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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燕子，红蜻蜓

佝偻的背影

缱绻着田野

老牛牵起暮色

各自驻跸奔波

窗口隐约的灯火

步履倥偬的母亲

挽起蜡黄的裤筒

时光里的伤痛

染红了母亲的勤劳

孟夏的夜晚

月儿从土墙的裂缝中爬进来

我们兄妹绕着灶台

挥舞着荧光棒

母亲翻炒着饥饿疲惫的日子

不时，有鸟鸣从枝叶上滑落

转瞬间，村庄里

只有河水托起月亮

梦呓，奔跑

晚 归
□ 张炳洲

新堤内河雅称漫谈
□ 六缘

我的家乡洪湖新堤，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江
汉平原南端，是一个枕江、抱河、傍湖的典型水
乡。以璧玉天成，烟波浩渺，湿地面积原始广
袤，雁鸭栖息，莲植万顷，鱼蟹满舱，水产资源首
屈一指的洪湖水泊为依托，把生态环境优越，自
然风光绮丽，风土人情古朴的特点，彰显得美妙
绝伦。

在新堤，有一条在古镇怀抱之中，一碧穿城
过的乡河，她像苍穹中的银河，把古镇分成了东
西两岸的琼瑶仙境，又好比一条仙女飘逸的罗
裙带，让这座古老新潮、钟灵毓秀、人文繁星的
城市，如璧似屏熠熠生辉，深邃迷幻。

这条故乡的母亲河不仅以历史悠久，人文积
淀厚重的底蕴让人着迷，也以名称诸多，现在人
鲜有所闻的特征，从而激起释疑解感者的兴趣。

这条在歌文诗赋中被称为“乡河”的母亲
河，其称谓用得最为广泛的名称叫“内河”。俗
意上讲，即比喻母亲怀抱内之瑰宝的意思。

古镇怀抱中这条内河，是条自然河流，追溯
起它的历史来，勿庸置疑，比新堤镇自嘉靖三年

（公元 1524年）的开埠时间更为古老。
文史有载，它起源于明朝成化六年（公元

1470 年），在洪湖毗连一体的内荆河南端，由于
洪水泛滥河流改道，突发一条支流贯通了东荆
河，内荆河和洪湖水系，径直汇入长江。从此，
它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养育了世世代代的新
堤地区先民，滋生了河东岸西的乡土文化，造就
了新堤繁荣昌盛的五百年辉煌历史。

这条乡河之所以叫内河，其名称来历，在
《洪湖地名志》文中得到了证实，“因其河在江堤
内，故称内河”，料想是呼应外江，大堤这二个地
标而言之冠名。

据光绪《沔阳州志》载，也称其为“长夏河

（今内荆河）南折支河”；《洪湖地名志》载，“内荆
河于小港析出一支南下（古称长夏河支津）”，综
合二志文字，因此，内河也有了“内荆河”、“长夏
河”、“支津河”、“南支河”的雅称。

其中内荆河很有名头，她是东西向贯穿洪湖
的河流，是四湖地区天然排水河道。由长江汉水
穴口分流水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主源起
自荆门碑凹山，自西向东，汇集大小支流数十条，
串连长湖、三湖、白鹭湖、洪湖等大小数十个湖
泊，流经荆门、江陵、潜江、监利、洪湖等县市，于
洪湖市新滩口镇注入长江。干流总长 358 公
里。她各段名称不一，自习家口以下分别有中襄
河、张金河，长夏河、柴林河、丰口河、挖沟子河、
复车河之称，由此这些诸多河流统称为内荆河。

而内荆河这条一泾南下汇入长江的南支
河，即内河。如果将其比作一条蜿蜒曲劲的长
龙，小港堪比龙尾，新堤老闸宛若龙头，自小港
折出南下，流经小港农场、莲子溪、市原种场、蔡
家河、张大口、杨家咀，翁湾头、河岭等地，然后
穿过新堤镇城区，至老闸汇入长江。其属于纵
贯洪湖市中南部的一条重要天然河流。

综上所述，这条内河的终端在新堤老闸，所
以人们将内河又称之为“新堤河”和“老闸河”。
由此可见，新堤河是以古镇名称加冕的，而老闸
河这一桂冠的诞生，则另有历史渊源。

首先，剖析老闸中老的含意，是相对其上
五里，有一座在其之后建造的“龙王庙闸”，即
俗名“新闸”，而相对的辨别之称。

新堤老闸，是茅江河的出口涵闸，因此原名
为“茅江闸”，为志史中“先有茅江，后有新堤”
的历史根据，取名为茅江河上的茅江闸，有着
记史意义，当然也是新堤地区境内，首建的一
座历史悠久古老石闸。

