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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有关《洪湖赤卫队》的记忆
□ 杨磊

1977 年，电影《洪湖赤卫队》复映
的时候，我十岁。看一场露天电影，对
全村人来说，喜悦不亚于一个节日，从
中午开始，大队部门前的操场上就挂起
了放映的幕布，陆陆续续地，幕布前摆
满了占座位的小板凳，天色黑下来的时
候，电影开始了，是盼望已久的《洪湖赤
卫队》。电影在浩荡的洪湖美景和悠扬
的歌曲声中开幕了，一群小朋友在荧幕
下追逐、奔跑、嬉戏，年少的我，喜欢看
电影，观影的时候总是专心致志，全村
的父老乡亲看得津津有味，鸦雀无声，
沉醉其中，很快近两个小时过去了，赤
卫队员消灭了彭霸天和白极会，红旗飘
扬，梭标列列，在《万杆红旗迎太阳》的
片尾曲中，韩英挥手前进，洪湖赤卫队
融入了红二军团革命的洪流，让人热血
沸腾，荡气回肠，乡亲们端起随身携带
的小板凳，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离
开了露天操场。

歌 剧《洪 湖 赤 卫 队》，最 早 是 在
1959年 10月，湖北省作为庆祝建国十
周年，进京演出的代表曲目，歌剧进京
后，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炮走
红，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
定。为进一步推广该剧，决定由原班
人马将歌剧拍成电影，1962 年，电影
拍摄完成，搬上荧幕后的歌剧实现了
歌剧与电影艺术的完美结合，可是由于
种种原因，直到1977年，电影才得以在
全国复映。

电影复映后，迅速在全国各地放
映，连同剧中的十余首主题曲和插曲，
都成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
流行曲。在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

会唱了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所有歌
曲，特别是电影里韩英的那句台词给我
印象深刻：“拳头是直接打出去有力，还
是收回来了再打出去有力？”，简单浅显
的一句话，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懂
得了作人做事都必须讲策略。从小，我
就在洪湖岸边的一个小村庄长大，那
时候很穷，但水清天蓝空气新，电影
《洪湖赤卫队》里的近十首歌曲，陪伴
我度过了艰难的青少年时光。静静的
夏夜，晚风拂去了白天的炎热，屋后的
河塘在皎洁月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
远处隐隐传来一阵歌声，悠扬、宁静，
不急不徐，娓娓道来，给偏远贫脊的乡
村带来一丝清凉，给我的少年时光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

月儿高高挂在天上，
秋风阵阵，湖水浩荡，
洪湖啊，我的家乡，
洪湖啊，我的亲娘。

一曲洪湖水，美名天下扬。电影
《洪湖赤卫队》的巨大成功，让洪湖这一
个曾经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走向了全
国，甚至走向了东南亚的华人圈，让更
多的人知道了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英
雄、美丽的地方——洪湖。一部经典的
电影，让洪湖人挺直了胸膛，无论走到哪
里，当被人问起时，总是自豪地说——我
是洪湖人！把前面的“荆州地区”甚至

“湖北省”都省略了，根本不用担心别人
不知晓。

人过中年，难免怀旧。后来，我常
常在电脑上找出 1962 版的电影《洪湖
赤卫队》来看，时过境迁，我却总是为这
一经典中的经典而震撼，看到激动时，

禁不住热泪盈眶。据说，该剧的词曲作
者张敬安、欧阳叔谦，在接到任务后，他
们主动深入到民间采风，从民间音乐中
吸取营养，在作曲中采用了具有浓郁地
方风格的江汉平原一带的民间音乐素
材，如《洪湖水浪打浪》就大量借鉴了民
间流传的《襄河谣》的旋律，高手在民
间，只有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创作风
格才会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和认
可。据说，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刘闯
的扮演者夏奎斌等演员，在饭菜都吃不
饱的情况下，把艺术当生命去塑造，才
有了这脍炙人口的文艺经典，比起当下
那些天价大牌明星来，这些真正的艺术
家，是多么让人敬仰。

后来，2010年，央视频道又上映了
28集的温峥嵘版的电视连续剧《洪湖
赤卫队》，湖北歌剧舞剧院也重新排演
了歌舞剧《洪湖赤卫队》，但我感觉始终
与电影经典有很大的差距，电影《洪湖
赤卫队》是一部精雕细刻、手工打磨的
艺术经典，始终无法超越。

2018 年，我有幸参加系统组织的
“庆七一 颂党恩”歌咏比赛活动。我们
本着“打好洪湖牌”的原则，排练了一曲
《洪湖组歌》，以《洪湖水浪打浪》、《这一
仗打得真漂亮》、《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
放》、《万杆红旗迎太阳》为背景音乐，配
之以赤卫队员的舞台形象，歌咏比赛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刚刚进入舞台演出现
场，其他代表队的队友就竖起了大拇
指，“看到你们的创意和阵容，我就知道
了，今天的演出，你们必定是全场的压
轴和主角”，比赛活动结束了，洪湖队以
高分荣获一等奖，颁奖典礼上，两位六

