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枫桥位于赤壁市车埠镇西部，离市
区20公里。因境内有座石桥，桥边有棵
大枫树而得名。此桥建于明朝末年，至
今横跨在枫树岭到小柏山公路上。枫桥
村原曾属枫桥乡、长泉乡、长泉区、枫桥
公社、小柏公社、大罗湖乡管辖，1987年
撤乡建镇划入车埠镇。

枫桥是革命老区。1925年，中共湖
北省委鄂南特派员漆昌元和共产党员侯

矩芳在枫桥建立第一个农民协会，设立
党的组织，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
争，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

1927年，蒲圻农民运动领导人汪子
霞在枫桥成立红色赤卫队，打土豪、烧契
约、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群众 ，并于1929
年8月发动烟竹坡起义。1930年5月12
日，赤卫队攻打龙坑、斗门、赤壁垸子洲
土豪劣绅及“白极会”反动组织。

1931年1月，枫桥成立四区苏维埃
政府，机关设在田氏祠堂內。1932年，
县苏维埃政府在枫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
会，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扩大红军队伍。
同年，囯民党调动大批军队进剿枫桥，苏
区党、政、军、民惨遭镇压，军民多人英勇
牺牲。1944年春，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
在赤壁垸子洲与敌激战，阎钧武等18名
指战员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不幸被

俘，后来被杀害于枫桥。
为纪念革命先烈丰功伟绩。1964

年，蒲圻县委、县政府修建了枫桥烈士
塔，并请曾在枫桥战斗过的原华南工学
院院长、书记张进同志撰写碑文。

地名趣谈

枫 桥
○ 周瑞云 何煜山 整理

咸宁风物

樱花谷位于通山县杨芳林乡横溪村
上郑“打底凹”，海拔800多米，野生樱桃
树连绵6公里，有数十万株。

相传，古时有一对夫妻，妻子是个孤
儿，贤淑、貌美，和爷爷相依为命，家境贫
寒，以纺布、纳鞋为生，祖孙俩常采摘樱
桃充饥。丈夫是山下一个富绅的儿子，
善良、朴实。一天，妻子挑着一竹篓樱桃
和几十双布鞋，来到山下变卖，换取粮

食，两人相遇，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但遭
到男方家庭的极力反对。

丈夫不顾家庭的阻拦，每天坚持步
行到山上和妻子约会，并四处找来樱桃
树，栽种在妻子住的地方。由于山上山
下相隔十多里，丈夫每天回去较晚，妻子
放心不下，每天送到山凹处，便坐在那里
边打鞋底，边遥望丈夫，直到看不到丈夫
的背影为止。

久而久之，两人的故事被当地人传
为美谈，两人去世后，妻子经常坐着望
丈夫的山凹被后人美称为“打底凹”，十
里路被美称为“十里望”。这里人烟稀
少，气候宜人，空气纯净，未受任何工业
污染，独特的气候造就了这里独特的环
境。

每到阳春三月时，漫山遍野的樱花
尽情开放，美丽壮观；五月初，樱桃果桂

满枝头，形如珍珠，色如玛瑙，味道苦中
带甜，回味无穷，每年很多游客慕名而
来，踏青赏花，摘果游玩、品尝当地特
色农家饭，尽情地享受着融入大自然
的乐趣。

樱花谷
○ 徐浪 吴洁

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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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汉服是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民
族服装，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
服不是单指某一件衣服，而是包括衣、冠、发式、
面饰、鞋、饰物等共同组合的整体服饰体系。汉
服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史
记》载，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
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
民故免存亡之难。”

约5000 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
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
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来又发明了养蚕和丝
纺，人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黄帝时代冕冠出
现，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夏商以后，冠服制度初
步建立，西周时逐渐完备，并较为充分地体现了
先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近年来，随着国家文
化软实力日益强盛，加上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
视，“汉服热”也随之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蓬勃
兴起。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汉服不仅是载体，更是文化

