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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簪是莲藕的嫩茎。
对江汉平原土著而言，藕簪是泛大众化用语。

农人春天挖藕，常常找准藕簪所在，尔后顺势挖掘
泥层，将沉睡其间的地下茎轻巧完整地取出，拭去
淤泥，白嫩的莲藕就暴露出来。可是，给挖藕人充
当“带路党”的簪，不是我们清炒食之的藕簪。尽管
它们同根而生，两者的终极目标却大相径庭。此藕
簪从藕节根须萌芽，继而向上穿透河水，褐绿相间
的嫩尖昂扬冲出水面，绽开后就是阔大碧绿的荷
叶。宋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正是这类暴露母体方位的藕簪。需要赘述

的是，冬季挖藕，无须藕簪引导，在枯败的荷梗下直
接动锹即可。

炒食用藕簪，长大后就成了粗壮的藕而不是荷
叶，所以它永不会挺立河岸湿地或水面，当然就无
从看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景象。炒食用的藕簪，
若不是农人将它从根梢拽出水面，它会在黑暗的淤
泥中径直向前直至终老，随着四季变化，再来复制
周而复始的繁衍过程。

藕簪是不待成熟的藕，它在稚嫩的岁月即上
市，是众多食客心中的疑问。倘若知道它的售价是
莲藕的5倍，一切就昭然若揭了。至于长藕的簪与
长荷叶的簪，先民为什么没有从名字上加以区分，
导致后人表述时模棱两可，其中缘由尚不可知。

簪是古代汉族女子的发饰。它们或金或银或
玉，无一不是贵重物件打造。发髻挽成，固定的器
物就称之为“簪”。江汉平原以簪的形态比喻水生
植物，显现出荆楚语言的秀美，饱含着先民的智慧，
所谓的文化遗产不正是如此么。

“藕带”是藕簪的商业语言，它的出现没有几
年。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藕簪不再是“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宠儿，它带着水乡细嫩的“天生丽质”，制
造罐头向外拓展。外埠食客不知藕簪为何物，形象
的“藕带”就会派上用场。有人偏偏特立独行，叫它
为“藕肠子”，可能与它的纤纤细长有关。但粗俗的

“藕肠子”实在是与水乡韵味十足的藕簪秀美相悖，
故叫它“藕肠子”，有暴殄天物之嫌。

清晨，菜场人声鼎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在货卖堆山的蔬果中，秀色可餐的藕簪伴随水珠盈
盈的莲蓬、菱角呈现眼前，江汉平原的丰饶水生物
产，挟着河塘的清香，顿时冲淡了笔者深夜“秉烛码
字”的疲惫。

选择藕簪唯嫩为上。其中亦不乏眼观耳听的
小技巧：极嫩的藕簪，尖端如同饱蘸浓墨的毛笔，完
全没有开枝散叶的迹象，此为看；轻折藕簪的下端，
随着清脆的声响，藕簪一分为二，如此，方是藕簪粗
老的纤维尚未形成的极嫩尚品，此为听。若藕簪底
部弯曲不折，商贩用指甲之武力生生掐断，即为粗
老货色，虽然食之无妨，但严重影响口感。

有人常把藕簪切片后再行浸泡，这是长期警惕
蔬菜农药残留而形成的“草木皆兵”。藕簪出污泥
而不染，它的高洁品质因而得以体现。藕簪真的无
须如此繁缛，它们生长于水塘泥巴之中，何来农药
之虞呢？

清炒，是对清新水生植物的尊重。在热锅中快
速滑动，断生后着少许食盐撒香葱出锅，极简之法，
带来的是无尽的清香。

恣意加辣加酱，藕簪的天生丽质必遭毁损，画
蛇添足，适得其反。

清炒藕簪
□ 刘德建

映日荷花别样红映日荷花别样红
□□ 谢隆新谢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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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
韩英和秋菊摇动着小桨在湖面上一边采莲，一边唱
着《洪湖水浪打浪》。在万道霞光的映照下，百里洪
湖荷香阵阵，一朵朵荷花千姿百态，风姿绰约。韩
英那甜美的歌声在洪湖上空回荡，激发起洪湖人民
热爱家乡、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洪湖的荷莲与洪
湖的革命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如火如荼的
革命战争年代，洪湖的莲荷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每一片碧荷上都留下了殷红的鲜血，被洪湖人民称
为红荷。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9月
10日夜，刘绍南与中共鄂中特委南部负责人肖仁鹄、
邓赤中等50多人在陈家祠堂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暴
动。刘绍南随即带领党员、群众300多人，包围了涂
家大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戴家场秋收武装暴动，打
响了鄂中地区秋收起义的第一枪，重建了戴家场农
民协会，从此拉开了红旗漫卷湘鄂西的序幕。

