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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

通山

开展红色主题征文活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通讯员阮长兴

报道：6月24日，由通山县档案馆和县作家协会
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
色印记”主题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县档案馆四
楼会议室举行。

本次征文活动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
色精神。活动自3月份开展以来，引起广泛关
注，至5月30日截稿，共收到县内外文学爱好
者投稿110余篇（件），经主办方和评委组三轮
筛选，最终择28篇优秀稿件入围。经过档案馆
专家把关，按照革命事件、革命遗址、革命文物
有机融合的原则，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22名。

通过此次征文活动，挖掘了新的红色资
源，记录了通山红色故事，诠释了新时代红色
精神的丰富内涵，擦亮了通山县红色文化名
片。

咸安区桂花镇白沙村

红色演出别样精彩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报道：为隆重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6月30日晚，在咸安桂
花镇白沙村文化广场，一场别样精彩的文艺演
出正在进行。

文艺演出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
拉开帷幕，全村40余名新老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最后在一曲《江南桂花
香》的街舞落下帷幕。近500名观众观看演出，
现场时常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村民们纷纷为整
场演出点赞。

村民曹方兰激动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在这建党100周年之际，今天，我能站在舞
台上唱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我发自内心的
告白！”

咸安区退休教师

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6月30日，咸安

区一百八十个退休教师代表，在浮山中小学礼
堂，欢聚一室，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

“唱支山歌给党听……”活动在嘹亮的歌声
中拉开帷幕，咸安区退休教师们用激情昂扬的
歌声唱出了对伟大共产党的感恩之情。据了
解，这次活动由咸安区退休教师自发组织，自动
捐资，自购服装，各校自行排练。各片校负责
制，在众多节目中筛选22个节目，从6月21日
起开始排练到29日演出结束。本次演出参加
单位共八个，演员160人。

本次演唱会，表达了咸安退休教师爱党爱
国，永远跟党走的赤胆忠心，也展现了退休教师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英姿。

我市

举办文学作品欣赏会
本报讯 通讯员成丽、张丹、郑安国报道：

6月20日，由咸宁市作家协会主办，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市朗诵艺术家协会协办，市图书馆、
市新华书店承办的徐赐甲作品《通山革命长
歌》欣赏会在咸宁市图书馆成功举行。来自来
自市、县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20余名嘉宾参
加。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通山革命长歌》用
长歌的形式再现了通山党史、革命史的记忆和
事迹，革命长歌，仿佛像一座丰碑，铭刻着通山
难忘的革命岁月。

“在文学作品中，文学性是最核心的生命
力。”参会人员评论该书说，《通山革命长歌》不
仅有地方志史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独特的文
学价值。该书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无不彰显了
形象的艺术和文学的样式。

今年4月，我市著名画家毛才奇在美国耗时1年，创作完成了一幅钢笔画长卷《永恒的悲壮》，此

画长13米、高1.1米。长卷面世后，在美国华人社会和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震撼国人心灵，都说长卷

画出了胡杨品格、中国精神。

造物无音却有情。 毛才奇的钢笔
画，造型转换变化，构图奇妙布局，行笔
不拘一格，把静态的枫杨胡杨画出了生
命的震撼、情感的共鸣。

文化名人郑歌说：“品读毛才奇先
生的巨幅胡杨作品，我更感到他的一种
赤子情怀：志为苍生写胡杨，立传时代
最强音。在漫漫荒原之上，浩浩朔风之
中，那不屈不挠、坚韧不拔，以艰难生存
的姿态挺立着的胡杨，那豪气、那雄韵，
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有
直击心灵的震撼。”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武汉市政协
副主席、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认为：毛
才奇的钢笔画创作融汇中西、推陈出
新，在继承传统钢笔画写生创作的基础

上，融入中国水墨画和版画的艺术创作
元素，让人感受到画家对生命的庄重托
付，与大自然的灵魂相会。毛才奇先生
用自己六十余年的人生积淀、用他毕生
的追求来达到如此震撼的效果，他是

“中国钢笔画第一人”。
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

也是大赞：这是幕阜山中普通人，用生
命与原野对话的作品，真正体现了艺术
因何伟大，伟大因何才有生活力，用人
所常见的钢笔，绘出前无古人的崭新境
界，是为奇迹。

前几天，在北京的当代著名诗人叶
文福在微信上看到毛才奇的长卷作及
《我画胡杨》一文后，感叹：毛老师的文
章感天动地，长卷《永恒的悲壮》直击人

的灵魂。
7月3日，毛才奇在美国接受记者

视频采访时说，等疫情好转了，他将把
这幅长卷和近期完成的另一幅作品《寻
梦之旅》带回国内。

毛才奇说，回国后，继续隐居九宫
山银河谷潜心作画。待画完100幅作
品，最终在首都北京举办个人画展是他
的终极梦想。

衷心祝愿毛先生心想事成，北京梦
圆！

三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一

毛才奇说，创作《永恒的悲壮》，源
于2019年十一长假期间的一次回国采
风。当时，一位武汉友人武伟女士（国
家排协级裁判、武汉体育学院李刚教授
的夫人）专门组织了一个资助毛才奇夫
妇俩赴内蒙古额济纳旗考察采风胡杨
的4人志愿小组，满足了他多年的一个
心愿。

