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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沙岗白鹭

湖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国民党
江陵、潜江、监利当局深感惶恐，欲除
此心腹大患。1929 年 4 月初，三县之
敌欲取两面夹击之策一举摧毁沙岗
白鹭湖根据地。东北之敌由江陵县
铲共团团总龚伯钧指挥，东南之敌由
国民党监利县长田立勋率领。4 月 8
日，龚伯钧率领龙湾、徐李市、老新
口、张金河、土地口 5 个地区的团防
共 400 余 众 ，自 东 北 方 面 向 沙 岗 扑
来。彭之玉、陈香波指挥根据地军
民，在敌必经之路贺家湾麦地里设
伏，一举击溃敌军。龚伯钧拍马而
逃，陈香波带领战士们乘胜追击二十
余里，在肖家场将龚击毙。田立勋把
进攻沙岗的时间误当成农历三月初
一（4 月 9 日）。第二天，田立勋耀武
扬威地乘坐八抬大轿，率 300 多名精
兵强将直扑沙岗。沙岗军民早已恭
候多时，当田军一到，伏兵四起，田军
见此阵势，不战而溃。田大惊失色，
弃轿而逃。战斗中缴获了四十余支
枪和大批子弹，游击队武器装备大为
改善，战斗力明显增强。

进攻沙岗的地方反动武装惨败后，
敌人加紧对沙岗白鹭湖根据地进行军
事“围剿”。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出动
驻郝穴、汪家桥等处的国民党军，妄图
对沙岗白鹭湖根据地形成军事包围。
特委闻讯后立即调鄂西游击大队所属
各中队增援沙岗，但因路远，游击队赶
到之前，1929年 6月 11日（农历五月初
五）上午，敌人从东南和西南攻进沙岗，
大肆烧杀抢掠，街肆尽变瓦砾，村井几
成焦土，根据地蒙受空前劫难。第二
天，鄂西游击大队赶到沙岗，与国民党
军展开激战于沙岗附近的青阳宫，沙岗
军民也赶来参加战斗，取得消灭 80余
名敌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马匹的胜
利。但游击队也损失不小，伤亡者达
40多人。特委军委书记、游击大队长
邹资生在追击敌人中，被敌冷枪击中下

腹，光荣献身。战斗结束后，根据地军
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沙岗朱家台为
邹资生举行隆重葬礼，将烈士安葬在西
河桥头。

“由于当时游击区的扩大与游击
队的猛烈发展，1929 年夏，一、二、三
中队大会师于江陵之严李家场（解放
后划监利）。改编为游击总队，周逸群
任总队长，段德昌为参谋长。”“大队所
属三个中队，人枪约三百余，共约人枪
千余，其声势之浩大，震动了洪湖、白
鹭湖、长江与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

（1945 年 7 月许光达回忆录《红六军历
史材料》）

鄂西游击总队根据中共六大精神
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军经验，加强
了总队党的建设。游击总队设政治部，
大队、中队设党代表，以中队为单位建
立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随着游击战
争不断取得胜利，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
展壮大，沙岗白鹭湖根据地更加巩固，
区域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相应得
到发展，区委由原来的6个增加到8个，
党员发展到600多名。郝正、普济两个
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白鹭湖根据地扩
大到方圆五六十里。

鄂西游击总队于 1929 年 12 月 20
日正式改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师
长段德昌，党代表周逸群。下辖3个纵
队，共五六千人。

红六军在江陵普济汪家桥
成立，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

“为巩固和扩大洪湖革命根据地，
尽早建立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特委决
定第一、第二两纵队会师江陵”（《洪湖
革命根据地史》）。

第二纵队组建后，在鄂西特委的指
挥下，于12月15日攻下江陵郝穴，产生
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后又向普济观、黄
彩剅、沙岗一带发展。此时，鄂西特委
及第二纵队与在监、沔活动的第一纵队
之间的联系不时中断，难以统一指挥。

为巩固和扩大鄂西根据地，尽早建立鄂
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特委决定第一、第
二两纵队会师江陵。

