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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如果少了李白、杜甫，也就少了气吞山河、
辉煌灿烂；宋朝如果少了苏东坡、辛弃疾，也就少了
把酒问青天、醉里挑灯看剑。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名人的影响力是
不可小觑的。

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且就洞庭赊月色，本都
与松滋无关。然而，酿酒人头脑灵光，借来“将船买
酒”，把“白云边”扯来作了自己的酒旗幡。时至公
元2022年，松滋“白云边”酒企年利税已达10余亿
元，可谓赚得是盆满钵满。不能讲效益全靠牌子，
但名牌效应从来就不能不讲。就善于利用资源这
一方面，老实说，石首人不及松滋人。松滋没有的，
松滋借来据为己有。石首有的，石首却麻木不仁，
知道好，又不知好在哪里？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溯江
而下：金松滋、银公安、玉石首，金银有价玉无价，石
首最美最宝贵。石首是最后一站，吃了人家的“笔
架鱼肚”，当然要讲几句好听的话，即便松滋、公安
闻讯赶来扯皮，早已溜之大吉。尽管如此，谁金谁
银谁玉，最终还得靠发展说话，靠山水的面貌比拼。

石首确实是美的，有山有水。山，妩媚秀丽；
水，蜿蜒多情。江汉平原，县城里有山的很少；一江
两岸，九曲回肠更是稀罕之境。

玉石首很贴切，鄂南明珠也当之无愧，然而
耳熟能详之后再叨咕会不会起到催眠的作用？叨
咕多了，耳朵里长没长茧子？无可奈何之际，我们
可不可以试着换上另一张名片“粉红石首”来介绍
自己呢？不要觉得小气，“粉红石首”可是有大来
头的！

李白经过石首，杜甫来过石首。杜甫《发刘郎
浦》一诗，因把石首写得太灰暗，讨不到石首人的欢
喜，少有人知道。黄庭坚、张璧（石首人）、袁中道不
仅到过石首，写过石首，而且还满怀热忱地向世人
推介石首迷人的景色！

最是那横空绝世的苏东坡，一首《戏作鮰鱼一
绝》，带给石首无穷的财富资源和荣耀资本，这么高
大上的广告词，石首又有几人知晓几人吟诵呢？

“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寄语天
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

宋朝的苏东坡是旷世奇才、全才：画家、书法
家、佛学家、诗词大家，还是入乡随俗、突破地域的
美食家。

《石首遗风》记载：“鮰鱼石首有，名字叫石首，
白天歇石洞，晚上戏回流”。这首家喻户晓的民谣
幽默、诙谐、原生态，苏东坡在此基础上充分摇动了
他的诗情，发挥了他的想象，不吝他的赞美。

鮰鱼、河豚都是产自大江大河的美味佳肴，那
柔软细腻的鮰鱼不仅身段没有骨刺，就连白天歇在
石洞的粉红色的脑壳也好像没有骨头，吃起来酥嫩
得很。河豚虽也是美味，可是毒性很大，品尝时担
心受怕觉得很危险。而与之齐名的更加雪白的鮰
鱼呀，特别爽口放心，不会给人带来毒害。捎一句
话给天公与河伯：你们何不将鮰鱼这些美好的品质
也赋予所有的水之精鳞身上啊！

