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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连绵起伏，苍松翠竹遍地。

挺拔雄伟的五指山，峻峭险峻的黄洋界，壮丽秀美

的五龙潭， 壮观宏伟的彩虹飞瀑， 碧波荡漾的井冈湖

……处处给人以雄壮美的感觉，无不使人心旷神怡，流

连忘返。 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井冈山的风景美，莫过于

井冈山上的兰花美。 兰花是井冈山上最亮丽、最美的一

道风景。 这不仅仅是因为兰花自身的高贵洁好，更源于

那个凄美、悲壮、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源于一代伟人、

名将朱德一生钟爱兰花，对兰花的不舍情结。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部转战朝汕、赣南一

带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作战，于 1928 年 2 月 15 日攻克湖

南古城耒阳。 在这里，朱德与有耒阳“女秀才”之称的年

轻的共产党员伍若兰相识。 由于共同的革命志向，以及

朱德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伟大的人格魅力，两位革

命者从相识到相恋，很快结成伉俪。 1928 年 4 月 28 日，

朱德率部挺进江西，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

师，写下了宁冈“朱毛”会师的革命历史。 伍若兰义无反

顾地跟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朱德生活的伴侣、革命的

战友、工作的参谋助手。

1931 年，为了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红军采取

机动灵活的战略方针，主力部队撤出井冈山进入外围作

战。 一天在长途行军休息中，朱德和一小股部队突然被

跟踪而来的敌军包围，情况非常危急。 伍若兰一把夺过

朱德的小手枪说：“你是一军之长，安全突围出去事关重

大，我掩护你。 ”并使出全身力气不由分说地把朱德推

出屋外。 面对气势汹汹冲到跟前的敌兵的叫喊镇定自

若地答道：“我是朱德的太太。 ”

“伙夫”朱德安全脱险了。

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到了“共匪”头目朱德的妻

子，就如同得到了对付朱德、对付红军的制胜法宝。 于

是，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伍若兰进行威逼利诱和残酷的

迫害，但始终没有在坚强的伍若兰身上得到丝毫有价值

的东西。

伍若兰落入虎口后，朱德心如刀绞，伍若兰与自己

从湖南到井冈山一路走来，历经风雨而相亲相爱，情投

意合。他知道反动派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革命者

的，何况是他朱德的妻子。 他怎么又不想救自己心爱的

人儿脱险！然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崇高伟大的

革命品格和无畏的牺牲精神。 面对敌人的诱惑，他强把

伤痛深埋心底，从容指挥战斗。

“围剿”红军的计划失败了。一无所获的国民党的阴

谋彻底破产后， 气急败坏的反动派们残忍地将怀有七

个月身孕的伍若兰杀害……

朱老总一生钟爱兰花，非常的钟爱兰花，那是他

对爱妻伍若兰一生不变的爱恋和怀念 。“无情未必

真豪杰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62 年 3 月 22 日，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总司令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的朱德，于百忙之中抽身重上井冈山。 临回北京时，

老人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唯独带走了一盆井冈山上

的兰花。

伫立巍巍井冈，我仿佛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烽火硝烟，看到了那些或悲壮或残酷的场景。我想，朱

老总带走的何止是井冈山上的一盆普通兰花？那是老人

家一份真挚的，一生不能舍弃的兰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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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这么一响啊，精神就高昂

