿辉不果，
奔黄州，友谅因乘机袭杀文俊，并夺其军，自
称平章军。始友谅破龙兴，寿辉欲徙都之，友
谅不可。未几，寿辉次江州。友谅伏兵郭外，
迎寿辉入，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即江州为
都，奉寿辉以居，而自称汉王，置王府官属。
遂挟寿辉东下，攻太平。太平城坚不可拔，乃
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缘舟尾攀而登，遂克
之。志益骄，进驻采石矶，遣部将阳白事寿辉
前，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寿辉既死，以采
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
义。太祖患之，与战于武昌。太祖所乘舟樯
白，友谅约军士明日并力攻白樯舟。太祖知
之，令舟樯尽白。翌日复战，自辰至午，友谅
军大败。友谅欲退保奚山，太祖已先扼湖口，
邀其归路。持数日，友谅谋于众。右金吾将
军曰:“出湖难，宜梵舟登陆，直趋湖南图再
举。”左金吾将军曰:“此示弱也，彼以步骑蹑
我，进退失所据，大事去矣。”友谅不能决，既
而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举所
部来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谅益困。太
祖凡再移友谅书，其略曰:“吾欲与公约从各安
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计，肆毒于我。我轻师
间出，奄有公龙兴十一郡，犹不自悔祸，复构
兵端。一困于洪都，再败于康郎，骨肉将士重
罹涂炭。公即幸生还，亦宜却帝号，坐待真
主，不则丧家灭姓，悔晚矣。”友谅得书忿恚，
不报。久之乏食，突围出湖口。诸将自上流
邀击之，大战泾江口。汉军且斗且走，日暮犹
不解。友谅从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捻，骤中流
矢，贯睛及颅死。

由于该电视剧情节与《明史陈友谅传》中，都
没有“交代”陈友谅的藉贯，因此，对于这位“大人
物”的出生地点，几乎是“受知于囿”。

此后，朋友提供了资料，《明太祖实录》
云：“友谅者，沔阳玉沙县人”；《中国通史》云：

“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人”；因“玉沙”二字之
前，加了“沔阳”二字，史家论坛与学术媒体都
倾向于陈友谅是沔阳人氏；而《国初群雄事

略》卷四《陈友谅》云：“友谅玉沙县人”。钱谦
一在此书中，对“沔阳”二字，只字未提，而是
将陈友谅的出生地，也就是陈友谅故里，直接
定名为玉沙县。关于这一点，与“监利历史记
录”中：“宋代，监利县属江陵府，乾德三年
（965年）析监利县白沙垸置玉沙县……”这段
地名出处，完全是对号入座，无缝衔接。关于
陈友谅出生地，在追根查源之下，到有据可
查，甚至实至名归、落到实处。作为与汉皇陈
友谅同为老乡的监利百姓们来说，对于拥有
1800 历史文化的人文监利，因汇聚龙脉之地
的风水灵气，增添了“随珠和壁”的祯祥意境。

好在《汉皇陈友谅》是一部集“延伸中国
明史文化、丰富监利地方历史文化”的高品质
作品。与陈友谅有关的近百个地名、神话故
事、民间传说、佛教文化、风水文化、地方歌谣
等串连融合。全文析理透辟，文辞斐然，撰写
的战争场面宏大，塑造的英雄人物感人至
深。不仅证实了纷争六百余年的历史名人汉
皇陈友谅，乃是监利柘木陈家棚人氏。而且
再现了从监利这座“帝王之乡”走出来的陈友
谅，是从一名“渔家子、小吏，薄掾、元帅，通过
自己数十年的初心不殆、奋进有为，而逆袭成
为建立大汉政权的“汉皇”。

陈友谅，以“汉皇”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他身后的成败功过，一直徘徊于“史家与论
者各据一词”之间。这位鼎鼎大名的元末农民
起义领袖人物，令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朱
元璋，在没有登上皇帝宝座之前，一直是谈之
色变、避忌三分。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陈友谅
以一个渔家子弟，1346年在监利周老嘴胭脂湖
畔搭黄蓬起义后，用了五年时间，在监利各地
与元军进行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战争，留下了一
百多个家喻户晓震聋发聩的地名故事。1351
年他带领一支监利籍红巾军加入到徐寿辉领
导的红巾军中，继续反抗暴元征战四方。