它的来由是清嘉庆十三年（公元 1808 年），
朝廷拨银遣员，坐镇新堤疏凌拓宽内河河道，
由总督汪志伊主持修建的石闸（现今老闸的前
身），用作消泄监、沔、江陵三邑并洪湖之水入
长江，以串连内荆河，洪湖四湖水源，实现了人
为调控河道水位，以利农业灌排，大大促进了东
荆河，内荆河漕运业的发展。所以将茅江河、老
闸河作为内河的别名，颇具历史人文价值。

除此以外，据《洪湖地名志》载，“内河又称
里河”，即为故里之河，与文人墨客们言之的乡
河，具有相同的意思。

只是，内河别名的里河称谓，在新堤土著居
民，特别是年记较大的人群中，应用得并不普
遍，主要原因是洪湖人把汊河以北，靠近东荆河
的西四区居民，称为里河人，大约是为了防止产
生地域上误岐的原故，不愿叫内河为里河。然
而新堤也有从里河老籍移民城区的人员，爱把
内河叫作里河，里面蕴含了浓郁的思乡情愫。

新堤凭借它怀抱的内河，西倚洪湖水泊，牵
连内荆、东荆河流，汇入长江，从而水衔洞庭远
牵潇湘，东通汉地西接荆蜀，南望湘乡，北通沔
州的地理优势，将水陆交通联贯东西南北的通
衢功能，彰显得致臻致美。

古往今来，毫无疑问在内河众多的雅称之
间，就润物细无声地哺育出了一河两岸文明。
于是就有了依岸而生的著名东正街，西正街以
及街巷之间古色古香的石板老街，和青砖黛瓦
马头墙的明清建筑。演绎出了沿岸而建的土地
巷、曹巷、大轿巷、小轿巷、仁礼巷、衙门口、龙船
巷、油榨油等传奇故事。打造就了新堤一小、四
小与洪湖一中前身的湘南公学，江峰书院这一
方钟灵毓秀的文学讲堂。

家乡的内河，也造就了金银泰、芦洪泰、宋

各茶馆、滨江茶楼、洪湖饭店、新堤剧院等众多
的百年老店与商业文化场所。创造出了端午时
节河上竞舟，东岸划龙船，西岸划凤舟的独特节
庆民俗。

对于这条乡河别称的考证之间，人们会发
现，革命先辈陈秀山、熊传藻等早期中共党员
们，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聚集在现在的

“民主街六号”和“国泰民安”等大楼上，舍身忘死
从事早期革命工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
战。也崛起了各种行业的粮油棉加工、发电以及
各种行业的工农商企业与工厂，建设了洪湖龙
街，架起了上十座气势长虹、造型各异，连接东西
两岸文化经济纽带的桥梁，使新堤周边地区因
此日新月异，一跃成为政治文化商贸重心。

思索内河承接古今诸多雅称中的文化内
涵，内河两岸的作坊、码头、茶馆的影像在脑海
里定格。把河岸腌鱼厂的咸鱼气味和油榨坊那
种永聚不散的花生油饼清香，还有林林总总有
关乡河水的味觉沉淀，在心灵深处打包珍藏。

其间，当然少不了在往日河畔老电厂古董
发电机点燃的街灯下，相映生辉的光影记忆，加
上随机就能够被唤醒，来自内河划龙凤舟时的
端午锣鼓声鼓噪起来的乡河故事，一起根植在
灵魂乡河，成为浓浓的乡愁。

总之，这条故乡的内河，穿越历史，衔接古
今，一路走过悠悠岁月，滋润新堤文化，鉴证了
先民们沿新堤地区一河两岸繁衍生息，开拓崛
起的全过程，记录了这块土地上的风云变幻，承
载着多少代人难忘的岁月印象。

无论内河的名称如何繁多，无论古往今来
对其如何称谓，自始至终，她无疑都是剖析流
域文化年轮的活标本，也是洪湖人记忆中具
有极重含量的浓浓乡愁。

洪湖民间文学概况
□ 新隄记忆工作室

民间文学是指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
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主要反映
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
念和艺术趣味的一种文学活动现象。民间文学
包括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长篇
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民间谚语、谜语等
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是相对应专业
作家的书面文学而言的，这两类文学在内容与
形式方面有很大歧异，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它
们共同的根源是原始文学。