神州春意浓，处处舞清风

党的十八大，指引好方向

宏伟蓝图已绘就，中国梦飞翔

伟人故里莲花开，处处是芬芳

哦 ？ 是吗？

莲花美，莲花香，莲花清气入心房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莲花精神四海飘，四海飘

说说咱昭山，心中有豪情

潇湘古八景，长株潭绿心

山欢水笑人更美，保护开发两得彰

民生社会全保障，发展前景道路宽

道路宽

廉政勤政在昭山，金杯银杯看口碑

领导干部作表率

人民群众干劲旺

人心齐

泰山移

作风正

清气扬

建设昭山如天堂

打竹板，竹板响，大家听我讲一讲

党员干部八不准，面对诱惑要清醒

权利关在笼子里，阳光运作人人喜

项目建设如潮涌，反腐倡廉是保障

一言一行受监督，群众路线走得畅

走得畅

廉洁自律如莲花，敬民爱民人人夸

干部作风是旗帜，服务群众落实处

下基层，到村组，千万帮扶如春风

到一线，奔项目，六位一体忙服务

打造环境为发展，引来金凤凰

说道是

心中有准则，干事更顺畅

建起安置楼，花园般漂亮

依法依规搞拆迁，群众心眼亮

心眼亮，干劲旺，和谐拆迁是方向

党员干部顾大局，带头拆迁自家房

建设新家园，幸福万年长，嘿！

幸福万年长

查问题，不手软，谁敢伸手就拿谁

整会风，强作风，开出时代新风尚

淡名利，不妄想，做人做事有方向

鞭打假丑恶

弘扬真善美

杜绝懒贪腐

美誉传三湘

领导带好头，工学两不误

两型示范区，队伍更坚强

绿心发展在提速

明天更辉煌

快板齐声响，精神更高昂

昭山故事多，一曲清风颂

颂清风

扬清风

清风托起昭山梦

大家知道中国梦的瑰丽组成吗？

要我说，绿色的梦是两型的梦

蓝色的梦是产业的梦

红色的梦是文化的梦

金色的梦是收获的梦

两型昭山梦

幸福湘潭梦

美丽湖南梦

唱响中国梦

两型梦、环保梦、生态梦、低碳梦、文化梦、创意梦、人才梦、教育梦、

产业梦、科技梦、商务梦、旅游梦、昭山梦、湘潭梦、湖南梦、中国梦！

� 烟波浩淼，一望无垠的洞庭湖使无数文人

墨客的胸中涌动着诗情画意。 然而在我眼中的

浩浩荡荡的洞庭湖太博太精深，似乎是亘古洪

荒时代留在宇宙间的史册，沉甸甸的让人难以

破译，永远无法看清其真实的面容。

我内心深深震撼的景象是昭山附近仰天

湖上空翩翩飞翔的白鹭！

春暖花开的时节，蓝蓝的湖面本是一张静

固的碧水，微风不起，波浪不兴，因为白鹭从天

际款款飞来， 水面顿时多了许多灵魂的美感，

当那一群群的白鹭朝我们越飞越近时，我们会

欣喜地感到空旷凝静的湖面漾动着欢快的韵

律伴和着轻盈的鸟翅一张一合。 白鹭时而掠过

水面，将尖尖的长喙插入水中，使水面掠起一

串串欢乐的浪花；时而飞向穹空，将自己纤巧

的剪影贴在蓝蓝衬底的天幕上，托起连绵不尽

的遐想。 这时我们会觉得白鹭是天空的舞者，

是湖泊的精灵，正为每一个深深赞美它的人们

表演美轮美奂的舞蹈。 我们可以为它而狂，欢

歌雀跃，手舞足蹈于湖边；我们可以为它而痴，

静静地伫立在鲜红如血的彩霞中，幻化成湖边

