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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周老嘴岁月沧桑周老嘴
□ 罗必鸿

周老嘴镇位于监利市北部，离城区约 25公里。
境内耕地肥沃，河湖港汊密布，是江汉平原上富庶
的鱼米之乡，物阜年丰，人杰地灵。相传西荆河经
周老嘴古镇之南迂回东流，使该地形状似嘴，曾有
一姓周的老翁在此设渡，故称周老嘴。旧时，从这
里坐船，东可以经洪湖到武汉，西可以由白鹭湖达
沙市，水路十分便利。

周老嘴镇，始建于明，兴盛于清。古镇的老正
街仍完整保留着明清时的街巷格局和古朴的建筑
群。老正街呈东西向沿河分布，街长千余米，街宽
三、四米，铺设青石路面。

街道两旁的房屋均为前后多进的砖木结构民
宅，建筑布局为前铺后居，每幢房屋进与进之间有
天井和厢房，房与房用木板和木格板相隔。屋顶上
是清一色的小青瓦，山墙上翘耸着形态各异的雕
垛。临街的门窗，图案精美，但早已褪去了红漆，在
斑驳中显现出岁月的沧桑。

周老嘴镇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商贾云集，游人
如织，有小汉口之称。我小时候，古老的小镇还非
常繁华。老正街上店铺林立，有百货店、布匹店、副
食店，还有裁缝铺、理发店、酒馆、茶馆。街上的行
人比肩接踵，每个店铺都很热闹。印象最深的还是
几家茶馆，几把茶壶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热
气，一群老大爷坐在八仙桌旁，悠闲地品茶，握着烟
杆叭嗒八达抽着旱烟，聊着古往今来的国事、家
事。我的叔祖父就是茶馆里的常客。

老正街的南面，称前街，是沿河的集市。天刚
亮，集市就喧嚣起来。买菜的、买柴的人头攒动，熙
熙攘攘，而交易要由菜行统一操办。前街的西边是
牲畜交易市场，吆喝声此起彼伏，偶尔还传来响亮
的驴叫声。整个集市一直闹腾到太阳当头，才慢慢
安静下来。老正街的北面为后街，以前是一条通往
外地的公路，从早到晚，不时有马车、拖拉机、卡车
在镇上停留。

每到端午节，古镇就会沸腾起来。四里八乡的
人们到镇上赶集，看龙舟比赛。河两边彩旗招展，
人山人海，附近的每个村都会派上一两条龙舟参
赛。只见河面上鼓声阵阵，一排排船桨翻起层层波
浪，一艘艘彩色的龙舟你追我赶地冲过大桥。看比
赛的人都为自己村的龙舟或熟悉的人加油。有一
年，我和几个同学到镇上看龙舟赛，很快就看到了
我们村的龙舟，不一会看到舅父在划船，后来在另
一条龙舟上又看到了姑父，我便不停地扯起嗓子
喊。回家的路上，才觉得嗓子都哑了。

到了过年，又是小镇异常热闹的时候。年前，
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镇上办年货。大年初一刚
过，就有一队接一队彩色的龙威风凛凛地从街头舞
到街尾，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便炸响了整条街。

如今，周老嘴镇的中心移到了北面的新街上，
古镇的老正街沉寂下来。漫步在老正街上，只见街
两边的墙面上挂着一块块革命根据地的旧址招牌，
它们在默默地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的首府。现在，根据地的旧址群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周老嘴镇成为全国百处“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老嘴镇是贺龙、
周逸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的首府，是湘鄂西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
化中心，湘鄂西省和红二军团的重要机关都设在此
地。1930年 9月，邓中夏、贺龙在周老嘴主持召开
红二军团全委扩大会议。1931年，在周老嘴成立湘
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 1月，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第四次党代会也在周老嘴召开。后来，红二军团
与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中
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周老嘴镇也一直是
监利县首脑机关所在地，广大军民在这块红色的土
地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解放前，我父亲罗寿
世是周老三区武工队的队长，他和战友们也曾在周
老嘴一带出生入死地战斗过。

周老嘴镇现存革命旧址48处，主要有中共中央
湘鄂西分局、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委、
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学校二分
校、红二军军部、政治保卫局等旧址和湘鄂西第三
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会址，还有段德昌、夏曦、贺
龙、周逸群等人的旧居。很难想象到，这条小小的
街道，曾经有过“家家驻红军、户户设机关”的辉煌
历史。

