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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
迎来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
们有的在青年毛泽东雕像前，重温入党
誓词；有的在诗词墙前，朗读 《沁园
春·长沙》；有的在最南端的洲头，看宽阔
清澈的湘江奔流北去；还有的凭栏远眺，
遥望西面那翠绿的岳麓山……人们来到
这里，怀想无数胸怀家国、敢为人先的勇
士，抚悟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湖湘
大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建党百年
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中，湖南共有 4
条线路跻身其中，分别是“跟着毛主席
去游学”“红色旗帜·潇湘火种”“科技
湖南·动力中国”和“精准扶贫·首倡之
地”。这 4 条线路中，有伟人成长、红
军长征、中国高铁发展和精准扶贫攻坚
战的足迹。

循伟人足迹

1911 年，18 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
到长沙求学。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
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春岁月
里，他常携蔡和森、何叔衡等友人到橘
子洲、岳麓山一带活动，或指点江山，
或中流击水，或激扬文字，留下了求索
知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和强健体魄的
脚印。在长沙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日子
里，毛泽东受黄兴、蔡锷、蒋翊武等湘
籍革命党人思想的影响，意识到“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

今天，在“跟着毛主席去游学”精
品线路中，游客可以在长沙市橘子洲景
区、岳麓山景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旧
址以及湘潭市韶山毛泽东故居和纪念
馆、湘潭市湘乡东山学校旧址等，找到
毛泽东青春的足迹。游学，锤炼造就了
青年毛泽东的强健体魄和不屈精神，对
其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今年“七一”前后，来橘子洲、岳
麓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接受红色教育
的游人络绎不绝，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
面孔。这条精品线路，给当代青年学子
提供了研学伟人革命经历、传承家国情
怀的最好蓝本。

重走长征路

2021年春夏，湘西南地区的崇山峻
岭、河畔溪边，出现了一列列高举红
旗、身穿红军军装的“重走长征路”队
伍，人们沿着 80 多年前中央红军入湘
线路而行，实地感受、体验当年红军长
征时艰苦卓绝的环境，学习革命先辈坚
定无畏的精神。

这条线路，就是贯穿湘西南地区的
“红色旗帜·潇湘火种”精品线路。它循
中央红军长征湖南段的历程，经过郴州
市汝城县沙洲村、宜章县湘南暴动指挥
部旧址、苏仙区郴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到达衡阳境内的耒阳市湘南起义旧址
后，进入永州市道县陈树湘烈士纪念
园，转道怀化市通道县湖南通道转兵纪
念馆，再往西经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最
终抵达张家界市刘家坪红二方面军长征
出发地。在这条线路上，红军战士留下
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汝城县沙洲村，游客可以重温红
军与百姓鱼水深情的往事：1934 年 11
月，天气湿冷，3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
秀老人家中，见老人家一贫如洗，临走
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
老人留下。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
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陈树湘烈士宁死不屈、断肠明志的
悲壮之举，也发生在这条路上：1934年
12月，寒气逼人，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湘
桂接壤的湘江边持续了四天五夜，红五
军团第 34 师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
后，遭到国民党湘军和桂军的夹击。师
长陈树湘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
肉之躯为大部队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
间。不幸的是，陈树湘身负重伤被俘。
在被敌人抬往道县县城邀功的路上，他
将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扯断自己的肠
子，献出了 29 岁的年轻生命。这个无
畏的勇士，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革命
事业的绝对忠诚。

这些动人心魄的故事，在“红色旗

帜·潇湘火种”精品线路上流传，就像一
座座丰碑，伫立在老百姓心头。现在，来
陈树湘烈士纪念园缅怀、学习，成为人们
重走长征路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科技绘就蓝图

“科技湖南·动力中国”精品线路，
串起长沙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长沙远
大科技集团远大城、株洲动力谷 （高铁
机车、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
展示）、衡阳工业博物馆和郴州宝山工
矿等打卡点，是一道展示中国制造飞速
发展的美丽风景线。

