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T4

投稿邮箱：xtlxzs@163.com� � 联系电话：58201683

2013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三责编：赵竹青 胡宁

疼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天性， 希望自己

的子女能健康成才，有所作为，恐怕也是所有母亲的

愿望。 而作为继母，能疼爱非自己亲生的儿子，并付

出一切却是难能可贵。 黄兴就是在不幸之中有幸遇

着这样的母亲，成就了他革命的一生。

1874

年

10

月

25

日，黄兴诞生于湖南省善化县

（今长沙县）龙喜乡（今黄兴镇）凉塘的一个世代书香

之家。父亲黄炳崑生前为长沙府岁贡生，先后在本乡

和省城任塾师。 母亲罗氏出身名门，贤淑知礼。 两人

育有

2

男

4

女，黄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

父亲长期在外教书， 母亲细心照料子女的生活

和学习。 黄兴读书进步很快，深得母亲喜欢。 可惜在

黄兴

12

岁那年，生母病逝，这对黄兴是一个沉重的

打击。

不久，他父亲续弦易自如，继母易夫人是现代开

明女性，曾是湖南省民立第一女学的副监督兼舍监。

她对黄兴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 用万分的耐心和亲

情，抚平了黄兴幼小心灵上失去母爱的创伤。她不仅

悉心照料他的生活，而且不断督促他的学习，灌输许

多进步思想。 黄兴十分喜欢大度、思想开放，有学识

也很有见地的继母， 有事总爱向她诉说。 经过继母

10

年的照料和培养后， 黄兴

22

岁时通过县、 府考

试，考上了秀才。此后，历经几年的游学，黄兴看到了

政府的腐败，认为改良的方式已无法救国救民，只有

建立自己的组织，进行革命推翻满清才是兴国之路。

1903

年秋，黄兴回到长沙，父亲已经去世。 当时

组织队伍革命，最需要的就是钱。 最后，他把自己的

想法跟继母说了。继母愿意变卖家中的房产田地，支

持黄兴革命。 易夫人自幼读书，深明大义，在关键时

刻支持了黄兴。 之后，举家搬离豪宅，住到了离故居

1

里外石家河埠黄兴的大姐姐家中， 过起了艰苦的

生活。靠着变卖家产，当年

11

月，黄兴在长沙成立了

华兴会，正式开始了他的招兵买马计划和行动。

凭着继母的支持和理解，黄兴信心百倍，第一站

就是到湘潭募兵。 这次招募让黄兴十分高兴，收编了

湖南哥老会“龙头”马福益及其会众。 在返回长沙时，

黄兴趁兴游览了昭山。初春的昭山一片翠绿，到处充

满生机。面对一个即将出现的崭新世界，有一种说不

出的兴奋，他仿佛就是一只飞翔在高空的雄鹰，美美

地享受着这如画的风景。 这一切是上天的赐予，更有

母亲的相助， 他心里暗暗发誓革命成功后要善待继

母，让她生活在昭山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过着世外

桃源般的幸福生活。

几经周折和多次起义， 辛亥革命终于在历经千

难万险后成功了。 黄兴成了开国元勋。 但是，当他看

到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便于

1912

年辞职回到了家

乡长沙。

当年

10

月，黄兴再次来到昭山。 带着成功的喜

悦故地重游，黄兴感慨万分。金秋时节，风轻云淡。登

高极目，原野空旷多姿，山间叶黄花香。收获的季节，

万物都在作一年中最后的一场表演。看到这些，黄兴

不禁吟唱起在两湖书院求学时所作的《咏鹰》：“独立

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

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吟

唱至此，他觉得对不起两位母亲，尤其是继母。 是她

们给了他一双鹰的翅膀，助他飞向革命的天空。 现在

革命成功了，却没有让她过上美好的日子。当时内心

感到非常愧疚，就对家人说，太夫人百年后一定要葬

在风景秀丽的昭山。

可惜，这是黄兴最后一次来昭山。

1916

年

10

月

31

日，黄兴骨血管破裂，阖然长逝，年仅

42

岁。 继母

易氏

1929

年

8

月在长沙市文星桥卢家祠堂逝世。按

照黄兴生前的意愿， 黄兴的子女将易太夫人安葬昭

山，并将罗太夫人棺柩迁来合葬。

今又重阳，桂花香，菊花黄。怀着崇敬的心情，我

再一次瞻仰黄兴母亲墓。 时光流逝，墓庐依旧。 只有

墓旁的野菊花岁岁如新， 一代开国元勋与母亲的故

事也一直代代相传。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让人感

觉轻松自如； 重阳的气息四处弥

漫，使人神清气爽。 赏秋最佳在重

阳，落叶的时序，桂花和秋菊在风

霜中坚挺着， 开启了登山寄情的

大门。

一家老少， 登昭山是一种享

受。 金秋的重阳，温暖的阳光催促

着老老少少到室外行走。 少了春

的潮湿，原野空旷无比，万物显得

更加清晰明亮。 悠闲地走在昭山

的石级上， 路边的野菊花格外耀

眼， 还有淡淡的桂花香在空中飘

着，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爽。 山

中没有桂花树，哪里来的桂花香？

原来是一群小孩一边吃着爷爷奶

奶们做的桂花糕， 一边在山间嬉

耍。

不知不觉间，已来到半山腰，

原本绿绿的枫香、 杜英开始悄悄

地染上红色， 在风的吹拂中不情

愿地离开枝头， 点缀着地面的小

草和石子。 还有几片红叶覆盖在

杜英裸露的根上， 也许是受到风

雨的敲打， 也许是为了枝叶更加

茂盛，杜英的根很粗壮，在地面突

出来很多，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从山道边经过的老人们， 带着儿

孙们一起开心爬山， 他们满头银

发， 布满皱纹的脸跟杜英裸露的

根有些相似， 同样也是岁月将他

们辛勤的付出刻在脸和头上。

终于到了山顶。 久未爬山，感

觉还是有点累。 不过，轻微的山风

吹来， 靠着观景台的栏杆非常舒

坦。 远处的田野、山丘、湘江，没有

春雨的滋润，少了夏风的助长，在

秋的吹拂下瘦削了很多。 几位老

人拿着高级相机在那里拍着风

景，不停地变换着镜头。 他们说，

摄影是个人爱好， 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 出来多活动是为了健康和

全家的幸福。 这就是老人们的重

阳节， 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

当代重阳节的内涵。

一代代的人走了， 一代代的

人又来了。 在昭山山顶，看到始建

于唐代的昭山古寺， 很多古人曾

在重阳时到此登山、赏菊 、喝酒 ，

一个个习俗从此在民间流传 ，生

生不息。 正如一首诗中写道：“霞景

青山上，谁知此胜游。 龙沙传往事，

菊酒对今秋。 步石随云起，题诗向

水流。 忘归更有处，松下片云幽。 ”

