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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凤尚左尚东尚赤，楚人风尚生生不息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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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78 年，战国时期的战神、秦

国名将大良造白起， 他所率领的秦军精
锐之师，再次攻楚。

在水淹楚国陪都鄢郢（今湖北江陵、
襄阳一带）之后，实施闪电般突袭，一举
攻陷楚国的都城郢都 （今湖北荆州纪南
城），焚毁楚国宗庙夷陵（今湖北宜昌），
以绝楚人复其故土之心。

白起，拔郢。
大良造，秦孝公时期至秦灭六国前，

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军政大权。这一时
期秦国实行的是十七级爵制， 大良造是
最高爵位。 秦朝建立后， 实行二十级爵
制，大良造位列第十六位。

公元前 278 年， 正是楚顷襄王熊横
二十一年， 也就是他担任楚王第二十一
个年头。

楚顷襄王熊横，一败再败。
显然， 楚顷襄王熊横不是秦昭襄王

嬴稷的对手。
国都陷落，祖先宗庙被焚毁，大片国

土被占， 这是楚国自立国以来从未有过
的奇耻大辱。

对于一贯倔强、 悍勇和不服输的楚
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根本无法接受这
样一个现实！

惊天噩耗传到流放在外的屈原，视
国家名节高于一切的屈原，悲愤交加，怀
抱一块大石，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跳，投入
汨罗江自尽。

汨罗江位于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汨
罗江全长约 253 公里，其中平江县境内流
经 192.9 公里，汨罗市境内 61.5 公里。

屈原的气节，撼天动地。
国不复存，不愿苟活于世。
屈原的宁死不愿苟活， 不仅是对国

破的悲愤，更多是在表达他对于楚怀王、
楚顷襄王这个时代的悲情。

更是屈原对于楚王昏庸无能， 奸佞
小人当道， 社会世风日下， 国家颓废千
里，这种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无奈抗争。

屈原只能选择，以命相搏。
这是楚人屈原，以他的精神、气节、

爱国、不屈，给我们塑造的一个为文、为
人、为民、为官的典范和标杆。

我们的节日，端午，诞生了。
这是楚人，给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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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的先辈鬻熊， 不仅担任周文王

姬昌的火师这样高级重要职务， 还成为
周文王姬昌的老师， 指导周文王姬昌写
出传世经典《周易》。

应当说，鬻熊对周朝的缔造作出了一
定贡献， 虽然不能算作周朝的开国元老，
至少作为周朝的开国功勋没有任何异议。

正是因为这样，（西周的第二任王）
周成王姬诵没有忘记鬻熊所作出的贡
献，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爵。

周朝的分封制，主要分封两类人：王
族子弟和功臣。

诸侯国中，属于姬姓的有：鲁国、晋
国、卫国、燕国、蔡国、曹国以及管 、蔡 、
霍、毛、聃、郜、雍、滕、毕、原、酆、郇等。鲁
国是周公旦长子伯禽的封国，都曲阜（今
山东曲阜），是西周在东方的主要诸侯国
之一；晋国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都
于唐（今山西翼城）。

西周分封的异姓诸侯国有：齐国，宋
国，以及纪、杨、秦、郑、吴、楚等。

总的说来，西周分封的诸侯国众多，
其中以王族姬姓诸侯国为主， 同时也分
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国。

楚国， 就是为数不多的异姓诸侯国
之一。

爵位最低，子爵。
封地很小，方圆五十里。
最初的开始，楚国的开国之君熊绎，

对周王朝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这是熊绎发自内心， 也是楚国发自

内心。
熊绎与齐国、鲁国等国君一起，竭力

辅助周成王和周康王。西周著名的“成康
盛世”，也有着小国楚国的贡献。

西周很长一段时间， 周王拥有至高
地位和权力， 王权也被周王牢牢掌控在
手，所封诸侯国，无论同姓王族子弟，还
是异姓有功之臣，都能遵从周王号令。

那个时候， 周王经常召开诸侯们参
加的讨论国家大事会议， 但礼制等级森
严，楚君因为级别太低，通常都被排除在
中心之外，只有列席会议的资格，话语权
极小。宴会的时候，楚君上不了席位，更
不要奢望主席（主桌）了。大多数时候，楚
君只能在厨房帮助添柴烧火、端菜。