一列列“和谐号”“复兴号”高铁
机车，在大江南北风驰电掣；一辆辆挖
掘机、推土机等工业机械车，在户外工
地忙碌着……循“科技湖南·动力中
国”精品线路，可抵达高铁机车与中国
工程机械制造业的大本营。整洁的办公
楼、高大明亮的厂房、自动作业的生产
流水线……这一座座集科技研发、机械
制造、信息化建设于一体的现代化工业
园区，成就了“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特色产业基地”和
“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国内首列商业
化运营的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国内首条

8 英寸 IGBT 专业芯片生产线、全球首
列无轨列车、世界最大功率的六轴电力
机车、世界首台储能式电力牵引轻轨车
辆等成果，都诞生于株洲动力谷。

继续南下，来到“有色金属之乡”
郴州，这里有宝山工矿旅游景区。昔日
的露天矿区，像一册打开的展示采矿业
发展脉络的教科书。游人在这里，可了
解现代采掘流程，了解千年来的采矿历
史，充分感受矿山的厚重，感受铸造大
国重器和驱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力量。

创脱贫奇迹

“精准扶贫·首倡之地”精品线路，
穿行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
县十八洞村、吉首市矮寨奇观景区、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乾州古城、泸溪县
浦市古镇、凤凰县凤凰古城 （包括老洞
村、竹山村） 和凤凰县菖蒲塘村之间。
这条线路，全程在民族风情浓郁的湘
西，沿途风景秀丽，民风淳朴。

来到山清水秀的十八洞村，从梨子
寨、竹子寨、飞虫寨到当戎寨，人们可以
感受到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土路硬化
成了宽敞的双车道，黑灯瞎火的夜晚被
户户灯光照亮，家家用上了自来水和与
城里一样的冲水厕所，房前屋后到处干
净得像公园。这里空气清润，仿佛被流水
濯洗过；农家乐的木楼整洁舒适，住满了
来旅游的客人；村民自制的苗家腊肉、米
酒，成为大家宠爱的苗乡特产。

十八洞村，作为“精准扶贫”的首
倡地，实现了从深度贫困到人均纯收入
过万元的转变。这个事实，让世界看到
中国脱贫的决心和毅力。

在离十八洞村不远处的矮寨景区，

险峻的盘山公路从峡谷蛇行而上，山顶
的云海里横着一座雄伟的矮寨大桥，距
地面竟有100多层楼高。

来到凤凰古城，游人可戏水沱江
边，亦可参观沈从文故居，瞻仰听涛山
下沈从文墓。然后在乾州古城和浦市古
镇的老街，发思古之幽情。再到凤凰县
老洞村、竹山村感受湘西浓郁的苗族民
俗文化，细听他们的故事。

左上图：长沙橘子洲美如画。
鲍赣生摄 （人民图片）

上图：彩虹映照凤凰古城。
刘 伟摄 （人民图片）

奋进湖南勇争先
方雪梅

一

从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出来，已是中午时分。穿过馆
前的小马路，向左沿着人行道前行八九十米，就会走到一条
小巷的入口。

巷子在一个不缓的坡上，要走进深处须拾阶而上，我于
是慢慢向里走去。途经一个小平台，高出路面半米，平台上
摆有两张方桌，每张可坐四人。平台的入口处，是一个灶
台，灶台上一口直径五六十厘米的铁锅，白花花的豆腐浸泡
在微微泛黄的卤水里。灶台旁一张低矮的漆了桐油的木桌，
鲜香的蘸水碟在上面一字排开。

对于街头小吃，我没有品尝的爱好和习惯，除非有朋友
坚决相劝。但今天实在有点奇怪，走了几步便再迈不开腿，
眼光早就投到那咕嘟嘟的锅里和那香喷喷的碟子中。虽然我
已经吃过了午饭。

一位头发花白、围着紫红色围裙、看上去年龄六旬左右
的老者，满脸慈祥不慌不忙地问：“吃豆花吗？”