1356年，因其能文能武智勇兼备，又深谙兵
法擅长领兵，既能陆战又能水战，擢升天完元帅。

1357年，天完丞相倪文俊，篡夺徐寿辉帝
位未果，陈友谅袭杀了反叛徐寿辉的倪文俊，
收编了倪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了势力。

1360 年，陈友谅因不满天完政权的徐寿
辉带兵软弱胸无大志，逐将他裹挟到太平附
近的釆石镇，将其杀死。于同年五月初五日
在五通庙自立为汉皇，改国号大汉。

陈友谅饱读诗书，通晓兵法，胸有大志，
刚毅勇猛，叱咤风云。明代史学家高岱在《鸿
猷录》中载曰：“友谅有虎视中原、鲸吞海宇之
志。其用兵如骤风急雨……盖深通兵法，不
阻不挠，故能开拓封疆……”

陈友谅在元朝末年，苛政如虎民不聊生
群雄并起的年代，为了推翻元之暴政，自1346
年在监利周老嘴搭黄蓬起义，至1360年建立

“大汉政权”，用了十几年时间，于强狼环伺的
各起义首领中迅速崛起，这种辉煌的成绩就
是一个传奇。

当时有六方割据势力：
天完国徐寿辉：1351 年，元至正十一年，

建立天完国。
东吴张士诚：1354年，在高邮建国，号大周。
韩宋，韩林儿：白莲教主韩山童之子。韩

山童亡故后，于1355年二月，被刘福通拥立为
帝，立国号为宋，亦称后宋。

陈友谅：1360年建立大汉政权，自立为帝，
称汉皇。

明夏国明玉珍：1363 年立国、建都重庆，
国号大夏。

西吴朱元璋：1364年元旦，，史称西吴王；
1368年，应天称帝。

此六方割据势力、或各占一方，互相对
峙；或假意修好、徐徐图之；此六位抗元领袖
并称为“元末六雄”。当时，朱元璋与张士诚
在兵力处于劣势，或遇到粮草不济、或其他利
益因素时，均与元庭“因威逼利诱、而暗通款
曲”，也就是说，他们二位都接受过元朝的招
安。而陈友谅却心如磐石、坚定不移、从未动
摇。这说明，这位雄主在“穷且益坚、不坠青
云之志”的信念如磐中，真正做到了：砥名砺
节，誓死不二。

根据“元末六雄”的崛起时间对照析透，
实际上，陈友谅最初的起义开启时间，比朱元
璋要早很多，算得上是朱元璋的长辈。或许，
陈友谅在最早期的反元道路上揭竿而起时，
说不定朱元璋正在皇觉寺当“小和尚”哩。

陈友谅军团在鼎盛时期，不仅占尽了江
西、二湖三省；而且还占据了闽、皖两省部分地
区。他率部征战大江南北，克襄阳、战池州、攻
沔城、取汉阳；一路东进、大造战船，使之成为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水军，以拥有60万以上的
精锐兵力，而成为“元末六雄”中的强者之首。
朱元璋与之同期相比，所占据的地盘，只有半
个苏南、半个皖南，与半个浙江。兵力、地盘、
财力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状态。

陈友谅所治下的区域，积极推行屯田制
度，使得当地一片欣欣向荣；他的士兵纪律严
明，深受百姓爱戴。

此番景象，诚如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在
《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说：“元人失驭，群雄蜂
发、逐鹿之夫，所在都有，独陈友谅以骁鸷之
势，奄有荆楚、控扼上流、地势而兵强，才剽而

