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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带着书香

飞进“山水双合”
6月24日，萤火虫读书会带着书香走进信宜市钱

排镇美丽如画的“山水双合”景区，开展第十五期萤火
虫读书会活动。活动由钱排镇政府、茂名市朗诵协
会、萤火虫读书会共同主办，以“山水双合，李乡书香”
为主题，“虫子”们和当地文学爱好者共聚一堂，展开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活动。

当晚，读书会气氛热烈，从一诗一画一景切入主
题，通过诗意美文和歌舞等形式解读和赞美双合的变
化，展现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果，给当地村民带来的
美好生活。

读书会成员詹玉群曾在信宜工作八年，她亲身经
历“9·21”洪灾，并参与到救灾工作当中。在看到了双
合今天的变化，她感叹：双合村是“凤凰涅槃”的典型
范例，从当年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来的美丽幸福家园。

在“虫子”张慧谋的印象里，双合村有三个画面让
他难忘。“9·21”之前，他曾经到过双合村，当时的双合
山清水秀，双合河两岸竹林青翠，岸上人家过着安逸
日子；“9·21”过后的第四天，他再次来到双合，创作组
诗《挖故乡》，其中两首作品就是取材于灾后的双合；
而如今的双合，让他眼睛一亮，“双合的变化，是人间
奇迹。”张慧谋说。

在信宜当地工作的叶柔廷通过她讲解的宣讲视
频《中国李乡，山水双合》，与大家分享了如今的双合
美景：山环水绕，一河两岸，花香果甜，粉墙黛瓦的楼
房鳞次栉比，房前屋后李树掩映，简单的快乐田园生
活，惬意的浪漫夏夜情怀，让闻者向往、来者依恋、居
者自豪。

来自我市高校的“虫子”陈健与大家分享了杨万
里《李花》，诗中描绘的一大簇一大簇李花盛开满山飘
香白如雪，而且看李花不宜近不宜疏，而是“宜远宜
繁”。他还分享了陆游的《游山西村》，现在的双合如
同诗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般，虽
然历经磨难和曲折，但如今绝处逢生、欣欣向荣。

“虫子”杨微带来了曼妙的舞蹈《心上的罗加》。张
楚华一首《桥边的姑娘》，浪漫的旋律、动听的歌声让人
听着不自觉想象，那桥就是双合桥、那姑娘就是站在双
合桥上的姑娘，瞬间几多故事涌上心头。詹玉群以一
首《乡愁》来寄托她对信宜的一片乡情。余丽明诵读

《挖故乡》、张莉霞独唱《思故乡》，深深触动了大家的心
灵深处，曾经的双合和现在的双合在脑海中交替。

来自信宜市区的杨桂焕、闵肖彦等几位读书会成
员，还有双合小学的几位老师，都以他们的经历，讲述
了他们心中的双合。“9·21”洪灾后，受灾群众在党
和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下重建家园，从满目疮痍的废墟
建设成为现在的美丽双合，让他们深深感受到党和政
府带来的温暖。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张丁文 通讯员刘颖红）

6月25日，由茂名日报社副刊中
心、信宜市文化馆主办的首场读者沙
龙活动——信宜市业余文艺创作交
流会暨《向家湾》研讨会在信宜市文
化馆举行，专家学者、文学爱好者与
读者欢聚一堂，以品读向梅芳的长篇
小说《向家湾》为切入点，畅谈阅读心
得、分享精彩看点、探讨写作技巧。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茂
名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广东石油
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向
卫国，人类学博士、副教授、广东石油
化工学院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区锦
联，茂名日报总编助理、茂名日报社副
刊中心主任吴小英，以及信宜市文广
旅体局、信宜市文联相关领导，文学爱
好者、《向家湾》读者粉丝共约30人参
加活动。

向梅芳是信宜市文联兼职副主
席、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国家二级作
家，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学院签约
作家，鲁迅文学院广东作家班学员。
她热情分享了作品创作情况。《向家