很长时间，小诸侯国楚国，都被西周
以中原为主的主流社会拒之门外。

每次去参加周王召集的西周诸侯大
会，楚君回来后，很长时间都不开心。

楚君在心里认为， 自己和楚国对周
王和周王朝贡献很大， 但周王却没有给
予相应的奖赏。

这些奖赏包括：爵位的提级、封地面
积的扩大、礼制的提升、周王的看重和认
可等等。

一句话，楚君认为，自己作出的贡献
与得到的实际认可，严重不匹配。

渐渐地，楚君对周王开始心生不满。
时间久了， 楚君心里对周王的积怨

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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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很快，一百多年很快过去。
楚国到了第六任国君，熊渠（公元前

886 年-公元前 877 年，担任 10 年楚君）。
熊渠，很有进取心，也很有野心。熊

渠担任楚君的时候，姬燮担任周王，也就

是周夷王。
《史记 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

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熊渠紧紧抓住这个时期， 周夷王无

能软弱，周王室衰微，中原动荡，这样一
个千载难逢机会，四处征伐扩张，开疆拓
土，把楚国的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

楚国在熊渠的任上， 疆域得到大幅
度拓展，国力兴盛，综合实力强大起来。

楚国， 再也不是那个只有方圆五十
里封地的“偷牛小国”。

熊渠野心和雄心展现，分别封自己三
个儿子为王。大儿子熊康为句亶王，二儿
子熊红为鄂王，小儿子熊执疵为越章王。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
楚君熊渠石破天惊地喊出了全体楚

人的集体心声。
周夷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姬胡接任，

此为周厉王。
周厉王极为残暴。
熊渠担心遭到周厉王讨伐而招致灭

国，于是，取消了自己三个儿子的王号。
熊渠所为，在当时所有诸侯国，都想

为而不敢为。
僭越。
这是“楚不服周”的初始。
从熊渠开始，“楚不服周” 已经公开

化了。
周王和诸侯们，心里如同明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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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740 年，熊通接任楚王，这就

是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
楚国第十七任王，楚武王。

楚武王熊通即位后，立下“欲以观中
国之政”的奋斗目标，着力向东、北两面
扩展领土。

实行铁血政策，对外强硬，从不妥协。
《史记·楚世家》记载：三十五年，楚

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
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大致意思：
楚王熊通攻打随国。
随国的国君很不能理解， 问楚王熊

通：我又没有招惹你，你怎么说打我就来
打我呢？

意思是，你讲不讲武德？讲不讲规矩？
熊通说， 你们不都说我是南方蛮夷

吗？既然我是南方蛮夷，就不需要遵守你
们中原周朝的规矩。想打你，就打你！不
需要理由，我也不遵守周朝的规矩。你要
想不挨打，你去给周王汇报，把我的爵位
等级提拔一下。

楚国一直是子爵， 熊通想提拔一下
爵级，似乎可以理解。

随侯只能照办， 向周恒王姬林禀报
了楚君熊通的请求。

没有想到，被周恒王姬林一口回绝。
楚君熊通恼怒异常。
公元前 704 年，楚君熊通称王，史称

楚武王。
楚武王熊通称王， 开诸侯僭号称王

之先河。
当时周王室衰微，对楚国无可奈何。
“楚不服周”彻底公开化。
“吾蛮夷也”成为“楚不服周”经典名言。
直到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熊侣称霸

诸侯、陈兵洛邑、问鼎中原，“楚不服周”
达到极致。

“吾蛮夷也”！
“楚不服周”，就是楚国和周王朝对

着干，针锋相对。
表现在文化风尚方面，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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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尚右，楚人尚左，就是楚人以左

