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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盐城厚重的红色革命历史中，孕育于
盐都西乡湖荡地区的红色故事熠熠生辉。作为讲述
西乡湖荡地区红色故事的文学作品，《渡江脱险记》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脍炙人口，能让我们从小人物的
抗战经历中，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历史，汲取精
神力量，获得智慧启迪。本报《知味斋》将连续刊载
这部作品，以飨读者。

遇敌被困
爷爷和奶奶青年时就到上海去打工谋生。爷

爷拉黄包车，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奶奶在一家日
本人的纱厂里做工。1937 年 11 月，日军侵占了上
海，爷爷奶奶无法在上海继续生存。第二年春，一家
三口搭乘了一条去苏北的顺船，准备回老家盐城秦
南仓种田。

他们乘坐的木船船主姓张，五十多岁，是兴化
人。船不大，却搭载了包括爷爷一家在内的五户、十
几口人。

早春时节，木船从上海苏州河出发，向北经昆
山、常熟到无锡江阴，一路穿大河、过小港，顺风扯
篷，逆水拉纤，日夜兼程。几天过后，船就要到江阴
出口了，大伙儿有点兴奋，都想早点过江。过了江，
就是苏北，就离家不远了。

可是，船行到江阴闸口时，大
伙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堤岸
上站满了端着长枪的日本鬼子和伪
军，那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
刺眼的寒光。江堤上炮楼高耸，架
着的机枪居高临下，对着来来往往
的船只。一帮伪军声嘶力竭地吼叫
着，指挥来往船只。大家这才明白，
闸口已被日本鬼子控制了。

船主老张正在发愣时，一个伪
军头目冲过来，大声吆喝：“快停船，
把船停靠到堤北！船上的人全部上
岸接受检查，违者一律枪毙！”

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得大家
不知所措。一时间，女人们惊恐无

比，孩子们哭声一片，老张不得不顺从指挥。船刚停
靠在堤北，就被伪军用铁链锁上，船上男人们都被赶
到岸上接受检查。

大家上岸才知道，这哪是检查，分明是扣留。
所有的人被扣留下来做劳役，修筑江防工事。日本
鬼子为了防止有人逃跑，就在每人衣服和每条船上
分别用油漆画上标记，并宣布：发现逃跑，当场枪
决；一人逃走，全船受罚。此刻，船上的人心都凉
了，谁都没想到，刚从上海脱离虎口，现在又落入了
狼群。

除留下女人们照看孩子外，船上男人全都被赶
到工地做工。爷爷夹在人群中来到工地，发现这里
还有二三十个被抓来的难民。大家在鬼子刺刀和伪
军皮鞭的驱使下，有的在挖土，有的在运料，稍有懈
慢，就要挨到毒打。

爷爷心里盘算：眼下情况复杂，看来难以脱
身。一旦遭到不测，别说回家了，一家人乃至一船人
就连性命都难保，必须要沉住气，等摸清情况后，再
伺机而行。

在这群民工中，由于爷爷年轻而干练，就被鬼
子安排扛木料。为了脱身逃命，他显得特别卖力，还
假献殷勤，主动给鬼子和伪军头目敬烟点火，以博得
他们的欢心。半天下来，就与几个伪军混熟了。中

午吃饭时，伪军竟赏爷爷一大碗饭菜，并让他坐在自
己旁边吃。

就 在 爷 爷 吃 饭 时 ，一 个 鬼 子 通 信 兵 匆 匆 前
来，向鬼子小队长传达指令，要求三日内将在此
的 民 工 统 统 押 往 前 线 修 筑 工 事 ，并 征 用 所 有 船
只，为他们运输军用物资。鬼子们讲的是日语，
以为在场的爷爷听不懂，哪知爷爷在上海拉车几
年，接触过不少日本人，日积月累跟着学了不少
日本话，能听懂很多日本话。听了鬼子的对话，
爷爷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为
全家及和船上人的命运担忧。晚上回到船上，他
就将这一消息告诉大家，船上人顿时恐慌不已，
每个人都明白，上前线筑工事就是替日本人当炮
灰，船运物资必将船毁人亡。服从去前线是死，
不去必定是死，这可怎么办？船上所有人都陷入
悲哀绝望之中。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爷爷站起身来，说出了
自己的思考：“我们现在还有一条路可走，就不知大
家同意不同意？”听此言，人们仿佛在绝望的黑暗中
看到了一丝光亮，急切地催爷爷快说说什么路。爷
爷不慌不忙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目前只有
一个出路，逃！”

大家对爷爷的这个主意不解，又忙问：“怎么
走，走得了吗？”

爷爷却说：“事在人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大
家听我的安排，就有希望。”

船主老张颇有顾虑，他说：“船是我的命根子，
不能冒这个险，要是被发现了，我的船就没有了。”

爷爷反问：“你不走，就能保住船吗？我们这么
多人的命就不抵你的一条船吗？”

听了爷爷的讲解和动员，大家一致认为只有逃
走才能活命，于是都劝老张：“我们船上人要同舟共
济，一切都听老卫安排。”