石首的先人们没有辜负大自然，也没有辜负苏
东坡，倾情烹饪，世代相传，硬是把“粉红石首”端上
了御宴，把“笔架鱼肚”做成了贡品。

“粉红石首”是一道菜，用整条鮰鱼红烧或者糖
醋煎焖；“雪白河豚”也是一道菜，原材料不是河豚，
而是鮰鱼块、片，或煮或蒸或下火锅。石首人烹饪
鮰鱼的方法有几十种，听说过有石首鮰鱼全席，毕
竟未能品尝，不敢信口开河。但对于上述两道美食
的体味，还是有一些心得的，虽然算不上美食家，毕
竟也是半个“好吃佬”。“白、粉、香、鲜、糯、嫩、绵、
涎”，这八字特点一个都不能少，那才算是“石首正
宗鮰鱼”。首先是白，不是乌白也不是青白，白得正
常，白得健康，白得令人联想美人的肌肤；其次是
粉，粉红、粉嫩，白里带红；再是香，立在锅边闻香，
隔了门帘闻香，吃到嘴里满口生香，晚上睡觉也不
想漱口；再是鲜，新鲜的食材。鮰鱼离水后存活的
时间不长，要及时烹制，才会保鲜。放佐料不可杂，
生姜、蒜蓉去腥即可，糖、醋提鲜，防止其他佐料夺
味；再是糯，粘口、粘舌、粘牙，石首土话叫做“巴口
巴嘴”是也；再是嫩，细嫩，嫩豆腐，不是老豆腐。嫩
又不是一戳即渣，一煮即溶即化，经煮经挑，落口才
化，刚刚好；再是绵，虽然同是绵口绵舌绵嘴，但绵
与糯就是不同，就是有区别。糯带有粘性，绵没
有。绵是连续不断地熨贴唇齿和味蕾；最后一字是
涎。鮰鱼身上有很多涎，正是这涎区分了它与其他
有鳞鱼的品质和味道。第一道宰杀清洗后就不要
再反复清洗，特别是切段切块切片后不要再洗。说
白了就是不把鱼涎洗掉，否则，这道菜就完全废了。

关于“笔架鱼肚”，则是由石首鮰鱼衍生出的又
一话题。话说石首城里的小山峰，座座妩媚妖娆，
如秀女似碧螺。恰巧有一山峰连绵起伏形同笔架，
它就是象征当地文兴的“笔架山”。万里长江从这
里掉头东向，九曲十八弯，湾湾皆有诗名，滩滩皆成
美景。万石湾、笔架湾、九曲湾、碾子湾……这些湾
里栖息着无尽的宝藏：白鳍豚、江豚、中华鲟鱼（俗
称鳇鱼）……白天把身子藏进石洞，把脑袋留在洞
外的鮰鱼，而今虽然尚未列入国宝加以重点保护，

但也成了稀有之物，很难见到吃到。石首鮰鱼最难
得雪白的肚又肥又厚、起伏错落，跟笔架山峰长得
一模一样。取出来单独烹制，鲜香爽口，富含丰富
的蛋白质。放进鸡汤里慢炖，鸡脯鱼肚相解相融，
一勺入口，连神仙也不想再做。还可以酥，也就是
过油锅，石首人叫“悠鱼肚”，真空包装，宜于久藏，
味道也是美美哒。

文化资源被人争抢那是常有之事，据说不少地
方敏锐地觉察到鮰鱼品牌的重要性，于是争相抢注
专利，权威机构给他们授牌后，“石首鮰鱼”“笔架鱼
肚”的知名度、信誉度受到了很大影响。说石首人
没有进取心、不善竞争，那也不是事实，前面讲的几
桩辛酸史，不过是几句赌气的话而已。曾几何时，
石首被尊为“工业小巨人”，在湖北省县市区位居前
二十，在荆州常坐“第一把交椅”。而今，石首的“防
水堵漏”产业如雨后春笋且誉满全国，石首被国家
授予“建筑防水之乡”的称号。石首“防水人”生龙
活虎，拼搏精神、竞争意识都很强，发大财、出大名
的不在少数。只要石首养殖人、美食人也保持和发
扬这种精神，把“石首鮰鱼、笔架鱼肚”这个真实的
故事用行动讲好，那原本属于石首的正宗品牌就会
铁板钉钉，任你是张飞或是李逵，争也争不走，抢也
抢不去，子子孙孙资源共享，千秋万代当作传家宝！

长江是母亲河，几十年来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为了保护好她，尽快恢复她的生态资源，国家以法
律的形式作出了禁渔和防止污染破坏的决定。这
样一来，再想吃到石首长江鮰鱼和正宗笔架鱼肚就
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笔架鱼肚今不再，粉红石首空挂怀。一瘾熬白
少年头，东坡不知何日来。

为了大力发展民生，兼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需求，石首市很早就利用境内的大湖成立了国家级
长吻鮠良种场。尔后又成立了国企石首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扶持所属企业在天然湖泊人放天养石首
鮰鱼。