为上。
古人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西、南、

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楚国的职官，左
司马、右司马，以左司马为上 ；左尹 、右
尹，以左尹为上；左领和右领，左史和右
史，以左为上。楚国的三军，分为左、中、
右，中军是主力，以左军为上。楚王的亲
军分为左广、右广，原定各管半天，从邲
之战以后，以左广为先。楚国还设立一个
独有的官职左徒，大诗人屈原、战国四君
子楚相春申君黄歇，都担任过左徒之职。

随着楚国的强大， 尤其是成为春秋
五霸、战国七雄之后，楚人尚左（左为上）
的风尚，在诸侯国得到追随效仿和普及。

《史记 魏公子列传》记载：魏有隐
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
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
曰：“臣脩身洁行数十年， 终不以监门困
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
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
生。“虚左”， 就是空出车里左边的座位

（上位），留给侯嬴。这表明，在魏国，效仿
楚国礼制风尚，实行“左为上”。

楚人“尚左”，“左为上”的风尚一直
传承和沿袭至今， 成为今天的文明礼仪
和文化风尚的标准。

会议座次，遵循“左为上”。就是出席
会议最高职务者（主宾）居中，其左为上，
其右次之。

列队站位次序，遵循“左为上”。
餐叙宴会座次，遵循“左为上”。
追根溯源，原来今天的“左为上”，都

是楚人“尚左”风尚的沿袭和承续。沉浸
入我们的生活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
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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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认为自己是火神嫡嗣、 日神远

裔，日神居住在东方，太阳每天从东方冉
冉升起，因此，崇尚东方。

楚人尚东，表现在很多方面。
“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为尊位。

楚人以东向（坐西，面向东方）坐为最尊，
这是由于日出东方，尊者自应面日而坐。

座席以东向最为尊贵， 同时以左为
上。

《孔子家语·问礼篇》说：“坐者南向，
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说的是周人的
习俗。在周人的墓葬中所见的遗骨，通例
为头北脚南。

这是周人的习俗，楚人则不然。
在楚人的墓葬中， 遗骨都是头东脚

西，也就是死者头朝向东方。
这就不难解释， 武王墩 1 号墓的九

个椁室， 东一室、 东二室随葬品最为珍
贵， 超过楚幽王墓出土的铸客大鼎规制
的武王墩墓青铜大鼎， 就是随葬在东一
室。因为，楚人尚东，一定会把最为珍贵
的物品，随葬在东面的椁室。

如果武王墩墓主人 （已基本锁定为
楚考烈王熊完）的遗骨，并没有受到历史
上盗墓者的侵扰，而是保存完好，那墓主
人一定是保持着头向东方。

淮南地区，尤其是寿县地区，今天仍
然沿袭和保留着楚人的丧葬习俗， 包括
墓向、死者头部朝向。后来随着火化的推
行普及，才有所弱化。

湖北荆州地区丧葬习俗， 和寿县地
区，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也不难解释。毕竟，荆州和寿春，
都曾经是楚国的都城所在之地， 楚人风
尚肯定沿袭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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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确信自己是火神嫡嗣、 日神远

裔，对此深信不疑。由此，带来了楚人对
于颜色的特殊偏好和喜爱。

日中有火， 火为赤色， 所以楚人尚
赤。

青赤黄白黑，五色。
楚人喜欢和偏爱赤色，也就是红色。
《墨子·公孟篇》说：“昔者，楚庄王鲜

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
“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
楚庄王因为喜欢穿色彩鲜艳的红色

衣服，所以把楚国治理得繁荣昌盛，成就
霸业。

赤色，被视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
这更加坚定了楚人对于赤色的崇

拜。
楚人尚赤之风，相沿不衰。

各地楚墓出土的漆器，黑底朱彩，绝
少例外。

在楚国故都陈城所在地， 今天的河
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发现的楚国车马坑，
发掘出土了多面楚军战旗，都是火红色。

武王墩 1 号墓， 出土了数量众多的
楚国漆木器和彩绘木桶， 其底色皆为鲜
艳的暗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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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族，是华夏族的一个分支。
楚族和自己所属的华夏族崇拜龙不

