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冈山研学感悟
衡阳市第三中学 458班 谢佳佳

古镇那些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个百寿小镇，在这个 3万多人口
的小镇上，90岁以上的老人竟然多达 100 多人，80 岁以
上的老人有数百人。 这块土地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百寿镇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永福县管
辖，是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很少
有人知道桂林市区旁这个群山环绕景色秀美的小镇。锻
炼、劳作、开口笑，是镇上长寿老人的养生之道。 乐观的
心态确实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在百寿镇，八九十岁的老
人上街买菜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明清两朝，桂林市都是广西的省府，百寿镇作为一
座军事重镇，守护着桂林市的南大门。 百寿镇内的永宁
古城正是为了保卫省府桂林而建，它是江南保存最为完
整的明代古城。

公元 1229年， 当时的知县史渭搜集了 100 个形体
各异的寿字，于古城中的洞崖内刻成了百寿图。据说，当
年史渭来到百寿岩一带查访一件水利纠纷的案件，却意
外发现这里许多人家都有着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于是
便邀请了一批书法名家创作了这幅百寿图。百寿图上的
小寿字字体各异，无一雷同，有的字体甚至能够体现出
古人的养生观念。

百寿图上刻有这样一段文字， 文字内容是光绪年
间， 一个叫廖振祥的人通过观察百寿镇的民风民俗，从
饮食的角度提出的养生观点：酸寒气味莫相亲，食物需
寻苦与辛，漫道葱椒姜桂好，香烟辣酒更宜人。

百寿图一经刻成便名声大噪，经过数次更名的古化
县正式定名为百寿县，进而演变成今天的百寿镇。

百寿镇水质优良是不争的事实，一种神奇的植物就
能证明这点。 海菜花是一种极为娇贵的濒危水生植物，
对水质要求极高，稍有污染便不能存活，而它只在永福
县的十里花河才有，可见这里一定有着高标准的水质。

在百寿镇还有一个特产———罗汉果。永福县是世界
上罗汉果的发源地，这种被称为东方神果的水果极具营
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据统计，世界上 70%的罗汉果都产
自永福县，或许百寿镇人的长寿也得益于这种富含维生
素和氨基酸的长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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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唐诗宋词去旅行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刘禹锡《乌衣巷》
解读：朱雀桥边凄冷荒凉长满野草野

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 晋
代时王导谢安两家的堂前紫燕，如今却飞
入寻常老百姓之家。

《乌衣巷》 曾博得白居易的“掉头苦
吟，叹赏良久”，是刘禹锡最得意的怀古名
篇之一。

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
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 东晋时，乌衣
巷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
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 旧日桥
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 就是谢安所
建。 时过境迁，野草野花滋蔓在一向行旅
繁忙的桥畔，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如今

早已一派荒凉！ 可悲！ 可叹！
说起乌衣巷，它的历史可谓久远。 据

志书记载，其名源于三国时期。赤壁之战，
孙权刘备结盟打败曹军，奠定了三分天下
的局面。 当时在公元 220年，曹丕称帝，国
号“魏”； 公元 221 年， 刘备称帝， 国号
“汉”，通称蜀或蜀汉；公元 229 年，孙权称
帝，国号“吴”，史称东吴；公元 229 年，孙
权将都城由武昌迁南京，取“建都立业”之
意，将秣陵改为建业，孙权是史上第一个
建都南京的皇帝。 当时，孙权的兵士们都
身穿黑衣，驻军之地就称为乌衣营。

公元 280 年，晋军攻占建业，孙皓投
降，吴亡，改建业为建邺。 公元 290 年，晋
武帝死，皇上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
酿成八王之乱。 公元 307 年，晋怀帝司马
炽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管理扬

州、江南等地。 公元 317年，当时的皇帝司
马邺被俘，西晋灭亡。 次年，司马睿被推戴
为皇帝，定都建康（今南京）。

司马睿之所以能顺利重组政权，使晋
王朝得以再延， 得力于王导的谋划和周
旋，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
代表的谢氏家族都居住在孙吴乌衣巷旧
址，此时的乌衣营已改称为“乌衣巷”。

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 唐代大诗人
刘禹锡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寥寥数笔便
描绘了乌衣巷自六朝到中唐的沧桑变化。

南宋时期，建康城曾一度得到恢复和
发展，“商品繁盛，民殷物阜”。 人们又在倾
圮的王、谢故居上重建“来燕堂”，其址在
乌衣巷东，建筑古朴典雅，堂内悬挂王导、
谢安画像。 士子游人不断，成为瞻仰东晋
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胜地。 目前这里是
一狭窄的小街， 住的依然是“平常百姓
家”， 只是小街两侧的铺面房都开成了民
间工艺品店，中外游人在此可以观赏和购
买到各类工艺品。

今天重修后的王谢古居分为来燕堂，
听筝堂和鉴晋楼。“来燕”取自当年谢安以
燕传信的故事，“听筝堂”是当年晋孝武帝
临幸谢宅听谢安弹古筝之地，“鉴晋”则分
明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意思。 古
居呈现一派“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
花格窗”的格调，与夫子庙的明清建筑风
格和谐相称，极为壮观，现已成为南京夫
子庙风景区里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景点。

