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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一株大榕树，绿油油的叶片在

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光芒，须根像层层

门帘一般垂着。绿荫里人们三三两两，

或在摇扇乘凉，或凝视着眼前的一片半

月水塘，水塘里种满荷花，后面便是横成

排竖成行的青砖瓦房。

我见过太多岭南乡村，这地处广东

省台山市的大纲村，模样似乎和别的村

子没有大的不同。穿过村道，从巷口往

里走几十米，便看到一处青砖大屋，门口

很窄，只可容一人进出。门口木匾上刻

着五个字：林基路故居。

木头门扇，漆成暗红色，门扇上挂

有铜环，似乎期待着人们叩响。我正要

抬手，重重思绪一时涌上心头：他心头

有一颗怎样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从

台山迈步广州、走进上海，而后东渡日

本，又重返上海再赴延安而至新疆的迪

化（今乌鲁木齐）、库车、乌什？是什么

样的力量，让他从岭南走到新疆，化身

为金灿灿的胡杨？答案，也许就在这扇

门后。伸出手去，轻轻一推，“吱呀”一

声，门开了。

房子不大，单层砖木结构，建于清

末，东西两房，中间为厅堂、天井，院子里

铺 着 凿 平 的 石 块 ，屋 子 里 铺 着 赭 色 地

砖。房内均是寻常家具，厅堂门口挂着

一副木质楹联，左书“和厚家风”，右书

“修齐世德”。厅堂内摆有方桌长椅，右

侧墙角倚一木架，每格上都放着一张笸

箩，估计当年是用来养蚕的。屋内陈设

简朴，既有乡土劳作氛围，又不乏当地的

文化气息。

台山旧称新宁，素有侨乡之称。林

基路 1916 年出生，其祖父原是个穷苦的

耕田人，后为生计所迫到美国谋生，林基

路的伯父和叔父也跟着去了美国。而林

基路的父亲因为天资聪颖，留在家中读

书，希望能走科举仕途。然而待其学成

赴考时，科举考试废除了，林父便攻读法

律回台山当了律师。虽然科举未成，但

林父念念在兹。林基路乳名福照，初起

学名国梁，后改名为梁。其兄乳名福顺，

初起学名国栋，后改名为栋（曾是中山大

学学生会主席和广州学联主席，后与朋

友赴香港办学）。其弟乳名福佑，学名国

干，后改名为干（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

内微波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林父

希望几个儿子好好读书，成为国家栋梁

干才的用心可见一斑。

1930 年夏天，少年林基路碰到一个

很好的学习机会：留学日本的谭秀峰（即

何干之，广东台山人，陕北公学初期的主

要教员之一，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主任、党史系主任）等一行人从东京回

来，在台山举办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究

班，主讲现代世界观和新文学，实际上主

要内容是马列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研

究班主要吸收部分中学生和小学教师到

班学习，林基路主动要求参加。学习的

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对林基路幼小

的心灵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作为殷

实人家的子弟，他联络一批同学和师长，

在自己就读的任远中学开办民间夜校，

吸收附近无钱入学的贫民子弟四十余人

入学读书，还编写了一篇名为《中秋节》

的国文课文。

开阔了视野的少年林基路一路求

学，几经辗转，从台山到广州，从广州到

上海，从上海到日本，在 1935 年加入中

国 共 产 党 ，而 后 又 重 返 上 海 参 加 了 左

联。1937 年 9 月，延安发来电报，要从上

海调一些做文化工作的人过去。对革命

圣地向往已久的林基路听到消息，迫切

要求前往。1937 年 10 月初，林基路到达

延安。据同为台山乡亲的同行者李云

扬回忆：“虽然城小得只有几条土屋街，

人少，店小，但当时却满城熙熙攘攘，都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祖国英雄儿女。”