在此前后，党中央为加强湘鄂西红
军的领导力量，先后派李子扬、许光达、
王一鸣、王鹤、周容光、周小康和柳克明

（柳直荀）、孙德清（孙一中）、邝继勋等
人来鄂西工作。柳克明到达洪湖后，遵
照中央指示和关于成立红六军及红四、
红六军会师的计划，以中央军事部巡视
员身份写信督令第一纵队到江陵与第
二纵队会师。第一纵队接信后即回师
西进，途中于城垸和陈沱子口打了两
仗，获枪 40余支。第二纵队自石首出
发，收编了江陵熊家河常练队，继又攻
取了普济观和沙岗，获枪50余支，实力
进一步增强。

1930年 2月 5日，中国红军独立第
一师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在江陵普济汪
家桥胜利会师。鄂西特委召开军事会
议传达中央指示，举行全军官兵大会，
宣布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升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不久因
病离职，由邝继勋接任），政治委员周逸
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红
六军下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由
段德昌兼任，政治委员王鹤，下辖4个大
队，共12个中队；第二纵队司令员段玉
林，政治委员周容光，下辖3个大队，共
6 个中队；第三纵队由长阳游击队整
编。此外，军部及纵队尚有若干直属部
队，全军约七千人。

鄂西特委为加强党对红六军的领
导，改进红六军的政治工作，以特委和
中央巡视员的名义，组成红六军党的前
敌委员会。前委委员有孙德清、段德
昌、段玉林、王鹤、徐昌贤、张传贤（第
一、第二纵队士兵）及中央派来负责军
队党务工作的一位干部共7人。候补委
员为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3人。“第一
次前委会议上，决定以3人组成常委，以
王一鸣为书记，孙德清为宣传委员，中
央派来的同志任组织委员，在未到以前
由许光达同志代理”。

（未完待续）

湘鄂西红军在江湘鄂西红军在江陵的成长足迹陵的成长足迹（（二二））
□ 陈诗军 杨本滋

三国故事⑧

唐代大历年间，也就是公元
766 年至 779 年期间，杨凭、杨凝、
杨凌兄弟三人，接连进士登第，盛
名一时，传为美谈，号称“三杨”。
其中，杨凭担任过京兆尹、太子詹
事，杨凝官至兵部郎中，杨凌官至
大理评事。而且，“三杨”皆负诗
名，并且都有作品传世。笔者查阅
史料，很想了解他们兄弟三人与荆
州的文缘，但目前只发现了杨凭和
杨凌的诗各一首。特予赏析，以飨
读者。

七言绝句《送客往荆州》是杨
凭的代表作，也是他与荆州在文学
创作上的显著联系。其诗曰：“巴
丘过日又登城，云水湘东一日平。
若爱春秋繁露学，正逢元凯镇南
荆。”前两句，描述友人经过巴丘后
又登上城池，看到湘东地区云水相
接、一片平静的景色，交代了友人
行程的地点以及所看到的自然景
象，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开阔、悠
远的氛围。后两句，借用春秋时期
知名学者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
露》，代指儒家经典和学问；而元
凯，乃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衰，
曾镇守南荆，是古代贤才。这里用
来勉励友人，要像董仲舒那样博学
多才，像赵衰那样在荆州有所作
为。这首诗以景衬情，借对友人行
程中所见景色的描写，以及对友人
前往荆州的美好祝愿，表达对友人
的送别之情。

杨凌所作的是一首五言绝句，
题为《贾客愁》，诗中写道：“山水路
悠悠，逢滩即殢留。西江风未便，
何日到荆州。”贾客者，商人也。这
是一首描绘贾客旅途艰辛与渴望
归期的诗。商客行船的水路漫长
遥远，“悠悠”二字不仅描绘出山水
之间路途的漫长，也暗示了贾客行