毛泽东曾在《采桑子·重阳》

中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

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

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如

今，重阳已不再是“年老”的代名

词。 看到身边的老人，我想起了远

方的父母。 其实，他们来过昭山，

不过最近没有来了。 我想告诉他

们： 仰天湖的出水芙蓉正精彩亮

相，山市晴岚的酒即将飘香。 这里

正在快速发生变化， 不但建设日

新月异，而且天更蓝 ，水更绿 ，风

景更美了。

明年重阳， 我想和你们一起

游览昭山。

九月九

秋色撩人的金黄

重阳日

在秋虫呢喃中

有了乡音

父亲 母亲

登高的身影

在我的记忆里

伴着菊香

年年 芬芳

桂花酒

还是那样的浓烈

斟满着幸福

醉了夕阳

醉了重阳

年年重阳

被金菊染黄

今夜相思的枫叶

片片绯红

阅读重阳

◆

张宏宇

九月九的秋

阅读重阳

染遍满山的枫叶

火红了夕阳

九月九的菊

阅读重阳

飘香晚景

绽放着一年好时光

九月九的酒

阅读重阳

斟满这杯心情

便浓烈了暮年的壮志

阅读重阳

沿阶拾起那些难忘的诗章

吟诵流年

站在高处远眺

生命中要不要再一次回首

阅读重阳

月光打印梦境

这才顿悟

登人生这座山

更需要一份禅心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又到

了一年一度秋风劲的重阳节了，

分外想念我的外公。 一晃，外公竟

已去世一年多。 如果说成长总是

伴随着阵痛，那么，生离死别应该

算是其中最深刻的一种了。

生老病死， 或许是从来不能

逆转的， 所以常会让人有一种无

力感。 记得大二那年，外公中风住

院，那时我们的心里是恐慌的，幸

好后来恢复得不错， 我们放心了

不少。 去年初以来，外公的身体状

况让人担忧。 最终，外公还是没能

挺过去，离开了我们。 虽然外公的

身体状况已经让我们有了心理准

备， 但是那一刻来临的时候还是

会觉得极度哀伤。

外公是篾匠，听妈妈说，外公

的手艺非常好， 所以在那个物质

极度匮乏的年代， 外公家的生活

还算不错，还能够帮衬亲戚家。 在

我小时候， 外公偶尔也会做点手

艺活，我们总喜欢围着外公看，觉

得新奇。 街边有个手工风筝店，店

里琳琅满目地摆放着各种风筝 ，

店主常常请外公去帮忙。 那时候，

总会有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拿着风筝玩得不亦乐乎， 经常叫

长辈、表哥们陪着放风筝，或许，

这也奠定了我如今的风筝情怀

吧，基于童年的美好记忆。

外公是游泳好手， 那时也曾

带着我和表哥一起下河游泳 ，虽

然考虑到安全问题， 这种情况不

常有， 但是想起来却觉得特别开

心。 他习惯早起， 而且厨艺特别

好， 早晨我还跟外公一起去菜市

场买菜、散散步，看外公把这些材

料加工成美味， 总是觉得外公有

双神奇的手。

外婆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知

书达理， 外公和外婆的感情非常

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看到他

们， 我都会觉得， 相濡以沫伴一

生，是多么平凡而又难得的幸福。

外公不喜欢我叫他外公 ，觉

得特别生分。 我是孙辈中惟一的

女孩， 外公经常会跟表哥们说要

让着我， 所以小时候难免会有些

恃宠而骄，这些疼爱，如今仍然历

历在目。

也许，当下的我们会觉得，趁

年轻努力奋斗才是最重要的。 诚

然，积极进取是应当的，但是，我

们不要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

在自己身上， 应珍惜身边陪伴我

们的亲人。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些可爱的老人们， 会因为我们

的一丝丝关心而温暖， 会因我们

的一丁点成绩而骄傲。 安稳的幸

福， 就是有人关注和分享你所有

的笑容和泪水。

黄兴和他的母亲

◆

方欣文

重阳登昭山

◆

冷 月

佳节思亲

◆

石柳

九月九的重阳

◆

张成林

仰

天

湖

畔

怀

人

纪

事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在昭山工作已有一年零三

个月。 在我心中，昭山既充满激情与活力，也面临机

遇和挑战。 这段时间，在领导的关心、培养和同事们

的支持、帮助下，我不断成长、成熟，思想得到了丰

富，心志得到了磨练，能力得到了提升。

