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期间，我随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市革命老区发展建设促进会、市关工委部
分会员和溪岸初中部分师生，前往方岩刘英革命烈士陵园参加以“老少共祭先烈，传承
红色基因”为主题的扫墓活动。站在烈士墓前，面对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们，我心潮
起伏，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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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与中国文化》
30 多年前，考古学者王仁湘应人民

出版社之邀，查阅大量古籍，尝尽四方滋

味，用四年时间交出了这本洋洋洒洒约

50 万字的《饮食与中国文化》。如今再

版，增加了 100 余幅考古资料彩图，力求

生动还原中国饮食文化的流变。

这本书的妙处在于通过尘封文物里

的历史细节，感受中华文明千年饮食智

慧，展现了食之味、食之时、食之人、食之

具、食之艺、食之礼、食之功等。书中各

类史料与典故信手拈来，给予读者大开

眼界、恍然大悟的惊喜与趣味。

这是一部信息量巨大的饮食文化百

科书，是一趟有滋有味、欲罢不能的饮食

考古之旅。饮食文化藏在李白、苏轼的

诗文中，藏在重见天日的文物中，藏在流

传至今的饮食习惯中。它展现出千百年

来人们生活的图景，以及人类文明进化

的脉络，跨越千年，以另一种方式触发现

代人的味蕾。

如果你身边有看似“奇怪”的亲人或

朋友，你会抱着从众心理去嘲讽，还是选

择尊重他人的不同之处呢？看完此书，

你或许会被治愈，世界纷繁复杂，但始终

会有充满善意的角落。

小说讲述了一个患有性别认知障碍

的孩子，幸运地被家人朋友包容支持，并

逐渐摆脱自卑快乐成长的故事。

抛开故事本身，该书所探讨的是自

我认知和家庭成长的问题，极具社会现

实意义。它曾先后获得美国《人物》杂志

年度十大好书以及美国亚马逊年度十佳

好书&最佳文学小说等奖项，被各大读书

俱乐部和图书馆推荐为女性优选读物、

青少年课外补充读物。

积极正向的力量鼓舞人心，它向读

者传达着“活出自我，尊重他人”的生活

理念，也展现了“希望有一天，无论我是

谁，都不再奇怪”的美好愿景。

《我和这个世界
不一样》

早过了花甲之年，曾经作为少

先队、共青团和民主党派组织一员

的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经常参加

祭扫革命烈士墓活动，从第一次到

今年已经有整整 50 年了。1973 年

的清明节，是我回到南昌父母身边

读书的第一个清明节，学校组织学

生前往方志敏烈士墓，开展祭扫烈士

墓活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祭

扫革命烈士墓。

方志敏（1899 年 8 月 21 日-1935

年 8 月 6 日），江西弋阳人，无产阶级

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

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

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

方志敏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5 年 1

月 27 日，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在狱

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清贫》等名著。1935 年 8 月 6 日，方

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 36 岁。

作为南昌市民，我无论是在读书

阶段，还是在工作阶段，都曾多次参

加所在学校、单位等组织开展的清明

节祭扫方志敏烈士墓活动。

我祭扫的第二位革命先辈是杰出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

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

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同志。

1975 年的清明节，我的父亲带

我去武汉给我祖父扫墓。我的祖父

是一名公路工程专家，1958 年曾作

为科学工作者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

见，同年被国务院入选为援外专家，

担 任 交 通 部 援 蒙 办 公 室 主 任 工 程

师。后因不适应北方天气申请南调湖

南省交通厅工作。

1974 年 8 月，我的祖父不幸在湖

北咸宁陆军医院去世，享年 66 岁。

当时，祖父的骨灰经武汉市民政局

批准，存放在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

陵园。

武汉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用于

集中安葬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有功之

臣。该陵园原先仅安葬、存放革命烈