的一株杨柳， 在喷薄而出的朝阳下拔节长高，

看白鹭为我们翻飞出一页页美丽的诗篇。

如果说白鹭飞翔的姿式如诗，那么可以说

白鹭伫立的姿式如画。 无论它泊于湖边，还是

伫立于水田之间，都是幅平民百姓可随意观赏

的图画。 不像雍容华贵的丹顶鹤之类的珍禽，

傲游于苍天之下，对世间万物不屑一顾，似乎

只有仙人隐士方能与其为伴。 而充满平民气质

的白鹭在山水间随处可觅，它的质朴之气与山

野村夫、怀抱稚儿的村妇十分投缘，一投足、一

引颈的姿式恰如家禽，亲切而又自然。白鹭滑翔

而下出现在山野时， 它纤纤的长腿， 洁白的羽

毛，又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潇洒之气，难怪丹青手

摹写了千百遍至今仍然没有出一幅传世之作。

白鹭本身就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图画！

夏日的黄昏里选一处地方，仰天湖波浪添

岸的节奏声中，就可以看到农民晚归、白鹭和

鸣的美景。 如果想让这幅图画沾上点圣灵之

气，那不妨去看看炎帝陵飞禽吊丧的动人情景。

炎帝神农氏殡葬于白鹿原后， 每到落日熔金的

傍晚，便有成群结队的白鹭从四面八方飞来，栖

息于炎陵山的古木修篁之间，或喃喃细语，或引

颈眺望， 或静立凝思……葱郁古木上的白鹭宛

若绽开的簇簇白花。处身于此情此景，我们能不

为白鹭的心灵像露珠一样沌洁而怦然心动么？

如果想图个简便， 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仰天湖

那一片尚未污染的湿地吧， 白鹭正在那里梳理

羽毛，扇动着翅膀嘤嘤而歌呐。假若周围有秋日

的芦苇在风中轻轻摇曳， 洁白苇花飞扬之中再

配上白鹭这样洁白的精灵， 每一个人都会情不

自禁地轻轻赞叹：美哉善哉！

白鹭是充满灵性和美感的， 然而关于白鹭

的一个传说却是人间的惨剧！

白鹭的前身是湘江边一位美丽的少女，因

为洪水肆虐， 仰天湖内的万亩良田成了水乡泽

国，饥寒交迫之中一家人背井离乡。为了全家人

活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白鹭的父亲狠心将

女儿卖给娼寮。许多年以后，白鹭的父亲时来运

转竟成了地主。有一日寻花问柳时，在互相不相

识的特殊环境中，父女相见何等羞愧。于是羞愧

难当的父亲一头扎进了茫茫的湘江， 成了一头

随波逐流的江猪（学名江豚）。白鹭闻讯，万箭穿

心，纵身跃入湖水，化作了白色的旗帜在天空飘

摇。所以只要在两眼泪汪汪的江猪出现的地方，

就会有成群结队的白鹭在头顶盘旋， 凄厉的叫

声似在不停地哭泣。如今江猪难见踪影，白鹭却

仍在不停地忏悔着， 使每一个知道这个故事的

人忍不住向幡然醒悟的白鹭表示深深的敬意。

久久咀嚼着白鹭的故事， 我顿时如醍醐灌

顶，明白只要良心未泯，痛改前非，哪怕一时迷

失，堕入罪恶的深渊，上帝也会让其立地成佛，

所以白鹭才永远拥有一身洁白的羽毛。

当我们仰望白鹭的时候， 请记住那不是普