老正街96号，是“周老嘴革命历史纪念馆”。徐
向前元帅题写的“青史永垂”四个大字，在正厅上熠
熠生辉。墙上悬挂着贺龙、周逸群、段德昌、邓中
夏、关向应、柳直荀、许光达等领导人的照片。陈列
柜里，有老一辈革命家使用过的布告、印章及马灯、
草鞋，还有湘鄂西省政府发行的纸币、铜币、银币、
邮票。在枪架上，摆放着红军使用过的梭标、大刀、
枪支、土炮。遥想峥嵘岁月，我仿佛听到嘹亮的军
号声，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红军将士挥舞着大刀、
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情景。

从纪念馆出来，我拜谒了柳直荀烈士陵园。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石碑上镌刻着的毛泽东《蝶恋花·
答李淑一》：“我失骄阳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这首词，抒发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开慧烈士和柳
直荀烈士的怀念之情。广场中央，苍松翠柏簇拥着
高大挺拔的柳直荀烈士雕像。柳直荀历任中共长
江局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红二军团政治部主
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湘鄂西临时特委书记。在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柳直荀和贺龙等同志率领部队
打过许多胜仗，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
要贡献。

在老正街的东头，有一所学校，挂着逸群小学
的校牌，院墙上还有一个旧址牌匾“列宁小学”。这
所学校曾经也叫周老中学，我在周老中学读了两年
多的初中，初中毕业后到外地读高中，从此就离开
了家乡。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

秋天来了！在人们的印象中，秋天的标志大抵
上就是梧桐树叶在秋风中飘舞，大地一片金黄。南
宋诗人刘翰的绝句《立秋》，从秋风习习的“一枕新
凉”入手，最终落脚到“月明中”那“满阶梧叶”的意
境之中，细致入微地写出了诗人在夏秋交替寻找秋
天朦胧景象的感受。

古代《历书》曰：“斗指西南，维为立秋，阴意出
地，始杀万物。按秋训示，谷熟也。”立秋，是秋季第
一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元代
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立字解见春。秋，揫
也，物于此而敛也。”秋天，带着肃杀之气，随着场场
秋雨款款而来，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拉开帷幕，也
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对此，气象专家的解
读是，从这一天开始，就是古代天文学上的秋天
了。秋天，既是天气转凉的季节，也是万物收敛聚
集的季节，更是农业大丰收的季节。所以，《说文解
字》里说：“秋，禾榖熟也。”《尔雅·释天》里也说，“秋
为收成”“秋为旻天”“秋为白藏”了。可见，秋天是
百谷成熟的季节。近年来，各地也常在立秋后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丰收节。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唐代诗人杜甫
吟秋的名句。不过，我却认为，宋人史铸的“露从今
夜白，菊是去年黄”的诗句，更加切合秋景。其实，
立秋“三候”中，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
鸣。刘翰《立秋》中的“一枕新凉一扇风”，与杜甫
《月夜忆舍弟》中的“露从今夜白”，描写的就是“三
候”中的前两候。毫无疑问，“白”是秋之标志，而
秋雨带来的“寒凉”，则抑制了蝉的鸣叫，大自然更
替所带来的景象，让诗人笔下的秋景展现出别样的
精彩。

立秋，是古时“四时八节”之一。早在周代，官
方就将迎祭活动作为重要的国家礼制。《吕氏春秋》
记载，“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
迎秋于西郊。”从《后汉书·祭祀志》的记载来看，汉
代也承继此俗，天子在“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
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
之舞。并有天子入圃射牲，以荐宗庙之礼，名曰躯
刘。杀兽以祭，表示秋耒扬武之意。”而《梦梁录》里
的记载则比较有趣了，宋代立秋之日，皇宫里要把
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宫殿内，待到立秋时辰到时，
太史官便朗声高奏：“秋来了！”此时，盆栽的梧桐树
会应声掉落几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同时，民间
也有祭祀土地神，庆祝丰收的习俗。民国《首都
志》中说，“立秋前一日，食西瓜，谓之啃秋”。在江
汉平原，历来就有立秋日多吃西瓜防秋燥的“啃秋”
习俗。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正如《荆楚
岁时记》所记载的，“傅玄《天问》云:‘七月七日,牵
牛、织女会天河。’此则其事也。张骞寻河源，所得
榰机石示东方朔,朔曰:‘此石是织女机石，何于此?’
为东方朔所识，并其证焉。”其实，七夕这个中国非
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与端午节一样，源于楚国、源于
荆州。明代的《物原》里非常明确地说，“楚怀王初
置七夕”。其时，楚怀王不正是在荆州境内的纪南
城吗？对此，《荆楚岁时记》里的注文说的更清楚：