七十年代出生的评委握着我们领队的
手，激动不已，“谢谢你们今天的演出，
让我又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勾起了
我美好的回忆，你们得奖，实至名归”。

一首歌曲，唱彻了半个世纪；一部
电影，成就了一方热土；一段情缘，留下
了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可是，有一天，洪湖“病”了，作为地
球之肾的母亲湖遭受了污染和破坏，洪
湖在哭泣，洪湖的人民心在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始终是一对相生相克的
矛盾共同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电
影《洪湖赤卫队》里展现的那种水天一
色、浪打浪的美景不复存在，针对这一
严峻的状况，流域上下打响了一场洪湖
保卫战，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一场长远
利益和短期利益、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
利益的博弈，势必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
力，任重而道远，可是，这是一场必须打
赢的攻坚战。

失去了美丽的洪湖，洪湖人民的自
豪感与自信心将何在？

此刻，我静坐于家乡洪湖的县城家
中。楼下的洒水车每天定时从楼下街
道上走过，款款而来，飘逸而去，不紧不
忙地播放着那首若干年来都不曾变过
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一首流行了半
个多世纪最能代表洪湖的歌，最让洪湖
人民自豪的市歌。可是，辉煌与荣耀已
成为过去，我们也不能永久陶醉在“一
部电影一首歌”里，新的时代更当有新
的作为，期待着具有光荣传统的洪湖人
民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吟唱出更优美
更雄壮的旋律。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又
称龙舟节、重午节、龙节、艾节、正阳节、
天中节等。

洪湖人俗称端午节为端阳节，并且
按农历五月三旬划分为初五小端阳，十
五为大端阳，二十五为末端阳。

追溯端午节的来源，是天象崇拜产
物，由上古时期祭龙文化在国人历史进
程中，逐渐补充民俗内涵演变而来。其
理论认为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
南中天，是龙飞天的日子。

据《易经·乾卦》第五爻的爻辞曰：
“飞龙在天”，恰逢端午日龙星既“得中”
又“得正”，是大吉大利之象。

具体解析端午节的起源，不仅涵盖
了古老星象理论、人文哲学等方面内
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有
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推等说法，也
注入夏季时令“祛病防疫”观念，又在传
承发展中揉合进了多种民俗节庆元素，
形成了至今丰富多彩，自成体系的端午
文化传统。

其中，划龙舟与食粽子，是洪湖人
禀承中华端午节文化的两大传统习俗，
至今经久不辍。端午竞舟是楚文化的
血脉印记，主流来源于洪湖人祖祖辈辈
纪念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
日投江自尽的风俗传统。

据说，祖先们因闻屈原投江，众人
争先恐后划船前往追赶援救，虽然追至
洞庭湖后终未如愿，但因此形成了每年
纪念这位爱国先圣的惯例。后来划龙

凤舟的风俗，演变为欢度端午节必不可
或缺的传统竞技运动和全民参与的娱
乐盛会。

端午节在广大洪湖地区的节庆风
俗，虽然大致相同，但在过节日时间上
略有区别。

具体说来，新堤镇和沿长江一带的
居民，习惯过五月初五小端阳节，而沿
内荆河一带居民，则把过农历五月十五
大端午节作为传统。

洪湖人在过端阳节这天，有着明显
的祈福风俗，旧时节，各家各户的大门
两侧都普遍要安插艾叶，挂菖蒲，在房
屋的四角旮旯处点洒雄黄水，以作除五
毒求净气用。此外，端阳节时儿童擦雄
黄粉，全家饮雄黄酒，也是一种民间习
俗，还是借此除邪祛毒。

端阳节这天，洪湖人的时令饮品也
有讲究，除吃肉食、黄鳝鱼外，粽子、盐
蛋、包子、米酒、发糕、芝麻糕、绿豆糕等
节日向象征性的佐餐食物，也必不可少。

每逢端阳节时，洪湖人的当家食物
很有讲究，其中包粽子的传统和他乡风
俗有些不同。

洪湖人包粽子是显示主妇技艺的
标志，要求包裹得紧扎，煮熟后不炸叶
又有嚼劲才算上乘水准。而且水乡人
所包的大多是素粽子，内容仅有糯米
一种食材，不像其它地方加肉加枣子
等物。其包皮用湖滨生长的芦苇叶子
作材料，用一种又长又坚韧的野草，束
缚成三角状，煮熟后熟食和凉食均可，

有人也喜欢醮上点白糖食用。
为了增加点节日的童趣，老人们还

将粽子包得小巧纤细，像个锥尖，称作
羊角粽子，用红线吊起，专给小孩子边
玩边享用。同时还流行用彩色线编织
小网袋，装上煮熟了的咸鸡鸭蛋，吊在
儿童的项间，作为端午节的吉庆食品，
逗他们开心。