爷 爷 看 大 家 意 见 一
致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
他的脑中已经形成，他要
大家不要慌张，看他眼色
行事。 （未完待续）

渡江脱险记（一）
□ 卫雨明

多少年来，我一直怀念
着他——工友广林。

广 林 ，不 是 他 的 真 名
字，他的父亲曾请人给他起
了 个 非 常 好 听 的 大 号 。 可
惜，无情的天花在他脸上留
下许多黑乎乎的麻点儿。有
些促狭人便将“麻”字拆开，
喊他“广林”。他从不生气，
随叫随应。久而久之，广林
竟成了他的通用大名。

我是在广林之后到这个
乡当秘书的，渐渐地对他的
趣闻亦听得不少。广林初到
乡政府做工友，有人问他母
亲：“你儿子在乡里做什么？”
老人迟疑了一会儿说：“我也
不清楚，恐怕不小哩，我见乡
里书记乡长外出总要向他请
个假！”

广林听到这事又好气又
好笑，他回家一边给母亲塞
一包糖果，一边嗔怪：“老娘
哎 ！ 你 儿 子 在 乡 里 是 做 工
友，工友就是专门给公家烧

茶 、扫地。书记和乡长外出关照我 ，不是向我请
假，而是怕人找他们有事好知道下落（那时还没有
手机之类）。你不懂，以后不要乱说，人家会笑话
我的……”

广 林 姓 戴 ，从 此 ，有 人 真 从 他 母 亲 这 个“ 不
小”中，给他起了“代乡长”、“代主任”、“代经理”
等雅号。

一次，我们几个人到村里办事，一位老大爷手
里拿张报告前后找乡长要救济。同行中有人一本
正经地指了指广林：“他就是代乡长，找他！”尽管
广林再三摆手，老人还是追着他不放。怎么也说
不清楚的时侯，广林呼啦一转身，像顽童一样爬上
了路边丈把高的稻草堆：“老大爷，你看乡长还爬
草堆吗？”老人讪讪地笑了。广林下来后对老人
说：“你若是放心，条子我可帮你代转给乡民政，隔
几天，你去找找他们……”

莫看广林这么“油气”，可工作还是不错。每
天早晨起来，先拔去煤炭炉封口，装满一吊茶水，
然后打扫庭院修整花草，水烧开了，他就一瓶瓶地
灌好送到几个办公室。喊人传信，一叫就到，从不
误事。

最难忘的有这么一次，乡长让我通知下午召
开各村主任会议，供销社、粮管所、农科站等几个
乡直单位负责人一并参加。可到开会时间，各村
主任全来了，几个单位负责人却一个未到。乡长
急了，便责问正在倒茶的广林：“秘书有没有叫你
通知单位负责人？”

刚 一 脚 跨 进 会 场 的 我 一 听 愣 了 ：“ 不 好 ，忘
了！送给广播站条子上只写了村主任，这几个单
位给忘了……”我红着脸不知所措等着挨批，想不
到广林一口答应：“秘书上午同我说了，因急着打
扫会场给忘了。”

“你看你看，嘴上没毛，做事不牢。”乡长圆目
瞪眼，让他快去补通知。我也趁势和他一起溜出
去分头喊人。

事后，我问广林：“你怎想得起来替我受过？”
他一笑：“你是秘书，人多广众露馅不好；我做工
友，吃些瘪，没啥！”

我听了心头一热，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
以后，我调离了这个乡进了城。几十年过去，

听说广林还一直在原位上干他原来的活儿。我问
一位乡下来城的好友 ：“乡里不能将人家动一下
吗？”好友说：“书记乡长也有这个打算，可找来找
去，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接他的班。”我说：“那
他没情绪吗？”友人手一扬：“嗨，你还不清楚嘛，这
人啊，就是一直干到 80 岁，也会乐呵呵的不会有一
句怨言！”

真 地 ，广 林 60 岁 一 到 便 从 乡 政 府 工 勤 员 位
置 上 欢 欢 喜 喜 地“ 回 ”到 了 村 里 ，继 续 担 当 起 他
种 地 养 鱼 的 老 农 民 角 式 。 可 惜 因 一 个 意 外 事
故，70 不到走了。不过，走时还是那个笑眯眯的
模样。

伏契克说过，我们应该笑着面对生活，不管一
切如何。广林，这个平凡的小人物，笑对委屈，笑
让他人，心胸真如广袤的森林。每每想到此，我的
脸上就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他那傻乎乎笑眯眯
的动人形象也在我心中愈加分明起来……

工
友
广
林

□
王
洪
武

龙冈镇北十五里沙岗上的桃花园，每年会有两次盛
景：一次在清明前后，人们纷至沓来，到这个“桃源胜境”
踏青赏春看桃花；一次在中秋前后，人们纷纷慕名前来
采摘梨果。

春天名义上是来看桃花，实际上万亩果园里香
雪海似的梨花，总是给游人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入
了秋，到果园来采摘，袋里拎的、篓里装的、箱里盛
的、板车拖的、电动三轮车载的、南来北往货车运的，
也都是梨子。

