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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初秋，我和先生去南方旅行，住在一家民宿里。老板
极为热情，像午后的阳光，给我们留下了最温暖的回忆。

记得进山游玩那天，老板听说我们没车，便热情地提出开
车送我们去。谁知刚进山就下起了小雨，老板宽慰我们并决
定全程陪同，还说有惊喜送给我们。我们一边欣赏着窗外美
景一边期待着。随着盘山越走越高，雾气渐渐消散，秀丽的山
色仿佛褪去面纱，露出清朗俊逸的面容。忽然，老板得意地笑
着说：“你们看，雨跑到咱们脚下了，现在咱们可算是‘腾云驾
雾’了，这个礼物不错呢！”原来，随着海拔升高，我们进入了平
流层，于是就踏在了“云雨”之上，体验了一把“腾云驾雾”之
妙。那一刻，惊喜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只觉“晴”的不只是天
气，更是我们的心。

民宿附近有条小溪，我穿过邻居家后院，到溪边玩耍。一
时贪玩往远处走了些，回去时竟发现门锁了，其他路又不认得，
顿时紧张起来。打电话求助老板，他赶忙寻找过来。原来邻居
不知我在门外，锁门出去办事了。电话里老板一直安慰我不用
担心，并说马上帮我想办法。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我不禁有些焦
急和害怕。忽然，只听得“噗通”一声，紧接着“嘎吱”一声，后院
门竟开了！是老板！隐约间，看到他的手上划出了伤痕，臂肘
上、膝盖前、鞋前头都沾满了墙灰。我既感激又内疚，不停地谢
他，他反倒不好意思，说没有照顾好我，晚上要为我多炒几个菜
压压惊。我噗嗤一笑，心里既轻松又温暖。

一天傍晚，我们到饭厅用餐。刚走一半，只觉饭香扑鼻。
走近一瞧，餐桌上摆满了菜，清蒸鱼、红烧肉、竹笋炖鸡、香辣
竹节虾……一桌菜肴香飘四溢，馋得人肚子直咕咕叫。老板
见我们来，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说：“正想邀请你们一起吃
饭，今天我家提前过中秋！”我们惊喜不已。大家围坐在饭桌
前，老板举杯再次欢迎我们的到来。开席后，还不忘照顾我
们，边夹菜边兴趣盎然地介绍当地特色。欢声笑语中，我们像
回到家一样亲切、温馨，大家把酒言欢，空气中氤氲着节日的
氛围。几杯酒下肚，暖了肠胃，更暖了我们的心窝。

旅途虽然短暂，老板却像家人一样招待我们。这份热情与真
诚，深深地打动了住店的每一位游客，温暖人心，历久弥珍。

温暖赤诚心 □ 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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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燕窝，是长江北岸洪湖东部一个美丽的滨
江镇，境内 30余公里长江堤防岸线就是天然的游乐场、
大氧吧。在离镇区中心仅几百米的长江堤外，有一口神
秘奇妙的深潭，90多年从未干涸，连名字听起来也有些
怪异，它叫“八十八潭”。

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这口深潭是龙王的行宫，那里
面经常住着龙王一家人和他的客人，不能随便惊扰它，
否则他会发怒伤人，特别是小伢们要注意安全，决不能
靠近。这分明是父母长辈们，担心孩子擅自到潭中玩水
会产生危险编出来的谎话。但久而久之，许多人信以为
真。因此，孩子们成年之前几乎从不到潭中戏水。潭水
比江水的温度都低，常年冰凉，触摸它都感觉有点瘆人。

早春和深秋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时，常常可以看到
潭面上方被一层厚厚的浓雾锁罩着，这更加增添了几分
神秘色彩。

1983 年，镇里办自来水厂，取的就是这口深潭的
水，因为保护得好，水质纯净，又清又甜。

这里曾经是绝佳的垂钓场地，最令钓友们向往的是
这里幽静的环境，满眼的绿色，清新的空气，养性、养心、
养气。让人流连的还有这潭中的鱼，青、鲢、草、鲤、鲫
鱼、黄颡等，小的至少半斤八两，大的十斤开外，各色纷
呈，全都是长江涨水漫溢时遗留下来的野鱼，吃起来鲜
美无比，别有一番滋味。高速公路通达燕窝镇后，慕名
而来的还有不少武汉、仙桃、嘉鱼附近县市的钓客，他们
结伴驱车来往，乐此不疲。