湾》创作从最早期的酝酿开始前后历
时近十年，讲述一个农民家族五代人
的奋斗坎坷、爱恨悲欢和人生传奇。
小说的叙事时间从 1920 年到 2020
年，地域跨度从粤西南到湘西北。整
部小说通过一个农民家族的百年兴
衰折射中国百年时代变迁和中国乡
土文化传承的历史命运。目前，《向
家湾》正在500多家图书馆上架。

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围绕《向家
湾》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
架构搭建、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细节
描写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小说《向家
湾》的出版发行是信宜文学创作领域
的喜事和突破。小说迂回曲折，情节
扣人心弦，历史底蕴深厚，乡土风情氛
围浓烈，涉及知识面广，整部作品波澜
壮阔，是一部好看、耐看的长篇小说，
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热烈反响。

吴小英在会上介绍，茂名日报社
作为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之一，是展
现地方文化特色、提高文化影响力的
重要平台。茂名日报社副刊中心主

要负责茂名日报和茂名晚报两报文
艺副刊，有责任去深度挖掘、探寻以
及展示本土文化，努力打造本地文化
品牌，更好地传播与推介本地文化。
今年4月，茂名日报社与茂名市图书
馆携手共建了茂名首个读者沙龙活
动基地，本次活动作为首场读者沙龙
活动，举办得很成功，也很有意义。
接下来，茂名日报社将通过举办本土
作家的作品研讨、讲座、读书分享会
等文化活动，积极推介和传播茂名本
土文化，共同努力把读者沙龙活动打
造成为茂名文化品牌。

名家品读
记录百年盛衰，传承文化信仰。

在中国，土地和农民象征着一种不朽
的精神。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
委员、作家 张欣

作者试图以想象的方式，还原自

己对于家族、家世、家乡百年历史烟
云的记录与省察。粤西地域性的风
物与风情，生机盎然的乡村大地与艰
难的生存，浓烈的人情与人性的光
彩，融汇于一体，体现了作者以小见
大书写活历史的格局与追求。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
任、批评家 李朝全

无论经历苦难、爱恨，还是迎来
复兴、辉煌，他们始终坚守粤西大地，
并用回望故乡的目光，完成童年时代
的远望。

——天津文学院院长、作家武歆

从抗战到改革，以具有历史纵深
感的情节，呈现中国式家族百年兴
衰。自乡村至城市，用数代人命运的
承转起伏，负载绵延民间之情深意
长。是一部意蕴深厚、流畅可读，充
满地域风情的长篇佳作。

——《当代》杂志执行主编
徐晨亮

本报首场读者沙龙活动在信宜文化馆举行

读者共品本土长篇小说《向家湾》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林夏 陈珍珍 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柯丽云

创作交流会现场。 《向家湾》作者向梅芳。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诗词书画，也在一饮
一啄、一杯一箸间。一双筷子，长约数寸，看起
来很是寻常，却是独特的文化载体，包含着深邃
的哲理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中国人的礼仪、哲
学等紧密相连。

据考证，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朝，中国就
已经出现了筷子。安阳殷墟曾出土6支青铜箸
头，可接柄使用。筷子原先并不叫“筷”，古时称

“箸”“梜”，均表示辅助用食之意。后来，因“箸”
和“住”同音，船家特别忌讳，便改称“快儿”，希
望船可以快行，讨个口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筷子”这一通用叫法。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双筷子，只需通过手指

控制用力，使之分开、闭合，相互配合，便能轻松
移动食物。不同于西方餐具那样把食物切开、
扎破，我们手中的筷子可以一直保持食物的完
整性，吃东西时慢慢地把食物夹起拿走即可。
小小筷子，四两拨千斤，一切和顺畅达。

一杯一箸间，折射出中华礼仪之光。人们
用餐、用筷时要干净利落、举止典雅，忌迷筷，举
筷不定；忌翻筷，以筷挑菜拣食；忌刺筷，以筷当
叉戳食；忌指筷,持筷说话点人等。毋庸说在宴
席上，“长辈先动筷”的基本规矩，看似简单，却
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尊老敬老文化。筷子，
让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处处以礼存心。

