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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门楼的记忆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株洲所”）的进门口，有一座不起眼的

老门楼。斑驳的墙体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

虎，遒劲有力的“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几个大字赫然可见，与旁边现代化的科技大楼

相比，显得那么古朴，似乎在诉说着这座门楼

的悠久与厚重。

据株洲所的老人们回忆，老门楼建于 1985

年，是随着株洲所从田心东门搬入茅塘坳时同

步建成的。门楼是一个机车头的造型，本来与

围墙相连，远远望去，就像一列行进当中的电

力机车。

从甲级楼到茅塘坳，沐浴着改革的春风，

1984 年，株洲所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发展进

入了快车道。一直到 2005 年，新的科技大楼要

兴建，门楼和围墙的去留，便成了一个取舍的

难题。

解题最终达成了一致，围墙被拆除，因为

株洲所人对门楼有着深厚的感情，门楼的存

在，代表着过去一段不舍的记忆，机车头式样

的门楼被保留了下来。这座老门楼，也成了株

洲所人的改革的勇气和智慧的见证。2012 年，

老门楼被株洲市人民政府列为“株洲市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作为文物保护了起来。

与门楼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广场上一座

命名为“时代与运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这座

雕塑高 3.5 米，长 7 米，两端延伸出细长的钢条

——一端直指云霄，象征着科技工作者仰望星

空，在广阔的思维空间里大胆畅想；一端指向

大地，予以株洲所人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的学

术品质。这座雕塑，如今也成为很多来株洲所

参观的人的打卡地。在外人眼中，这也许只是

一座普通的雕塑。但对株洲所人来说，这是一

个企业的精神图腾，是融入血液的文化因子。

时代在前进，产业在迭代。这座门楼和这

座雕塑，见证了株洲所一段难忘的历史，也见

证了株洲工业的发展和壮大，这也许是使命与

初心的一种昭示吧。

（来源：“美丽株所”微信公众号）

能不去株洲？株洲安寝着炎黄始祖

炎帝，有红色革命根据地，有老工业基

地。说这些似乎有点离题，其实并不离。

我去株洲，是为巾帼英烈秋瑾安魂的。

（一）
行前，我已用意念无数次在心头写

过“千秋一瑾”。传书有载，1907 年 7 月

15 日凌晨，刽子手的一声枪响，革命志

士秋瑾永远活在了 32 岁了。这位永生

了的巾帼英雄，是在浙江绍兴刑场被反

动清政府枪杀的。当夜，同志冒死贿赂

只认钱不讲良心的刽子手买下她的遗

体。需知，她体内，仍附着虽已停止呼

吸，但仍不肯离去的魂，那是延续着千

年炎黄子孙灵魂的大美之魂！她曾有

愿，死后最想与英雄岳飞之墓相望。所

以，她的莫逆同道们，绝不忍自己战友

尸身被抛掷荒野，或被刽子手辱埋于

乱葬岗。于是，一条凝满悲愤的乌篷

船，在夜色掩护下，秘密驶往绍兴府卧

龙山西北麓，潜伏般暂时掩葬了。此处

离岳飞墓不远。当时，肯定是没有哀乐

和迎魂灯的，但我想，离此不远的岳飞

之魂，会为秋瑾吟一遍他的《满江红·

写怀》吧？

三个月后，秋瑾的坟又被偷偷迁至

绍兴府鉴湖亭山山麓，稍稍离岳飞墓近

了一截。1908 年 2 月，秋瑾灵柩仍是被

秘密移葬至西湖边的西泠桥下，这里已

能与岳飞墓别别扭扭地相望，虽不十分

理想，也算遂了秋瑾之愿，但不久便被

清政府觉察。1908 年 12 月，同志们不得

不偷偷又将其坟迁回原址。迁坟的人被

清政府逮捕了，但在狱中得知反动政府

还要掘墓毁坟，又密商迁墓至湖南湘潭

昭山附近，与她丈夫合葬，这虽有违烈

士夙愿，但能掩人耳目，较为安全。直到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 1912年夏，秋瑾遗骨