程的单调、孤寂以及心中的惆怅。行船最怕遇到
浅滩等阻碍，一旦遇到就会耽误行程，这表现出
贾客在旅途中经常遭遇这种意外的阻碍，进一步
加重了他的烦恼和焦虑。风向对于行船来说至
关重要，如果风向不顺，行船就会变得艰难且缓
慢，这里体现出贾客对自然条件的无奈。什么时
候才能到达荆州呢？荆州，是贾客此次行程的目
的地，也是一个商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贾客
渴望尽快到达，但路途上的种种困难让他对何时
能够抵达荆州充满了担忧和不确定，所以才有了
标题中的一个“愁”字。整首诗，山水之美与旅途
之苦交织在一起，情感真挚而又深刻，读后令人
既感到无奈，而又充满了期待。

至于杨凝，在仕途上曾担任过山南东道节度
使樊泽的掌书记，樊泽移镇荆南，杨凝亦随之。
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治所设在襄州（今湖北襄阳），
其辖区包括今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的部分地区，
其中包括荆州。而荆南，则代指荆州的地域。因
此，笔者认为，杨凝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荆州的
事务和人物，对荆州有一定的了解。目前，虽然
还没有查阅到杨凝直接写荆州的诗，但他的诗主
题广泛，包括送别、咏物、赠别等。这些诗中可能
蕴含着对荆州的描绘或情感表达，只是没有直接
点明荆州而已。对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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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千年前的一个诗人，他的
吟诵、他的叹息、他的眼界、他的天空，
当你穿越时光，去追寻它的踪迹，仿佛
他就在你身边，他的灵魂在与你交
流。时空如此遥远，却又近在咫尺，这
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关乎于生命及那
飘渺之存在。

很多人知道楚国诗人屈原，却不
知道宋玉。宋玉是屈原的学生，其词
赋作品清新华丽，文采飞扬，是继屈原
之后楚国最有才华的诗人，人们把他
们两人合称屈宋。

据《荆州府志》的记录，宋玉宅在
城北三里，唐代吴融的诗有“临江旧宅
指遗基”，以此确定宋玉宅在城北江
边，因此把它作为北江在荆州城北的
一个旁证。

11月，我看到 2017年的一篇新闻
稿，标题是“‘楚国第一美男子’宋玉的
故宅遗址惊现荆州，第 125 代子孙仍
在附近居住，也被称为美男子……”，
这让我很惊奇，难道宋玉故宅遗址现
在还存在吗？据这篇新闻稿件介绍，
这个宋玉故宅在城北红光村宋家湾，
那里住着宋氏家族，是宋玉的后裔。
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绵延两千多年，
这样古老的家族我目前在这一带还没
有发现过，这是真的吗？

但我马上产生了疑惑，宋玉故宅
临江，只可能在北江边，宋家湾离古城
三四公里，远离北江，宋玉宅怎么可能
在那里的村子边呢？要么古代诗人弄
错了地方，要么宋家湾的宋氏家族与
宋玉家族并无传承关系。

据这篇新闻稿介绍，宋家湾宋氏
家族有流传的家谱，可以证明他们与
宋玉的世代传承关系，但稿件却没有
提供他们家谱中的确定信息，究竟可
不可信呢？我看到给记者提供消息的
是该村村民宋祠平，他的字辈为“祠”，
联想到宋家台也有“祠”字辈的人，我
猜测北门外的宋氏家族与宋家台的宋
氏家族应该是一个房族的，因此，我去
村中访问，并查看他们的家谱，果然他
们是同族，村中老人也知道北门外拍
马（即今红光村）宋家湾跟他们是同族
即使用统一字排，族谱都是相合的。

村里曾主持续修家谱的宋继乾老
人告诉我，他们家族的先祖就是从北
门 外 拍 马 迁 移 过 来 的 。 宋 氏 家 族
1996 年续修谱中的一篇谱序，记录非
常明确，他们的一世祖为江南和州府
历阳县历阳村人（今安徽和县），被封
为武略将军，于洪武九年镇守荆州，死
后葬于北门外拍马。他有三子，我镇
宋氏家族为次子世系，北门外宋家湾
宋氏家族则为其长子世系。因此很清
楚，北门外红光村一组宋家湾宋氏家
族在那里繁衍的历史仅有六百多年，
他们不可能是两千年前楚国宋玉的后
代，因为他们的世系关联无法明确追
踪，也就是说，那村边的宋玉故宅遗址
不是真的。