4月的八十八潭是一年中最美的。虽说它没有黄山
那样的奇松怪石；没有泰山的云蒸霞蔚；没有庐山的飞
瀑流泉，也没有洪湖的碧荷连天，但它有种不为人雕饰
的自然美，空灵、纯净、安详。当你站在宽厚、高大、平坦
的长堤时。放眼望去，你会发现这地方江滩尤其空旷。
在离堤脚不到 200米外有一泓水面，仿佛一只巨大的龙
眼睁开着，那就是八十八潭。潭面平如砥砺过，颜色浅
碧，与潭口周边坡岸上蓬勃如炽的野生紫云茵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再看那平坦宽阔的江滩尽是一片嫩绿，
加之附近长堤防护林带刚刚生发出的新叶那撩人的轻
黄，犹如巧夺天工的翡翠项链，把深潭装饰得更加惹人
喜爱。倘若你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走进去，微风拂面
时，空气里弥漫着丝丝甜味，阳光如恋人般温柔缠绵，连
细草上挂着的露珠比别的地方都晶莹透亮得多。

在八十八潭的东侧和南侧，还有数个不起眼的早年
因堤防加固取土留下的浅坑，它们与八十八潭浑然一
片，似是母子相拥，血脉相通。平常日，八十八潭总显得
格外静谧。除了几百米外长江水道上偶尔传来几声汽
笛，你能听到最真切地就是水鸟掠过潭面的扑腾声，欢
叫声；夏季到来，悦耳的蛙鼓蝉鸣此起彼伏。长江禁捕
之前，这里每天至少有三五个钓友光顾，多时可达到二
三十人，近年来实施长江大保护，严禁捕捞，垂钓的人都

不见了。如果你独自一人或相邀两、三好友漫步其间，
或坐在草地上细细品味，你一定能领悟诗人王维诗中写
到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放达和爽逸，你可
以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

八十八潭并非一直都是如此可爱，它曾有着让我的父
老乡亲心痛悲伤的过往。八十八潭是1931年夏长江发大
水时溃堤冲出的深潭。1930年前燕窝没有长江干堤，只有
民垸圩堤。那年秋后，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在荆江下游北岸
部分段面造堤拦截江水。由于施工质量不高，堤身单薄又
未经历长时间的沉淀固结，刚筑起的新堤在1931年大洪水
时就破口了，造成燕窝人又一次流离失所。因为是大洪水
冲刷而成，所以潭底很深，这一带地层沙质严重，透水性
强，只要长江有水，潭子里就一直有水，从来未干。据说，
当时冲出的潭面开口直径测量为八十八丈，故此得名。

清末民初，燕窝这一带江滩都很宽阔，最早的堤身选
址比现在更靠南，后来由于长江河岸向北崩塌，迫使有些
堤段向北退移了。八十八潭，这一段堤身过去在潭子南
面，溃口后，新建堤身避开八十八潭退到了潭子北面，也
就是说潭子那块地方原来是在堤内，现在是在堤外。

1998 年再现历史上罕见大洪水，八十八潭那段堤
身内侧出现严重翻沙鼓水，定性为直径一点八米的“国
字一号”管涌险情，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笔者当时在燕
窝镇任党委书记，亲身经历了那场刻骨铭心的战斗。秋
后退水，开始大修堤防，八十八潭这一段堤身、堤脚经过
高喷灌浆、垂直铺塑和钢板固基等特殊处置后，又采用
黏土加高培厚，彻底地根治了历年来留下的隐患。从此
洪湖人民才减轻了多年防洪除险的拖累。八十八潭也
趁此机遇华丽转身。

今年清明节，我回到老家，希望在这四月天里，再次
看看八十八潭。出乎我意料的是，八十八潭已经基本填
平，成了一片洼地，并在其旁边新开了一道深沟向南直
通几百米外的长江。我打电话询问镇里工作的同志，他
们告诉我，原来是市里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又一举措，江
滩上所有水面都必须与长江相通，与江水共进退，为解
除蓄水养鱼、投肥污染、垂钓之患，严禁违反《防洪法》和
长江禁捕等有关法律法规。

我情不自禁地从堤上走下去，那一大片不久前被推
平的新土还散发着原野的馨香，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令
人陶醉的空气，心情特别复杂以致难以平静。我似乎看
到一位久斗成交的对手渐渐离去，那个曾经给我的父老
乡亲带来过很多磨难，而又用甘美的潭水养育过燕窝人
的八十八潭，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