的传承。近日，记者走进中华汉服联盟

首批成员单位——咸宁市“汉裳春”汉服

社，感受成员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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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归来，未来可期

据了解,11月22日是汉服出
行日。这个出行日缘于2003年
11月22日中午时分,王乐天身着
中国汉族男子日常生活中绝迹了
长达358年之久的汉族服装,重
现神州街头。他希望以个人的微
薄力量“推广汉服”,让汉族人重
新接受此一传统服装。

《联合早报》据此写成了一篇
报道,这篇文章也成为第一篇报
道汉服的文章,并引起了国内外
媒体的广泛关注。王乐天成为推
广汉服第一人。自此,在全国掀
起了汉服复兴的浪潮。为纪念同
胞首次身穿汉服走上街头,汉服
复兴者把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
全球汉服出行日。

每逢花朝节、上巳节、中秋
节、七夕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
汉裳春汉服社都会精心策划活动
方案，在社团的微信群和QQ群

里发起活动邀请。除了法定节假
日有活动，社团还会与其他相关
文化单位合作，积极开展汉服的
宣传和推广活动。

随着喜欢汉服的人越来越
多，争议也随之而来。什么样的
服装可以被定义为汉服？汉服和
影视剧中的装束有区别吗？周惠
君解释，汉服不是古装也不是仙
女服，“从区分来说，传统的汉服
多用纽扣（布扣，金属或玉质的子
母扣）和系带系绑衣服，衣服多平
面结构，放量偏大。服装有中缝，
袖子比较长有接袖。而一些古装
整体放量小，会刻意做小体现身
体曲线，有些会用魔术贴等配件
来方便穿衣服，还会为了追求拍
摄效果使用一些光亮的面料。汉
服虽然也用化纤面料，但是属于
日常要穿上身的衣服，所以面料
质感的要求会高一点。”

关于汉服的争议，一直都存
在着。这一切在周惠君看来——

“并不是坏事，说明大家都在了解
汉服，让汉服为更多人知晓。”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虽然才
四月，但汉裳春汉服社的活动安
排已经规划到了年底，周惠君已
经在朋友圈广邀“同袍”了。汉服
复兴走过十多年，虽然汉服体系
的形成仍然还要进一步发展，但
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汉服、重视汉
服甚至引导大家开展汉服活动，
这无疑是责任和担当的体现。

“汉服圈子里的争议一直到
现在仍然有，但我从来不介意直
面它。因为我始终相信，汉服归
来，未来可期。”周惠君笑着说。

以衣载道，以文化人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若你看
到一位身着翠袖红裙的古典美
女，是否会觉得诧异？相信大多
数人都会忍不住猜想，这是不是
从古装剧里走出来的某位明星演
员？也可能有人会觉得，在日常
生活中身着“古装”，难免有哗众
取宠之嫌。事实上，如果你对“汉
服”有些许的了解，就会发现，站
在你面前的，很有可能是一位汉
服爱好者。

近日，来自中华汉服联盟首
批成员单位汉裳春与咸宁汉服同
袍群的二十余位汉服文化爱好者
精心梳妆打扮，身穿襦裙、长袄、
褙子等各式汉服，在咸宁市博物
馆进行了历代汉服形制展示。

身着各式各样汉服的爱好
者款款而来，古韵风流，昭然自
现，观众仿佛穿越到遥远的古
代，现场观众纷纷拿出相机拍照
录影。

“很感谢市博物馆为我们提
供了活动场地和平台，让越来越
多的人了解汉服。”汉裳春负责人
周惠君说。据了解，此次汉服秀
活动由咸宁市博物馆主办，中华
汉服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汉裳春与
咸宁汉服同袍群承办。