同，楚人崇拜凤凰。
《山海经》记载，祷过山再向东五百

里的地方，叫作丹穴山。山上遍布着许多
黄金、美玉。丹水从山中流出，向南流去，
注入渤海。 山中生长着一种五彩斑斓的
鸟，名叫凤凰。

这种神鸟，雄鸟为凤，雌鸟为凰。
凤凰是吉祥的象征， 为人们带来和

平与安宁。
神话传说中，凤凰死后，身体燃起大

火，其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更强大
的生命力，此为“凤凰涅槃”；如此周而复
始，凤凰获得了永生，此为“浴火重生”。

楚人的先祖祝融，是凤鸟的化身。这
可能是楚人崇拜凤凰的历史根源。

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
典故里的那只神鸟，就是凤凰。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在与晋
国作战时，曾经在申城见到了一只凤凰，
并将其视为上天的祥瑞， 从而极大增强
战胜强敌的信心。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在推翻
秦朝后， 在西楚的都城彭城遇见一只凤
凰，项羽将其视为自己的天命象征，极大
提升了其试图作为天下共主的认同基础
和声望。

楚人对于凤的崇拜，无处不在。在出
土的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
像很多， 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
凤为主要内容。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凤鸟虎座鼓
架，两只老虎相背而立，虎身分别站立一
只凤凰。凤凰昂首屹立，口衔宝珠，身上
翎羽精细。虎凤精神抖擞，似乎在为楚人
擂鼓壮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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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 一个有着强烈统一中原渴望

和壮志雄心的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楚人养成

了尚武悍勇的个性，也养成了百折不屈、
奋发进取、绝不服输的精神性格。

楚人从方圆五十里的“偷牛小国”，凭
借自己的不断进取，励精图治，把楚国带
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这样的巅
峰， 楚国因此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广、综
合实力第二（第一为秦国）的大国强国。

这些都不可能凭空得来。
当我们沿袭着“左为上”，当我们沿

袭着崇尚东方，当“龙凤”融为一体；
当红色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颜色、旗

帜的颜色，成为我们奋斗、进取的底色；
楚人，早已融进汉人。
楚族，也早已成为汉族。
800 余年的楚人风尚，历经 2000 余

年的淬炼， 已经成为中华风尚、 中华文
化、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楚风猎猎，薪火接续，生生不息。

荆 州 之 殇 与 历 史 的 回 响
朱立新

荆州，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深沉
情感的名城，往昔的辉煌与岁月的沧桑
在此交织。荆州之殇 ，犹如一道无法抹
去的伤痕， 成为人们绕不开的话题。然
而，正是这份伤痛，如洪钟大吕，激荡起
历史的回响，促使我们不断回溯 、思索
它的过往、当下和未来。

荆州，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咽喉
要地。它雄踞江汉平原，广袤无垠，北据汉
沔，南尽南海之利，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春秋战国时 ， 楚国在荆州建都达
411 年， 孕育出灿烂的楚文化，“一鸣惊
人”的典故便源于此。南北朝时期的齐和
梁，五代十国时的南平国，都曾在此定都。

正因如此， 这片土地见证了无数的
烽火硝烟与权谋争斗， 也造就了无数的
英雄豪杰。正因如此，魏蜀吴三方对荆州
虎视眈眈，围绕荆州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在历史的长河中，关羽失荆州这一事
件，如同一道深刻的疤痕，永远刻印在岁
月的画卷之上； 仿若一首悲怆的长歌，在
历史的洪流中久久回荡；成为人们心底永
远的痛楚，也引发了无尽的思考与感慨。

关羽 ，这位义薄云天 、威震华夏的
豪杰，他“杯酒斩华雄”“白马坡斩颜良”
“阵斩文丑”“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
“襄樊水淹七军 ”“刮骨疗毒 ”“义释曹
操”，他的每一段传奇，都如同一颗璀璨
的星辰， 在历史的浩瀚天际闪耀着不朽
的光芒。他的英勇无畏，他的赤胆忠心，他
的豪气干云，曾令无数人为之倾倒折服。