普通通的飞禽，那是从黑暗中飞翔而出的灵魂，

那是飞向新生活的美的使者。 它正用纯洁无瑕

的身影轻轻地、 轻轻地扇去每一个人内心被世

俗污染的浊尘。

父亲去世那年的大年三十， 我一人

驱车三十里赶到父亲坟头大哭一场，诉

说着对父亲的思念，没有父亲的痛苦。 那

一刻才知道， 我和父亲的感情实在是太

深太深。

父亲离去的那天是初冬时节， 晴空

万里，暖阳普照，81 岁的父亲赶着好天气

在菜园劳作了一上午， 午睡后就再也没

有醒来， 除开中午洗澡时已洗的衣服没

有晾晒外，这一辈子，他该做的事全部都

做好了。 看去是那么的安详、自然。

从出生开始，父亲就与贫穷结缘，六

兄弟排行老大， 注定要多承受一些劳苦

和艰辛。 所幸父亲坚韧、好学，读了三册

老书，也正是由于这三册老书，使他成了

附近人们很信赖的秀才。 印象中，父亲是

土改时就从事农村合作社的会计工作

的，直到快 80 岁时，他的会计或出纳职

务才移交。

解放初期，很需要文化人，父亲也干

得得心应手，但在 1960 年时差点丢掉性

命。 由于粮食紧缺，久未进食的父亲得了

水肿病，我们那里当时也饿死了人，母亲

说是她救了父亲，父亲太老实了，手上拿

着好的差事，自己却饿得差点送命。 也幸

亏父亲这老实的性格， 使得他历次运动

中都能安然无恙。“四清”运动一开始他

就成了重点对象， 由于几乎所有干部都

受牵连，父亲情绪也受到了影响。 在母亲

的追问下，父亲道出了担忧的原因，不是

自己有问题， 而是看到周围的人退赔的

退赔，关押的关押，怕受冤。 母亲劝父亲

不要担心， 只要自己行得稳坐得正就没

有事。 庆幸的是，当时的工作组长采取了

一些手段了解了父亲的内心， 主动做工

作要他放心大胆工作， 表示组织很信任

他。

有时我真感觉是父亲的好心铸就了

他的好命。 八个子女虽无大的造化倒也

都还健康成人，不至于让他们太操心，只

是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从我懂事起，父

亲的形象就是每天出集体工， 晚上到河

里打鱼，从没有听到他议论、评价过任何

人，也没有听到过他有任何抱怨，只是默

默无私地奉献着。 而我当时却并没有体

会到父亲那种品德的高尚， 只感觉父亲

虽有文化却无本事，更没有作为。 从小我

是不太听话的， 以至于在参加工作之前

有无数次都是和父亲对着干，回想起来，

那时的父亲在我面前经常败下阵来，却

从来都没有责怪。

在我工作、成家之后，每年少有的几

次见面，父亲重复着要好好做人，踏实做

事，有个岗位只要干好就行，不要好高骛

远，不切实际；要多做好事，行善积德，感

恩党和社会， 现在的日子的确太好了等

等。 在我少有的孝敬中，他总是推辞，记

得他说得多的是那句“不要拿，我不死总

是你们的负担”。 在他辞世以后，我们兄

弟清理父亲的遗物，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81 岁的父亲一辈子都是凭自己的劳动养