林基路和李云扬进入党校学习，且

被编入同一班，林基路被推选为该班的

班长和党支部委员。一日，党校干部处

处长找他和李云扬谈话，为了扩大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派他们进疆

工作。为了保守党的干部机密，中央要

求所有入疆的干部改名。经过一番考

虑，林基路将当时的名字“林为梁”改为

“林基路”，而李云扬改名“李志梁”。

1938 年 2 月，林基路、李云扬等一批

赴疆干部自延安出发，先到西安，再化装

为平津一带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挤在

三辆运输卡车上到达兰州。因为当时赴

新疆交通不便，林基路一行在八路军驻

兰州办事处等了一个月。后来有架苏联

运输机从兰州出发飞往哈密，他俩这才

得以成行，然后再转乘汽车到了迪化，一

路可谓几经辗转、历尽艰难。林基路先

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

局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

李云扬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后任巴楚

县县长。

巴楚县我没有去过，但巴楚所在的

喀什地区我去过。那里夏天的太阳晃

眼，白亮亮的，到了晚上十点还不肯收敛

光芒。从喀什地区喀什市开车走一白

天，晚上到和田地区和田市，一路基本都

是戈壁，鲜见绿洲。从和田市开车再走

一白天，就到了阿克苏。从早晨到傍晚，

一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穿行，除了一

眼望不到边的连绵沙丘，偶尔可以见到

几株散落的胡杨树，树冠很大，树干粗

壮 ，铮 铮 铁 骨 般 傲 立 苍 穹 ，颇 有 英 雄

意气。

早上八点多从阿克苏出发，临近中

午到达库车。车子在天山南麓行驶，往

左看是光秃秃的赭色岩石，往右看是一

眼望不到边的戈壁，间或可见高耸的风

力发电机和石油钻探塔，下了高速进入

库车县城后才看到绿色。我是来这里家

访的，因为知道林基路曾在这里工作，所

以对这里多了些特别的关注。我问学生

家长，知道林基路吗？他们说，知道，这

里有林基路大坝，还有团结新桥也是他

修建的。查了下资料，林基路就任新疆

学院教务长是 1938 年，那时他只有二十

二岁。就任库车县县长时只有二十三

岁，离任库车县县长那年他二十五岁，被

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是 1943 年 9 月，那

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与他一起牺牲的还

有陈潭秋、毛泽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提出了新疆学院校训（“团结、紧张、质

朴、活泼”），带领学生开展爱国抗日宣传

活动，创作了新疆学院院歌，在阿克苏、

库车、乌什大力兴办教育，办了难以计数

的好事实事。

在惊叹林基路的坚强革命意志和超

强工作能力时，我们也深深为一位女性

所 折 服 。 她 便 是 林 基 路 的 妻 子 ，陈 茵

素。同为台山人，她出身于富裕的华侨

商人家庭，1935 年底与林基路在日本留

学时结婚。1937 年 8 月她从日本回到台

山老家分娩，不久产下一女。彼时，林基

路已经奔赴延安。1938 年 5 月，陈茵素

与几位知识青年相约从台山赶赴延安。

当他们走到河南信阳时，铁路因战事不

通了，一行人只好停下来商议，打算先回

台山，等待形势好转时再出来，可是陈茵

素坚决表示要继续前进，决不后退。无

奈，其他几名男青年取道回台山了，陈茵

素却义无反顾地向北走，经过八天的步

行，到达洛阳。

陈茵素后来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

之后一路步行，1939 年 5 月到达延安。

从出发到抵达，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可

是此时林基路已经到了新疆，到了一个

更远的地方。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光

荣入党后，陈茵素决定也到新疆去，与林

基路共同战斗。

经党组织批准，1939 年 9 月，陈茵素

从延安搭飞机到达迪化，后又马不停蹄

赶往库车。夫妻会面后，陈茵素将从延

安带来的指示向林基路和另一位在当地

工作的党员蒋连穆传达。经过三人研

究，决定成立库车县第一个党小组。至

此 ，南 疆 库 车 的 第 一 个 共 产 党 组 织 成

立了。

很多人知道，林基路身陷囹圄时写

过一首《囚徒歌》，特别是结尾的那句：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更是口口相传，耳熟能详。很少有人知

道，林基路还写过一首《思夫曲》，是他以

爱人和其他被囚禁的女同志的心境写

的。“丈夫啊！你不要焦愁，你坚持节操，

黎明就要来到。黑暗已到尽头！丈夫

啊！你不要焦愁，你坚持节操，一旦光明

到来，你就回来拥抱！拥抱！”如果不是

志同道合，恐怕很难写出这样由我心及

你心、由你心励我心的诗句。据载，战友

们回到延安之后，在新疆死难烈士的追

悼会上，陈茵素唱起了这首歌，在场的所

有战友都流下泪水。

昏黄的阳光，矮矮的墙，窄窄的院

门，又一声“吱呀”，将我从沉思中带回。

“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

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

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走出林基路故居，来到村子中央，发

现有一处荣参书室，陈列有林基路生平

事迹展。村里还有一处初心讲堂，目前

正在建设台山市农村干部培训学校。而

荷花塘的对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整

畦整畦的瓜果蔬菜，旁边矗立着林基路

烈士纪念碑。碑基正面镌刻着林基路

烈士生平，另外三面分别是邓小平、陈

云、王震同志的题词。

林基路纪念公园是 2007 年落成的，

那时陈茵素已年届九旬，她坐着轮椅来

参加落成仪式。据在场的人讲，她再次

吟唱了《囚徒歌》与《思夫曲》，闻者无不

动容。

戈壁之上，烈日寒霜，风沙漫卷，没

有甘泉的流淌，没有肥沃的土壤。那一

棵棵胡杨，就像那一批革命者，以铮铮铁

骨、用倔强豪放在戈壁荒漠书写着英雄

的诗篇。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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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因为

