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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从朋友处见到了一份民国时期的
居民土地登记公告。

这是一张民国时期湖北城市区土地登记处
第二分处，为了搞好新堤市土地登记工作，而印
制的告所有权人书，公文格式为竖式右排列式官
文文书，铅字印刷，全文用汉字繁体书。公告的
标题为“为办理沙市土地登记告所有权人书”，其
中标题“沙市”处用朱砂印“新堤市”覆盖。公告
的落款为“湖北城市区土地登记处第二分处制，
本处设三民街”，朱砂印章覆盖为“沙市城市区土
地登记处新堤分处。”

告知书开篇标题就写明是新堤市，说明在民
国时期某个历史阶段，新堤的建制是市，白纸黑
字有告知书为证。至于是地级市还是县级市？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堤在那几个阶段称市？

大家知道，洪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2000年）已有人类居住。西周时，州国
的都邑在黄蓬山，揭开洪湖区域史第一章，至今
已有3100余年。据史书方志所记载，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洪湖的建制名称多达十几个，历代行

政区划，其隶属、升降、拆增，并省尤其繁缛。从
西汉至民国2100余年间，洪湖曾先后为州陵、江
夏、玉沙、文泉、沔阳的治所。

据《洪湖县地名志》载：新堤称镇由来已
久。清代之前，今新堤镇在近之长江沿岸茅草
芜杂，俗称茅江。内荆河于小港析出一支南下
（古称长夏河支津），经莲子溪、杨家咀至新堤
冲口入江，此口随称茅江口。两水交江，内河
与外江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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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洪水，明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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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筑
新堤，由于水患加频，屡筑屡决，民不聊生，故
茅埠兴衰不定。直至嘉靖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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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新堤镇名的由来，至
今已近500年历史了。

那么，新堤市的建制出现在什么时期？出现
过几次？据笔者研究发现，新堤称市在过去的历
史长河中一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土地革命时
期，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洪湖建县前。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存在的时间很短，可

以形容为昙花一现，留下的文档也很少，给研究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据《洪湖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废州
置县，设县知事公署，沔阳县属湖北省江汉道，
民国十五年（1926）废道。同年 2 月至 5 月，中
共党员在洪湖各地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国共
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8 月 25 日，北伐军
第八军六师一团进驻新堤。28 日，新堤集中大
帆船 300 余只，在嘉鱼沿岸接运北伐军第八军
一师胜利渡过长江。10 月，县行政机关称行政
公署，县知事改称县长。10 月 10 日，湖北省临
时政治会议决定，新堤镇升置为市（与县平
行），由湖北省政府直接领导。由共产党员熊
传藻等担任国民党新堤市党部的领导工作，保
证和明确了我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也
是在 10 月，中共新堤市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
陈治模任书记、委员熊传藻、郑崇实、胡兴坤、
陈秀山等。1927年3月，中共新堤市委、国民党
新堤市党部成立。4 月，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复，
中共新堤市特支改为新堤市委，熊传藻为书
记，委员有蒋彪、刘植安、陈秀山、胡长庆、胡炎
昌、余泽贞、范尚武、市委机关在东岸刘大成公
馆。大革命失败后，没过多久，撤市并入沔阳
县。民国二十六年“为办理新堤市土地登记告
所有权人书”的发现，说明这种说法存疑，有待进