从此，在洪湖这块红色土地上先后暴发了沔城
暴动、剅口暴动、柳蚌湖暴动和瞿家湾暴动。各地
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洪湖赤卫队也不断发展壮
大。贺龙在南昌起义后,于1928年1月和周逸群等
人来到洪湖,领导湘鄂西人民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
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

看到洪湖地区的革命烽火遍地燃烧，国民党反
动派悍然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围剿。地主湖霸也组
成还乡团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红军战士和赤卫
队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百里洪湖为战场，隐
藏在茂密的芦苇和田田的荷丛之中，与敌人展开游
击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当春暖花开，平静的湖面上露出了小荷，泥里

的藕带又粗又长，一根接着一根。夏秋季节，荷丛
中长出了风姿绰约的荷花和清甜可口的香莲。即
使到了寒冬腊月，荷枯水浅的季节，湖底下到处都
是清甜的莲藕，这些都是赤卫队员的四季食粮。

赤卫队员英勇顽强，在湖心小岛上苦练杀敌本
领，时刻准备战斗。一位老赤卫队员讲述了这段革
命历史。他说，洪湖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摇篮，一靠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二靠洪湖有着丰富的水生资
源。一望无际的湖面，纵横交错的港汊，湖面荷叶田
田、蒿草丛生、芦苇茂密，形成了天然的战斗屏障。
在一次伏击战中，赤卫队员手拿渔叉和梭标潜伏在
荷丛中，每人头上顶着一片荷叶，等敌人汽艇开进埋
伏圈，赤卫队员掀开头顶的荷叶，迅速跳上敌船，与
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许多赤卫队员倒在敌人的枪
口下。这一仗，虽然消灭了敌人保安团的一个中队，
缴获了几十支长枪和一挺机关枪，但赤卫队员也牺
牲了20多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骄艳的荷花和洪
湖水。

晚上，一轮新月冉冉升起。湖面上萤火闪烁，
蛙声阵阵。打仗归来的赤卫队员露宿在湖心小岛
上。他们喝着鲜美的莲藕汤，抱着从敌人手里缴获
的长枪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在梦里，满眼都是美丽
的荷花和夜色下流动的美景，他们脸上也露出了灿
烂的笑容。

洪湖莲花，不仅以它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赢得了人们的赞美，更与它和洪湖人民一道不屈不
挠、顽强生长的斗争精神赢得了洪湖人民的珍爱。

红荷也有过灭顶之灾的历史。1931年夏，长江
中下游暴发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苏区人民深受
水灾之苦，几百万人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国民党

反动派不顾人民死活，一方面调集10万大军，对湘
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另一方
面“以水代兵”，在监利上车湾掘堤放水，妄想以洪
水消灭苏区红军。在贺龙带领下，苏区军民不仅挫
败了国民党的10万大军，而且紧紧依靠洪湖人民
开展抗洪斗争。当时，洪湖水位涨到10米多深，一
望无际的湖面上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浑浊的湖水翻
滚着巨浪。往年还能依靠洪湖莲藕度过灾荒的洪
湖人民纷纷拿起三棒鼓流浪到四方。神奇的是，当
水位退后，湖面上又长出了新的嫩荷。随着嫩荷伸
展开一片片卷叶，一朵朵莲花也微笑着露出了湖
面。洪湖的荷花和洪湖人民一道也经历了生与死
的考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这一年第一次踏上洪
湖的土地。当看到洪湖人民抗洪救灾的场面后，深
受感动。多年后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洪湖精神》。
这一年，路易·艾黎以国际救灾机构成员身份给洪
湖人民送来救灾物资，帮助洪湖人民度过了最艰难
的岁月。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
水，天下美名扬。近年来，洪湖市委始终把打造红
色旅游开发作为重中之重。先后建成了瞿家湾蓝
田风景区和湘鄂西苏区烈士陵园景区。投资34.8
亿元的洪湖环湖绿道工程也正如火如荼地加紧建
设。同时，洪湖市委也把开发荷莲产业作为促进洪
湖经济的重要抓手。洪湖涌现出了一批研究生产
荷莲产品的龙头企业。产自于洪湖的野藕汁、野莲
汁、山楂荷叶茶等，已经享誉海内外，成为洪湖荷莲
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

红荷，作为一种精神，已经深深扎根在洪湖人
民心中。

红红色记忆

某一天我们相见了
至少要对视两眼才行
第一眼，切断六十年前的风雨
第二眼，摁响青春的门铃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一下子明白
通往幸福的路径
应该怎么走下去