“呃！”我不置可否。富顺豆花有名，可也到处都有。成
都、绵阳，甚至外省，我想。但是开在这样一个偏僻深巷里
的，一定不是给外地人吃的吧！

“想尝尝。”于是便答。
在其中一张方桌坐下，点了一大碗豆花。随送的是米

饭、蘸碟、米汤。豆花不凉不热，一会儿的工夫，碗碗见底。
对于这豆花，我只能说好吃。为什么好，却说不出道理来。
回到成都几天了，一直忘不了这吃食，有意无意地总要

和人说起这条小巷的富顺豆花。
再一次说起时，是在自贡的一位文友处，他告诉我，富

顺豆花好在豆子、蘸水、卤水。豆子是土生土长的。蘸水是
几百年积淀的，有很多迷人的传说，特点是辣而不燥、麻而
不涩、鲜而不烈、甜而不腻。这么个小东西，能被评定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说明确实好，也成了来富顺的外
乡人必带的美味。自贡卤水丰富得无地可比，千尺井下的盐
卤至今汩汩不绝。卤水点的豆腐，一定比其它点的要好。朋
友一口气介绍了富顺豆花好吃的秘密。

此时，我才猛然想起，自贡是个盐都。

二

自贡产盐，历史悠久，无出其右。从古籍《博徒论》和《华阳
国志》的有关记载来看，自贡地区的盐业起始，应该在东汉章帝
时期。在近两千年的盐业生产过程中，自贡开掘了一大批古井。
到1914年，仅自流井区域内还有“水火两井共九百六十眼”，废
井11800多眼，流传有“自流井盐井多如麻筛”的说法。

自贡盐井的发明创造、跌宕沉浮、影响贡献，历朝历代
多有详尽的记录，读之令人感慨不已、赞叹不绝。这座有盐
在先的城市，如今依然在许多方面或深或浅地留有盐的印渍。

这豆花不说了。众人皆知，自贡还是一座灯会之城，素
有“天下第一灯”的美誉。自贡彩灯历史悠久，自然和自贡
盐业发达、百姓富庶这个大背景有关。但灯会经久不衰且越
办越好，无论技艺、规模还是影响都在海内外首屈一指，这
其中到底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多少年了，我从没有想过。

恰好受邀到自贡，陪同我们的谭豹先生，也是老朋友，
告诉我，自贡彩灯背后其实是一种与盐业有关的技艺在支
撑。比如“群狮戏球”这组灯，这6只狮子是用20480件瓷器捆
扎的，如此大气磅礴，只有自贡可以做出来。还有“百米瓷龙”，
使用了杯、碟、碗、盏、勺、盘各类瓷器20多万件，重量就有50多
吨。龙头摆动，龙嘴吐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自贡能把它做成
这样的规模，做得如此结实、活灵活现，是有核心技术的。

和盐井同时诞生的天车是自贡的鲜明标志，谭豹介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贡市还有上百座天车。随着盐业由传
统工艺向现代工艺发展，天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仅存
18座，其中最高的达 60多米，负重近 20吨。天车有六脚的、
四脚的、三脚的，是用浸过桐油的麻绳把无数根杉木捆扎而
成的，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这一技术流传至今，
就成了自贡灯会的核心技术。

十多年前，我在紧邻自贡的内江工作时，有幸年年在正
月间前来观赏。因为那时也只有在春节期间才展出，人山人
海、摩肩接踵，只能看个热闹。现在，一年展出十多个月，
人们可以慢慢地欣赏，详细地了解。

与盐有关的远不止这些。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盐帮菜，以
味重、味厚、味丰为特色，据说起源于东汉时期，代表菜品
有火边子牛肉、水煮牛肉、粉蒸牛肉等。盐帮菜几乎遍及天
下，可其中食材为什么以牛肉为主？

采盐需要动力，当时的动力就是牛，几乎没有替代之
物。据《富顺县志·卷五·食货》记载：“自流井厂推水牯牛约
十余万头，每年老病倒獘及四乡因病宰杀者均由皮行收买……
岁出总额约八九千张。”这只是一个自流井厂的量。全自贡是
个什么数字？肯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所以牛肉成为盐帮菜
的主打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因盐而设市。我第一次知道自贡两个字，也取自两口盐
井的名字——自流井和贡井。在自贡，处处留下盐的鲜明印
迹。从这清晰的印迹中，我们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分明经
络，看到了它沧桑前行的不凡轨迹。

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在自贡盐渍浸泡的印痕里，居然
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

川盐济楚，自贡不辞。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淮盐
的运输通道被堵死，湖北、湖南陷入无盐可吃的困境，在此
之时，政府议准川盐摆脱控制直达缺盐地区。这是历史上第
一次“川盐济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破坏淮盐
生产，两湖食盐供不应求，甚至发生盐荒。国民政府令川盐
增产，供应川、康、滇、黔、湘、鄂、陕7000多万人口。二
次济楚，凛然大义。