一步研究。这就是新堤第一次建制为市的历史
背景和主要经过。

新堤在历史上第二次建制为市，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民国三十八年（1949）1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监沔、川汉沔两县地方
武装解放峰口镇。国民党占领区的新堤经济走
向崩溃，物价上涨，工商业一片凋敝和混乱，大
批人员失业。2月，国民党沔阳县长刘鲲生派代
表赴彭场，向沔东县人民政府报告起义的计划
（民国三十七年 4 月，国民党沔阳县政府迁至新
堤）。4 月，监沔和沔东县地方武装相继攻占汊
河口、螺山、黄蓬山等地。5 月 16 日，江汉军区
襄南军分区第十团团长郑怀远率部进入新堤，
受到市民热烈欢迎。1949 年 5 月 19 日新堤解
放，置湖北省沔阳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于此，新
堤为其直辖市（洪湖县志载）。21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新堤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贾浩、李寿
山任正副主任。26日，中共沔阳地方委员会，沔
阳行政专员公署和沔阳军分区在新堤市成立，
杨殿魁任书记，阎钧任专员，张水泉任司令员，
辖汉川、汉阳、沔阳、嘉鱼、蒲圻、监利、石首7县
及新堤市。9月6日，撤销新堤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成立中共新堤镇工作委员会，直属沔阳地
委，下辖新螺、黄蓬两个区和新堤办事处。《洪湖
县志》记载：1950 年，新堤为地辖市，领新螺区、

黄蓬区和新堤办事处。1951年6月洪湖县成立，
属湖北省荆州行署领导，7月1日，沔阳地区专员
公署撤销。这就是新堤第二次建制为市的历史
背景和主要经过。

搞清楚了新堤在过去的历史中两次建制为
市的时间和经过，我们就可断定“告所有权人书”
中的新堤市是第一次建制市时颁发的。虽然告
知书的结尾没有写时间，但文中有“在民国二十
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国府公布……”的表述，也说
明新堤在1936年前肯定是市的建制。第二次建
制为市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19日，新堤为
湖北省沔阳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的直辖市，5月
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堤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
立到9月6日撤销新堤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中共新堤镇工作委员会止，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不
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县志上所说的，1950年
新堤地辖市，要是按这样说的话，就是在1951年
6月成立洪湖县之前新堤还是市的建制，也就是
说新堤第二次为市的建制只有两年时间。那种
说法正确有待今后的发现和考证。

研究发现：新堤市是民国时期湖北省的九大
城市区之一。《告所有权人书》在第一部分就写
到：“本省九大城市区（武昌、汉阳、沙市、宜昌、武
穴、新堤、沙洋、樊城、老河口）……”这足以证明
新堤古镇当年在湖北省的地位。

新堤历史上的两次“建市”经历
□ 程康

红土润荷花更艳
□ 王明舫

洪湖，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
——湘鄂西苏区首府、红二方面军摇篮、经典歌
剧《洪湖赤卫队》故乡；洪湖，是镶嵌在江汉平原
一颗璀璨的明珠。洪湖，水域纵横，中国第七大
淡水湖，流经此地的内荆河，串联起了周边数个
湖泊，与江汉平原水脉环枕，阡陌拱卫。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洪湖
人民引以为荣的市花。

深深红土，浩浩湖水，接天莲叶，是烙印在每
一个洪湖人心田诗意的故乡。

盛夏时节的洪湖是荷花的天堂，随处可见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迷人美
景。碧绿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曳，缕缕荷香沁人心
脾，斑斓多彩的田园风光，美不胜收。

浪涛拍岸时，卷起千古义士壮烈襟怀；水乡
泽国地，繁华胜景中延续着光辉的红色记忆。

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遍
布莲藕荷花的洪湖，是如画的美景，也是当年赤
卫队员大显身手的好战场。九十多年前，在这里
有一支游击队，利用洪湖地区天然的地形优势，
打土豪、除劣绅，协助党组织建立、巩固革命根据
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创了水上游击战争的光
辉范例。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红军时代
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
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经典名歌《洪湖水，浪打浪》，荡漾在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心中，成为几代华夏儿女的集体记忆。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孕育了贺龙、许光达、
贺炳炎、黄新廷、杨秀山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军
事家和革命家，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