一双筷子，更是一份温暖。家里添丁，游子
归家，有客来访之时，家里的主人总会说“添一
双筷子”。筷子自成一双，往往还被用作送给新
婚夫妇的礼物，寓意成双成对。一双筷子，夹起
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添一双筷子，添的是
一家人的团圆吉祥。

成双成对的筷子还有一份“和为贵”的意
蕴。中国人说“一双筷子”，不说“两根筷子”，两
根为一双，组合成一便可齐心协力，互动统一。

不要小看一双筷子。筷子一头圆、一头方，
象征天圆地方；手持筷子，五指需要上中下配合
使用，象征着天地人三才；筷子一分为二、却又
合二为一，象征着阴阳结合、包容和谐。它是中
华文化的独特符号，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
的认识与理解，代表了中国人对天地朴素的信
仰。

“兄弟一般长，见面就帮忙。”这是一个关于
筷子的谜语。双木即成林，筷子也是团结友爱、
和睦相亲的象征。它告诉人们，兄弟之间就应
该像一双筷子一样，互相帮衬。人心齐，泰山
移，手足之情、人与人之间交往理应如此。

一箸能生两眼明。一双不起眼的筷子，见
证了人类文明从生食到熟食的进步，也折射出
几千年来礼仪之邦的耀眼光芒，更蕴含着中国
人阴阳和谐的哲学思想。当你举起手中的筷
子，不妨将此谨记在心。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一箸能生两眼明

汇聚井冈，开辟革命新路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
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的方针。1927 年 9 月 9 日，毛泽
东领导由湘鄂赣边界的工农武
装与革命士兵整编的工农革命
军第一师，发起了著名的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
第一面军旗。但由于敌我力量
悬殊，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毛
泽东总结教训，主张放弃攻打长
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
区。部队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
村时，毛泽东决定对剩余部队进
行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
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的建军
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这也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
开端。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择
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仅
因为在大革命期间湘赣边界各
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
会，且有袁文才、王佐等人已成
功领导过农民武装，更因该地区
具有良好的作战地势，利于后续
革命。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
队登上井冈山，开始在茶陵、宁
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地发动群
众，建立各级工农武装和民主政
权。1928年 2月，根据地军民打
退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
成立了新（永新）遂（遂川）边陲特
别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以及农村包
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朱毛”红军会师，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奠定了基
础。湘南起义后，由于湘南特委
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朱德、陈毅

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
义农军无法在当地立足，被迫向
井冈山地区转移。1928年 4月，
毛泽东与朱德所率部队在宁冈
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四军（后改称红四军），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得以增强。此
后，根据地军民采取“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游击战争策略，先后打退江西
国民党军队第二、第三、第四次

“围剿”，将根据地扩展到宁冈、永
新、莲花全境，以及遂川、酃县、
吉安、安福等部分地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为巩固政权，井冈山开展了
土地革命运动。登上井冈山后，
工农革命军就开展了打土豪筹
款的活动。1928年 2月，打土豪
运动在个别地区发展为分田运
动。1928年 5月，湘赣边界工农
兵政府成立后，土地革命运动在
边界各县掀起高潮，激发了广大
边界群众的革命热情。

同时，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
的许多原则也在这一时期确
立。1927 年 10 月，毛泽东亲自
主持了 6 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
式，撰写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入
党誓词。除了支部建在连上，党
组织在各级军队建立了党代表
制度，形成了《党代表工作大纲》
中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
军队的领导。毛泽东还总结军
队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陆续颁
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
提高士兵政治素养。如《井冈山
的斗争》中提到：“经过政治教
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
……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
阶级而作战。”

