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花塘

歌声萦绕鱼米之乡

洪湖属于大型浅水湖泊，面积约 348 平

方公里，是中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

誉为“湖北之肾”。良好的湿地环境和丰富

的湿地资源，使洪湖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

堂，是全球重要的水鸟越冬地和候鸟迁徙停

歇地；有鱼类 57 种，莲藕、再生稻米驰名全

国，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洪湖岸边的瞿家湾镇，曾是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的红色首府，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创建了洪湖革命根

据地。同时，这里也是电影《洪湖赤卫队》拍

摄的外景地之一。

每当盛夏来临，瞿家湾的生态旅游风景

区内，近 10 万亩野生荷花尽情绽放。行船

荷花塘中，鲜嫩的莲蓬和藕带俯拾皆是，四

周密密麻麻的荷叶在水中摇曳，与船上的人

来个“亲密互动”，叶上的水珠飞溅到身上。

电影中，韩英和秋菊在赤卫队打完胜仗

后，泛舟于田田荷叶间，边采莲边柔情唱着

《洪湖水浪打浪》的动人画面，已成为经典。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这几

句唱词，便是洪湖鱼米乡的真实写照。

依托这样的自然条件，洪湖成为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的摇篮。1938 年 5 月，毛泽东同

志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

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

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

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洪湖市档案馆副馆长廖雪琴介绍，历史

上，洪湖赤卫队是土地革命时期活跃在洪湖

地区的几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力量，他们

利用纵横交错的河湖港汊和密密麻麻的芦

苇荡，开展水上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开展“反

围剿”斗争。大湖既是天然的游击战场，又

为赤卫队员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资补给。

红军街

岸边孕育革命摇篮

电影中，赤卫队员们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叫彭家墩，究竟有没有这个地方？

瞿家湾红色教育讲解员瞿兆利告诉记

者，彭家墩是虚构的，是千里洪湖大大小小

墩台的一个缩影。这些湖上墩台进可攻，退

可守，成为赤卫队员和敌人巧妙周旋的主

阵地。

在洪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北侧，沿着静静

流淌的内荆河，一条宽不到 5 米、长 400 余米

的青石板老街游客熙攘。这便是瞿家湾镇

著名的“红军街”。“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

“湘鄂西苏维埃省政府”“湘鄂西革命军事委

员会”……看似不起眼的老街上，竟分布着

21 处革命旧址。遥想当年，贺龙、周逸群、

段德昌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这些简易的

民居和祠堂里，指挥着湘鄂西苏区的革命

斗争。

老街的武器展馆里，展示有赤卫队员当

年使用的梭镖、鱼叉、自制手枪等文物。原

本是用于打野鸭的土铳，也成了赤卫队员的

克敌“法宝”。展厅的一角，陈列着一艘名为

“水上飞”的小船。讲解员介绍说，在洪湖水

上游击战争中，连敌人的机动船也常常被它

搅得人仰船翻。

距离瞿家湾大约 1 个多小时车程，湘鄂

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南临长江，北望洪湖。

讲 解 员 杨 铭 说 ，湘 鄂 西 苏 区 创 建 于

1927 年底，鼎盛时期拥有主力红军 3 万人、

地方武装 20 万人，牺牲了近 20 万人。1957
年，国务院为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撰写碑

文，1978 年批准建立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

纪念馆。

烈士纪念馆中，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

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第零零零壹号”，签

发人为毛泽东。“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

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

社会上之尊崇……”原来，这是 1952 年毛泽

东给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段德昌

的亲属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

证书。

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洪湖

革命斗争中，他首创“敌来我飞、敌去我归、

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毛泽东

在井冈山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有异曲

同工之妙。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和

刘闯率领赤卫队多次运用这一战术，最终消

灭了彭霸天。在洪湖第一、二、三次反“围

剿”斗争中，段德昌指挥部队连战连捷，被誉

为“常胜将军”。1933 年在湖北巴东牺牲，

年仅 29 岁。

新生活

湿地重现荷塘美景

瞿家湾老街上，游客们经常会看到一位

独臂姑娘在为大伙儿熟练地讲解红色历史，

她就是瞿家湾村妇联主席陈玲。几年前，她

还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近年来，洪湖市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加

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刘绍南故居等

文物修复工程建设，以瞿家湾为中心，打造

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不断擦亮这张红色名

片。该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接待参观的人

数年均达 200 万以上，红色旅游也带动了老

区人民脱贫增收。

同样吃上了“旅游饭”的，还有洪湖上岸

渔民李金存。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渔民在

湖中发展围网养殖，无序扩张导致洪湖超

70%的水域被围网“吞噬”，水质一度下降到

劣Ⅴ类。 2016 年以来，荆州市组织拆除洪

湖水域的全部围网。2018 年 7 月，洪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

如今，经过拆除围网、退垸还湖等措施，

洪湖湿地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野生荷花恢

复近 10 万亩，到湖区越冬鸟类超过 10 万只，

洪湖重现水清岸绿“浪打浪”的生态美景。

耳畔是“洪湖水浪打浪”的美妙歌声，眼

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塘美景……每当开

着游船，看着大湖一天天变美、游客一天天

多起来，李金存的心里，简直比抹了蜜还甜。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这里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本报记者 范昊天