汉服全称为“汉民族传统服
饰”，亦称“华服”。它始于黄帝、
备于尧舜、定型于周朝，兴盛于各
代汉人王朝，经手绘纹饰、裁剪、
缝制、熨烫等工艺，集独特的染、

织、绣于一身，以交领右衽、系带
隐扣等为主要特征，是中国“礼仪
之邦”在服饰上的投射，呈现出特
有的中国风和东方美学。

“汉服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
统服饰，虽然现在时代潮流变了，
人们的日常衣着越发简化便捷，
但美的事物并不曾改变。我们选
择穿汉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
继承和弘扬。”周惠君介绍，汉服
既可端庄隆重，也能时尚轻盈，它
源自传统却指向未来，带着华夏
千年的光芒，在世界绽放光彩。
希望今天的展示，能让大家重新
认识华夏民族灿烂的衣冠、礼仪
文化，达到以衣载道，以文化人的
目的。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
报道：近日，湖北省咸宁市
首家24小时营业书店——
清风合一文化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旗下明德纵横艺术
书店正式在旗鼓酒店一楼
店内举行开业典礼。

开业典礼上，整个会场
古筝琴音缭绕，茶艺飘香。
我市文艺界嘉宾到场签名
合影留念后，沙龙大厅正式
举行了开放仪式。仪式结
束后，明德书店创始人黄
小彬进行了授牌仪式，现
场嘉宾在店内自由活动，
翻阅书籍、享用甜点、欣赏
茶艺。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重
视咸宁市文化与经济的高
度发展，落实咸宁文化公
共服务建设，推动全民阅

读，明德纵横艺术书店应
运而生，它的开业旨在进
一步丰富咸宁市民的公共
文化生活，为市民打造一
个慢生活的阅读空间、休
闲的时尚空间、交流的创
意空间。

“用一家书店，温暖一
座城。”明德书房以实体图
书馆为基础，结合所在区域
的人文色彩与生活风格，运
用时尚、精致的建筑设计风
格，为市民提供具有家庭温
馨感的公共阅读场所。以
嵌入式的布局，布置阅览坐
席，会谈卡座，打造 400－
500平方的公共文化空间，
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无
人值守、24小时开放，为市
民提供便利的文化阅读服
务。

我市首家24小时书店正式开业

开启咸宁文化不夜城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
讯员冯磊、金顶挑报道：近
日，咸宁市2019年非遗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暨传
承人座谈会在市群艺馆举
行。

来自各县市区文化（群
艺）馆馆长、非遗中心负责
人及我市38个非遗项目的
40名传承人代表参会。培
训班邀请了湖北省非遗保
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研
究馆员宋凯授课。他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的权利与义务》为题，向
学员普及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代表
性传承人的责任、权利、义
务，并分析了代表性传承人
普遍遇到的困境和解决思

路。参与培训的传承人代
表也就非遗传承、推广方面
的经验做了交流分享。

市群艺馆馆长吴陆生
介绍，这是自2006年我市全
面启动非遗保护工作以来，
我市首次组织全市非遗传
承人举办专题培训班。吴
陆生表示，目前，我市共有
国家级非遗项目4个，省级
非遗项目20个，市级非遗项
目50个，县级非遗项目185
个。非遗是活态传承的传
统文化，保护非遗需要依靠
传承人。

此次活动旨在强化非
遗传承人的非遗保护意识，
提高非遗传承人的履职尽
责水平，推进我市非遗保护
工作的开展。

市群艺馆

举办非遗传承人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
通讯员蒋千敏、王丹报道：
为繁荣高校文学创作，挖掘
高校文学新秀，近日，《中国
校园文学》湖北青年作家进
校园文学分享会第一场活
动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顺利
举办。

活动由中国作协会员、
湖北作协签约作家袁磊主
持，湖北省委宣传部“七个
一百”文学人才，湖北省作
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协
签约作家，咸宁市作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程文敏任主讲
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湖北作协原副主席、
著名文学评论家樊星，武汉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
名诗歌评论家荣光启，《写
作》编辑部主任、武汉大学
博士宋时磊等担任嘉宾，武
汉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武
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