“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而在河南南阳一块汉
画像石上，则刻着以河鼓为牵牛。以上这些，都印
证了《楚国风俗志》中的观点：“盛传于汉代的牛郎
织女传说带有楚文化的明显胎记”，七夕节是“战国
时期仅为楚国独有的一个地区性节日”。

牛郎与织女，本来是两个星辰，其传说源于神
话故事和古人对天文知识的获得，最早的文字记载
见于商周时期。七夕这个楚国的“地区性节日”，直
到东汉时期才正式成为国家的节日，又称乞巧节、
双七节、女儿节和双星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七月初七是一个非常吉祥的
日子，人们在乞巧的同时，也祈求爱情与生育，甚至
还有祈求农业丰收的愿望。以前，七月初七除了祭
祀牛郎织女外，人们还会干些什么呢？有一首民歌
就很能说明问题：“乞手巧，乞貌巧，乞心通，乞颜
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这《乞巧
歌》表明，乞巧活动是妇女们为了追求心灵手巧、美
丽迷人，期望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祝愿姊妹、父
母双亲幸福长寿而开展的。“乞巧”，在荆州又名“吃
巧”与“咬巧”。因此，在旧俗七月初七的夜晚，如果
少女们希望长得漂亮少妇们希望早生贵子，都要在
月光下摆瓜果于庭院，向织女“乞巧”。洪湖监利等
地的妇女们则是将煮熟的菱角与瓜果摆放于庭院，
边吃边纳凉。

“信巫鬼，重淫祀”是楚人的文化特征之一。
经过了 2000多年的衍变和嬗替，岁时习俗仍体现
着荆楚巫风。旧时，荆州还有在七月 初 七 乞 巧
节 时 ，用 簸 箕 和 筷 子 请 七 仙 女 下 凡 答 疑解惑
的旧俗。

“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正如荆州籍边塞诗
人岑参所说，绵绵秋雨，带来丝丝清凉，夏天的印记
一点一点地消逝于记忆之中，让人们感受到“秋雨梧
桐叶落时”的意境与别样风景。立秋之日，穿过斑驳
的梧桐林，在秋凉的惬意中登上荆州古城之上的曲
江楼，向着远处的荆江眺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
《立秋日曲江忆元九》中的诗句，顿时印入眼帘：

下马柳阴下，独上堤上行。故人千万里，新蝉
三两声。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城。两地新秋思，
应同此日情。

立秋：一凉欢喜万人心
□ 张卫平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立秋
□ 赵楚辉

二十四节气邮票的第十三枚是《立秋》。
立是开始之意，立秋是秋季开始了，“秋”，意为

禾谷成熟了，收获季节到了。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
循序渐近的，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气盛
逐渐转为阴气盛，植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结
果孕子。早稻收割、晚稻移栽，大秋作物进入重要生
长发育时期。

邮票画面描绘的是一家四世同堂团聚一起，庆
祝丰收。桌上食物丰盛，有整鱼整鹅，还有美酒。
我国农村有立秋前一天吃西瓜、蒸茄脯、煎香糯饮、
四季豆尝新、咬秋习俗。画面丰富多彩，人欢鹅喜、
花猫跑。画面色彩也由绿色调变成浅土黄色为主
的暖调子。配置上幼儿绿衣红裤、老夫人的浅红衣
服，每人头上的浅兰色头巾 、深色桌椅，红色酒招
标，加上白鹅的红嘴红掌，色彩丰富。画家用黑线
把人物欢快的表情刻画得十分生动。

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

江津风物

苦竹甘泉，位于松滋街河市镇西，与月岭残阳、
灵济晓钟、莱洲霁月、江亭晚钓、一柱蓬莱、剑峰丹
鼎、栖云龙窟共称“松滋古八景”。

过去，这里有座古寺。寺前一泓清泉，长涌不
息，水味甘洌异常，谓之甘泉。泉畔几簇修竹，节生
五枝，四时常绿不凋，名曰苦竹。竹影扶疏，若丹青
泼墨于纸；泉水澄澈，犹宝鉴镶嵌于地。古寺重檐
欲飞，高塔直耸入云。四野施主香客，尽皆流连忘
返；八方文人游士，莫不题咏赞绝。

相传北宋绍圣年间（1094 年-1098 年)，黄庭坚
谪贬黔州途经松滋，曾借寓此寺。膜拜之时，见香
炉中倒插一笔，近前细观，竟是其昔日在蜀中虾蟆
碚坠入葵花井中之物。因问通慧长老“此笔从何而
至”，长老云“疏浚甘泉井所得”。黄庭坚述其缘由，
长老取笔奉上。黄庭坚接过笔来，信手插入井畔湿
润之地，不料此笔顷刻泛青，不过半个时辰，竟长出
几棵芽来，几日后便笋干森然，枝繁叶茂。此竹独
具一格，节生五枝，若蛟龙现爪，移植他处，则枯败
凋零，全不似楠、桂、金、水诸竹。因其种以三寸之
管，辗转于黄泉之下，流徙至千里之遥，自蜀入
楚，甘苦备尝，乡人皆称之曰“苦竹”。通慧长老
为酬敬神灵功德，乃游方化缘，重修寺院，命名曰