日前，由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带来的红色经典歌剧 《洪湖赤

卫队》 陆续走进苏州、上海等地，参与当地庆祝建党百年活动

的演出。演出临近结束，数千名观众站起身来，打着拍子与演

员们一道唱起那熟悉的旋律……

看过电影 《洪湖赤卫队》 的观众都知道，片中的大部分台

词都是“唱”出来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由歌剧改编而来的

电影。上世纪 50 年代初，湖北省实验歌剧团 （今湖北省歌剧

舞剧团），曾赴洪湖地区采风，广泛搜集革命斗争故事和歌

谣，创作了 9 场歌剧 《洪湖赤卫军》。

1958 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组织张敬安、欧阳谦叔、杨

会召等创作人员第四次深入洪湖，进一步走访当年的赤卫队员

和干部群众，4 个月内完成剧本的定稿。1959 年 10 月，《洪湖

赤卫队》 作为湖北省向国庆 10 周年献礼剧目进京演出，王玉

珍、夏奎斌等一批歌剧表演艺术家参演，获得好评。

紧接着，该剧在全国各地巡演，创下连演 500 场的纪录。

60 多年来，该剧经过 1976 年、1989 年、1998 年三次复排，历

经数代演员传承创新，成为 20 世纪最经典的民族歌剧作品

之一。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歌剧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第三代“刘闯”的扮演者、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秦德松告

诉记者，该剧以在洪湖地区采风获得的天沔花鼓戏曲和民间流

传的小调为素材，借鉴西洋歌剧气势宏大的表现手法，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全剧最脍炙人口的唱段 《洪湖水浪打浪》，改编自一首民

谣，优美而明快。

1961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将歌剧 《洪

湖赤卫队》 合拍成彩色故事片，由著名导演谢添执导。影片演

员基本上都是歌剧的原班人马，除了完整地保留歌剧中的精彩

唱段，还充分发挥了电影的优势，掀起更为广泛的“洪湖”热

潮。1962 年，电影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在对这部经典不断打磨。”湖北

省歌剧舞剧院副院长房小速说，比如最早复排的一版演出时长

是两个多小时，现在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将表演时间压缩

到两个小时以内。作为献礼建党 100 周年的三部湖北剧目之

一，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正在尝试采用全新的舞美和伴奏，着力

呈现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提升打磨后的舞台剧情版 《洪湖

赤卫队》 将于近期与观众正式见面。

60多年来，歌剧《洪湖赤卫队》

累计演出3000多场

唱不尽的

洪湖水
本报记者 范昊天

■红色之旅·百年记忆R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优

美动听的《洪湖水浪打浪》，是红色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的主题

曲，唱出了几代人的记忆。

洪湖，湖北省第一大湖，是曾经湘鄂西苏区的革命中心，也是中

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从贺龙元帅“两

把菜刀闹革命”，到“常胜将军”段德昌巧妙破敌……湖畔至今还流

传着传奇故事。如今，洪湖人民借着红色旅游，在绿水青山间走向

了全面小康。

清明时节，让我们一同走进烈士陵园，

参观纪念场馆，感受先烈英魂之中蕴藏的精

神之力、信仰之光。

青山埋忠骨，烈士留正气。烈士纪念

设施，是历史的载体，也是精神的象征，

镌刻着“时间的价值”。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现有烈士

纪念设施 74 处。作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

筑物保护单位，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

烈士纪念馆） 安息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

1700 余位烈士的英灵，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

斗争时期著名英烈人物牺牲、安葬最集中的

地方。

江西是一块凝结着烈士鲜血的红色土

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江西省有名有姓的烈士有 26万人。江

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是省内建设最早的烈士

纪念设施之一，始建于 1952年。纪念堂展线

近 600米，《红土魂——江西英烈事迹展》 主

题陈列展示了江西籍和在江西牺牲的外地籍

著名烈士 1642名和 21个英烈集体典型。

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前夕，江苏在全

国率先启动了以零散烈士墓集中安葬和原

地维修为主要内容的“慰烈工程”。经过 3
年多时间，全省 3.7 万座散葬在乡村田野、

偏僻荒岭的烈士墓，得到了集中安葬或原

地维修，受到烈士亲属和人民群众的广泛

赞誉。

陕西刘志丹烈士陵园是为纪念西北红

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始人之一的

刘志丹将军而筹资兴建的纪念性建筑物。

半个多世纪来，志丹陵园经历多次修复与

扩建，如今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还有 4000 多名边境作战牺牲烈士

安葬在云南，主要在红河、文山、普洱的 14
个烈士陵园。2020 年以来，紧贴烈属和公众

需求，云南提供线下线上个性化祭扫服务，

建设云南英烈网和网上祭扫平台。

今年，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继续发

出倡议，并开通以“守护·2021 清明祭英

烈”为主题的网上祭扫平台。3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单位或个人均可通过相关网站等

端口，进入网上祭扫平台，向英烈表达缅

怀之情。

（综 合 本 报 记 者刘博通、曹玲娟、王

丹、姚雪青、张丹华、李茂颖、苏滨报道）

各地举办清明公祭缅怀先烈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图①：洪湖瞿家湾老街。 资料图片

图②：洪湖上的连片荷花。 本报记者 范昊天摄

图③：洪湖举办公祭活动。 资料图片

图④：天蓝水碧的洪湖。 陈 勇摄

图⑤：武监高速洪湖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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