然而，命运的车轮在不经意间发生

转向。 关羽在北伐曹操的关键时刻，后
方荆州却遭东吴吕蒙偷袭 。最终 ，关羽
败走麦城，一代英雄就此陨落 ，荆州亦
从他手中失守。

荆州之失， 对于关羽个人而言，无
疑是一场惨痛的悲剧 。他的忠诚 、勇敢
和义气，在历史的宏大舞台上绽放出熠
熠璀璨的光芒。然而，他的骄傲与自负，
或许恰恰为这场悲剧悄然埋下了祸根。
他过于轻视东吴所构成的威胁，竟将后
方的防守重任交托给了不可信赖之人，
最终致使结局无可挽回。

他或许曾无数次回想，倘若当初能
更加谨慎，倘若能更好地处理与东吴的
关系， 倘若能更妥善地部署后方防御，
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 。 但历史没有假
设，失败已然铸就。

关羽的失败， 让我们深刻领悟到，
即便身为英雄， 也难免会有犯错之时，
而一个细微的差错 ，在关键时刻 ，极可
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荆州之
失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荆
州， 那片承载着无数希望与梦想的土
地，在烽火硝烟中丧失了原有的宁静祥
和。曾经的繁华昌盛 ，在战争的铁蹄践
踏下变得支离破碎。

关羽的失利，宛如一颗巨石投入历
史长河，激起千层浪涛。这一失利，打破
了三国鼎立的微妙平衡。蜀汉失去荆州
这一战略要冲，如同雄鹰折翼 ，其势力
范围大幅收缩，进取中原的宏伟抱负遭

受重创 。 原本有望实现的汉室复兴大
业，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而东吴夺得荆州 ，实力陡增 ，却也
因此与蜀汉结下难解的仇怨。孙刘联盟
出现巨大裂痕， 曾经的盟友反目成仇，
信任荡然无存，合作的基石摇摇欲坠。

曹魏则在这场巨变中暂时稳住阵
脚，得以喘息。但也时刻保持警觉，不敢
对东吴和蜀汉的动向有丝毫疏忽。

荆州之失，使得整个三国局势愈发
错综复杂，各方势力在权谋与争斗中苦
苦挣扎。历史的车轮无情转动 ，战争的
阴霾持续笼罩这片大地，百姓们在乱世
中颠沛流离，渴盼着和平的曙光早日降
临。然而，命运的轨迹在这一转折中愈
发曲折迷离， 未来充满未知与变数。这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改变了三国的政治
格局，也加速了历史的演进进程。

荆州之殇，不单是一场军事上的溃
败，更是一次对人性 、战略和政治的深
刻拷问。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荆州的战火
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多面。关羽的忠义无双
令人敬仰，但其性格中的孤傲与刚愎自用
也不容忽略；糜芳、傅士仁的临阵背叛，暴
露出人性在利益与恐惧面前的脆弱不堪
和摇摆不定；吕蒙的“假托有病”、陆逊的
“信函吹捧”、东吴的暗中“联曹抗蜀”“白
衣渡江”，尽显手段的阴险狡黠。

忠诚与背叛 ，英勇与怯懦 ，在这片
土地上交锋碰撞，描绘出人性的斑斓画
卷，在荆州的大地上交织成一幅令人扼

腕叹息的场景。
战略的抉择在荆州之失中举足轻

重。是过于激进的北伐策略，还是对后方
防守的疏忽大意？ 是对东吴野心的错误
判断，还是未能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每一
个决策的瞬间，都左右着命运的走向。

战略的失误如同暗夜中的陷阱，让
原本光明的前路陷入无尽黑暗；如同致
命的毒药， 慢慢侵蚀着胜利的根基。关
羽在北伐时，未能充分考量到后方的安
危，对东吴的觊觎之心估计不足 ，以致
于陷入腹背受敌的艰难困境。这是对全
局把控的缺失， 是对局势判断的失误，
也是战略眼光的短浅所致。