近期又闻，石首市政府出台大手笔，筹巨资启
动“城区五湖连江”工程，接来活水源头。

石首城区五湖联了江，全市的湖泊沟渠联江是
不是更方便更容易了？石首是多湖之地，联起来专
养鮰鱼，会不会是一项大的产业？况且湖鱼跟江鱼
味道几近，科学、有序地养殖、管理，效益应该是可
观的。广东、江浙一带规模化、一体化、专门化养殖
很普遍，效果也很好，石首可不可以学习借鉴？！

粉红石首是一种鱼、是一道菜、是一项产业，当
然也可以作为一张靓丽的名片！

荆荆日漫谈

寻味荆州寻味荆州

米圆子是沙市的风味小吃。
记得我们儿时，米圆子摊主多用木担挑着锅灶

杂什，瓶瓶罐罐诸等味料放在挑担的木几上，万事
齐备后，摊主坐在一旁点燃香烟静待顾客。若有食
客光顾，摊主不急不缓，焯烫、沥水、把料，按照预定
的流程走完，氤氲之中，一碗咸鲜的米圆子就成了。

在摊子上吃米圆子，唯辣椒多寡随意、丰俭由
人，其他佐料如芝麻油等摊主会锱铢必较，断乎不
可多给。

米圆子的担挑并不四乡游走，因而也就无须摇
动声响器物去吆喝。摊子常伫在街头巷口热络之
地，做些熟人营生。经年固守于斯，久而久之被食
客所熟知，带着浓浓烟火气的米圆子摊位，也会冠
上街巷名字一同流布，诸如“解放路的豆腐圆子”

“五一路焦姑娘的锅块”……林林总总的路边摊，皆
可成为食客心中的品牌。其实，挑担只要持之以
恒，有光大之心，倘若遇到机遇，亦能成绩斐然。晚
清时，成都街头挑着炉灶走街串户的担担面，闻名
遐迩谁人不知？

米圆子是当今的叫法，沙市人们称之为“豆腐
圆子”，与其他食物一样，豆腐圆子也有些似是而非
的故事。相传杜甫流落沙市时，居住在沙市一条小
巷里，为养家糊口，以卖米圆子为生，因“杜甫圆子”
与“豆腐圆子”谐音，故名。

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饱经风霜的生活阅历，使
之作品风格“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始
终。公元768年正月，杜甫从川东顺江而下，一路辗
转，于春暖花开时节抵达江陵，秋月迁徙公安，在一
叶扁舟中写下《公安县怀古》。时年冬季又至湖南岳
阳，短短1年，居无定所，其人颠沛流离可见一斑。2
年后杜甫依旧在一条船中离世，诗人终究未能回到
故里而客死他乡。他的履历记载于《杜甫年谱》中，

真实可信的史料，绘制出他曲折坎坷的人生轨迹。
1884年，私塾先生王百川在《沙市志略》中写

道：“杜工部巷在三府街，旧名杜甫巷”。
杜甫客居江陵无疑，但以其风烛残年之身，在

沙市卖米圆子度日的故事，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并无
只言片语。况且沙市《商业志》提到，清末时期，米
豆腐已作为一道素菜在民间广为食用，由蒋姓道人
改为小圆子，始有米圆子，由此可见“豆腐圆子”已
是杜甫辞世千年后的事儿。它只是“米豆腐”的另
一种形态而已。将米圆子与杜甫联系起来，美其名
曰“杜甫圆子”，是现代网络写手的创意，牵强附会，
不足为训。

时过境迁，我们仍能感受到“豆腐圆子”营生的
艰辛。凌晨，浸泡的籼米手捻即碎。工匠手摇磨
柄，周而复始，石磨嗡嗡旋转起来。雪白的米液伴
着石磨声声，从石壁下汩汩流淌。用石灰凝结米
浆，这是先祖的智慧，千百年来已被印证。米浆在
石灰水强力渗透下，魔幻般完成了从液体到半固体
的过程，渐而黏稠起来。如果将其用布裹紧挤压，
滤去多余的水分，即为南北皆识的米豆腐。

我们不知蒋姓道人为何将方块米豆腐变为卵
圆形。他的创举被复刻，兴许他从未想过守口如
瓶。于是，无数工匠模仿着蒋姓道人的工艺：水烧
沸腾，漏勺舀出黏稠的浆液，轻抖勺柄，浆糊从漏勺
中浩浩荡荡潜入锅底，尓后又鱼贯而出钻出水面，
入锅前的白色变成出锅后的微黄，工匠用笊篱尽悉
捞起，养护在清水里。