我们有一座花园
里面红的泛着永恒的红
青的洋溢着青春的青
即使黄也是不凋零的热烈
随便啜饮一滴
就足以丰满一生

如果我们累了
可以孩子气一样
数着那些眨着眼睛的星星
说一些调皮的话
或者将月色酿了
把对方一饮而尽

倘若必须分开
我会提前得到消息
近跟着你
远跟着你
生跟着你
死也跟着你

约定
刚刚说出秋水
春风就瘦了

当说出明月
誓言就长满了两岸

河水策马而去
往事白发苍苍

当说出这一生未竟的爱
我悄悄合上你
走到了来世

遥望六十岁（外一首）

□ 王承文

青蛙蹦出来了
从一篇小说里
小说很舒缓
有红泥炉子的温馨
就像我的日子

起初，没在意
现在，蛙鸣有点戏台上
锣鼓喧天的味儿
我预感小说要发生点什么
或许春雨绵绵
少年要给天光水色中的父亲送蓑衣
临出门，院子里的歪脖子桃树

一朵花蕾想开口说话
或许某个早晨
少年揉着睡眼
背着竹篓打猪草去
不用看就知道那头架子猪
连呼噜都透着懒气
这已是陈年旧事了

这个节点正是油菜花开的时候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一些蜜蜂忘情地飞
我来到一场花事的现场
头发花白

去看油菜花
□ 陈绪保

一朵一朵很近，伸手可以抓住
花样绽放。睡在山巅嬉于山腰
晒一晒太阳
压绿鸟鸣，洁白了一眸童话

一尾亿年叫娃娃的鱼，读着
你的白邀你入梦
影住湿地。一滴无暇滋长
长满诗的岁月，在天地在心田跑来跑去

一朵一朵纯粹，是谁寄出的家书
不忍拆开细细读，没有邮戳没有地址

唯静静仰视，一眼阅罢向何处寄去

一纸动态素描，时常留白勾勒
那一个个飘逸剪影，满满散文诗般的抒发
流浪在守望的地方，把思想思念
化成相思花瓣雨

那是谁种在蓝色上苍的花？绽放的
如此洁白
那又是谁放牧在眸前山上，抑或
触手可及处的羊群
风拿起牧鞭，你开口说话：家！家！家！

温泉的云
□ 胡边江

病毒性感冒让我头如万针刺扎，睡一阵醒一
阵。

侧身朝窗，皎洁的月光清冷透亮，恍如白银倾
泻的世界。月亮就这样以窗为框定格在那里，与半
醒半睡的我隔空相望。

上周末回趟娘家，沁在母亲额上的汗珠，贴在
母亲背后的湿汗衫以及母亲在堂屋里来来往往的
身影，一不经意就会蹦出来，冲击我的脑神经。打
开手机远程监控视频，此刻，母亲蜷着双腿侧身熟
睡着，似乎还隐隐听见均匀的鼾声。从小木窗斜进
来的那束月光，像是舞台给的特写，不偏不倚地落
在母亲身上，像极了一个胎儿在母体中的样子。
哦，我的老母亲。

我使劲地回想，想在我的童年，在月光如水的
夜晚，寻找母亲陪伴的过往，没找到。

童年的夏夜，更多的是在家门口的禾场度过，
更多的是哥哥的照顾与陪伴。每到傍晚时分，哥哥
会把堂屋里的两条长木凳上下架着用肩扛出来放
禾场中间平整的地方，按照一定距离摆好，把西厢
房的两块门板下下来，拼搁着放在条凳上，再抱出
两个枕头并排铺好。乘凉的床做好了。然后哥哥
拧个小木桶，到屋后浅水沟舀桶水，让浑身脏兮兮
的我站着或坐在用桐油油过的大木盆里，一瓢水一
瓢水的给我淋洗。洗净揩干水分，直接抱到木板床

上，细心的哥哥总是不忘给我扑上痱子粉，让我浑
身又香又凉爽。然后哥哥打着蒲扇帮我赶着蚊子
讲着小人书上的故事，漫天的繁星都争先恐后地冲
我眨着眼睛，再然后哥哥干啥去了我不知道，啥时
候谁把我抱回房间我不知道，父亲母亲啥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在屋里
头自己的小床上。不见哥哥，不见父母。

起床光着脚丫揉着眼睛迈过门槛，看见母亲正
挑着沉重的担子从眼前快速走过，那扁担下发出有
节奏吱呀吱呀的声音我至今都能记得。邻居小伙
伴也出来了，便立马玩耍起来。直到哥哥找我回去
吃早饭。

再回想稍微长大一点，在模模糊糊的睡眠中我
感觉到晚归母亲洗澡的水声，然后倒床就睡的呼噜
声，天刚蒙蒙亮母亲悄悄下床开门声。记忆里整个
夏天，母亲洗脚上床，下床落地，直接省略了鞋的存
在。不，母亲根本就没有穿过鞋。她头顶着烈日脚
踩着热土，起早贪黑为我们这个家没日没夜地劳
作。那时候，母亲的陪伴是一件顶级的奢侈品。倒
是记得父亲要是公社晚上没有会议，还可以早点回
来跟我们兄妹俩讲讲故事。这时候我们的凉床上，
就会挤上邻居家的小伙伴。