势盛。”这说明，作为从监利柘木陈家棚走出来
的渔家子——汉皇陈友谅，是一名集勇武谋略
于一身的疆土开拓者。每逢战争来临之前，于
三军集结之际，常常挂在嘴边的号令：“首战即
决战，一战定乾坤”，这句霸气凛凛的强军口
号，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根植于三军士兵
的灵魂血脉，从而在鼓舞士气高涨的过程中，
提升战斗力，驱逐一切来犯之敌！

细读《汉皇陈友谅》一书，与陈友谅有关的地
名故事，多不胜数，那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
名故事，将会让广大读者倍感亲切，收获颇丰。

在监利柘木乡陈家棚（陈阁）的周围，还有
很多与陈友谅传说有关的地名。如天鹅孵蛋，
传说是陈友谅家的祖坟，200多平米的蛋形封
土堆上，直到现在还长满青一色的蜈蚣草，虽
然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但一直碧绿如
绒，令人神秘莫测。杀鸡墩、翻天沟、军师桥是
陈友谅与张定边、张必先等人歃血为盟，翻天
起兵的地方。营路、习导、观阵咀是陈友谅农
民起义军练兵习阵的地名。来龙港、阁子港、
侯驾桥、接驾咀是陈友谅称王后返乡时经过的
水路及桥梁。前房、中房、后房是陈友谅三房
夫人，分前、中、后居住在陈棚与陈阁中间的胭
脂河边，据说当年，河水都被陈友谅后宫佳丽
们洗掉的凝脂染成了红色，故名胭脂河。血
湖，是陈友谅家人享受一时荣华之后，因其失
败后被明军追杀个家躲到荷叶底下被杀得血
染湖水的地方。这些古老地名，直到现在都没
有更改，并一直在流传着……

陈友谅在18年的沙场征战中，功成名就，
战功赫赫。只可惜，陈友谅在 1363 年 10 月 3
日，在与朱元璋在鄱阳湖的终极决战中，不幸
身中流矢而亡，魂断鄱阳湖、归葬武昌蛇山。

夫创伟业者，非谅弃志，天时不济矣；帝星殒
逝、夙命非继、怎不教人泪迸肠绝，咨意滂沱乎！

如今，这位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元朝末年
“大汉“政权的缔造者——大汉皇帝陈友谅的
墓地，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蛇山引桥的南侧，是
武汉唯一的封建帝王陵墓。在树立的石制牌
坊上刻有“江汉先英、三楚雄风”八个大字。
多少年来，一直享受官方和民间的香火祭
拜。1956 年 11 月 5 日，陈友谅墓被湖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陈友谅在与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大战中，
虽然失利，但是，这位最具汉族血性的汉王，
在推翻元朝暴政统治、反对并铲除蒙汉地主
阶级统治、首创武昌船厂、推进中国水军和造
船业的发展，为凝聚历史上“湖北精神”、为中
华民族的奋力前行，作出了名垂青史、彪炳千
秋的丰功伟绩。

好读报刊“偷”着乐
□ 曾繁华

遗失声明
监利市网市镇三官小学，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网市镇三官村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土地
证号001921，权利人特此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
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监利市网市镇东荆河小学，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北口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土
地证号001026，权利人特此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
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监利市网市镇中心学校，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网市街网市大道93#的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为：监国用（1994）字第173102019号，权利人
特此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
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中国农业银行监利市支行，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振兴路15号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为：监国用（2001）字第173101091号，权利人特此声
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
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监利市网市镇人民政府，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网市街振兴路8号的土地使用证，土
地证号为：监国用（2003）字第173101107号，权利人特
此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
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监利市网市镇三官小学，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网市镇三官村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土地证
号001921。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
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
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网市镇东荆河小学，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北口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土
地证号001026。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
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
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网市镇中心学校，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网市街网市大道93#的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为：监国用（1994）字第173102019 号。权利
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
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
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中国农业银行监利市支行，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网市镇振兴路15号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为：监国用（2001）字第173101091 号。权利人已在

《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
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
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网市镇人民政府，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网市镇网市街振兴路8号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
号为：监国用（2003）字第173101107号。权利人已在

《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
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