才从与丈夫合葬的墓中，独自迁葬至长

沙岳麓山下。

1913 年秋，新创建的国民革命政

府，把孙中山极为赞赏的秋瑾女杰之

坟，迁至杭州西泠桥西，这已是第七次

迁葬。而最能让炎黄女杰遂愿的安葬，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先是于 1965

年将“秋瑾烈士墓”迁往离西湖不远的

杭州鸡笼山麓，西泠桥西；最终的第九

次迁移，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1981年

9月，秋瑾遗骸，终于被安葬在她的最渴

望之地：杭州西湖孤山南麓，西泠桥东。

东与西，一字之差，却可令烈士遗愿尽

遂了。桥东是尽可望透岳飞墓的最佳角

度，秋瑾之魂，可以千秋万代的安息了！

（二）
但是，炎黄子孙的大家庭，该让自

己优秀儿女之魂，安进中华大地的千家

万户，每个人的心啊！而今天，新中国，

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再

次旧貌换新颜的株洲，又发生历史性巨

变。

如今，京广南北铁路大动脉，和沪

昆东西铁路大干线，在此交汇，株洲已

成为全国客货运输特级站、全国重工业

基地“返老还童”重点区，曾诞生过新中

国第一辆电力机车、第一台航空发动

机、第一枚航空导弹、第一块硬质合金

等等中国工业史上二百多个第一的综

合性重工业区，还被誉为“中国动力谷”

“中国电力机车之都”。开放性和包容性

极强的株洲，与 168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

易往来，已吸引 80 多个世界 500 强、中

国 500 强大型企业落户，成为国家级文

明城市、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卫生城

市、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秋瑾烈士，曾在株洲石峰山谷安过

一个家呀！而且是她最美好年华所安新

婚之家，且自命名“槐庭”。她曾在槐庭

读书、赋诗、习武、生儿育女，那是一段

曾令她寄予希望，也最令她失望和伤心

的封建包办婚姻生活。恰是那段既不幸

又激发了她新思想的槐庭经历，使槐庭

成了她理解封建道德残酷性的学校、争

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演兵场。

是槐庭最初孕育了秋瑾的革命理

想。后来的离家出走投身革命的经历，

都是她留给株洲人的不朽精神财富。

于是，秋瑾故居纪念馆如一座殿

堂，为绿水蓝天的株洲，加厚了文化土

层，提升了文明高度。

（三）
株洲之行，使故去一百余年的秋

瑾，在我心中活成了不朽。

石峰山谷，青峦叠翠，四季花海，大

冲村那座新得很旧，又旧得很新的槐

庭，一手提剑、一手握诗稿的秋瑾像英

气逼人，似朗声迎接远道而来的我们。

我个连诗也不会写的小小文人，被婉约

女性的豪放诗篇所激动，似觉白发变青

丝，使时光又一次倒流。

槐庭，始建于风雨如磐的 1891 年。

1896年，崇拜花木兰和穆桂英却又未经

世事的女诗人秋瑾，遵在当地为官的父

命，由曾国藩之孙为媒，与小自己 5 岁

的陌生阔商子弟成婚，安家于此。

善诗书、爱习武的单纯才女，满以

为父亲为她包办的婚姻会有如槐花般

高雅如诗，所以才诗意地将婚居题名槐

庭。不想，婚后令她失望至极。丈夫竟是

个只图一己享受，连小志也无的浪荡少

年。她曾满怀良愿，苦口婆心规劝，却不

见半点良效。后来公公为丈夫花巨资在

朝廷户部捐买了个京官，秋瑾以为丈夫

进京为官，有朝廷管束，或可改邪归正。

可这不愿读书、不思国事却一身大男子

主义的小丈夫，因有了京官之位而更加

不思正道，秋瑾由规劝无果，而改为抗

争，甚至以出走威胁也无济于事，遂痛

苦写下“彩凤随鸦鸦打凤”的诗句，形容

她男尊女卑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幸。

一腔为国捐躯的男儿魂，偏偏只附

给了女儿身，这让秋瑾郁郁寡欢至极。

恰此时期，秋瑾从《中国教育会》《爱国

学社》机关刊物上，读到著名革命家邹

容的《革命军》一书。该作振聋发聩地指

出，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打

破奴隶根性，争取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

等权利。秋瑾由衷的革命激情被引发，

切感“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

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可用金钱

买京官当的无耻丈夫，仍整日忙着阿谀

奉承，拜官宴客，巴忘升迁，夫妻间半句

相投的话也没有，丈夫大怒时竟抡圆手

掌狠狠抽她耳光，使她痛心疾首感到，

“革命应该从家庭开始”，因而横下一

条雄心，卖掉自己的一切金银首饰和衣

物当学费，几经周折，乘上“独立号”商

船，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寻求妇女解

放的新出路了。

（四）
参观完秋瑾故居纪念馆的那天晚

上，我从《秋瑾传》中读知女英雄就义时

的许多细节后，不由热泪盈眶，想到铡

刀下仍不改口的山西女英雄刘胡兰。

秋瑾从日本回国后，得知与自己一

同组织救国军，谋划武装起义的首领徐

锡麟惨遭砍头，很快就会祸及己身，有

同志已为她找好避难所，劝她赶紧逃

走。作为筹备救国军起义的副首领，秋

瑾竟寸步不移，为战友哭泣了一整天没

说半句话，尔后下定决心，以死昭告天

下，以期唤醒后人前赴后继。她挥泪说，

“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了！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随后写下《绝命词》：“痛同