了卓越贡献，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将士用生命

铺就的，也洒满了洪湖儿女的热血。壮烈好汉刘
绍南留下了“大丈夫，要革命，为工农，谋幸福，粉
身碎骨也肯为，忠党美名万古垂”的壮丽诗篇；

“洪湖红三香”——李甫香、叶兰香、潘菊香，动员
妇女劝夫送子参加红军；兄弟英烈杨先凤、杨先
龙，用他们短暂的生命燃发绚丽火花，用满腔热
血谱写了光辉业绩。洪湖儿女以碧血丹心诠释
了“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战胜每一个

困难”的洪湖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熔为一体，作为党
的革命精神之源，闪耀着熠熠生辉的璀璨光芒。

洪湖岸边芦影扶疏，昭示的是先烈们的高风
亮节；百里洪湖荷花飘香，焕发的是先烈们的人
格魅力。

缅怀革命先烈，赓续英雄精神。掩映在苍松
翠柏之中的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巍然耸立的“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12个
金色大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壮观，碑座

上铭刻由国务院撰写的碑文。迄今为止，唯一由
国务院撰文的纪念碑只有两座，一座是北京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另一座就是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
纪念碑，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意义伟大而深
远。烈士长存，丰碑永恒。如今红色湘鄂西国家
4A级景区焕然一新，绽放出多彩的风姿。

红色湘鄂西是讴歌我党奋斗历史的交响乐；
是体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使命集结地；是洪湖
红色记忆的时代宣传画。

一曲洪湖水，美名天下扬。为了弘扬荷花精
神，2003年，洪湖市在一桥与老闸之间修建了荷
花广场，荷花长廊精选历代名人咏荷诗、书、画作
品及现代佳作200余首（幅）。市民在品荷中益智
养德。游客们驻足八荷石柱下，感悟荷花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不屈精神。

百年英烈树党魂，砥砺奋进续新篇。洪湖生
态旅游风景区是中国乡村休闲游的先导者，百里
洪湖、万亩荷花，成为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湖泊
游览目的地之一，成为“灵秀湖北”一张新的靓丽
名片。

洪湖景色绚丽，古诗赞曰“极目疑无岸，扁舟
去渺然”。在2006年第十一届世界生命湖泊大会
上，洪湖荣获“生命湖泊最佳保护实践奖”，2007
年洪湖已被列为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并成为中国
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洪湖莲子、洪湖藕带、洪
湖荷叶茶、洪湖莲藕等11个农产品荣获中国地理
标识产品。

如今的洪湖人民，看“映日荷花别样红”时洋
溢的笑脸；听“喜获丰收”时兴奋的吆喝；品洪湖
莲叶茗茶，留一缕淡淡余香入梦。荷莲之美，带
给洪湖人民富庶生活的收获与喜悦。