洪湖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

洪湖民间文学具有以下六个主要特征：一是
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
一个主要特征。二是集体性。民间文学作品是
群众的集体创作，所谓集体创作，既包括作品内
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在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
作品的所有权等诸方面。三是吸异性。由于口
头语言的不稳定性，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和讲唱
的过程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
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
素，而有所变异。四是传承性。民间文学同风俗
习惯一样，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这
种群众集体传承的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
力。我们现在有些民间故事或民间谚语，在两千
年前就被文人记录下来，直到今天，还能够以相
同或相似的形式活在人民口头上。五是直接的
人民性。在衡量文学的价值时，往往提出“人民
性”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口头创作有它
的巨大优越性。六是优越的艺术性。民间文学
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一种用语言以及兼用表演的
艺术，它必然在某些方面具有艺术的特点。

洪湖民间文学主要体裁

洪湖地处长江中游，过去是长江中游水陆交
通的枢纽，东西移民的走廊，也是多种地域文化
交汇融合的中心地带。活跃在洪湖的民间文学
体裁主要有：民间传说故事、民间谚语、红色革命
歌谣、说唱、谜语、寓言、童话、笑话、对联等散落
在洪湖民间。本文着重介绍民间传说故事、洪湖
渔谚、红色革命歌谣三类主要流传在洪湖的民间
文学体裁。

民间传说故事
民间传说故事是一切以口头方式讲述生活

中各种各样事件的散文叙事作品的统称。狭义
的民间传说故事是指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
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
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

千百年来，洪湖人民在江汉平原梦里水乡这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里劳作、生活。人们在生活
中要表达对周围人和事的褒贬，要抒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娱
乐。在洪湖历史发现的各个阶段，涌现出了一批
影响历史的人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
陈友谅、王柏心、刘心源、傅卓然、张锡谷、陆钟
汉、刘掞、李作栋、陈秀山、彭国才等一批有文有
武、智勇双全、不畏邪恶、匡扶正义的杰出人物、
革命志士和文人墨客。他们的故事在洪湖人民
中广泛流传，历代不衰。形成了绚丽多彩、独具
水乡特色的传说故事。

洪湖民间传说故事比较多，而且内容很丰
富，按类别分有古代神话、历史人物、能工巧匠的
故事，还有地名故事、动植物的故事，更值得一述
的有红色革命斗争故事，有机智人物故事及广大
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洪湖市文化主管部
门和群众文化工作者对蕴藏丰富的洪湖民间传
说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搜集，给后人留下了
一批优秀和珍贵的民间传说故事。

《三国传说故事》该故事讲述了东汉建安十
三年，曹操率领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进击东吴
乌林安营扎寨。曹操的相府、军衙设在乌林的曹
操湾。这一时期曹军的所作所为，至今还在人民
群众中流传。如《瘟疫流行 函相行医》、《曹操
吟诗 庞统献计》、《火烧战船 曹兵大挫》、《乱
箭坠地 茂林参天》、《乌林鏖战 尸横遍野》、
《黄蓬大战 万铺毁塌》、《人墙护主 血流成
河》、《战马腾飞 铁蹄留迹》、《关羽背主 义释
曹操》、《旧部念主 乌林落籍》等十个小传说组
成《三国传说故事》。

《陈友谅的传说》陈友谅（1320 年 —1363
年），元末洪湖黄蓬山人，出身于渔民的家庭。早
年当过书吏，1353年 8月与其弟友仁、友贵率领
黄蓬渔民起义，连克沔南锅底湾、吕蒙口、茅江
口、李家口等地，随及率众投罗田徐寿辉领导的
红巾军。后来他作了皇帝，国号为大汉，建都九
江，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公元 1363 年），他与
朱元璋战于鄱阳湖，中流矢身亡，时年四十三岁，
在他的家乡洪湖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如《青龙
托生》、《灵福观学艺》、《凤凰做媒》等传说。

《王柏心传说》王柏心（1799 年—1873 年）清
朝道光年间人，晚清学者。出生在洪湖螺山，他
自幼工诗善书、才智过人，十六岁中进士，被人称
为“天下第七，湖广第一”的才子。曾教过幼年的
同治皇帝。同治登基后，他辞官归故里，退居老
家螺山，他秉性刚直，与人为善，名噪一时，在洪
湖留下了很多有关他的传说故事。如《顽童显
才》、《湖广第一》、《讽宦教帝》、《王柏心吃鱼》等
传说。

