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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市融媒体中心洪湖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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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敏

喝火令·初秋
□ 李其俊

柳岸蝉声少，梧桐偶见黄。
昼时趋短夜添长。

残暑一仍炎烈，秋至逞猜狂。
电扇轰轰转，空调默默忙。

溽蒸难耐苦无方。
盼也风生，盼也郁云扬。

盼也雨官天坠，洒地一层凉。

品味洪湖
□ 杨祖刚

积累了三千多年的历史精华，坐拥着燕
山和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江河湖泊，创造出
比天堂还美的现代文明，高举起改革开放依
湖筑梦的艳丽旗帜，这就是洪湖。

没有到过洪湖的人曾经筛选各种信息
猜想：江河湖泊环抱的洪湖定然是美丽而多
情，荆楚文化浸润的洪湖定然是厚重而雅
致，长江大堤护卫着的洪湖定然是安宁而祥
和，还有温润的气候，四季的花果，质朴的美
味，美丽的姑娘……应该就是那个素称“水
乡泽国地，江汉鱼米乡”的人间天堂吧！

洪湖有文字史书记载的历史，自设官执
政开始，建制更替，疆属屡易，郡县因革变频
繁，治所变迁殊为繁缛，于是便有了相应的
称谓：州陵、江夏、玉沙、文泉。一九五一年
设立洪湖县，自此“洪湖”二字更令人神往。
多少年来，众多中外著名人士慕名来此，览
物抒怀，咏叹泼墨，使这块用鲜血和汗水凝
成的沃土名扬五洲四海。

洪湖所辖大多在东荆河以南长江以北
一带，不管是远古时期的部落，还是秦始皇
统一中国建郡筑城，不管是县市还是专暑，
洪湖一直称得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新堤
商贾云集，帆樯云拥，店铺作坊鳞次栉比，商
业繁盛。百货转运，远通湘蜀，呈现“十里堤
街民肩摩，往来船只相排突”的景象，被称为

“洪湖的清明上河图”。

一
洪湖历史悠久，英雄辈出。南宋时期，

洪湖是钟相、杨幺“大楚”国车船队的大本
营；黄蓬山是元末“大汉”农民政权领袖陈友
谅的发祥地；近代，渔民领袖陈苦鸹子、张太
元受太平天国运动之鼓舞，在湖上竖起造反
义旗；辛亥革命前夕，叶世彪、叶世济率老湾
红灯会起事；1900年，“自立军”江右军统领
沈荩在新堤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开辛亥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先声；1911年，武昌首
义，洪湖有近百人参加，志士杨时杰、李春萱
等分别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内务、理财部
长等要职，为推翻帝制，建立中华做出了可
贵的贡献。大革命时期，董必武、恽代英、李
求实、施洋等著名共产党人都在新堤留下足
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洪湖一度成
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贺龙、周逸群、
段德昌等一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以百里
洪湖为舞台，创造了震撼全国、流韵万代的
功勋。啜饮洪湖水成长壮大的红六军，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辗转南北，黄新廷、杨秀山
中将和王全国、李书茂、高诗德少将的英名
远播四方。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派十五旅

渡汉江，建立以洪湖为中心的根据地，为新
四军第五师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抗日
战争胜利后，洪湖军民全面开展反“清乡”斗
争，水上红旗一直不倒，终于迎来了1949年
5月19日全境解放。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洪
湖有姓名的烈士3144人和数以万计无姓名
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用鲜血和生命铸成了
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所赞扬的“洪湖精
神”。建国后，洪湖人民继承和发扬这种精
神，艰苦创业，采日月之光辉，聚江湖之精
灵，把这块土地装点得风光绮丽，物产丰富，
人文风采，世人称颂。

二
洪湖包涵了传统与现代，千年的气息中

又隐藏着无数的细节。划着优美弧形的江
堤，香樟和桂花簇拥的街道，个性张扬的小
吃，琳琅满目的特产……游走洪湖，发现每
个生动的细节都如同一剂温柔的良药，浑身
通泰，意志超然。洪湖人是性情中人，时而
大而化小，时而精致讲究。比如一日三餐，
可以把一条鱼做得五花八门，也可以将剩饭
剩菜随意混搅一锅；可以讲究配菜的四季更
替天地阴阳，也可以盒饭方便面将就凑合，
信手拈来却又极其讲究，从而构成了洪湖独
特的饮食文化。