士和高级干部骨灰。1965 年补充规

定，政府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副教

授以上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的

骨灰，均可在此安葬和存放。

时隔数十年，在武汉九峰山革命

烈士陵园安葬或寄存遗骨的逝者，已

达 5000 余人。这些长眠者中，有 36

位共和国将军，2000 多位红军、八路

军和新四军老战士，200 余位革命烈

士，以及数百位省、市党政军领导、专

家学者及社会知名人士。因此，九峰

山革命烈士陵园也被誉为“武汉八宝

山”。当时，祖父的级别符合在此安

葬和存放的规定。

祖父去世时，我在永康老家休暑

假，未能赶上送他一程。1975 年是祖

父去世的第一个清明节，按照永康老

家的习俗，我的父亲和我作为长子长

孙不能缺席祭扫新墓。当年的清明

期间，刚好有一个星期天。于是，父

亲为我向学校请了几天假。当时，从

南昌去武汉需要先坐火车到九江，再

从九江坐轮船到武汉。好在我有一

个堂叔在九江，接到电话后，他帮我

们买了来回的船票，使我们很顺利地

到达武汉。

快到墓区，父亲购买了两束鲜花，

祭扫了祖父，然后又带我来到与祖父

相邻的一个墓前，向一位名叫李达的

人敬献了鲜花。当时，我以为李达是

我们家一位故去的长辈，就问父亲他

是什么亲戚？父亲告诉我说，李达是

一位革命先辈，我们也祭拜一下他。

父亲敬献鲜花后，我也恭恭敬敬地向

这位革命先辈墓鞠了三个躬。

在回来的路上，父亲告诉我，李

达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政法干部学

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

校长等职。1974 年初，武汉大学在

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举行了追

悼会。

我祭扫的第三位先烈是李文忠

烈士。李文忠是 1967 年 8 月 19 日为

抢救群众而光荣献身的 6011 部队某

部四排排长。

1976 年清明节这天，学校组织

全体师生前往李文忠纪念馆祭扫李

文忠等烈士，同时为年初批准入团的

高一年级八个班的第一批 13 名新团

员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我有幸成为

13 名新团员之一。这个场景令我记

忆犹新且永生难忘。

2013 年，我回永康工作后，由于

工作关系，几乎每年都参加由永康

程氏宗亲组织、市和谐思想研究会、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市革命老区

发展建设促进会等单位组织的祭扫

刘英、张国卿等烈士墓活动。此外，

还先后为楼其团、李立卓、李立倚、

李文华等烈士扫墓，或跟随永康烈

士后代前往磐安、缙云烈士公墓祭

拜革命烈士。

通过祭扫先烈墓，让我对红色文

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鞭策我

们要将烈士的精神化作工作的动力

和激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

奋斗目标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革 命 先 烈 抛 头 颅 、洒 热 血 ，把

宝 贵 的 生 命 无 私 地 献 给 了 祖 国 和

人 民 ，把 满 腔 的 热 血 洒 向 祖 国 大

地。他们的英名与山河同在，与日

月同辉！

五十年祭扫革命先烈回顾
□程烜

喜看文林茁新木 又闻翰苑传莺声
——我市一批青年作家从田野中崛起

□朱章台

市乡土文化研究会是一个自发

群众性组织。该研究会成员来自各

行各业，凭着对文学的热爱，特别是

对乡土文化的钟爱走到了一起。

成立近四年来，在有关部门的关

爱和支持下，该研究会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还曾与金华、兰溪等地相

关兄弟单位合作开展活动，扩大了社

会影响力。

去年 7 月，由市乡土文化研究

会承办的“ 中国诗人走进西溪”活

动，吸引了全国各地 20 多位著名诗

人来到西溪等地采风，遍受赞扬；

与市作家协会共同举办的“荷叶田

田，为你读诗”大型群众文学活动，

受到了 20 多家国家级新闻媒体的

报道。

近四年来，成员们的文学梦逐

步变成了现实。不少成员先后加入

各级作家协会乃至过去连想也不敢

想的中国作家协会。一大批年轻有

为的作家从田野中崛起，写出了大

量的优秀作品。几年来，他们不断

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并结集

出版。

在去年市文联编纂年鉴作品时，

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就有多件作品入

选。目前，黄长征、贾光华、程望槐、

钱丹丹、朱礼卓、金林鲤等作者的书

籍由正式出版社出版。

喜看文林茁新木，又闻翰苑传莺

声。这批文学作家正以紧密结合社

会实际、踏踏实实的文风，一步一个

脚印地前进。相信不久以后，他们之

中很多人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以更优

秀的表现活跃于永康文坛，为家乡人

民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研究会成员出版的书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