□ 刘文君
南湖飞桨搏洪流，百姓福谋求。
初心使命铭记，星火耀神州。

歌盛会，为民谋，展鸿猷。
喜吾华夏，气壮山河，勇立潮头。

□ 周守和
茫茫雾海未迷航，赖有心灯向太阳。
昨夜小舟承苦难，今朝巨舰送辉煌。
一张赶考夺魁卷，几代兴邦经世方。
再树丰碑圆绮梦，人民万岁日绵长。

□ 陈爱文
彩霞万道碧波扬，朵朵红荷溢远香。
昔日摧残因恶水，今朝呵护有亲娘。
莲花起舞菱花艳，绿带连绵玉带长。
且献膏黄酬盛会，岸边风景胜天堂。

□ 瞿宗鹏
经纶巨手奏新韶，大吕黄钟震九霄。
千里龙吟中国梦，万方人竞凤凰桥。
巡天每攥星和月，探海犹擒鳖与蛟。
踔厉前行大旗举，复兴路上涌春潮。

□ 刘义江
聚首南湖不世功，唤醒民众义填胸。
昊天震荡雄狮吼，大地升腾世界恭。
同伏虎，共擒龙，丹心追日换新容。
蓝图正绘谋篇巨，牵手嫦娥上太空。

□ 方先进
才庆芳辰贺百龄，又迎廿大聚群英。
千秋远略千番景，一脉初心一样情。
鹏正举，业方兴，犹添虎翼奋新征。
民生国是同谋划，好梦追圆醉太平。

□ 张滋芳
百载征程盛世通，烁今旷古耀苍穹。
初心根植民心里，使命花开天命中。
擘画江山攀绝顶，耕耘星月织长虹。
巨舟倚舵惊涛破，帆鼓锤镰万里风。

□ 舒先华
百年奋斗著鸿篇，砥砺前行再着鞭。
航母巡洋犁碧海，神舟遨宇竞蓝天。
为民谋福初心驻，治国兴邦绮梦圆。
燕舞莺歌迎盛会，九州处处尽开颜。

□ 张崇宜
盛会开，喜满怀。

山河起舞，凯歌阵阵曲飞来。
举玉醅，往事追，航船急，一路挟风雷。
与时俱进前程美，为国图强业绩辉。

再上台阶。
（调寄《滚绣球》）

□ 李海亮
征程万里险艰多，屹立千年任砥磨。
旧态空前生玉貌，新锋启后固金河。
风情总总皆成韵，事业方方自是歌。
一眼新秋人尽醉，英贤齐聚业魁峨。

□ 胡波成
绿苇红蕖碧瓦房，龙吟虎啸庶黎康。
蟹虾击水水池舞，鹰鹭凌云云海翔。
朵朵莲花迎碧浪，层层稻穗闪金光。
汉王故里无穷美，五彩缤纷鱼米香。

□ 周文忠
铁骨铮铮照汗青，十年赤胆为民生。
肃贪惩腐除顽疾，致富脱贫求振兴。
圆国梦，破坚冰，雄心志在国昌荣。
长征万里新程启，更上楼台又一层。

（调寄《鹧鸪天》）

有一首歌，
在大地上传播，
在阳光里穿梭；
有一首歌，
在脉管里流淌，
在脑海里刻着；
这首歌是我心中的歌，
她的名字叫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歌，
她的歌词铿锵有力，
她的旋律气势磅礴；
她的曲调悠扬顿挫，
她的内涵精深丰硕。
这首歌，
是照亮我心灵的灯，
是点燃我信念的火。
是领引我前进的帆，
是指导我胜利的舵。
这首歌，
伴随着我迈过坎，
护佑着我越过坡；
支撑着我跨过堑，
指引着我渡过河。
这首歌，
心愈唱愈加光亮，
气愈唱愈加蓬勃；
志愈唱愈加坚强，
人愈唱愈加快乐。
这首歌，
刻入我的心灵，
走进我的生活；
融为我的血液，
烙印我的骨骼。
这首歌，
告诉我一个真理，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人民的新生活。
这首歌，
我唱了五十年之多；
还将和子孙们，
永远传唱，
永不停播！

我心中的一首歌
□ 陆 剑

上个世纪六七年代，人们的认知中还没有空
调的概念。到了炎夏时，气温常常居高不下。为
了消凉解暑，新堤人将粗犷豪放的气派融入乘凉
风情中，创造出了一方消夏民俗。

炎夏傍晚，新堤大街小巷应运而生，纵横交
错的竹床长蛇阵，就是典型的乘凉文化体现。那
时，民风纯朴的新堤人排起竹床长龙乘凉，不仅
只为了解暑，同时也搭建起了联络亲情，合睦邻
里的夜生活戏剧舞台。在这一幕幕红尘市井的
自然剧本中，每个老新堤人都在毫无绉作的演绎
着淡泊快乐的人生角色。

由于酷热，乘凉的男人索性光着膀子，穿上
一条宽松的短裤，摇着蒲扇，足踏一双自制的木
板拖鞋，咣咣当当地晃荡在邻里竹床间，宛如上
界的赤足大仙下凡。

这时，女人们也去了羞涩，上着薄薄的圆领
衫，下穿一条细花半截裤子。观她们侧身夹腿端
坐庄竹床上，频频摇扇为家人送风驱蚊，那种大
大咧咧的样子，全然没有其它季节时小家碧玉的
风范，倒也不缺田园生活的洒脱。兼顾不了温文
儒雅的礼节，还是消暑纳凉更有实在魅力，还生
活本身的自然，也是一种浪漫和豪放情调。