然而，端午划龙舟则是过节的重头
戏，这里的人们借龙舟竞赛活动，将古
镇百姓团结奋斗，拼博进取的精神彰显
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了古朴浓郁，独树
一帜的龙舟文化。

其中，最大的特点有两点，一是全
境各集镇举行的均是龙舟竞赛，唯有新
堤地区端午竞舟民俗是既划龙舟也划
凤舟。具体说来是以一河穿城过的新
堤母亲河——内河（里河）为界，河东岸
划龙舟，河西岸划风舟。

二是每当端午节划龙凤舟时，洪湖
新堤地区一般有两种形式来拱托节日
气氛。

一种是表演巡游式。这种形式的
游弋路程很长，约有两公里。起点一设
般在内河镇北郊的《六连寺》相对的两
岸，终点在老闸附近。

参加的巡游主流龙凤舟，大多型制硕
长，舟上鼓乐司仪齐备。其它参加活动的
长短龙凤赛舟，也混合伴游参与其间。

另一种是龙凤舟竞赛式，通常分
短程和中程比赛。中程赛的起点大
约在现在新堤二桥附近河段。短程

的起点在原纸箱厂西河边。著名的
老新堤镇龙船巷，就是当时短程赛的
发令处。

由此可见，端午赛舟观舟活动，历
来是洪湖人自古来传统的核心习俗，几
乎是全民参与的群众性节庆乡风。人
们在看舟之中，喜将粽子、包子抛入江
河，以凭吊屈原。

端午节这天，有身穿黑色长袍、头
戴雀帽的蒙面人出入各家各户，名为

“吉雀子”，以示吉祥，此乡风洪湖县志
有文记录。

与此同时，端午前后，全县各剧院都
会昼夜上演《白蛇传》，以作时令习俗。

洪湖解放前后的端午习俗，随着时
光推移演绎变更，其衰兴跌宕。

随着时代的理性回归，人们弘扬民
族文化的意愿强烈增长，更重要的是，
国家对传承节庆文化的重视与支持，端
午节才能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一起，
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2006年 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
起，端午节又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更有 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
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让洪湖人借此时代契机，传承发扬
这些历史民族风情，把故乡的端午文化
和力争上游的赛龙凤精神，薪火相传，
留给洪湖后人发扬光大。

端午节
□ 陈厚权

故乡恋
□ 六缘

余辉夏末，

老荷望斜阳。

风摆柳腰，

半绿镶金边，

池莲更馥香。

撑起最终的坚守，

挺起顽强的脊梁。

不遗余力，

不惧衰老，

只为茂盛开放。

谁言伞盖老叶半池凉，

皱纹里写满诗歌华章，

搜罗天辉金色

染成几多琨黄。

初哀不改，

辅佐群体芬芳。

曾经蓬勃里志向，

虚心中直通梦想。

光合积蓄底蕴，

为莲藕开枝散叶，

贯通营养。

敞开碧透玉装，

甘当群芳陪衬，

俏里不争画笔韶光。

当好绿叶配角，

只愿芙蓉株株蕾放。

镜头下笑于侧旁，

不与红花抢锋芒。

无憾了一轮绿装，

曾经无限风光。

钟情秀叶一片，

心无旁枝节蔓，

于淤泥玉洁生长，

冲破水土禁锢向天望，

努力实现理想。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就蜻蜓歇上。

看雀鸟闹翔，

给诗人灵感，

留千秋吟唱。

岂论生命短暂？

志向精彩文章。

怂恿朱笔点天文，

牵挂玉管通地理，

争朝夕，

绝无虚度时光。

曾与夏雨倾诉，

赢得大珠小珠落玉盘，

坦露碧翠风尚。

也迎晨曦送落霞，

宵为流荧行在，

昼作青蛙跳床。

为游鳞遮阴，

给静龟挡阳，

和着风拂节拍，

翠裙沙沙响。

一轮无怨无悔，

丝毫不言前途渺茫。

余辉残阳，

老荷翘望。

半片金镶玉叶，

挺起最后的坚强。

已把基因付莲籽，

种族会兴旺。

笑迎秋风中凋零，

枯叶折枝，

归根断肠，

笑颜里欣然坦荡。

生命轮回正道，

再继来岁春光。

金荷情
□ 六缘

魂牵梦绕我故乡，

品格从洪湖怀抱里脱颖，

江河湖水哺育我成长。

理想从她肩头起飞，

练胆乡河人生起航。

《爱莲说》包涵洪湖芙蓉一缕清香，

荷花不染为清廉榜样。

赓续赤卫队血脉，

砥砺前行，

《再唱洪湖水》新征程新向往。

我是飞出洪湖的信鸽，

羽翼丰满也不改志向。

锦绣中华虹霓万丈，

钟情梦里水乡菱藕鱼蟹满舱。

踪迹四海只是忙碌驿站，

游子终会落叶归根，

心灵召唤还有母亲的磁场。

乡愁是不灭灯塔，

有骨髓中的引力导航，

心路点亮醉美洪湖永远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