“苦竹寺”。时隔五载，黄庭坚遇赦归来，再经街
河市，但见此处寺宇轩昂，疏竹摇曳，佳木葱茏，
景象大非从前，想自己几载备受坎坷，不禁感慨万
端，遂题七律一首：“云生草履踏芒鞋，双手摩挲醉
眼开。竹苦鸣柯招野趣，泉甘濡笔写诗才。梵声高
处群鸦唱，塔影空中落雁回。通慧老僧能识我，当
年山谷此重来！”

黄山谷题此诗后200余年，苦竹寺旁诞生一位
名士，就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帷幄重
臣傅琳。傅珊先从陈友谅起事，后随朱元璋为官。朱元璋称吴
王、登皇位时，被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傅琳拜相以后，曾在故
里营建府第。传说其常以后园之竹为骑，朝赴京城理政，暮投
府中安宿，两地千里，瞬息即至。后退官还乡，卒于桑梓。苦竹
寺旁出了这样一位大官，所处平畈便被称作“官坪”，其名相沿
至今。

苦竹甘泉，不独地灵人杰，惹人梦萦魂牵，更以革命胜迹令
人心驰神往。1928年 2月中旬，一位剪齐耳短发的妙龄少女，
脚踏早春残雪，从江陵来到这里。此时，这里已由本地进步人
士雷鸣泽办起一所“向上学校”。从此，“向上学校”的讲台上，
多了一位年轻端庄的女教员；这一带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多
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女同志。她坚实的足迹印在乡间小道，她悦
耳的声音响在农家草房。她和她的同志们一道，夜以继日，舍
生忘死，用满腔赤诚唤醒民众，把革命火种播在山乡。2月下旬
的一天夜晚，苦竹寺里，灯火如豆，一个庄严的决定在这里宣
布：中国共产党松滋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于是，这块涌甘泉生
苦竹的土地，作为松滋人民革命纪念地载入松滋现代史册；这
位年轻女教员的名字——黄杰，便作为松滋第一任县委书记留
在松滋人民心中。

松滋县委成立以后，即在这古刹之中运筹帷幄，指挥全县
革命斗争，一个月内，发展党员300余名，建立支部20多个。苦
竹甘泉的星星之火，在松滋大地燃成燎原之势。两年以后的
1930年夏，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湘鄂边东下松滋，多
次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穷苦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地方团勇，
不战而逃，城内驻军，偃旗息鼓”。

苦竹甘泉东边不远的一棵白果树，因贺龙军长在树上拴
过战马，后来被人们称为“红军树”。白果树下一位名叫李文
清的青年，因听贺龙军长演讲参加红军，后随军南征北战，屡
建奇勋。1955年，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如今的苦竹甘泉，环抱于街河市中学校园之中，遗古风，
焕新颜，更具风采。古时塔楼寺宇，几经毁圮，现仅存后殿。
进得殿来，但见左右雕窗如画，前后拱门似月，院内几丛苦竹，
枝舒龙爪，苍劲胜前。出后门百余步，便是甘泉井，泉水甘洌
如故，井台整修一新。一座仿古六角亭傍井而矗，李文清将军
手书“甘泉亭”三个大字镌刻其上。苦竹园与甘泉亭之间的草
坪上，一座纪念碑卓然玉立，上刻黄杰娟雅端丽的题字：“向上
学校旧址”。碑顶一柄火炬，飘飘欲燃，下衬绿树翠竹，上映碧
云蓝天，灼灼透红，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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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籍开国将军⑦
少将樊哲祥（1908 年—1995 年），湖北公安人。1927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 3军 9师政治部文印股股长，红 3军 9师政治部宣传队队
长，红3军 9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3军司令部参谋，红2方面
军司令部 2科代理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 120师师部秘书主任，120师 358旅 714团参谋长，晋绥军区
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晋绥军区 3军分区参谋长，晋绥军区独立 3
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参谋长，绥蒙军区独立
11旅旅长，第一野战军 8军 23师师长，华北军区独立 22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
兼军训处处长，军事学院学员，中央军委防空军副参谋长，华东
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校长，广州军区
空军副司令员，通信兵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
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
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5年 9月 24日在
北京逝世。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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