当时，家家户户的竹床下，都会点燃一圈新
堤夹街头土产的蛇状蚊烟香。这时，芭蕉扇、羽
毛扇、丝绸团扇，纸折扇，就为乘凉人手中必不可
少的物件。人们悠之由之的摇几下，一边嗑着自

家炒熟的西瓜籽、南瓜籽，一边尽情地聊天，下
棋，打扑克，十分惬意。

有的爸爸妈妈还童心未泯，学着孩子的腔
调，嗲声嗲气的唱起儿歌。有的爷爷奶奶们也
会把新堤童谣和本土流行的歇后语，口口相传
教给孙子。更多的人，则向后辈心口传承新堤
的老故事。

有些儿童和少年小伙伴，更乐意让两家的小
竹床，连在一起，趁机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
伸手动脚地逗闹，全然忘却了炎热二字。

新堤人夏晚乘凉，在有些人群中更显地方
特色，西河街的票友们，也并不缺少文化气息。
西河街南端靠河滨江，处建设街东侧。那儿是
酷夏河风江风对冲的交汇之地，晚上热气似乎
退却得早一些。因此，那儿又凉快空气又好。
票友们常常会不约而同的聚集在河边，或席竹
床或躺椅子，翘起二郎腿慢悠悠的品上一口花
红叶子泡出的粗茶，然后清清嗓子挺起身板，清
唱着汉剧和花鼓调，倒也有板有眼字正腔圆。观
那种入戏致深，怡然自得，自娱自乐的神韵真是
快活逍遥。

也有些乘凉人喜欢静谧不爱喧嚣，一张竹床
一把躺椅就可进入静以养身，自我陶醉的意境。
他们悠然摇动手中的黑折扇，仰面欣赏天空夜
色，把恬静寄托在黛空深邃，圆魂泻银，繁星闪烁
的遐想之间。也可以让联想追逐眼前掠过的三

二点流萤，洗耳聆听墙角处传来几声螅蟀鸣叫，
尽情享受这种身处闹市，俨然亲临郊野的感觉，
品味在心静自然凉的舒心之中。

老新堤人乘凉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如果
你能揣着恋乡情怀，在夏夜时去古街老巷采风，
绝不会失望而归。君若站在西轿巷的高房上，借
着月辉俯瞰蜿蜒的巷道，可见曲弯的民房廊檐之
下，两行排开的竹床一段一节，红橙、金黄，高低、
宽窄，错落无章古色古香，宛如印象派画家笔下，
随手呵成的两条粗犷逶迤的长龙，大有天然丹青
的意境。如果你要从掺差不齐的窄巷间通过，则
要避开两边的竹床，从疏密无度的缝隙间穿插，
必定得如风摆杨柳似的，频频扭动身躯左右绕
行。这时，富于联想的浪漫之人，或许早将身心
融入了“人从窄巷扭腰过，绕足竹床也婆娑"的风
景线之中。

随着岁月更新，人们从夜不闭户，敞开胸怀
躺在竹床上，度过炎热之夜的情境中走出，步入
了高楼大厦伴随空调机纳入千家万户的时代。
新堤人夏季摆起竹床龙门阵，饱侃家情邻里情的
画面，已经定格在了二十世纪末期。

然而，四五十年前那室外乘凉的趣闻故
事，作为曾经新堤地域风情的昨日星辰，终归
带着几代人质朴生活的风采，永久闪烁在新堤
民俗文化的时空，也存盘在了老新堤人的浓浓
乡愁里。

乘凉往事
□ 陈厚权

书法作者：朱思富

讲述洪湖故事
传承洪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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