除了以上三篇人物和历史故事传说外，流传
在洪湖的民间传说故事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
的传说故事还有：署名洪唱的《洪湖赤卫队的故
事》、《贺龙传说》、《江猪和白齐》、《蚌壳精的传
说》、《白牯牛潭的传说》、《桂花鱼》、《鳝鱼为什么
钻泥》、《乌龟的传说》、《刘心源的故事》、《清水

堡》、《洪湖的变迁》等一批经典传说故事，在洪湖
广泛流传，历代不衰。

洪湖民间渔谚
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言简意赅的短语，

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还反映了
洪湖人民的生活哲学和幽默感。民间谚语多数
是经过口头流传下来的。洪湖地区的民间谚语
共有五大类：一是气象类、二是物候类、三是农谚
类、四是渔谚类、五是林牧商行类。洪湖地区的
民间谚语具有他的独特性，其中反映渔民劳作生
活的谚语居多，为了区别与其它地区、行业谚语，
本文称流传在洪湖地区渔民中的谚语称为渔
谚。渔谚按渔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又分为：一是养鱼、二是鱼苗、鱼种、三是成鱼
捕捞、四是莲藕生产、五是猎鸭、六是观察气象、
七是其他等七大类。下面分别精选几则渔谚与
读者共赏。

养鱼 深水如高楼，层层有鱼游。四季不脱
青，当年长三斤。草喜清、鲢喜绿、肥水里面养胖
头。宽水养大鱼。鱼一天不喂，三天不长。

鱼苗、鱼种 青蛙叫，鱼儿跳。大麦黄，催
产忙。鲤鱼产卵一条线，黑鱼产卵一大片。人
怕习咀，鱼怕浑水。立春莫等一百天，捕捞鱼苗
到江边。

成鱼捕捞 涨水的鱼，退水的虾。下河先定
向，掀网先抓纲。紧拉鱼，慢拉虾。春打黄昏，冬
打五更。今朝织，明朝纺，抵不着下湖打一网。

莲藕生产 折断一根荷，损失一窝藕。阳春
三月出藕苫，莲子八月要摘完。稻田秧好一半
谷，植莲苫好一半肉。

猎鸭 九雁十八鸭，七十二种无名鸷。八月
初一雁门开，雁儿头上带霜来。九雁十八鸭，吃
不过青头与八嗒。

气象 日落胭脂红，明后雨夹风。东风打
过更，雨在后面跟。鱼跳水，有雨来。雨来先起
风，来雨也不凶。西北有了紫红云，起风就会冻
死人。

通过赏析流传在洪湖地区的渔谚，得知渔谚
对渔民的生产、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红色革命歌谣
歌谣是一种民间文学体裁，包括民歌、民谣、

儿歌、童谣等韵文作品。它是人民口头创作的直接
表达，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属于民间
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根据不同的
功能和内容，歌谣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劳动歌、
情歌、儿歌、仪礼歌、时政歌（红色歌谣）等。

洪湖地区的民间歌谣以红色歌谣为最具代
表性，特色明显。它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及以后的民间流行而传唱的革命歌谣，是洪湖
苏区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鼓励下，
为适应革命的需要而创作出来的。洪湖苏区革
命歌谣内容丰富，乡土气息浓郁，语言富有江汉

平原、水乡湖区语言特点。艺术性较强，通俗易
懂，生动活泼，词简意深，被专家们评价为：“是能
唱的革命小史，也是有韵的革命回忆录”。如红
色革命歌谣《老子本姓天》：“老子本姓天，住在
洪湖边；要想捉住我，除非是神仙。枪口对枪
口，刀尖对刀尖；有我就无你，你死我见天”。既
表现了洪湖赤卫队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又描绘
出洪湖人民对敌斗争的坚毅果敢。风格明快，
曲调激昂，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明
显的革命教育作用，在中国歌谣发展史上占有一
定位置。

洪湖解放初期，老一辈文化工作者搜集整理
的洪湖民间革命歌谣近万首，湖北人民出版社选
编百余首，出版了《洪湖革命歌谣选》，同时期《湖
北文艺》刊载了杨子江采录的洪湖苏区革命歌谣
《洪湖渔歌》。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歌谣还
有：《红心》、《红旗》、《十把扇子》、《洪湖是个红军
窝》、《找贺龙》、《赤卫队员之歌》、《一盏红灯照湖
上》、《湖水永远放金光》、《红军来了都翻身》、《太
阳一出照山河》、《贺龙军》、《洪湖水大无边》等
500多篇，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评论：“洪湖
革命歌谣不但是当年投向敌人的炮弹，而且还
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就连驰名中外的优秀
歌剧《洪湖赤卫队》主题歌等歌词曲，都是来源
于洪湖的民歌小调和革命歌谣。”