学院等高校文学代表学生
参加活动并分享交流，现场
气氛热烈。

“一场分享会下来，我
能影响一个人就是胜利；如
果一个人都没有影响到，我
影响了自己，也是一种胜
利。”交流会上，程文敏深入
浅出、旁征博引、幽默风趣
地分享自己不忘初心、担纲
使命的人生经验，真正享受
读书写作的乐趣。演讲长
达一百余分钟，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会议结束后，记者采访
到青年作家袁磊，他说：

“文学就是需要这样薪火
相传的方式，也需要这种
不计回报地用情怀和理念
所撑起来的义工精神。希
望能影响其它的文学青年，
给他们提供精神动力，让他
们比我们当年走得更顺、更
远。”

湖北青年作家进校园

文学分享会顺利举办

本报讯 通讯员孟晚
霞报道：人间四月，春光
明媚。在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及全民阅读月期间，
咸安图书馆推出“春光明
媚，我在书海里等你—咸
安区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

据悉，此次活动以“走
进新时代，书香伴我行”为
主题，相继开展咸安区图书
馆第二届“换书大集”，“向
阳湖故事汇—红色文化讲
坛”，“我阅读，我快乐”照片
征集，“文明借阅，文明学
习”温馨提示语征集，“领读
者，红色经典进校园”等活
动。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换书大集”活动的宗旨
是书籍共享，宣传绿色环
保，倡导阅读分享交流，让
图书成为传递友谊促进和
谐的使者。活动参与人员
是持有区图书馆有效借阅
卡的广大读者，未办卡的读
者也可在活动期间携带个
人身份证、图书保证金100
元（退证时退还本金）现场
办理。

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我馆将常态化开展各类
主题活动并贯穿全年，通过

‘动静结合’的方式，在全区
营造浓厚的书香气息，让

‘全民阅读’成为“全民悦
读。”

咸安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汉服走秀，彰显别样魅力。
每件衣服，每一步，每个人，显示
的不仅仅是衣冠之美，更是汉裳
春成员们的坚守。

4月 20日下午，惠风和畅，
由汉裳春部分成员们主办的汉
服和茶艺交流会在咸安区碧桂
园体验馆举行，交流会在一段优
美的水袖舞蹈表演中缓缓拉开
序幕。

在随后的交流会上，汉裳春
的相关成员、茶艺馆的茶艺师以
及对汉服感兴趣的市民们一起学
习汉服文化、欣赏茶艺表演，更有
穿汉服、现场学习传统礼仪等有
趣环节。

今年22岁的赫雨婷，是咸宁
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除了
参加社团活动之外，平时我也会

穿汉服去教室上课，或者出门逛
街，连鞋子也是绣花鞋。走在路
上回头率很高，但是也经常有人
会好奇地看着我，有些不懂的会
指着说——这是和服、韩服之类
的，听了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对
汉服等传统知识的推广和普及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

赫雨婷说，汉服社成员之间
关系很好，经常一起聊天和参加
活动，大家彼此交流也挺多的，

“我的特长是做针线，会DIY亲手
做汉服、中国结，还有灯笼、簪子
等。社团里还有好多对中华历史
文化比较了解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讲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历史故
事，再加上我们自己动手实践做
汉服，就更有意思了。中华文化
就是这么博大精深，沉浸其中会

让人越来越着迷。”
据了解，汉裳春汉服社是我

市首个社会性质的汉服社团。汉
裳春汉服社致力于传承、复兴传
统汉文化，希望以汉服为载体，
集合更多热爱汉文化、欣赏汉服
美的人，一起学习和交流，共同
为复兴汉服与汉文化的梦想而努
力。

汉裳春汉服社最大的特点在
于结合了汉服文化和咸宁本地文
化。目前，该社共有社员近五十
余名，招募对象主要以咸宁及周
边地区的汉服爱好者为主。平时
开展活动的方式主要是线上和线
下两种形式，例如现场聚会、微信
交流、茶会交流等。新人加入汉
裳春汉服社后，通过审核可以成
为正式社员。

与汉服来一场文化的邂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