别了，我那恨过、斗过、牵挂过、爱恋过的八十八潭……
我良久地站在那儿不愿离去。我在想，事物总是不

断变化的，这也是一次改变，而且这是一次国家治理理
念进步和彰显社会文明的改变。我相信，未来这地方会
是另一番风景。

别了，八十八潭
□ 朱忠柱

蛰伏荆州，缘于生计。爱上荆州，却源于她的美！
这种美，是由内而外的美，是日久弥香的美……

荆州之美，美在风骨

溯源历史，自诩日神远裔，火神嫡嗣的荆楚先民，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20多代君王雄踞荆州纪南郢城411年，开
启了光辉灿烂的楚文化。“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
榭，临高山些……”“楚之郢都，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当
时的纪南城，堪比后来者长安。

在浩繁的历史长河里，先后诞生了屈原、宋玉等一
大批文学巨匠，其间，最有风骨的当数屈原。楚国末期，
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楚江山，拥有楚国贵族血统的屈原矢
志改革，匡扶大楚，终因孤掌难鸣，饱受权贵打压。周赧
王 19年流放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到鄂渚，入洞庭；周赧
王 21年至 36年再次流放，又从郢都出发，过夏首、望龙
门，顺江而下，且歌且吟。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
兮，来吾道夫先路！”怀瑾握瑜，不愿同流合污，空有鸿鹄
之志，空怀赤子之心，最终粉身碎骨——这是屈原的宿
命，也是古代文人理想中的应有的风骨。“其忠可以激
俗，其清可以厉贪”。这种宁折不弯的风骨，除了屈原，
没有之二。

驻足明月公园，凝望屈原的雕像，我依然感受到他
的孤寂无助与无边悲情，我仿佛听见他那遗世独立的苍
怀一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是的，屈原早已
远逝，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离骚》《天问》等文学巨著深刻
在楚文化的历史丰碑上。

荆州之美，美在厚重

荆州是个有底色的地方。每一个来荆州的人，都会
在荆州古城墙上走走看看。

荆州古城墙迄今已有 1800余年，跨越 15个朝代，
长 11.28公里，高 9米，集水城、砖城、土城三城合一，共
有六道古城门和三道新城门。荆州古城因其“砖墙为
主，土垣为辅，石灰打底，糯米加固”，而成为“中国南方
不可多得的完璧”。

古城墙经硝烟洗礼，历经时代沧桑。据统计，《三国

演义》共 120回中，有 72回写到荆州。关帝庙、三义街、
洗马池、德胜桥，这些名字有迹可循；刘备借荆州、周瑜
谋荆州、曹操取荆州，这些典故口口相传。

驻足古城墙，你或许会听到，瓮城里的士兵亟待
出征，远安门的号角由远而近，德胜桥的战马凯旋……
这些擦肩而过的符号，这些深沉厚重的底色，会让你
顿悟：每一道斑驳的印痕都散发着三国风云人物的
气息。

如今，金戈铁马早已远去，护城河畔，鸟语花香；金
凤广场，群星璀璨，来自四面八方的影视大咖齐聚古城，
倾情展示荆楚文化的艺术魅力。荆州，这个有历史底蕴
的地方，她承载了大楚文化的荣耀，经历了战乱的洗
礼。荆州之美，美在宠辱不惊，美在深沉厚重！

荆州之美，美在忠勇

水煮三国，闲聊忠勇，当数关公。关公本名关羽，字
云长（公元 160年—公元 219年）。在他长达近60年的生
命里，有 10年时间镇守荆州，为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
大业，矢志不渝，义薄云天，策马横刀，征战群雄，“单刀
赴东吴”“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谱写出一曲令
人感慨万千的人生壮歌，就是这样一个集“忠、信、义、
勇”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其人格魅力穿越时空，成为了中
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庙堂朝臣，下至庶民百姓顶礼膜拜
的神圣偶像。

关羽镇守荆州 10年，到处都有他的传说。如今，江
津湖畔的春秋阁人去楼空，但古城老南门内的关帝庙香
火鼎盛。从“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
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除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外，还
得益于荆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乡俗民风。唐代诗
人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有云：“行到南朝征战地，古
来名将尽为神”，说的就是荆州。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要
道，贯通东西南北，在荆州成神的关公神迹及文化，很快
传遍大江南北，声名远播海内外。

关公文化源于楚，发于晋，兴于两宋，是深深植根在
荆州人骨子里、融合在荆州人血脉中的精神图腾，关公，
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忠义千秋、正气正义的文化象征和精
神符号。

荆州之美，美在恬淡

荆州是个有故事的城市。改革开放初期，荆州沙市
就像奔跑的火车头，轻工业突飞猛进，鸳鸯牌床单、活力
28、沙松冰箱畅销全国，沙市俨然成为年轻人追梦的地
方。那时，年轻的我们对这座号称全国“四小龙”的轻工
业城市倍感新奇，到处打卡，仿佛能把天戳一个窟窿。