“豆腐圆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米浆在石
灰液的濡染下，失去米粒的清香，反而变得有些冲
味。为了让它适口，“豆腐圆子”几乎穷尽了所有佐
料来粉饰它的味道。除了日常的酱油香醋豆瓣酱
香麻油外，脆爽的农家酱萝卜丁和海洋产品虾皮紫
菜也参与其中。“豆腐圆子”被山南海北的佐料所包
围，在融会贯通中变得咸鲜起来。

“豆腐圆子”是沙市小吃，它与世间无尽的小吃
一样，至今没有严谨的定义。它仅仅是休闲食品，
品之无须中式餐食的正襟危坐，也不受餐食礼仪的
桎梏，举止会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其缘由，盖因为

“小”字的娇嗔省去了饮馔形式的旁门左道。
当今，小吃与一日三餐的界限愈来愈模糊，有

许多小吃也会扩充自己的价值，趾高气扬地登上大
雅之堂，甚至进入食品工业领域而受到食客喜爱。

我们期望“豆腐圆子”这道别具风味的小吃，伴
随着似是而非的故事，在此起彼伏的小吃阵营里，
长盛不衰。

米圆子 □ 刘德建

并非是传说中的反哺
□ 李培刚

像一道黑闪电，它制造了另外的光
一棵空无巢穴的树
被反复击中的理由，一定来自密林深处

几声鸣叫，把空气与枝柯的颤栗轻易化解
两双固定的翅膀，
一边扇动更厉害的颤栗，一边托举尖喙
夸张地叙述着喜悦与渴望

这几十年后重见的一幕
既然值得仰望，何必以驱赶来证明无聊的判断
遍地瓦砾。握过弹弓，竹竿的手
在经年累月搬弄日子后，已铅一般沉重

那不断起降的亲鸟，毛色深一些
倾向于它高翘的尾羽展示着雄性
在草丛深潜，耕耘，寻觅
直到我的视线
无法丈量它的起点与终点

唯有飞翔安慰着饥渴
也安慰着，一位空虚的过路人
心灵的郁结被翅膀打开
并在持久的观察中，接受大自然的教育，诊疗

扬波快意驭风游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56周年

□ 黄传清
一

抢渡争锋浪打头，航标引领越江洲。
顺风岂可随风荡，逆势还须借势游。
骇水纵横凶不惧，惊涛南北险无忧。
霜侵两鬓豪情在，乐得逍遥意自悠。

二
大江卷涌浩悠悠，过往穿梭百不忧。
击水怡情乘兴渡，扬波快意驭风游。
云开霁色浮青野，气爽欢声绕碧洲。
莫叹光阴催白发，乾坤浪里向潮头。

新新诗新韵

夕
阳
下
的
故
乡

□

林
钊
勤

生生活随笔

故乡在我记忆中有许多种模样，
是夕阳下的城市在湖水中的倒影、是
晚霞中城墙角楼里透过的余光，是落
叶纷飞的季节漫步枫林，是惬意，是
舒适……

夕阳下的故乡，落日与晚风，一
缕炊烟漫过黄昏的天际，飞鸟掠过树
梢，惊醒沉睡的城市。街巷、人群，每
一次的回眸都有无数的惊喜，是街角
叫卖的喊声、是孩提戏耍的喧闹，更
是老人聚在柳荫下下棋的声音。夕
阳下的故乡，充满了无限的幻想。沿
着河堤慢慢走过，像是一场时光的旅
行，从过去到现在，从生活到梦想，这
个城市给了我无尽的希望。

老人们聚集在戏台前，听着潮
剧，舞台上生旦净末丑，演绎出一段
段书中的人生，看台上细眼朦胧，聆
听者从过去到现在的旋律。梧桐树
下手艺人身旁围满了孩子，一个个惟
妙惟肖的泥塑赢得孩子们的欢呼。
犹记童年时的乡村，满眼的花海像是
对时代的一场告白。泥泞的路途留
下串串脚印，是孩子们在细雨中奔跑
的痕迹，即使回家之后难免逃脱父母
的一场责骂，也抵挡不住他们对于自
由和欢乐的无限向往。