龙冈的梨，品种很多，早熟晚熟的都有，什么鸭梨、
酥梨、黄金梨，什么绿宝石梨、苏翠一号……不一而足，
但要论撑起大场面的还是茌梨，一个个硕大、饱满，有底
气。“龙冈水果最出名的是茌梨，七八两一个，疙里疙瘩，
绿中撒着黑点的沙皮，刨去皮。梨肉翡翠一样绿澄澄
的，往外渗的梨汁凝得像冰糖屑，咬一口，那甜，不寡不
齁，玉一样的润。”（孙曙《龙冈往事》）

以脆、甜、嫩著称的龙冈茌梨久负盛名。1991年出
版的《可爱的盐城》在“源远流长的土特产品”中对龙冈茌
梨这样描述：“形似纺锤，味似嫩菱，果肉厚实，能润肺止
咳，治哮喘。”名声在外的龙冈茌梨，殊荣等身。2000年，

“龙冈牌”茌梨获得国家商标注册。2014年，龙冈茌梨地
理标志商标成功注册。龙冈茌梨和赵老爷肉丝面、贾家
锅贴一样，是那些生于龙冈、长于龙冈，或者生活在龙冈
过、工作在龙冈过的人，关于龙冈风味难以磨灭的一份
印记。

追溯龙冈茌梨的前世今生，它已有超过一个甲子
的历史。1958年由著名的山东“莱阳梨”经嫁接更新，
落户于千年古镇龙冈镇镇北15里沙岗（卧龙岗）后，经
过在沙土上的精心培植，龙冈茌梨成了著名的地方独
特优质梨果。盛产龙冈茌梨的卧龙岗，气候温暖湿润，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这里原是苏北平原自
然古沙堤的一部分，即盐阜平原的西岗，又名“阔沙

岗”，作为苏北平原最大的一条贝壳沙堤，特别适宜 梨
果生长。因而，这5000多年的自然古堤,成了孕育优质
龙冈茌梨的栖息地。

“那个龙冈茌梨啊，呱呱叫呢，一个字，大！七八两
一个，大的斤把呢；一个字，脆！咯嘣嘣的，一咬一口粘稠
的汁水；一个字，甜！咬一口，像嚼在了蜜糖水里了，唇齿
生津啊。”作为国家级无公害果品生产基地、江苏省模范
果园、盐城市现代农业示范园，龙冈桃花园内6500余亩
梨园，既是一座得天独厚的植物宝库，也是天然氧吧，更
是龙冈茌梨生产的风水宝地。

“秋风起了，菊花黄了，稻米熟了，螃蟹肥了。这档
口，茌梨也就迫不及待、浩浩荡荡紧跟着上市来了。”（许
正和《茌梨飘香正逢时》）此刻，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念叨
起脆绷、甜津、润喉，好吃的大茌梨呢？

那么，在这瓜果飘香的金秋时节，就和我一起到龙
冈采梨吃梨去吧！

秋到果园忙采梨
□ 顾仁洋

白露交节，凉风已至，寒蝉始鸣，秋气渐深，昼夜温差加
大，清晨的露水日益浓重，在花草农作物上凝结成一层白白的
水滴，故名“白露”,人们企盼的气高气爽、瓜果飘香、物资丰腴
的美好季节己经到来。在民间白露日有“收清露”的习俗。《本
草纲目》上曾提到露水“煎如饴，令人延年不饥”。“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千古传诵，这属于白露的美，它不仅是《诗经》里面
的诗句，更是人间的画意，风轻、云淡、天高、水长。

白 露
□ 任崇海

盐都美食（十）

龙冈茌梨属白梨系统的一个优良品种。果

皮薄，果点褐色，连片成锈。果肉白色，石细胞

少，细脆。汁液极多，味甜酸，较浓，品质极佳。

龙冈镇北的沙冈地带，土质适宜种植梨、

桃、苹果等水果。为进一步发展果树生产，这里

从山东引进新品种的梨树，经过嫁接、更新，使

之适应本地生长，更新成为龙冈茌梨。茌梨形

似纺锤，味似嫩菱，平均单果重 200 克左右，最大

达 800 克，每年总产量达 300 多万斤。果肉层

厚，含糖量高。有多年的高品质栽培、标准化管

理做后盾，龙冈茌梨品质理化指标全部达到国

家绿色食品标准，多次在江苏省“神园杯”优质

水果评比中获得金奖。

梨子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A、B、C、D、E

和微量元素碘，能维持细胞组织的健康状态，帮

助器官排毒、净化，还能软化血管，促使血液将

更多的钙质运送到骨骼。眼下，龙冈茌梨正在

陆续上市，不妨约三五好友一起采摘，共享田园

之乐。

龙冈茌梨
□ 魏 萌

 

















 二 十 四 节 气

魏 萌 摄初秋西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