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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红色历史记忆丛书·红色金寨》一书系

“安徽红色历史记忆丛书”中的一本，是安徽教育

出版社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而打造的安徽红色重点主题出

版物。

本书根据2016年 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金寨时首称“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是

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介

绍了，自1920年10月境内燕子河燕西小学成立学

习小组开始，到1949年金寨全境解放，这三十年

金寨的红色历史、红色事件、红色人物、红色遗址、

红色精神；讴歌了金寨人民在血与火的战斗中锻

造的“坚贞忠诚、牺牲奉献、永远跟党走”的大别山

精神。本书重点围绕“两源两地”这一崭新的定位

和科学的论断，向读者们介绍金寨是中国革命的

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的相关史实

资料及作者个人一些独到的认识与理解；详细

记述了金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中

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前赴后继、英勇奋

斗的光辉历史，全景式展现了金寨人民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历程和人民军队发展壮

大的光辉历程。

该书结构合理，记述方式新颖，强调权威性、

学术性和社会大众性的有机结合，语言平实流畅，

可读性强，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党史读物。作者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导向

正确、持论公允。引用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详

实、权威，对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的评述

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反映了金寨地区的革命斗

争历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及时吸收了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金寨最新的权威评价和地方党史

研究的最新成果，遵循习总书记“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的指示，凸显了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

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具有较高的先进

性和时代特征。同时，本书附有的“大事记”，按时

间顺序系统扼要地记载了金寨地区的历史发展过

程和重要活动情况，为读者提供了轮廓性的历史

材料，便于读者理解重要事件、活动的发生、发展

的过程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金寨的红色历

史资源丰富，有很多动人的革命故事，如果盲目追

求面面俱到，就会变成一部地方通史，而本书站在

鄂豫皖苏区整体的高度，选取的历史事件具有代

表性和典型性，既把关键点、历史拐点讲清楚了，

又反映了金寨的革命斗争历程。

简言之，这是一部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

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出版物，激励我们要永葆初

心，牢记使命，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

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无疑，本书的出版对加强

革命传统教育，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以及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 安徽教育出版社 章征柏 刘静

汉宫春·咏岳阳楼
谁可言诗？范公千古句，沉唱尘寰。苍然楚望，工

部涕泣凭轩。风骚百代，自浮天、涵碧汀湾。犹矗起、

洞庭筋骨，浪高依旧堆澜。

欲遣君山衔月，尽胸中绮梦，卓笔云烟。危栏一泓

叠翠，白鹭惊船。葭蒲细柳，焕今朝、樽酒新篇。归雁

影、秋高湘沅，波光争送晴川。

祝英台近·咏岳麓书院
对天隅，吟涧谷，廊庑转萝径。三楚英才，囊脱待锋

颖。山重水复溪烟，临风俯瞰，聚紫气、于斯为盛。

指前岭，怀袖舒卷江山，弦歌九州咏。今古无双，踏

峰望霄景。道论岳麓云开，潇湘国色，昂万象、尽倾殊境。

一剪梅·咏橘子洲
橘子洲头问浪浮。意气披襟，更上层楼。问天台

上忆春阑，回首烟苍，点点江鸥。

幽径心裁知楚讴。朔雁初归，柳外移舟。好风催

晓冠南陲，黄叶题诗，尽待云收。

在我的记忆中，“端午节”是个处处飘香的日子，是

时光中最有味道的回忆。

端午节的头一天，母亲会在一个大盆里泡上艾叶、

柳条，用来第二天给我们洗脸。

老人们的说法是，用这样的“香水”洗脸，能避免一

夏的蚊虫叮咬。

一开始，我很抗拒，因为不太喜欢那看上去绿油油

的水。

母亲总是一边笑着摇头，一边掐下两朵院子里正

盛开的月季花，泡进盆中。

看着盆中的水渐渐被红色、黄色的月季花瓣儿覆

盖，仿佛放入整个夏天，我的心瞬间变得柔软。

第二天清晨，用那盆里的水洗过脸，就会有一股淡

淡的清香萦绕，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在这样的香气中，和母亲一起在大门上插上艾蒿，