这片土地上，镌刻着世世代代祖
先们留下的印记，扎根于泥土，黝黑
的皮肤融入大地，脸上洋溢着朴素的

笑容。这一方小小的土地，孕育了流
传千年的文明，我们惊叹现代发展迅
捷的同时，也怀念儿时乡村浓郁的情
愫。在现今人们奔忙于生活、邻里关
系紧张的同时，那种乡村和善有爱的
情感已成为人们的向往。邻居之间
相互照顾，相处和睦，营造了一个个
温暖的村落。

从前，这座故乡的邻边坐落着一
座古城，石灰砌造的城墙保护着里面
的村落，歪脖老榆树成为孩子们玩
耍、嬉闹的地方。每到春夏，满山的
花开引来无数的蝴蝶，像是一篇梦幻
的海洋。老人们携手漫步于山间小
道，迎着夕阳，走向慢热的生活。小
姑娘摘一朵鲜花立于发髻，惹得无数
的男生追逐……这座城市已成为人
们口中回不去的故乡,但世代镌刻于
灵魂之中的,关于古老的记忆却依旧
不断流传。曾经关于故乡的传说,随
着时光慢慢流逝,人们不断在新的地
方扎根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思念这座
叫故乡的城市。

夕阳下的故乡,背影被无限拉
长,人群中夹杂的叫卖与呼喊,依然
留存于记忆之中。对于故乡,我留存
着无限的期待和向往……在城市中
居住久了,大多数人开始逐渐向往乡
村生活,农耕劳作,煮酒烹茶,放缓自
己的生活的步调,做一个幸福的人。

坐落于武汉黄陂北郊的木兰山
山势巍峨、风景秀美、历史悠久、文化
璀璨，是湖北省省级风景名胜区，被
誉为荆楚名岳。

木兰山东拥木兰湖，西挽滠水
河，南瞰木兰川，北枕大别山。它巍
峨高大、山峦起伏、满山披绿、生机盎
然。明代诗人曾赞此山为“西陵最
胜，盖三楚之极观”。木兰山因木兰
将军而闻名，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的
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留下过许多脍炙
人口的诗篇。唐代诗人杜牧在登木
兰山、拜木兰庙时就曾写下过《题木
兰庙》的传世佳作：“弯弓征战作男
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
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蹚过仙河水，顺山而上，一座古
色古香的青石牌坊便映入眼帘，上面
的“木兰山”三个大字挺拔俊逸、神采
奕奕。顺着逶迤的盘山公路向上攀
登，便可看见各式各样的奇树异石层
出不穷，与沿路娇艳的木兰花、高节
的丹心竹、苍劲的千年柏相映生辉，
妙趣横生，一路的美景会让人应接不
暇，忘了旅途的劳顿。

沿公路穿过木兰风洞，行至不远
处，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迎面扑来，
那便是美不胜收的木兰花苑。相传
这里有棵千年木兰花树是木兰将军
所植，它枝繁叶茂，青翠欲滴。花开
时满树飘红，与青枝绿叶交相辉映。
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来此观赏留影。

继续沿盘山公路而上，到达胜景
广场后再行至北面山峰,就可进入古
庙区。相传这里的宗庙建筑始建于
隋唐，兴盛于明清，后来相继建成了

七宫八观三十六殿，气势恢宏，古朴
壮观。这里建筑的砖石结构都是用
石材干砌而成，不用石灰砂浆。木架
结构采用榫卯组合，不用钉锲。

拾级而上，拜谒完大雄宝殿后继
续沿台阶直上，穿过南天门，便可到
达木兰殿。这里精致的木兰花石雕，
雄奇的木兰将军坊，还有生动的石
阁、石刻及磨崖都能让人大饱眼福。
尤其木兰将军坊，三门鼎力、两层飞
檐、石斗拱托、翼角飞展。它雄峙于
绝壁之上，在朝晖夕映下更加美轮美
奂。正面镌刻的“忠孝节义”四个大
字遒劲有力，与背面的“唐木兰将军
坊”和阳刻“木兰殿”相映成趣。牌坊
上刻有“双凤朝阳”，下刻有“二龙戏
珠”，这种独特的建筑设计，充分体现
了人们对木兰将军的敬仰之情。