政治的博弈在荆州的舞台上从未落
幕。权谋的交织，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勾
心斗角、尔虞我诈，让荆州成为了政治斗
争的漩涡核心。 孙刘联盟的微妙平衡，在
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欲望冲击下不堪一
击， 政治的权谋使得曾经的盟友反目成
仇。历史无声地反复验证，在权力的游戏
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荆州的硝烟虽已渐渐消散，但留下
的伤痛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荆州的废墟中， 回荡着历史的悲叹。它
让我们明晰 ， 战争不单单是武力的抗
衡，更是人性的较量、智慧的角逐、政治
的博弈。它如同一面明镜 ，映照出那个
时代的残酷与复杂，也让我们在岁月的
深处，不断反思，汲取教训。

荆州之殇， 宛如一首凝重的史诗，
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吟唱； 荆州之殇，

是历史的阵痛，更是智慧的宝藏 。它如
同一盏明灯， 照亮着后世前行的道路，
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它警示我们 ，骄兵必败 。关羽的赫
赫战功让他名震天下，然而过度的自信
与骄傲却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对潜在
的危机视若无睹 。 后世应当以谦逊为
舟， 在成功的浪潮中保持头脑清醒，不
被虚荣与自负所吞噬。

它提醒我们，团结一心的力量无可
估量。内部的纷争与背叛，如糜芳、傅士
仁的倒戈相向，让坚固的堡垒从内部瓦
解崩溃。一个集体，唯有相互信任、彼此
扶持，才能抵御外患，共渡难关。

荆州之失还让我们深知，战略眼光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风云变幻的局势
中，要有高瞻远瞩的视野，洞察全局，未
雨绸缪。 不能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而
应放眼长远，精心布局未来。

同时 ，政治的智慧不可或缺 。各方
势力的角逐与权衡 ， 利益的纠葛与平
衡，都需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灵活的
应对策略。

让我们在岁月的征程中 ， 以史为
鉴，避免重蹈覆辙 ，书写更加绚烂辉煌
的篇章。

如今，当我们悠然漫步于荆州的古
老街巷，仿佛能够触摸到岁月的脉络纹
理，聆听历史的深沉呼吸 。那石板路上
的每一道车辙， 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
在诉说着往昔的悠悠故事。

街边的老屋 ，木门咿呀作响 ，像是
在低声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沧桑。夕阳
的余晖倾洒在屋檐上，勾勒出金色的轮
廓，却也映衬着岁月的寂寥落寞。

或许在某个转角之处，会有一阵清
风徐徐拂过，携带着千年的思绪 ，轻柔
地拂过我们的面庞 。那风中 ，似乎夹杂

着关羽的无奈叹息， 战士的激昂呐喊，
百姓的悲切哭泣。

古巷深处，传来悠扬的钟声，那是岁
月的回响，穿越时空的屏障，激荡着我们
的心灵。 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战火纷飞
的惨烈场景，看到了英雄们的热血豪情，
也看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历史的无情。

在这里 ，时间仿佛凝固静止 ，过去
与现在相互交织融合。我们在历史的温
暖怀抱中徘徊徜徉，感受着荆州之殇带
来的沉重压抑，也体悟着岁月沉淀下来
的智慧与力量。

当夜幕悄然降临，繁星点点照亮这
片古老的土地。 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心
中涌起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和对未来的
美好期许。 荆州的故事仍在延续书写，
而我们，正沿着历史的足迹 ，追寻着那
永恒的璀璨光芒。

荆州之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道深
深疤痕，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曾经的伤痛
与教训。但当晨曦破晓 ，第一缕阳光洒
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看到的是
新生的蓬勃希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为谁停留
驻足，而我们在这历史的回响中，汲取智
慧与力量，怀揣着对过去的敬畏和对未来
的憧憬，继续砥砺前行。荆州，将在时间的
洗礼中，绽放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历史的回响， 在荆州的每一寸土地
上激荡澎湃。那曾经的殇，如同一首悲壮
豪迈的史诗，镌刻在岁月的幽深之处。

时光流转，如今的荆州，在历史的阵
痛中涅槃重生。古老的街巷焕发出全新的
活力， 人们的笑容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铭记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

荆州 ，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市 ，将带
着历史的厚重与沉淀 ， 向着光明的明
天，展翅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