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

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

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

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

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

回首肠堪断！”

不久，清政府派新军包围了秋瑾准

备起义的大通学堂指挥所，部下再次劝

她逃离，但她指挥诸同志将枪支弹药紧

急藏好，仍继续掩护同志撤离，最终与

断后的几名救国军成员一同被捕。

当夜，面对清政府官员的审讯威

胁，秋瑾誓死不供他人。第二天清政府

知县大人，再次亲自逼她招供，她只在

供纸上蔑视地写下一句“秋风秋雨愁煞

人”，以此表达对救国军起义失败的痛

切惋惜，便再无他言。

当日清晨，秋瑾在无供词情状下，

被押赴刑场。临刑前，监斩的县官只答

应了她的两点请求：一是施刑时不脱衣

带，二是死后不砍头示众。只因答应了

革命者维护女性起码尊严的小小请求，

知县大人竟也受累被革职，并于秋瑾被

处决一月后，不堪良心折磨之苦，三次

寻死：一次在家投井未遂，二次于自家

院中老树上吊被家人救下，最后于深夜

在卧室偷偷悬梁自尽。可见秋瑾壮烈牺

牲的震撼力。

秋瑾就义后，绵延近百年的九次迁

坟安魂事件，便是她精神威力无穷的佐

证。秋瑾牺牲后，全国受其激励的武装

起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风起云涌。曾

就任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先生，亲临西湖秋瑾墓祭拜女英雄，由

衷称赞她是“最好的同志”，并亲笔撰写

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女侠魂”，又题

“巾帼女侠”匾额。

新中国成立后，在纪念秋瑾殉难 50

周年时，政府把她的和畅堂故居辟为秋

瑾纪念馆，并重建因她而立的风雨亭。

1981 年又在秋瑾墓竖立了秋瑾全身雕

像，并在浙江省博物馆辟设秋瑾纪念

室，让秋瑾之名家喻户晓。

株洲此行，槐庭，也牢牢筑进我的

心庭。我又深受一次经典的洗礼，竟失

却害羞之心，挥笔留下可笑拙言：“千秋

一瑾株洲人，株洲人人爱秋瑾。我个东

北男子汉，伏首甘拜巾帼魂。”

人工打造的美景多如繁星，人们偏偏记住了“官

庄”。这两个字像陈年佳酿，芬芳，从醴陵市东北方向飘

出，越飘越远。

官庄镇距离醴陵城区三十五公里，与江西、浏阳交

界。曾因地理位置偏僻，小车进不来，开摩托很遭罪，人

们生活艰难，下辖五个大村被纳入省级贫困村，境内十

景隐在深闺，犹抱琵琶。2016年，醴陵新八景出炉，官庄

撩开了她的神秘面纱，访客纷至沓来，湛蓝的天空与官

庄水库的绿波广为流传，她拥有了一个新别名——官

庄平湖。

湖的形成，与大自然的馈赠和人类的智慧不可分

割。20平方公里的湖水千回百转，似宝石般镶嵌在群山

之间。近年来，官庄人大力发展养殖业、种植业、旅游

业。官庄印象、养菌基地、黄桃基地，还有“醴北人家”精

品旅游线路，与官庄平湖相互映衬，相互成就官庄幸福

乡村。

（一）
从村部到水库，步行也就二十来分钟。我为能够随

时随地亲近这湖碧水感到兴奋。休憩间，双脚总会不自

觉地往湖边走，脚下是青草地和沙滩，风优雅地吹来，

无尘无沙，微微清凉，有着透心的舒爽。四周山岚，峰头

并列，形状各异，像圆的面包，像古的皇冠，像无头的骆

驼，像朝天吠的小狗，在翠绿的掩盖中，一会儿深，一会

儿浅，似乎是山脉在扩大，又似乎是水体在延伸；目光

徜徉在峰巅林梢，风情万种，让人怎么也难相信，山本

来拙朴的样子，在水的怀抱里，居然有着如此情韵。

漫步中，发现一位老者在垂钓。他满头银丝，胡须

发白，浮子不动，人也不动，如雕塑一般。天色将晚，游

人已散去，他却在。我的思绪被他牵制了，悄悄接近他，

钓竿横在那里，浮子微微地，在颤动着，像落下的一朵

芦絮，又像冒上来的一个水泡儿。他却还是不动，面向

辽阔的水面，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时光里。

我心一急，喊：“有鱼，快钓！”