后来听母亲说，这是过集体，后来单干了。
1982 年以后，7 岁多的我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动

力。放学回家，打猪草、喂猪、喂鸡、打扫卫生都是
我的活。母亲一个人侍弄着5亩6分薄地，父亲在
大队部工作。哥哥外出读书，我上小学。农田里
收成一部分要交提留，一部分要卖给国家，剩下来
部分才是我们口粮。猪是我们兄妹俩的报名费，
鸡蛋是我们的生活费。父母亲勤勤恳恳总算把我
们兄妹俩供上大学分配工作。熬到我们成家，他
们也老了。

现在，轮到我们反哺双亲、陪伴父母了。每回
去一次，我都感伤不已。母亲今年74岁，该享福的
日子却成了孤家寡人。父亲生前多次叮嘱过，儿女
的家向来都不是父母的家，父母的家却永远是儿女
的家。所以，母亲一个人留在老屋，守着我们的家，
守着我们的童年，守着我们的记忆。在儿孙满堂中
慢慢老去，在岁月流逝中慢慢老去，在我们的无限
牵挂中慢慢老去。

我看了一眼手机里的视频，母亲换了个姿势，
翻了个身，又熟睡起来。如银的月光照得满屋子都
是闪亮闪亮的。我从窗外望去，月亮也还在我的窗
框里，与我对视。

久久无眠，不觉中泪湿满巾。父母在，人生尚
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但愿我们的孝心能让母亲安享晚年，但愿这皎
洁的月光，能明媚每个思念的梦乡……

思念，在月光里
□ 杨 敏

心心情随笔

1

洪湖之水，养育仙艳之荷
一朵荷花一个美人。荷花打开的世界
布满丽颜，弥漫郁香
飘扬风情

天空投下金子
绿宝石的湖面，清风掠过潋滟，鸟鸣
伴打节拍。莲荷起伏，一道光
照亮陶醉的脸庞

莲荷的绿，在辽阔上
书写洪湖的史诗。每一支莲荷的生长
储满乡韵。意蕴升腾
莲荷茂盛

2

荷花开在旋律上
经典围绕每一片荷叶每一朵荷花
故事站在洪湖的底蕴，风景贴紧莲荷
目光投过来，心靠上去

洪湖的浪，从
湖的廊道涌起。你看到的丰腴
是洪湖的直抒胸臆。它的主题深植人心
它的色彩连接臂力。它的
鱼虾、浪花、光影连接一道
升华的美

浓墨一池，绘下洪湖的精彩
被莲荷装订的画卷

在洪湖的册页上铺展
洪湖人欢欣，一股难以抑制的骄傲
从心头升起

3

由莲荷铺开的湖，盛况领着盛景舞动盛夏
情节起伏，絮语荡漾。舟桨
划出的歌声在荷叶上跳跃

洪湖的美艳由荷花掌管，洪湖的壮观
由荷叶布设。湖水负责产业的深度与长远
负责洪湖人的荣耀

湖水起浪，莲荷跟随
一年胜过一年的洪湖，布局优美，设置
华丽。洪湖人的心愿
随着荷花的盛开，到来

4

莲荷主演的剧情，被洪湖推到高潮
被洪湖接入文化轨道，自此
有一股精神在召唤

莲荷握在洪湖手上
立在洪湖的肩头。开一湖荷花引一片
赞叹！在梦境般的盛地
一场莲荷的盛宴，震荡灵魂

荷花在盛开，洪湖在变美
推动洪湖的人，吸一口荷香
信心百倍

精彩洪湖
□ 邹 林

诗诗意荆州

青瓦黛妍，白墙银光，今天的我是明末
黄蓬山下一名种田的能手
一尾尖犁，潜行泥中，不高不低，恰到好处；
一副宰滚，横身长刺，舟行水面，踏泥无痕；
我还是清初，乌林渡边一位捕鱼的高手
一只鱼笱，口小肚大，易进难出；
一副罩笼，上窄下宽，瓮中捉鳖；
我也是民国末期，青瓦坊碾盘边

一名赶碾的牵牛人
一头水牛，白天耕田，夜晚拉碾
一个石槽铺就的大圆，我陪它
蒙面走了不知多少圈；
我还是解放初年，翟老爷家野莲酒坊的匠人
一百个酒瓮上贴着一百个不同的酒字
一万个酒瓶中能倒出同一种酒香

访青瓦坊
□ 铁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