到了1944年，抗战吃紧，四川掀起献金高潮，全省5000
多万人献金5亿多元 （法币，下同），其中自贡22万人就献了
1.2亿元，震惊全国。

自贡，其他不说，就这两件事，足以让人看到它骨子里
的雄性和大义！也想起著
名诗人杨牧的诗句：

我是骨——骨中有钙！
我是汗——汗中有盐！

（侯志明，中国作家协
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电影家
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
《行走的达兰喀喇》。）

盐都自贡
侯志明

盐都自贡
侯志明

金鸡唱三省，黄梅香万里。湖北省
黄梅县地处鄂赣皖交界之处，文化底蕴
深厚，特色鲜明。在我心中，那别有韵
味的“风花雪月”值得一赏。

黄梅的“风”，是指“山野之风”，即黄
梅戏。千年古县绽奇葩，一曲黄梅香天
涯。黄梅戏又名黄梅调，是源自黄梅县一
带的采茶调。清末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
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逐渐
发展为一个戏曲剧种。悠扬的采茶调和
畈腔，恰似山野吹来的风，洋溢着泥土的
芬芳，令听者如沐春风。黄梅戏这“山野

之风”，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日趋兴盛。
如今，黄梅戏已发展成为中国五大戏曲
剧种之一。2006年5月，黄梅戏被国务院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目录。2008年6
月，黄梅县黄梅戏剧院带着传统小戏《回
门》走出国门，赴欧洲芬兰演出，受到海
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黄梅的“花”，是指“黄梅挑花”。
这种工艺在黄梅极其普遍，女性从小就
向母亲或祖母等长辈学习，一生离不开
挑花：年轻时挑嫁妆挑“毛虫”（婴幼
儿鞋帽服饰），暮年则挑寿巾寿衣寿

鞋。所以，坊间也流传“黄梅有女皆挑
花”的说法。在黄梅四里八乡行走，常
见三五成群的妇女围在一起挑花，有的
还边挑边唱《挑花歌》：“莹莹手巾四四
方，挑个明月照花墙，外面挑个郎望
姐，里面挑个姐望郎。”2006 年 5 月，

“黄梅挑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黄梅挑花一般就地
取材，采用深色坯布作为挑花坯布，制
作时，以白线挑出纹样大的骨架，兼用
少量的桃红、朱红、鹅黄等彩色丝线充
填纹样，以此形成强烈对比，制作成耐

看实用的艺术品，这便是黄梅挑花的一
大特色。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还悬挂
有黄梅挑花作品，成为黄梅乃至整个湖
北对外展示的名片。

黄梅的“雪”，是指“紫云霁雪”。
“紫云霁雪”位于黄梅县北部的紫云
山，也就是老祖寺所在地，充满传奇色
彩。史载，比达摩大师早来中国 300年
的千岁宝掌和尚，来到庐山日照峰，寻
找紫云升处，因为有紫云升起的地方，
就是他建寺说法的道场。所以，此处名
叫“紫云山”。该山海拔 1135米，山高
风疾，积雪深厚，雪过天晴，一峰独
立，望如银屏，亮丽无比，如童话般浪
漫。清代文人邓文滨在此触景生情，石
刻一联：“立足如紫云观瀑，洗心若白
雪喷岩”。

黄梅的“月”，是“西池夜月”。亘
古及今，人们对月总是情有独钟，黄梅
县城西部就有这样一方池，相传池水有
光，夜明如月，虽朔晦皆然。更有趣的
是，《西游记》 中如来的大雷音寺位于
西牛贺洲，原名东禅寺的五祖寺迁至东
山前，也位于西牛贺洲所在的西池岸
边。“西牛贺洲地形如满月，人面亦如
满月”。因此，黄梅的“西池夜月”又
名“西牛望月”。有文人墨客身临此
处，诗兴大发：“西池水映月圆圆，夜
静携壶醉柳边。仰望西牛情脉脉，年年
何事恋婵娟？”

题图：湖北黄梅老祖寺。
赵广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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