沿台阶继续向上攀登，便可直达
第一天峰——玉皇阁，相传这里曾是
朝廷为木兰将军赐冠之所。木兰代
父从军，屡建奇功，朝廷为表明木兰

“功悬日月”，赐冠之所便定在可触日
揽月的最高峰。

站在木兰山金顶向东俯瞰，碧波
万顷的木兰湖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
万千沟壑之中。北眺姚集镇大城潭
和腊梅山，群花与湖水交相辉映，一
派桃源风光。西望木兰西湖犹如明
灯，璀璨生辉。南看木兰川和花苑区
宁静秀美，赏心悦目。

若乘坐木兰索道，还可饱览历经
千年的古寨城墙，葱茏茂密的原始森
林，神奇俊美石景公园……将木兰胜景
尽收眼底。故诗云：“风轻鸣翠竹，云淡
拢青山。万壑歌流水，啸天花木兰。”

7月 10日，我有幸参加了洪湖
瞿家湾镇教育基地红色之旅，寻访革
命先辈的奋斗足迹，感受积淀深厚的
革命精神。

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它
位于瞿家湾著名的“清明一条街”，街
长700米，宽近3米，21栋保存较为
完整的文物建筑，皆为明末清初所
建。老街两旁的房子是具有典型江
汉平原水乡小镇特色的平房，穿斗式
土木结构，单檐硬山，灰墙玄瓦，高垛
翘脊，装饰精巧，形成了独有的古朴
韵味，流溢出传统的古老气息。历经
百年沉淀，老街的历史建筑依旧保存
完好。

听着导游讲解，看着英雄事迹陈
列馆的一幅幅图画和一张张照片，一
个又一个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
事，我想到了那一张张朴素的面庞、
那一颗颗赤诚的心、那一腔为国涌动
不息的热血……英勇向前的洪湖人
以最平常的物品作为武器，用湖中莲
藕菱角饱腹，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
赴后继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
下了辉煌篇章。经过看展板和碑文，
得知瞿家湾是洪湖赤卫队的发源地，
这片红土地上长眠着无数英烈，哺育
了元帅贺龙和上将贺炳炎等人，烙下
了周逸群、段德昌、谢觉哉、关向应等
一批革命家的深深足迹。踩着油滑
光亮的石板条路，漫步老街，仰望党
旗，我不由心潮澎湃……

乘船前往蓝田红色教育基地，洪
湖水上吹着清凉的风，波光映在眼
中，对岸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大家一
路欢声笑语。来到演出展厅，我们散
坐着，开始观看实景剧《看天下劳苦
大众得解放》片段，其截取了韩英母

亲探监母女话别的场景，略显简陋朴
素的舞台，可两位专业演员的精彩表
演，却慢慢地将我们引进了那个场景
之中。母亲悲痛却认可的语气，韩英
同志为劳苦大众甘于奉献自己的精
神，让我深受感动。那样一位进步杰
出的青年，为了国家英勇就义。那一
刻，她脸上的从容，让台下的我们动
容。处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不知道什
么是战场上的硝烟和炮火，不知道下
一秒为国捐躯的觉悟需要多么坚定，
可这一刻，我看见了，那一抹在韩英
同志眼里闪耀的中国红！

在细碎的阳光下走到水上实景
演出台，观看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
亮》。洪湖秀丽的湖景为此搭上一个
天然的幕布。随风摇摆的荷叶芦苇
荡不仅仅是风景，已然变成了赤卫队
的天然屏障。阳光下，一个个机智勇
敢、正义凛然、忠于党、一心为民的英
雄角色跃然台上。随着那一漾一漾
的湖波，我的心也为这跌宕起伏的剧
情而牵连着。我开始迫切地希望可
以了解更多关于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以及当时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挥洒
过热血的革命先辈的事迹，去揣摩、
去体会他们那一刻的心情，去感受那
样一种精神，那样一种大无畏而又乐
观向上的革命主义精神。

这次洪湖之旅，虽然只有短短一
日，而我却收获颇多。这次参观，唤
起了我们对老一辈革命者英雄事迹
的向往，决心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
把他们甘于奉献、勇于开拓的精神
传承下去，为祖国贡献添砖加瓦，尽
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虽然其中大多
数人已逝去，但他们的革命精神依
然在我们新一代的心中生生不息、
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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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在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