毛才奇说：“当我第一次看到胡杨
林，我顿时被它的辉煌与悲壮所震撼，
油然而生出‘不到荒漠不知胡杨之壮
美，不见胡杨不知生命之辉煌’的感
叹。当时就有了拿起画笔替胡杨立传、
为生命放歌的创作冲动。在壮美的胡
杨面前，才使我无尽的思绪和柔情找到

了寄托。”
内蒙古采风结束后，他和夫人带着

采风收集到的胡杨素材，及在国内买到
的长卷用纸，又到了美国，2019年10
月下旬正式开始胡杨长卷的创作。

钢笔画不是速度的产物，完成如此
长的长卷绝非数日之功。身在异国他
乡，每当夜深人静，他站在画卷前，就觉
得自己也是一棵胡杨；每画一株胡杨，
都如同完成一次心路旅程，都获得一次
精神激励。

毛才奇说，他虽然画的是胡杨，但
更觉得画的是人，画的是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体。他认为，他画胡杨其实就是为
了礼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枫杨”到“胡杨”，从黑白到彩
色，毛才奇艺术上实现了一次次突破。
他在《我画胡杨》一文中就说到：“胡杨
是一种永不服输、从沙漠戈壁的恶劣环
境中铸就自身高尚品格，并将至为高贵
的生命尊严发挥得淋漓尽致。”

2021年4月，耗时1年的胡杨长卷
《永恒的悲壮》终于完成。创作其间，夫
人不幸病重，他为了全身心照顾她，中
途停笔几个月。后来他夫人在美国去
世，对他打击巨大。以至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只有在壮美的胡杨面前，胡
杨博大浪漫的情怀，才让我无尽的情思
找到了寄托；我这颗不曾平静的心，怎
么都停不下对胡杨深深的感念。”

二

7月11日，2021咸安区“天一杯”青少年象
棋比赛在咸宁高中圆满结束。本次比赛由咸安
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咸安区教育局共同
主办，咸安区中国象棋协会承办，咸宁高中协
办，咸宁棋院天一棋社冠名赞助。比赛共有来
自温泉、咸安各中小学47名学生参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汪俊东 通讯员
张济忠 摄

鸡笼山在通城县麦市镇境内，位于麦市
镇与塘湖镇的交界处。整座山方圆十余平
方公里，主峰500余米。

排石崖是鸡笼山最有特色的景观。整
个崖体像一堵人工垒砌的石墙，在山脊上拔
地而起，崖壁高百余米，顶部宽处三四米，窄
处一二米，也就一个石头的宽度。崖壁陡
峭，岩石坚硬、色彩丰富，下半部岩石结构紧
密。这些石头奇形怪状，神态逼真，有的像
乌龟在匍匐前进，有的像恐龙在仰天长啸，
有的像小鸟在依石而憩，有的则像蛙似要纵
身一跃。

传说当地有一位叫陈洞泉的人，做了洞

庭泉神的女婿后，学到了法术，突发奇想：黄
龙山这么好的风景，要是有一个湖作衬托那
不更加完美？于是打算把铁门栈堵起来，使
麦市成为一个湖。垒湖得很多石头，陈洞泉
跑到黄龙山里搬石头。他用法术把石头变
成猪，沿着黄龙河向麦市方向赶。先弄来的
石头放在鸡笼山上，排成一排。

观音菩萨知道这件事后，担心黄龙山的
风景是好起来了，可是要淹没好多良田，老
百姓没有饭吃。于是，她变成一个农妇，提
着一竹篮的水在麦市上游七八里的地方等
陈洞泉。不一会，陈洞泉赶着一大群石头猪
下来，碰到了观音菩萨，就好奇地问：这位大

嫂，你的竹篮怎么装得了水呢？被他一点
破，竹篮里的水一下子全流掉了。观音说，
竹篮装不得水，那田怎么能变成湖，石头怎
么能变成猪呢？说完就不见了。那石头猪
一经点破，也还了原形。陈洞泉知道这是神
仙在点拨他，阻止他修湖。细细一掂量，就
放弃了这个念头。而那些被放在鸡笼山上
的石头却从此留在了那里。陈洞泉赶石头
猪的地方后被取名为陈赶州（麦市话州与猪
谐音：dou），后为陈州村。