常怀“感恩”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成长历

程中，每个人都离不开他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也不例

外。 懂得感恩，既是一种美德，更是在人与人之间传

递一种正能量。这种正能量还会辐射到人们工作、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充当矛盾的“调和剂”，阻力的“润

滑剂”，困难的“强心剂”。 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

支团队中，我深深感受到同事们的团结友爱、互相帮

助，还有彼此间的尊重和理解。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我会一如既往常怀感恩之心，身体力行的将这份

正能量传递给周围每一个人。

常被“感动”

在关键时刻，我常被一些画面所感动。领导在一

线指挥、彻夜巡查，全体干部职工全力以赴，项目施

工单位同志积极支援， 团结勇敢的昭山人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这样的感动还有很多，“6

＋

1”、“白加

黑”、“晴加雨”，不是口号亦不是空谈，昭山的夜常被

办公室、会议室、建筑工地的灯火照亮。 作为一个昭

山人，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仔细“感悟”

与我之前在市直机关相比， 昭山的工作确实强

度高得多，压力大得多，但昭山让我增长了知识，开

阔了眼界，丰富了经历，磨练了心智，这才是我人生

道路上收获的最宝贵财富。现在，我们的昭山梦已日

渐清晰，无论前途有多少艰难险阻，相信在区工管委

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

梦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积极“敢想”

在工作中，我善于思考和总结，并结合自身特点

和潜能，向领导建言献策。通过对交通政策的把握和

反复推敲，并结合昭山实际，建议将区内道路项目纳

入省交通厅路网规划； 在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形势十

分严峻的情况下， 建议联合市直相关部门在昭山示

范区开展全市首次水上交通安全整治行动； 针对目

前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且局里人员少，技术力量

相对缺乏的实际情况，经常与局领导汇报、沟通，建

议管理项目要以监理单位为抓手 ， 充分调动各参

建单位的积极性， 建立健全对项目质量、 安全的

考核制度和奖惩办法。 我相信， 通过自身不断学

习、 钻研，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经验的不断积

累，我会更全面和周到的考虑问题，统筹兼顾，积极

想事谋事。

踏实“敢为”

如何将领导的指示和交办的任务又好、 又快地

落实到位，接到任务不推托，遇到困难不逃避，是我

衡量自身办事能力的重要标准。 清晰的思路是干好

工作的前提，踏实的作风是干好工作的保障，科学的

方法是干好工作的抓手。目前，水上交通安全整治行

动已圆满完成，达到了整治违法营运客渡船，宣传水

上交通安全知识， 营造昭山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良好

氛围的效果； 省交通运输厅已原则同意将昭山大道

纳入“十二五”规划；我区作为业主代表管理的项目：

昭云大道一期、昭山大道二标段、涉高节点项目（包

括前期工作）均在快速有序地推进中，不管白天还是

黑夜，天晴还是下雨，只要项目有需要，我都会坚守

在工地一线。

勇于“敢当”

随着昭山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

区内各项职能的不断增强和完善， 住建局的工作

将更加系统化，内部管理及办公室工作、项目报建

手续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人

防、房产、自来水、电力、燃气等工作将面临任务更

重、要求更高、涉及范围更广，协调部门更多等现实

情况。 作为单位的青壮力量， 我时刻准备着挑起重

担，为示范区的发展排忧解难。

我的昭山情

◆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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