到了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因诸多原因，轻工业慢慢
萎缩，许多标志性地标产品退出市场。那些年，我正好
在荆州充电，记忆最深的还是洪家垸的美食，花 20元就
可打牙祭。2002年长江大桥首次通车，同学们大半夜
花60元钱打的士去桥上兜风。

近年来，这个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收获过红利，也
经受过阵痛的老人，终于在“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等
系列政策春风中蝶变，城市规划北扩东移，高铁机场落
地荆州，文旅小镇生机盎然……正如尴尬的不惑之年的
我，一同与她觉醒、复苏、蜕变……

8年前，我被“借”荆州，初来乍到，迷茫、忐忑又患
得患失，大部分时间把自己埋在文山会海里。好在同
事都很友好，很快“借”字被除掉。记得一次因加班延
误早餐，老蒋不声不响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煮鸡蛋，我
突然闻到了家的味道，这种味道是温暖的、是恬淡
的。后来我才知道，老蒋为给我买地米菜，跑了几个
菜市场。

但不管多忙，我总会偷得半日闲功夫，游走在灯火
阑珊的人流里，拍拍湖边垂钓的老者，品品女人街琳琅
的小吃，静听长江潺潺的水声，这些灵动而安详的生
命，干净而纯粹，令我忘记喋喋不休的絮叨，七嘴八舌
的攀比，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命题作业。我时常会为老
盲人的二胡声止步，为九龙桥的霓虹灯痴迷，这种不紧
不慢的悠闲之美，也让我慢慢从枯燥的文字中摆脱出
来，如一粒飞扬的尘土，与这座城市的呼吸融为一体。
甚或是一叶恣意的风筝，随风飘忽在这片古老、温润而
幽静的土地上。九龙渊、碧波湖、护城河，慢慢变成了
我心中的“瓦尔登湖”。

是的，荆州之美，美在纯净，美在悠闲，美在恬淡，她
让我蜕去浮躁，洗尽铅华，让我沉潜而充实！

大美大美荆州荆州
□□ 刘梅刘梅芳芳

揽揽胜荆州
生生活随笔

沁园春·赞荆州楚文化节
□ 肖创斌

穿越时空，追赶春光，欢聚荆州。看金凤广场，鲜
花怒放；护城河畔，舞台锦绣。楚韵荆风，流光溢彩，
璀璨群星数风流。金兔奖，绘银屏远景，更上层楼。

富饶美丽荆州，引数代枭雄战未休。享太平盛
世，宏图绘就；文化引领，商企泛舟。迎五洲朋，聚三江
宝，共创辉煌竞上游。凤起舞，览神州大地，最美荆州。

赞荆州楚文化节
□ 岑 贤

争看盛节靓荆州，喜讯催开万众眸。
脚步争缠红走道，目光紧聚古宾楼。
广场金凤随旗舞，河浪彩船迎客游。
精美纷呈新世界，良辰开幕放歌讴。

春日绝句
□ 李 雪

一
只见云山不见家，长堤无主乱飞花。
野云逸兴知怜我，旋放青山一半遮。

二
黄昏无处著幽香，绿蒲藏鸭爱晚凉。
数点红英辞树去，春江横送眼波长。

悠悠荆条香 □ 刘 洁

记忆里的夏天有股特别的香味，是那漫山遍野的悠悠荆
条香。

小学暑假的一天，爸爸带我去爬山，中午太阳灼人。我一
屁股坐在滚烫的山石上，没精打采地眯缝着眼，对逆光里的人
影说：“爸，爬不动了。”爸爸并没有劝说我，而是四处张望，像
是在寻找什么。“你仔细闻，有没有什么味道？”我根本没这个
闲情逸致，身子继续往后仰了仰。爸爸摘了旁边植物上一片
羽毛状的叶子，眼里出现一丝兴奋。他告诉我这是荆条，空气
中就是它的味道。这时我才注意到一旁开着紫色小花的植
物，但一心只想着回家，依然坐在石头上闷闷不乐。

爸爸讲了他年少时的故事。那时奶奶身患重病，据说隔壁
村有药，翻两村之间的山是最快的，爸爸背了些干粮就上路了。
中途大概吃坏了肚子，疼得直发抖，他突然想起老人说荆条的叶
子管事，于是顺手摘了些嚼，不一会儿工夫就觉得好了很多。靠
在山石上休息，阵阵清香飘过，爸爸才注意到漫山遍野的荆条，