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以历代诗人
的描述为根据，因为那是他们亲身游
历的经历，他们真实看到的，通过诗歌
描述出来，这是非常确切的证据。

关于宋玉故宅，史籍记录有三处，
一在宜城，一在归州，一在江陵。宜城
是其出生成长的地方，为祖宅。归州，
应该是他拜师于屈原，跟随屈原学习
辞赋的地方。而江陵宅，则是他任职
于楚宫廷，伺事楚顷襄王的住所。

宋玉的江陵故宅，唐代余知古的
《渚宫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庾信因
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
宅。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梁朝
大臣，他最著名的作品为《哀江南赋》，
其赋中有“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
府”，这说明余知古的记录是可信的，
同时也证明宋玉之宅临近江边，确定
无疑。

在唐代，宋玉故宅的遗迹应该还存
在，是诗人们常去探访的地方，前面提
到的吴融，还有李商隐、罗隐、杜甫等，
都曾去探访，且有诗作留世。杜甫既探
访过归州宅，也探访过江陵宅，并都作
有咏怀之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
州”，正是他探访江陵故宅后所作。

宋代时，宋玉故宅遗迹可能不存
在了，因为查不到诗人游故宅的诗。
三苏到江陵城时，探访过渚宫、绛帐
台、息壤，却未见其写诗吟诵宋玉故
宅，可见这时临江故宅已被遗忘。

时光悠远，千百年来，地形地貌已
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能否找到关于
宋玉故宅的蛛丝马迹呢？这似乎没有
可能，不过，根据我前面文章的探讨及
古籍资料的确定信息，宅在北门外三
里，临江，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在得胜
街西边，溪峨山那一带。

网上查看百度地图，我发现一个
地方非常特别，直觉与宋玉宅似乎有
关联。那地方是原来老江陵县的党
校，究竟有何来由却不知道。请好友
去打听，得到这么几点信息：一、城北
得胜街西有个秦家巷，此巷往西可到
太晖观，党校就在此小路中间，以前
这里居住着太晖村村民，现在都搬迁
了；二、有个古老传说，这一带地形如
一个展翅凤凰，得胜街为凤身凤头，
党校这儿地势较周围高，正是凤尾，
也有人说得胜街以前称为凤凰山；
三、得胜街西，以前北门殡仪馆后面
有一个大池塘，为何这里有这么一个
池塘呢？据种林访问，附近老人说，
这以前是一条东西连通的河，西边往
党校、太晖观方向。原来，这池子是
古河道的遗迹。

这几条信息看似寻常，仔细分析
却很重要，能说明问题。从凤凰地形
的传说来看，这儿自古就是一个陵埠
地带，符合封邑筑城的条件（“近处无
高山，所有皆陵埠”江陵名称源于此），
考古人员在这儿发现古城址就不奇怪
了。关键是，这座被考古人员命名的
溪峨山城，我越来越确信它就是《水经
注》描述的江陵故城。

宋玉是辞赋大家，名闻天下，深受
楚顷襄王宠幸，他选择在临近渚宫的江
陵邑城内的陵埠高地建立宅院，这太合
适不过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故宅
临江。此次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可能目
前还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前面谈到的
那一条东西向的古河道，在我看来，它
应该就是北江的遗迹，北江淤塞之后，
故宅边就留下一道小沟渠，就是说，千
百年前，原江陵县党校这块地方更靠近
北江，唐朝诗人看到的宋玉的临江故
宅，不正是在这块高高的陵埠之上吗？
我的推断是否有道理？