地理位置特殊，地处湖北中部的荆门，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也是一

个特别有故事的地方。

尤其在荆门生活过后，你会发现

老城区的街巷、道路名称，虽然字面上

浅 显 直 白 ，却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历 史 掌

故。一条街道、一段路，就是一部历史

书，记载着风云际会、时代变幻、人物

传奇。那些至今沿用的街巷、道路名

称，无疑是红色文化的传承，是历久弥

新、让人由衷致敬的红色路标。

荆门城区哪里最繁华、最热闹？

熟悉荆门的人会脱口而出：中天街。

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路牌标注中天

街的同时，还提示中天街有另一个名

字——解放街。这条街见证了荆门解

放的历史。

史料记载，1949 年 2 月 2 日，荆门

战役打响。解放军集中兵力，经过激

战，于 2 月 4 日一举打掉国民党军第

79 军军部，并活捉军长方靖。当时，

就是在解放街上，人们载歌载舞、欢天

喜地，迎接解放军进城，让荆门自此换

了人间。

夕阳西下，荆门市民最喜欢的去

处之一，是龙泉公园的文明湖畔，或跑

步健身，或休憩闲游。然而无论男女

老少，途经文明湖西侧，都会禁不住停

下 脚 步 ，向 一 尊 静 默 的 石 像 致 以 敬

意。那正是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

的石像。

1938 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狂轰

滥炸，荆门城遭到严重破坏，市民生

活已是相当艰难。这时以曾志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在城内三里街办起军

民合作饭店，为衣食无着的群众提供

免费食宿。而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

第 33 集 团 军 参 谋 长 张 克 侠 ，更 是 主

动提出援助经费，并号召团以上军官

捐款，筹得一笔资金交给曾志，用于

增添设备、加派人员、扩大经营，一时

传为佳话。但地方豪绅与国民党军

中的反动势力，纷纷向张自忠告状，

说曾志是共产党，应立即抓捕、严惩

不贷。没想到将军不以为然，还对曾

志等人的行动大加赞许，并选择在军

民合作饭店设宴待客。新中国成立

后，三里街更名“民主街”。张自忠将

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事迹，也从此深

深印入人们心中，人们视将军为顾全

大局的民族英雄。

而与解放街毗邻的建设街，则见

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荆门人民战

天斗地，将曾经肆虐的漳河改造成为

润泽一方的“幸福河”。在董必武、李

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下，自 1958 年起，先后有六十余万人

次参与修建漳河水库。在有限的条件

下，建设者们团结一心，不畏艰险，一

些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水

库承雨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库容超

二十亿立方米，水面一百多平方公里，

从高空鸟瞰，简直就是一颗晶莹剔透

的 明 珠 ，镶 嵌 在 一 望 无 垠 的 荆 楚 大

地上。

还有星火路，取自“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红色

政权是怎么来的。1928 年初，为声援

秋收起义，中共荆门县委先后领导城

南、城西、城北地区的农民多次举行大

规模武装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主要领导之一靳吉祥被捕后遭受酷

刑，最后壮烈牺牲。但毋庸置疑，此时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火种

已经点燃。由荆门而至整个湖北，到

处都是抗争的呐喊、斗争的号角，可谓

红潮涌动，烽火遍燃……红色路标在

荆门城区俯拾即是，老市民对红色掌

故 信 手 拈 来 ，这 无 疑 是 一 座 英 雄 的

城市。

屈指算来，我已在荆门生活近三

十年。每逢周末，我就会骑一单车，城

东城西、城南城北逡巡，只为再看一眼

那些红色路标，再听附近老人讲一讲

路标背后隐藏的故事。正是从这些路

标中，我看到了荆门人民身上始终充

盈着做中国人的志气与骨气，以及“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豪情。

今天的荆门，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经济社会步

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在多个领域谱写