活自己，几乎没有要我们负担分文，儿子

心中的痛直到父亲离去快十年了也丝毫

未减。

在那些频繁的唠叨中，我感受到了，

父亲需要的不是我们给予金钱， 而是精

神上的关怀。 记忆深刻的是，我每次谈到

工作，他总是默默地倾听和鼓励，但遗憾

的是我给予得太少。 与他的诀别也是在

工作中，并没有见到面，而是他在身后追

着喊：“兵伢子，兵伢子……”只闻其声，

却再没有回头看看我的父亲。

我很后悔没有停下脚步， 我很后悔

没有好好地陪伴， 我很后悔没有好好地

尽孝， 孝敬他抽烟、 喝茶、 谈人生感受

……今生再无可能，有我如山、如海、如

书般的父亲养我、亲我、疼我，给我依靠、

包容、营养。

父亲离去了， 离去后才知父亲是那

样的狠心，没有给我任何机会，离去的父

亲给了我重重一击， 让我细细回忆他的

点点滴滴， 正是他那些平凡和朴实铸就

了不平凡的人生， 也写下了人一生最美

好的结局。 原来我的父亲就像书一样，人

生很多深刻含义都写在其中， 让人受益

无穷， 他只是默默地写着， 我并没有在

意。 现在写书人已离去了，书却铭记在我

的心里，但永远失去了探讨的机会。 珍惜

其实是要伴随每时每刻， 我错过的许多

无法挽回， 所幸我那仁慈的父亲写下的

书里道理深刻，却是那么的浅显易懂，回

味无穷。

父亲像书，其实人生也像一本书。 父

亲写书时我错过了， 而现在自己也在写

书，不经意间书写人生，要写好必须珍惜

点滴。 从此我的人生有了个追求，就是时

刻修炼， 做人做事修炼到我父亲那样深

的道行。 结果虽遥远，却永不放弃。

若有来生， 我愿永远拥有我的父

亲。

昭山东麓有一块近百亩的风水宝地，三面环山，正

前方面对滔滔而来的湘江，属于前朱雀、后玄武、左青

龙、右白虎等风水要素完备的地貌，形似太师椅，被一

块绿色“绸布”遮掩着。 在“太师椅”的中心位置，静卧着

一处十分奇特的文物，鲜为人知，这便是黄兴母亲墓。

从昭山风景区的景观大道沿江边行走约 350 米，

向右有一个不显眼的铁门。 这里原是湘潭市第六中学

所在地，学校已停办多年。 推开铁门，里面寂静无人，顿

感凉气来袭。 园内芳草遍地，树木枝叶舒展，绿影婆娑。

脚下三条路并排向前延伸，沿中间的台阶路信步而上，

在第二个平台便可看到一座高约 7 米的奇特建筑，其

顶圆下方中间四柱支撑。 历经岁月的洗礼，它的身形看

上去有些破旧，留下风雨沧桑的痕迹，圆顶边上长着一

些不知名的野草，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伤感。 近代民主

革命家黄兴的生母罗太夫人与继母易太夫人合葬于

此，墓建于 1929 年。1982 年 9 月，由湘潭市人民政府公

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基座高 1.38 米，台面成正方形，宽 4.9 米，正面

近地处刻有隶书“丑山未向”四字。 基座四角各立一圆

石柱，直径 35 厘米，高 3.5 米，形成亭檐支撑。墓亭顶部

呈半球形，四角各雕饰一石狮。 墓亭中间镶嵌三块汉白

玉碑，主碑高 1.61 米，宽 0.6 米，上刻“显祖妣罗、继母

易太夫人之墓”，两边分别刻有“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

谷旦”，“承重孙一欧、期服孙一球、一中、一美、一寰敬

立”。 黄兴生母、继母墓的设计出自名家之手，墓的结构

暗合古人所认识的宇宙天圆地方之意， 是显其母将与

天地长存，预示立碑祭祀之人如天地般连绵无穷，子孙

发达昌盛。 这种墓的形式在当时直至现代都极为少见。

墓地选择曾颇费周章，黄兴生母罗氏是在他 12 岁

时离世的，葬于黄兴镇；黄兴于 1916 年逝世，葬于岳麓

山；继母易氏 1929 年 8 月去世，昭山墓地是在易氏逝

世后确定购置的，并决定将罗氏棺柩迁来合葬。将黄兴

生母、继母异地合葬就很奇特，墓地的确定是因为黄兴

生前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多次来过昭山， 对昭山风景十

分喜爱，由于继母易氏生前极为支持黄兴的民主革

命活动 ，将她葬在黄兴生前来过的名山可见黄氏子

孙对太夫人的极度尊重 。 罗氏改葬时换为楠木棺 ，

易氏则为柏木棺 ，是易氏生前就准备好的。 两棺安

放在 2 .5 米深的墓穴里，棺下垫有雄黄 50 斤 。 整个

墓葬及设施占地四亩 ，前后修建达一年之久 ，用花

岗岩砌了围墙 ，墙内有住房 9 间 ，供祭祀及守墓人

用 。 守墓的人姓罗 ，住在昭霞铺，据说是黄兴生母罗

氏娘家的远房亲戚，做事很认真负责，1962 年在此建市

六中后，就没有守墓了。

因为市六中的兴废，墓地已没有当时的规模，周围

杂草丛生，仿佛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 辛亥革命大浪的

波涛早已不见踪迹，倒是黄兴生母、继母的葬礼为人津

津乐道。 据祖居昭山下 80 岁的谢增华老人介绍，他的

父亲看到了黄兴生母、继母葬在昭山时的盛况：1929 年

8 月的一个上午，只听得昭山湾码头，鞭炮齐鸣，响铳震

天，哀乐不断，从码头的轮船开上来一支浩浩荡荡的送

葬队伍。 灵柩是从长沙出发，雇轮船沿湘江而上发丧到

昭山湾的， 凡是给死者上礼或观礼的都会发一条白毛

巾和一双草鞋，这是他见过规模最隆重的葬礼。

1980 年和 1984 年，辛亥革命老人、全国政协委员

黄一欧，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黄一中，全国政

协委员黄一寰等先后率子孙几十人分别前来进行祭

扫，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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