他转头看我，但立即又恢复原姿，一动不动地坐

着。钓竿静了一下后，又微微地颤动了，他依然没有去

拉。

“你在钓什么？”我问。

“钓鱼。”他说。

“鱼上钩了，你怎么不动？”

“鱼可怜。”

“那你在钓什么？”

“钓爱，钓往昔。”

夕阳已接近西山，天空一片通红，把青山熏染得如

诗如画。我看天，看水，看苇丛，看斜阳，再看他，披着一

身金黄，成了一尊雕像。

（二）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湖边又看到他。后来明白老

者是外乡人，原名叫孟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官庄水库

防洪条件差，山洪暴发，冲毁万亩良田，淹没家园，夺取

百姓生命。为实现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达到灌溉、

发电等综合的目的，1958 年，几个县的人力聚集官庄，

修建水库。孟哥是带队的队长之一，与未婚妻一起来

的。水库竣工的那年春，未婚妻命丧湖底，再没能随他

回乡。

湖水汩汩，风吹涌涌。孟哥的故事已成为过去，可

我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些场景。仿佛看见壮汉们在此

扛起巨石，一步一挪，一挪一停，粗犷的“哎哟”“哎哟”

声，响彻整个官庄；仿佛看到那个待嫁的姑娘手捧花

束，在对岸呼唤：“孟哥哥，我们的新房布置好了，你说

过，水库完工我们回家成亲，过自己的生活啊！”

人的记忆宛如一个湖，湖水澄明，貌似空无一物，

水底却有着水世界的一切，丰富庞杂。想起水库的修建

是几代水利人艰苦奋斗的一部史诗，想起湖底淹没的

爱恨悲欢且以永日，我双眼泛潮。

有人告诉我，湖底下曾有一个农场，程潜的家就在

农场正中央。为修水库，旧居永远淹没在库底。他们说，

水库建成至今 60 多年，她像一颗璀璨夺目的绿宝石，

汩汩流淌在万顷良田间，惠及醴陵、浏阳、芦淞区、长沙

县等 4个县市区 20个乡镇供水，灌溉面积达 32万余亩，

毕竟是让人为之欣慰的。

（三）
春日的水库水位适中，低山舒缓，碧草如茵。我拿

了本《官庄水库志》，靠在废弃的游船翻阅。采集风景的

人们，有的用手机拍照，发抖音，有的将航拍机送入云

端，记录大美官庄。更有一些女人围成几块，边歌边舞，

看到水里有一个她，岸上有一个她，笑得花枝乱颤。

我看完一篇章节看一眼湖，翻动一页再看：库区概

况、自然资源、团结抗旱、合作治水、移民安置、枢纽工

程、工程建设与维护、续修与除险加固、水库经营管理

与效益、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灌区管理、电站管理、人物

传记等等板块，21万字的叙述说明，翔实再现了当年修

建水库全程及后续维护的过程。

书在我手中沉重了，脑子转不过来，心里闷闷地，

发着呆。一位赶羊人经过我的身边，冲我笑，他许是误

解了我发愣的原因，指着游船，说他家的，又问我来这

做什么。当他得知我在此驻村，双眼眨巴了一下，以崇

拜的口气讲“五治理一革命”的那段日子，他说游船开

得好好地，突然禁止，很长一段时间想不开。他说后来

明白了水环境被破坏的种种危害，工作队是为“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解决问题。他用牧羊鞭指了

指长长的羊群队伍，说放养黑山羊，工作队帮了不少。

现如今，可稀罕了，咱官庄好山好水好美食，就少不了

黑山羊这一张响当当名片……

话音刚落，他走了，大声地笑了，那是为天更蓝，水

更清，山更绿，家园更美而笑。是的，在全民参与保护水

环境下，官庄湖水已然呈现出“水碧山青画不如”“一湖

碧水出官庄”的气度，人水和谐的景致里，湖水在低吟

浅唱，人怎能不笑。

株洲所园区内，保留下来的大型不锈钢雕

塑“时代与运动”

株洲所进门口，机车头式样的老门楼

一泓碧水的官庄水库

一
湖
碧
水
出
官
庄

晓
菲

去株洲，为秋瑾安魂
刘兆林

秋瑾故居外景

作者书录秋瑾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