这些民间文学体裁不仅丰富了洪湖人民的
文化生活，还记录了丰富的历史和社会生活，通
过这些文学形式我们还可立体了解洪湖的风土
人情、社会变迁、民间信仰。我认为洪湖民间文
学作品还是研究洪湖历史文化珍贵的文献资料。

洪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

洪湖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应该是分两个阶段
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建县初期，广大业余民间文
学爱好者和群众文化工作者自发的收集了一部
分宝贵的民间文学作品。第二阶段是1980年开
始，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全县有组织的集中一段
时间进行民间文学的普查、搜集、整理。在此基
础上编辑完成《洪湖民间传说故事集》。

第二阶段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分为：准备、组
织、发动、搜集、整理、编选六个阶段。

1980年底，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召开全省民
间文学工作会议，部署了全省民间文学的搜集工
作，并要求在各地培训骨干的同时拿出成果来，
洪湖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洪湖后，一方面向领导
汇报，另一方面对有关情况进行摸底，为1981年
春荆州地区办培训班做好相应的准备。

1981年 3月，洪湖县文化馆干部傅俊生、费
莉带着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参加荆州地区培
训，培训结束后，编印的《荆州民间传说故事集》，
该集收入洪湖市廖才昭、傅俊生、夏志芳、黄树
仁、卢圣才等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故事多篇。
同时，除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

和业务知识外，对全县有关情况和线索，又做了
近一年的调查研究。这样对民间文学搜集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3月17日，洪湖县文化局发出《关于
认真做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通知》，同时
成立了洪湖县编辑小组。县编辑小组于3月 29
日、30日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后，在各公社党
委领导的积极支持下各公社也相应建立了领导
小组，各公社领导小组对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广泛
宣传。如汊河公社在党委重视和支持下，建立了
领导班子。党委在各种会议上强调：领导要带头
宣传发动，组织骨干专题走访写信联系，张帖“征
集启事”，电影放映前要利用播音等广泛深入地
进行宣传发动。县编辑组为了及时交流各公社
的工作情况，还编印了简报《情况交流》三期，有
关业务资料三种，以及提出“搜集线索”、“搜集重
点”供各公社参考。

洪湖县编辑领导小组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发
动工作，全县各公社都组织了一定的力量进行
搜集、整理，到六月初，县编辑组就收到各公社
送来的稿件 269篇。在此基础上，县编辑小组
于 6月 10日至 12日，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
对来稿进行初选，从中总结前段工作，经过小组
审阅，初选 30多篇比较好的作品，同时对一部
分作品提出了进一步整理、修改的意见，并强
调各公社要大力搜集具有洪湖水乡特色的传
说故事。

第二次会议后，全洪湖县搜集整理工作出现
了一个飞跃的局面。一个月的时间里，来稿接近
前段的总和，而且质量上也比前段高，特别是独
具水乡特色的传说故事比前段多。为了加快《洪
湖民间传说故事集》的编选工作，县编辑小组决
定采取由各公社派人来新堤，参加各自公社来稿
的编选、修改工作。这样，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上
旬，洪湖县编辑小组集中对各公社来参予修改、
编选工作的同志面，实行了面对面的编选，精选
民间传说故事400多篇，民间谚语3700多条，共
50多万字。历时三年终于完成《洪湖民间传说
故事集》初稿的审定工作。

通过对洪湖市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系统性
的研究，我完成了《浅谈洪湖民间音乐》、《洪湖民
间曲艺概述》、《洪湖民间歌舞简述》、《洪湖民间
工艺美术溯源》、《洪湖民间文学概况》五篇研究
文章。我写作的动力是一种责任和情怀，这种责
任感和情怀是源于第二代宣传文化工作者身份
的认同。更主要的目的是一种传承和交待，也对
得起我在岗（宣传文化系统）43年的人生阅历。
通过研究我深深体会到洪湖民间文学艺术浩如
烟海，博大精深，极其丰富，不是我的五篇文章就
能概括的，我只是抛砖引玉，有待有志者继续深
入研究。就像湖北省文联前主席周韶华老先生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表述的：“洪湖是艺术的
不竭之源”。愿洪湖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弦歌
不辍，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