星星之火，湘赣南北燎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为湘赣边界两个根据地的建设
树立了榜样。1928 年 12 月，彭
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主
力抵达宁冈后，湘赣两省国民党
军队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为
掩护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领
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但留守
井冈山的红五军随后也被迫突
围，井冈山一度被占领。1929年
5 月，红五军主力回师宁冈，恢
复了部分根据地。在红五军的
支持下，湘赣边界特委决定以永
新为中心，着手建设湘赣革命根
据地。同年 8月，红五军将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带到
了湘鄂赣边界。

1929 年 10 月，红五军分为
五路纵队，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
带开辟根据地。1930年，湘鄂赣
边特委先后组织数十万群众，发
动“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和红五
月大暴动，在平江、大冶等地建
立起政权。1930 年 6 月，湘东
北、赣西北、鄂东南等 11个县建
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1931
年 7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召开
党员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赣省委
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在湘赣边界的南方，1929年
10 月，湘赣边特委组织永新、莲
花、宁冈三县赤卫队攻占永新
城，并组织军民先后 8次攻打吉
安。1930年 7月，红三军团一举
攻占守备空虚的长沙城，一时轰
动全国。撤出长沙的红三军团
与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赣边特委的支持下一路向
东攻占吉安，沿途连克湘东数

县，将湘东与赣西革命根据地连
成一片。1931 年 10 月，这两块
根据地合并成立湘赣省，建立湘
赣省苏维埃政府。自此，井冈山
的火种，点燃了湘鄂赣与湘赣一
南一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燎原
之火。

两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
布土地、肃反、经济、文化、劳动、
婚姻、红军等各方面的决议与法
规，积极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使贫下中农分得了
土地。土地革命为党组织和红
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1932年下
半年，湘鄂赣省主力红军与地方
武装增至 2.5 万人，湘赣省兵力
也发展到 1.3 万余人，湘赣边界
的两块根据地达到鼎盛阶段。

拱卫苏区，坚持游击斗争

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湘
鄂赣与湘赣两个革命根据地作
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左翼，为保卫
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与中央苏区仅一江之隔，湘
赣苏区在四次反“围剿”斗争中
都牵制了大量敌军。在第三次、
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分别
指派 7 个师和 12 个师的兵力进
攻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
命根据地紧邻南昌、武汉等敌人
统治中心，长期被大量敌人包
围，根据地多次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根据地军
民付出巨大牺牲，最终击退敌人
的进攻。湘赣边革命老区不仅
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苏区，还输
送了大量子弟兵和物资，仅永新
一个县就有 10 万人参加红军，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也有 24万人
参加红军，有力支援了中央苏区

的反“围剿”斗争。
即便遭遇严重失败，湘赣边

界的军民依然坚持斗争，成为中
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执行
中革军委“攻势防御”、“御敌于
国门之外”等错误战略，湘鄂赣
省委与红十六师大部牺牲，湘赣
根据地也在敌人的进攻下难以
维持，红六军团受命西征，湘赣
边界留守的红军被迫上山游
击。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
争期间，湘鄂赣和湘赣根据地与
中央失去联络，但始终坚持斗
争，为革命保存了火种。

在湘赣边革命老区的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人民军
队，探索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
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相统一的宝
贵经验，有力回应了“红旗到底
打得多久”的质疑，在实践中继
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
据的理论和军事战略思想。以
游击战“十六字诀”为代表的毛
泽东军事思想，也在湘赣边界的
长期军事斗争中被反复验证。

湘赣边界军民作出的巨大
牺牲，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
点，凝聚成了宝贵的井冈山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坚定
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
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
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承载着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我
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斗
争形势如何艰巨，从这里燃起的
革命火种始终不曾熄灭，在这片
土地锻造出的革命队伍、传承下
来的精神财富，仍然在书写着新
的篇章。

（来源：学习时报）

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精神诞生地
湘赣边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地带，涵盖罗霄山脉东西两侧24个县（市、区），面积约5万平

方公里，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的发生地和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先后创建湘
鄂赣革命根据地与湘赣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战略侧翼，以及三年游击战争中党
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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