洪湖鱼多，吃起鱼来花样繁多，可能任
何地方都不能与之相比。不同的鱼有不同
的做法，鲢鱼清蒸，鱼肉口感十分丰腴，又滑
又嫩又鲜。鱼头火锅到处可见，但泥鳅火锅
恐怕只能在洪湖可以吃到。泥鳅不过二三
寸许，最粗也仅与手指一般。在湖边，湖水
煮湖鱼。食客享用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情
趣的人，既能满足口腹之欲，还可以生出许
多诗情画意。一锅清亮亮的湖水在炉火上
轻声沸着，泥鳅在沸着的湖水中舒展开身
子。沸着的水一漾一漾，让那些泥鳅恢复了
鲜话的姿态。用勺子舀一勺汤小心地放进
嘴里，慢慢地，慢慢地咽下，随着汤汁一点点
浸入，整个胸腔肠胃都会舒缓地被滋润。这
味道除了洪湖水丝丝的甘甜，就是泥鳅纯朴
的体香。在家常餐桌上，刁子鱼走的是鱼火
锅之外的另一条路。刁子鱼鱼身修长，肉内
细刺极多。民间做法是先腌一下，稍稍晾
干，用姜、蒜、酱、醋，有的还用一点点糖烹
制。还有的用盐、姜、葱腌制十多分钟，入味
去腥，后入锅油炸。油温五六成热，慢炸才
能骨酥。炸好的鱼回锅用花椒、干辣椒调
味。趁热吃起来真是香酥脆嫩，新鲜爽口。
鱼肉还可以加工成鱼糕、鱼丸。选六七斤重
的鱼，去脊骨，用清水浸泡，刮取鱼茸（成泥

状的鱼肉）。鱼茸里放少许盐，手搅上劲。
鱼丸讲究口感细腻，所以做鱼丸上劲后的鱼
肉还要用白纱布过滤，去剌除筋，然后再进
行第二次搅拌上劲。传统鱼丸做法鱼肉里
还放生粉、蛋清，以促成结实的口感。现在
的做法是最后把纯鱼肉捏成鱼丸，冷水下
锅，小心翼翼地保持水不沸腾。丸子实际上
是靠七十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慢慢浸熟的。
如果开水下锅，丸子表皮会迅速烫熟，等到
里面熟外面就老了。做好的鱼丸，只有鱼肉
的鲜气，那晶莹剔透细嫩的劲头，如同刚成
形的豆腐。这道菜数新滩人做得最有特色，
那里的鱼丸子大，像团子，无与伦比。

洪湖的莲藕做出的菜名堂很多，也有特
色。夏日油炸荷花、清炒藕带，初秋糖拌鲜
莲子。莲子银耳羹四季常用，尤其是春节，
来客奉上一盅，已成习俗。另外还有蒸莲
子、排骨藕汤、藕夹、荷叶蒸肉等等，样样让
人口舌生津，欲罢不能。

三
我赞成季羡林先生的断语：我相信，从

一个人的方言声调中，可以听出他的性格
来。洪湖方言的声调透露出什么样的性格
来呢？透露的是：淳朴、正直、热情和忠厚。
当我初来洪湖的时候，从本地人说话的声调
中，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以后在这里
生活多年，同本地人接触越来越多，就充分
证实了我的印象。

洪湖满地都是方言，松软朴拙。靠长江
一带地区的语言和普通话表面词义相差甚
远，外人听着，如坠迷雾。螺山人话中的

“捂”几乎可以代表所有的动词，比如“把这
件事捂一下”，“你是怎么在捂”。新堤人常
说“稀牛屎烂”，这个词竟可表示两个完全相
反的意思。老师批评学生作业做得“稀牛屎
烂”，有人夸奖一样东西“好得稀牛屎烂”，让
人听了忍俊不禁。龙口人称老头为“老脚”，
大婆为“老妈叽”，这还勉强可以让人接受，
可燕窝人称少妇为“稀哥”那就太让人费解
了。燕窝话确实怪，两个燕窝人说话，就是
非燕窝的洪湖人也听不懂。为此，北京有语
言学家前来考察，声称这么一小块地方使用
的语言与周边地区迴然不同在全国几乎没
有二例。

语言本身是有势力感的，有一些地方，
不会说本地话，就意味着非我族类而被疏
离，洪湖的沿江一带地区不会这样，对外来
的人、事不排斥，也不大惊小怪。这些地方
的年轻人，有了文化，走了世外，大多会说通
行的洪湖话甚至普通话。

四
洪湖人自乐，除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

释为“自爱而乐”也无不可。洪湖人都是家
乡宝，其恋家的程度，总让人觉得他们的祖
祖辈辈都已看清了世界的种种秘密和诱
惑。只认定洪湖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所以
平生爱洪湖，至死薄他乡。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家乡宝，对外
来的人事无所谓、不仇视，安静守拙都是好
品性，但如果能跳出洪湖看洪湖，用外面世
界的整体性力量来升华自己的个性，也许会
带来巨大的惊喜。地方和人的务实，应该是
在前瞻和运望的前提下，深深守着做事做人
的平常心，不应是关上门，把世界锁在门外。