“陪”了他一路。从此以后，每次闻到这股香气，爸爸都觉得很亲
切。说完，爸爸将手中的叶子凑到鼻子前，凝望着远方。那一瞬
间，芳香的空气中似乎飘浮着某种神圣、厚重的东西，燥热和疲
惫中也仿佛多了一股清凉。我起身跟着爸爸继续爬山。

大学期间，班级组织在山上进行植物学实习。那日天气炎
热，临近中午，太阳光透过枝杈的缝隙直洒在每一个人身上。很
多同学表示想先下山，等凉快些再上来。作为组长的我也开始
犹豫，突然间一阵风吹过，飘来一股熟悉的芬芳，是荆条！之前
只顾埋头苦干，才发现遍地里都是开着小紫花的荆条。随着香
气如潮水般涌来的，还有爸爸当年的故事。我现在所面临的小
困难，远不及他彼时艰辛的处境。虽然依旧热汗涔涔，酷热难
耐，但荆条香唤醒了我的理智思考。我向大家劝说道，“其实我
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多的任务，后面的工作用不了太多的时间。
咱们还是尽量坚持，况且在比赛。”说罢，我以身作则，默默走向
下一棵树开始记录。大家沉默半晌后频频点头，也都咬定牙关
继续坚持。最终我们小组获得了第一名，大家欢呼雀跃的同时
都感谢我，我打心底里感谢那悠悠飘过的荆条香。

味道甚至是难以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
的全部感情和意蕴。荆条香就是这般耐人寻味，为迷途中的
我指引前进的方向。

兄 弟
□ 刘 敏

滨江公园的一角席地而坐
把彼此坐成敬亭山

棋枰香茗甚至语言这些世间俗物
都交给沉默，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它一直挂在风中
往事像眼前的江水向东流走了
那些掉在人间的欢乐和痛
像沙砾沉入江底

你们只管坐，就这么坐下去
不要管风不要管雨
它们再也吹不动打不湿你们的衣襟
不要管月亮也不要管太阳
路人可能曾经是你们的同伴
如今都已陌生，这些都交给沉默
你们只管坐，就这么坐下去
坐到忘掉自己是两块石头

服饰的穿越 □ 朱小霞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是沈从文先生转行成为文物研究
员后的一本著作，书中记录了他对镜子、瓷器、织锦、字画、玻
璃器皿等文物的研究成果。他将文学的艺术性融会到了这些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之中，其中我深深喜爱的，是作品从源远
流长的岁月里留存下来的民族服饰之美，承载起每个民族深
厚悠久的历史文化。

服饰细节的美好，藏于服饰袖口、领口的花边中，有淡淡
的雅致。花边在南北方称呼各有差异，北方叫“绦子”，南方叫

“阑干”，即在袖口和领口上添几道彩色的边，有的是别出心
裁的刺绣，有的则是用普普通通的印花零料拼凑而成。书中
记载 19世纪时的花边，宽窄配合，常见二三道间隔，较繁复用
七九道，晚清用十道，俗称“十姊妹”，最多竟有用至十三道，综
合成一组纷繁的彩虹。各色民族服饰对细节的重视，起源于
劳动需要，又展现了美的追求，凝结着艺术创造的热情。

书里还提到了服饰中蕴含的独特美妙之处，几块木机深
色土布、格子布，也能变幻出造型各异的样式。领扣间安上径
寸大小白亮亮的锤银蝴蝶，腰间别着有风格的绣花围裙，油绿
色的斑花鸡肠带，两角间缀上一双银鱼铃，沈先生觉得这样的
穿着给人一种健康、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银浆打造的首
饰，最是点睛之笔，闪闪发亮的银饰，将服饰调配得和谐优美
尽情展示。这不仅是劳动人民对美的理解，还饱含着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

美轮美奂的编织刺绣，更是将民族服饰的美推到了极致，
各色丝线，配合不同的技法，一件件精美的绣品就这样产生。绣
娘们用挑花法和挑绣法，于料子的中间，向外绣出，可繁可简，风
趣精美又不怕洗濯。花式多用“鸳鸯戏荷”“丹凤朝阳”“鱼水相
怜”“喜鹊噪梅”“五谷丰登”，沈从文在书中说，民族刺绣图案往
往组织得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或
大红，或大绿，纵横交错组成重复规则的图形，传递着古老传统
艺术的魅力。人们刺绣的热忱，起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各
色丝线，连同对生活的幸福期盼，一同绣到图案中去。

在书中那一件件造型精美的衣裤、一条条彩绣的百褶裙
里，我抚摸到了百年前劳动人民智慧的凝结，他们仿佛传承千
年的艺术品，静静展现着无尽的文化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