除了排石崖的传说，还有蛤蟆石的传
说，千斤石的传说，观音岩的传说，老鸦泉的
传说，崇仙里义井的传说，香炉山的传说，鸡

公打鸡婆的传说，张果老的传说以及几个版
本的鸡笼山的传说。这些流传千古的故事，
绘声绘色，惟妙惟肖，一代一代传下来，当地
很多老百姓都耳熟能详。

据说，麦市井堂村已经有了规划，围
绕鸡笼山景观开发旅游项目。也许若干
年后再去鸡笼山，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
模样。

神奇鸡笼山
王战强

咸宁风物

崇阳西门出城至乌龟石塘角边，往右
不到二公里，有个村庄叫望夫墩，又名望夫
归。

传说明朝年间，村里住着一对年轻夫
妇，男的叫水生，女的叫云姑，夫妻二人男
耕女织，百般恩爱，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红红
火火。

那一年，明朝受边疆胡人入侵，边关危
急，皇上颁昭征兵，水生应征投军，随军出征
戎边。

临走时，云姑含着眼泪送夫出门，再三

嘱咐水生早点回来。水生要云姑放心，不要
想着他，复役期满定早日回家。二人情深意
切，实在难舍难分。

水生走后，云姑思夫心切，每天都要到
村边的高处张望几回。好不容易一年过去
了，还不见水生回来，云姑眼睛望穿了。

两年过去了，年复一年，云姑天天都去
村边高处望夫。云姑望夫感动了上帝，一夜
之间，村边望夫高处冒出了七个一人多高土
墩，人们称作七星伴月。

望夫呀!望夫呀!总不见夫君回来。云姑

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她想得没办
法，只好请来娘家弟弟，出外去打听水生的
音讯。

弟弟从南找到北，从东找到西，找到一
同去戎边的人，得知水生已不在人世了。云
姑没有哭，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从此茶饭
不思，整天整天不说话，站在村边的七个土
墩上，上上下下，来回眺望，眼巴巴地望着
远方。

云姑望得好苦啊，刮风下雨都望，一年
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慢慢地，云姑变成

了一个石人立在土墩上。人们就把土墩叫
望夫墩，这个石像叫望夫石，村子取名叫望
夫归。有诗为证:王命难违去未还，明朝离
别出吴关。白玉高楼君不见，相思须上望夫
台。山门妻子强牵衣，问我夫君几时回。归
时倘佩黄金印，军功助章光灿灿。

望夫墩的来历
陈国华 整理

地名趣谈

《永恒的悲壮》（局部）

胡杨品格 中国精神
——咸宁画家毛才奇与他的新作《永恒的悲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会文

年过古稀的毛才奇，出生在通山县黄沙铺镇毛杨
村，1968年毕业于蒲圻师范，后从事舞美工作，很早便
与钢笔画结缘。1991年，他在中国戏曲学院进修期
间，曾把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出系列钢笔画，惊动京城。

2002年，他出版了《书画九宫山》画集，作为咸宁市
文化精品工程，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提名；泰国访华
团到咸宁时，毛才奇的国画还作为礼品赠送给该国议长。

毛才奇认为退休后，自己才真正进入钢笔画艺术
的“青春期”。

2010年，毛才奇在家乡九宫山脚下写生，惊奇地
发现，山脚下、河滩边到处是傲然挺立的枫杨。于是，
他就隐居九宫山下作画，并得到了银河谷景区老板王
义成的支持。王义成为他建立个人画室、免费提供生
活方便，让他得以潜心创作。

有了创作基地，毛才奇便把画笔对准九宫山脚下
的枫杨，结果一发不可收。在银河谷隐居的7年时间
里，他用钢笔勾画出40幅凸显“沧桑美”、又极具生命
力的“枫杨”系列作品。

2013年，毛才奇得到深圳晚报的支持，通山籍企
业家王学兵又给予大力赞助，在深圳第九届国际文化
博览会上首次成功举办了以“生命礼赞”为主题的个
人钢笔画专题展。展会上，一位香港艺术收藏家当场
要以30万元一幅收购作品，却被毛才奇婉拒。

2015年，他和夫人（书法家金剑平）开始旅居（主
要是探亲）美国。毛才奇看到美洲风情美景，于是又有
了新的创作灵感，并在钢笔画艺术上找到新的突破。
旅美的几年时间里，共创作19幅极具美洲特色的彩色
钢笔画，且在美国华人社会引起极大反响。

2017年6月至2018年10月，毛才奇还先后在咸
宁市博物馆、湖北美术馆、美国科利尔维尔市文化艺术
中心，成功举办个人钢笔画展，一时间名声大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