有人感慨地说：“洪湖人爱到处晃，干事
也晃晃，龙虾晃到了潜江，鳝鱼晃到了仙桃，
连卖藕的也晃得挺不直腰杆，拿着洪湖藕说
是沔城藕。”洪湖仙桃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
北靠汉江，一个南临长江。洪湖近些年变化
很大，引起江对面湖南临湘人的羡慕。

走进洪湖，发现那散发着独特气息的风
味、情调、节奏、状态都是有来头的，荆楚风
韵已经以一种草根、市井的形式根植而成常
态。娴雅的茶室，玄幻的太极，凝神的瑜伽，
花鸟鱼虫，琴棋书画，歌舞拳剑……不过，在
那儿品茶的，耍剑的，提篮买菜的，挖田挑粪
的，也许就是一位诗人。

洪湖是一块文化沃土，哺育了一代又一
代诗星、联人、词家。柏心咏歌，心源吟唱，
名噪于世。当今更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
佳作迭出，竞相辉映。有的炽热奔放，一泻
千里；有的深沉曲折，荡气回肠；有的飘逸豪
放，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有的沉郁顿挫，具有
现实主义特色。把蜚声中外的人间天堂打
造成诗词之乡、全国联教普及先行示范区。
那么，在洪湖生活、到过洪湖的人们，怎能不
以生花妙笔写洪湖的江湖人，洪湖的风雅
颂，洪湖的思绪感叹？到底有多少千古华章
描绘激情而又温柔的洪湖？

从高空俯瞰洪湖，如一幅充满诗意的水
墨画。有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叫“诗音画”的特
别适合送给洪湖。不过非得亲自至此不可，
才能体味。今日的洪湖，已然是长江沿线耀
眼的明星，洪湖的宏伟蓝图让世人惊叹，却也
是看得见江望得见湖记得住的乡愁。有林立
的高楼，也有古香古色的龙街；有新颖别致的
西轿巷，也有曲径通幽的新堤子街；有浩浩长
江，也有潺潺小溪。人们依然能从快速发展
的节奏里感受生活的浓郁，依然能够在江滩
公园的泊舫亭泡一壶茶慢慢品味洪湖。

小时候，我还不到一岁就被送到农村
的外婆家，后来还在村小上学，读了四年。
我在外婆家的生活非常丰富，好像令城里
孩子羡慕的事儿，我全都干过。

外婆的村子里有个老大哥，据说他小
时候爱哭，所以小名叫哭儿，我也这样叫
他。我们关系相当好，我跟他学会了不少
有趣的事儿。印象最深的是，跟着他捡知
了壳。

我刚刚五岁时，一次，和哭儿去野外
玩。他指着树上的知了壳说：“这叫知了
壳，可是宝贝哟，拿到供销社能换钱的！”

当时我就想，怎么从高高的树上弄下
知了壳呢？正要张口问哭儿，我马上想到，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各人”！这点小事还
用问吗？

也许是与大自然接触得多了，什么都
喜欢动脑筋思考的缘故，我的悟性很好。
我找来一根小竹片，围成一个圈，再找一块
布片，用针线把它缝在竹圈上，就有了一个
布兜，然后将布兜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
这就成了我捡知了壳的工具。

我每到一棵树下，先仰头仔细搜索一
遍，看到知了壳，马上举起扛在肩上的长竹
竿，把布兜对准知了壳，轻轻碰一碰，知了
壳就落进了布兜里。于是，一股收获感，油
然而生。

那时，农村孩子入学迟，哭儿虽然比我
大三岁，却和我成了同班同学，我们的关系
更加密切了。入学后并不影响我捡知了
壳，因为有知了壳捡的时候，正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

还跟哭儿学会了爬树，他教会了我几种爬树的姿势：有双脚
外盘，左右夹住树干；还有一脚前一脚后，前后夹住树干……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知了壳，可竹竿怎么伸也伸不过去，被
一根树枝挡住了，布兜无法接近知了壳。我放下竹竿，“嗖嗖
嗖”，双脚前后夹住树干，几下就爬了上去。嘿嘿，一个好大的
知了壳，就这样成了我的“战利品”。

不记得我捡知了壳究竟换了多少钱，只记得当时我根本就
没为了钱，只要拥有那份收获的感觉就行。现在我想，那种心理
大概跟钓鱼的心情一样吧？钓鱼的人哪个是为了钱而去垂钓
呀？有的还不惜花钱买票，而去垂钓呢！

“吱——”夏季，知了美妙动听的叫声，很是令人陶醉。上学
路上，它恋恋不舍地为我送行；放学路上，它欢快地迎接我的归
来；出门玩耍的路上，它为我伴奏，为我歌唱！每个时间段听到
知了的叫声，都有一种别样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