杨雨晴 /整理

乌衣巷内思古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井冈山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宁冈县创建了中国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
道路，井冈山是一条中国革命的路。 1927年毛泽
东上井冈山，走出了一条井冈山的山路，这条路
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

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由老红军宋任穷题写的“井冈山革命烈士
陵园”几个大字，我们在纪念堂献上花圈，对烈
士们三鞠躬并默哀。 90年前，先辈们抛头颅，洒
热血，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接
着我们来到了碑林， 碑林里刻着一段历史，一
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这里沉睡着无数先烈，我
们崇敬他们，怀念他们。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记载着红色的革命
历史， 承载着后辈对革命先人的敬佩和缅怀。
大大小小七个展厅，讲述着同一个故事———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通过情景还原，观看先
人曾用过的物品、亲笔写的书信等。 了解到井

冈山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悟到了“敢闯新
路”的“井冈山精神”。

毛主席旧居内，我们真实体会到当年生活
的艰辛，革命的艰苦。 我坐在读书石上，回望历
史；站在老树下，感叹今朝。当时的革命先辈们，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想到
这里，我便感慨万分。 登上黄洋界，俯视山川万
物，我浮想联翩。 在这里，红军战士以少胜多，
靠的不只是山势的险峻，还有智慧和沉着冷静，
勇于牺牲，敢于拼搏的精神。

在红军第四医院，我读到了许多感人的故
事。 艰苦的条件，残破的设施，将士们在没有麻
药的情况下，取出子弹。 一位将军为省下清理
伤口的盐水给其他将士，用石灰水代替，最后不
幸牺牲。 红军将士们的豪情和大无畏精神深深
感染了我。 研学归来，我感慨颇多，作为一个中
学生，应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传承
和发扬艰苦奋斗、敢于拼搏的“井冈山精神”。

指导老师：邱劼

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是毛泽东为赞

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而写的。黄洋界，又
称汪洋界，控制了井冈山的北大门。井冈山
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红军在此正式吹响革命的号角。
不久前， 衡阳市第三中学初一年级

134 名学生， 在衡阳市双万研学旅行有
限公司精心安排和策划下，前往井冈山，
开启了两天一夜的研学之旅。

启程前夕，同学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倾听老师讲解安全注意事项， 排着整齐
的队伍，有序上车。 车子向井冈山开去，
一路上，大家按捺不住兴奋和喜悦，心情
像小鸟一样，飞呀飞呀，飞向目的地。

研学旅行， 什么是研学旅行呢？ 神
秘，期待。

终于到了目的地———井冈山。 这里
绿树葱茏，清气扑面。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革命史类博物馆，
博物馆内 800 多件文物，它们静默，它们
沧桑；它们陈旧，它们永不言败，它们轻
轻诉说着历史和存在的意义。 同学们边
走、边听、边看、边记、边学，深深地感悟
井冈山精神。

我们长途跋涉来到井冈山研学旅行。 短
短两天，我们重走革命先辈的道路，重温光
辉的革命历史，缅怀英勇的革命先烈。

这次研学之旅从井冈山烈士陵园开始，
陵园坐落在松柏叠翠的茨坪北山上，大门的
横式牌坊上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九个
烫金大字，闪闪发光，震烁我心。 参观烈士陵
园后，我们穿过由 138 块书法碑刻组成的碑
林，来到井冈山烈士陵园最高处———井冈山
革命烈士纪念碑，这座金色纪念碑，让我们
无比缅怀为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献身的
红军将士。

下山路上，十九尊红军将士雕像整齐地
排列着，栩栩如生地展现出将士们的英雄气
概。 在这些雕像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种坚
定不移的信念。 吊唁大厅里有嵌刻着在井冈
山斗争时期壮烈牺牲的英名录，他们为后人
的幸福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人敬佩。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们了解到中国

工农革命军从 1927年 9月到 1930年期间的
发展历程。 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与生命铺垫
而成了今天的康庄大道，想到这里，我的脚
步变得沉重而缓慢，不愿放过博物馆里每一
个细节。 我看到了过去革命斗争的腥风血
雨，再想想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眼睛不由
得湿润了。

第二天早晨，天虽然放睛了，可依旧冷。
我们来到大井毛泽东旧居， 参观丁字残墙、
常青树、读书石。 丁字残墙镶嵌于新墙中，是
历史的见证。 这些原物让我想起毛主席的艰
苦生活，明白了什么叫艰苦奋斗。

读书石位于旧居前， 这是一块毛主席阅
读文件和读书时常坐的地方。 旧居的两株大
树，据说，曾被大火烧枯，到 1949年却神奇地
焕发生机。 这多像生生不息的井冈山精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因为有了井冈
山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才燃遍
东方大地，永不熄灭！ 指导老师：邱劼

行走的课堂：走进井冈山
———衡阳市第三中学井冈山研学之旅侧记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衡阳市第三中学 458班 罗翌箐

中国长寿之乡—百寿镇
□ 李然

校园颜值

宁波江北外国语学校采
用“三明治”设计理念，将公
共教室和空间夹于上下两层
普通教室之间， 保证在垂直
方向上任何一点都可以与公
共空间相邻， 这使学生在校
园的所有区域都能强烈地感
受到公共性的存在。

瞧！ 这所“三明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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