荆史寻踪

编者按：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如同散落的珍珠，其具体位置因年代久远

而变得扑朔迷离，成为后人探寻的难题。本文所探讨的宋玉故宅，便是这样一个典型
例子。

据史籍记载，宋玉故宅有三处可能的位置，分别位于宜城、归州和江陵。然而，随
着地形地貌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这些记载已难以成为确凿的证据。例如，有传闻称
宋玉故宅位于荆州城北红光村宋家湾，但经过本文作者深入调查，发现这里的宋氏家

族与宋玉的家族传承关系存疑，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通过对古籍资料的仔细梳理和现场考察，本文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宋玉的江陵故宅或许位于得胜街西边、溪峨山一带的陵

埠高地上，临近北江（今太湖港）。这一推断虽然尚未得到确凿的考古证实，但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探索方向。
在此，“文化荆州”呼吁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和支持对宋玉故宅等历史文化遗迹的探寻工作，携手努力，共同揭开这

些历史谜团的面纱，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宋玉故宋玉故宅何处是宅何处是
□ 楚之思

吴王庙村在乌林镇驻地东南四公里,因吴王庙
而名。吴王庙南临江,北依湖。庙左边有一湾人
家,叫“月亮湾”,庙前是一个 13.5 公顷水面的深
潭,叫“星潭子”。“月亮湾”似婵娟妩媚,“星潭子”如
明星璀燦。

庙的正中大厅神龛上供四位木雕神像。吴王
孙权居中,方颐大耳,目有精光,英俊潇洒。左周瑜
手握宝剑、雄姿英发。右鲁肃,恭立颔首,胸有成
竹。神龛两边有木匾对联。大厅左侧墙上有重修
吴王庙简介及古今诗人题诗。吴王庙村人茶前饭
后,乘凉休闲,无不对吴王孙权的事迹津津乐道,讲
起来眉飞色舞。

三国时期,这里是江口沙洲,周瑜曾在此扎营,
孙权有军国大事就来与周瑜商议。一天,江南小乔
随孙权视察江北,与周瑜军营相会。人们无不称赞
小乔的美貌。白皙的皮肤,纤巧的五官,苗条的身
段,亭亭玉立,婀娜温柔,像水仙似的。

小乔亲自为吴王孙权和都督周瑜用军锅做
饭。她一律用“星潭子”内和潭边的动植物做菜。

“绿豆鱼”可口,“麻牯嫩”甘甜,“蒿菜煮黄颡”汤鲜
美,糍粑鱼清香扑鼻,黑壳鲫鱼肉质细腻。酒席宴
上,小乔又为吴王和夫君表演了优美的舞蹈一《呦
呦鹿鸣》和《凤求凰》,四位军士以剑伴舞,小乔舞姿
轻盈柔和,军士伴舞阳刚矫健,吴王孙权情绪高涨,
酒宴气氛热烈。

吴王孙权经常为军机大事征求周瑜意见。后
来,吴国太招刘备为婿,致使吴王孙权赔了夫人又
折兵;又有白衣过江,袭取荆州,关公走麦城,父子
殒命,两项大计都是吴王和周瑜当年在江滩军营
制定。

孙权嫁妹当天,妹妹孙尚香上轿前,强行要哥
哥孙权将荆州送给她作陪嫁的嫁妆,如达不到要
求,她不上轿。众宾面前、孙权无奈,只好答应。妹
妹还要求说:“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孙权照办,妹
妹将文书放在新嫁衣袋内。孙权则提出抱妹妹上
轿。此时大厅外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厅内贵宾
欢天喜地,道贺声迭起,场面热闹非凡。孙权抱着
妹妹向前走,趁机将妹妹衣袋内文书拿走。导致后
来两国争荆州,东吴说刘备久借荆州不还,蜀国说
荆州是孙夫人的陪嫁,有各国贵宾做证,说孙权陪
嫁又反悔。为了纪念孙权决策江口沙洲,建功立业
的伟绩,当地村民公议修建吴王庙,并改村名为吴
王庙村,而且村民一直保留哥哥抱妹妹出嫁上轿的
习俗。

翰墨荆楚

吴王庙村
□ 邓英连

龆龄后浪 笔墨先锋 （黄文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