端午节就这样到来了。

村子里处处弥漫着艾蒿的清香之后，家家户户的

厨房也忙碌了起来。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洗糯米，泡红豆，备蜜枣。

我就和小伙伴一起跑到河边打苇叶。我是个急性

子，看见好的苇叶，伸手就去摘，但很多都弄劈了，无法

用来包粽子。

我一直很喜欢在水雾缭绕的厨房中看母亲包粽子。

她裹的粽子结实，硬朗，四角均匀。在青绿苇叶的

映衬下，像别致的工艺品，俏溜溜翠莹莹的。

包好之后，放在煤炉上用文火蒸煮。不久，苇叶的

草香交织着糯米的谷香，就那样袅袅娜娜地弥漫开来。

咬一口煮好的粽子，那软糯即刻入胃、入心。

吃过粽子，孩子们还会排着队去村子的庙宇中，等

待系五彩绳。

那时候，虽然每家每户的日子都很清贫，但每年

端午大家都会去庙上祈福，捐一些香油钱。

长长的队伍，吵吵嚷嚷的等待，系完五彩绳的孩子们，

脸上都带着满足和神气，仿佛得到了天底下最好的礼物。

还没轮到的孩子，一个个翘首以待，眼睛里尽是羡

慕。好像系上五彩绳，就像戴上了天空中美丽的彩虹，

是童年中最亮的色彩。

多少年后，每当我回忆起洗香水、吃粽子、系五彩

绳的时光，总觉得那是岁月中最深的暖，最美的甜，最

醇的香！

湘楚三咏
■ 张武扬

碧艾粽香
暖了谁的时光？

■ 周晓凡

“安徽红色历史记忆丛书”之《红色金寨》

茶园尽带黄金甲
■ 赵见

书评

黄山茶好，笔者好茶，此次黄山之行，自然也就

少不了对黄山茶叶的关注。

笔者是第一次来黄山，也是首次亲临茶园，步

入其间，仿佛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啥都

觉得新鲜好奇。采茶的大妈姓王，她向我们讲述了

一些采茶技巧及注意事项，并指着我们好奇的那块

小黄牌称，这叫灭虫黄板，可诱杀小绿叶蝉、黑刺粉

虱等茶树害虫；除了使用灭虫黄板外，茶园里还添

置杀虫灯、诱捕器等绿色防控设备，以最大程度减

少害虫对茶叶的危害。目的都是为了避免使用农

药，生长出优质的生态环保茶叶。

王大妈还告诉我们，灭虫黄板每年分两季使

用，3月初，第一次插放灭虫黄板，主要目的是遏制

害虫大量产卵。每年6、7月份，还需要对茶树进行

矮化培植，这是新式种茶方法，就是将茶树老枝打

掉，让茶树长出新枝，来年春天长出更多更好的新

芽头，此时得换上新的灭虫黄板，避免新长的枝条

遭到虫害。如此做法，虽说费了不少工夫，但产出

的茶叶让人喝了放心。这回总算弄明白了，原来那

一张张黄板，是专门用来粘捕害虫的，茶农在每株

茶树旁放上它，就如同为茶树“穿上”了一套抵御虫

子入侵的“铠甲”。

我们问王大妈：一亩茶园一年的收入能有多

少？她告诉我们，茶农种茶卖茶赚的全是工夫钱，

这里的茶叶每年只在春季里采摘，其他季节不采

摘，产量不高，但却保住了当地茶固有的品位，一亩

茶园一年炒出的干叶只有5、6斤，收入一两千元。

王大妈的家离我们所住的酒店不足200米，我

们晚上去了她家看他们的自制茶，王大妈的儿子红

青为我们拿来一袋野茶和半袋前天才采摘现炒的茶

叶给我们看，他说家里炒好的茶叶基本卖完了，只剩

下这点茶叶，档次一般，不过有一斤明前毛峰还是上

档次，是留给家人用的，他边说边为我们每人泡了一

大杯，杯中的茶叶一芽一叶雀舌形，汤色清澈，香味

浓郁。这位红青老弟业余爱好擅长诗书，在当地也

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饶有兴致地为我们朗诵了

东都漫士的《黄山毛峰》诗文，用以助兴，此诗最后两

句是：“嘉木从来生佳地，徽州春意杯中呈”。多么好

的诗句，多么好的黄山人啊，在王大妈家，我花了

450元买下了那斤明前毛峰，这茶叶，在合肥市场没

有千元是买不到的。由于他们家中只有那么一斤

“看家茶”，两位同事只好承让于我。

回来的路上，大家陶醉在黄山的秀丽山水间，

而每当我看到山坡上那一片片茶园，心中总会产生

深深的敬意，这敬意来自心底的感谢，源自于黄山

人民的勤劳、好客、善良与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