了新篇、铸就了新绩。譬如农业方面

的“中国农谷”，航空业方面的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等等。而这

一切的一切，追根溯源，是因为荆门人

民 传 承 了 红 色 基 因 ，赓 续 了 红 色 血

脉。那些红色路标背后的故事和精

神，指引着一代代荆门人不畏艰险、开

拓进取、追求卓越。我想，身为荆门人

是幸福的，因为先辈先烈锻造的红色

精 神 已 成 为 这 座 城 市 无 价 的 精 神

财富。

被列为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

护单位的荆门烈士陵园，正坐落于荆

门市内的象山上。每每拾级而上，站

在象山上四望，那一枚枚红色路标早

已镌刻于心……

荆
门
的
红
色
路
标

刘
良
军

蓝天下，青山旁，静卧着一湖碧水。

这些天，每当天际泛白，我就来到白

马湖湖边草地上，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

一边欣赏碧水青山和青山之上天际的变

化。只见远方山脊的天空越来越亮，渐

渐，云彩变红，把天际下一个个翠绿的山

头映衬出来。接着，山头上冒出来一个

红点。不一会，红点变为半个红球，好像

在害羞地拨开红云朝外张望。好一阵，

才勇敢地露出整个脸庞，把一缕缕光芒

撒向大地……

朝阳下的青山，更加秀丽妩媚；朝阳

下的碧水，像翡翠，像明镜，无比动人。

云朵亮丽多彩，幻化出各种图案，如骏马

奔驰，似彩带飘逸……这时，没有山风掠

过，湖面很静，青山很静。湖水把两岸的

青山、天上的彩云，全揽在自己怀里。水

上是天，彩云飘动；水面，也是天，也有彩

云飘动。

屈指算算，我在这湖畔生活了快二

十年。对白马湖今与昔、浊与清的变化，

有深切的体会。

原本，这里没有湖，两排高山之间，

是一个长长的峡谷。峡谷里，从远处流

来一条溪河，那是孙水河。孙水汇入涟

水，涟水注入湘江。最终，汇入洞庭、长

江 ，流 入 大 海 。 在 那 个 意 气 风 发 的 年

代，为了解决娄邵盆地数十万亩良田的

灌 溉 问 题 ，山 民 们 在 党 和 政 府 的 组 织

下 ，从 十 里 八 乡 来 到 这 里 ，安 营 扎 寨 。

人们满腔豪情壮志，用锄头扁担等原始

工具，筑起了一道百余米长、几十米厚、

十数层楼高的土坝，将两边的大山连接

起来，截断了这条千百年来流淌在山谷

里的孙水河……于是，两排青山之下，

出 现 了 这 个 水 面 达 一 万 多 亩 的 大 湖 。

平日，可用水力发电，点亮千家万户；农

忙时，湖水又可流入田土，浇灌庄稼。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作家捐出数

万册图书，在水库边设立了一个乡村图

书馆，被人们称为“作家爱心书屋”。那

些年，画家、摄影家、书法家、作家纷纷

来到这里，写生、摄影、写作，把这里的

碧水青山请进他们的作品，好不热闹！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广阔湖面喧

闹起来，上有水上飞机，下有快艇穿梭，

水上餐厅一家挨一家，游客纷至沓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湖岸的人们，有

的搞起了网箱养鱼，有的拉起了围网，

划占一块水域来放养鱼虾。紧接着，渔

业 公 司 也 进 驻 了 。 然 而 ，为 了 追 求 效

益 ，渔 业 公 司 时 常 把 大 量 饲 料 撒 入 湖

中。鱼肥了，但几年下来，一湖碧水也

浊了、黄了。

这时，人们才惊醒：这是在杀鸡取卵

啊 ！ 得 到 了 短 期 利 益 ，却 带 来 了 长 期

污染。

2010 年起，当地政府痛下决心，进

行整改。先是把粗放式开发引来的水上

飞机、快艇等游乐设施全部迁走，接着将

水上餐厅、湖边宾馆、游乐场所统统关

掉。工作人员依法依纪，耐心做工作，也

依法给予补偿。有些户，有些人，上门十

次不行，就上门二十次、三十次，反反复

复给他们讲解政策，推心置腹和他们分

析利害关系。要给子孙留一座青山，留

一湖好水啊！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工作，湖面上没

有了快艇穿梭，没有了网箱和围网，湖岸

边更没有水上餐厅了。

白马湖水浊与清的演变，在我的脑

海里迅速地闪过。这个变化，不正反映

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生态

观念的进步？

太阳升高了，阵阵山风掠过，湖面上

泛起一层层的涟漪，阳光下，微波如碎

银般跳动。这时，岸边草地上，有艺术

院校的师生端坐，正对着近处的碧水和

远处的青山，认真地写生呢！只见一块

块写生板上，一幅幅漂亮的画作正在绘

成。一些摄影家也来到了这里，举起长

长短短的相机，把蓝天、青山、碧水，引

进镜头……

一湖碧水复又回，一湖碧水入画来！

一湖碧水入画来
谭 谈



湖北省荆门市城市风光。

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