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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燕庄距离东燕庄不足一公里，
两庄规模相当，都是孙氏聚居地。

到访此村，已是好几年前的事
了。出东燕庄向西，过一片广阔田
园，再跨过拉马河，前面就到了西
燕庄。

进入村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株大银杏，大银杏下面有座亭
子，亭子南侧是一座飞檐翘角的古
典式建筑，再往西是一条宽阔的东
西向带状大池塘，池塘南侧长着茂
密的大树大竹。它们共同构成了西
燕庄独特的开敞空间，显得颇有古
意。

紧临横河北侧，是村中主干
道，路北曾有一所颇具规模的乡村

学校，现在则是工厂。临河分布的
众多店面表明，此处曾是繁忙市集。

村中还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古老
河道，河岸林木茂盛，景色秀丽，
两侧屋舍俨然，疏密有致。此外，
村内还曾有一些南北向的竖河，不
过所剩不多。

村人告诉我，过去的西燕庄，
房屋非常密集，在解放初期，整个
村子里住着好几千人，后来才逐渐
分散开来。

西燕庄不像东燕庄出过诸多历
史名人，但当年也是有名的红色村
庄，村里曾有不少人为革命献出生
命。如今的西燕庄，虽有一些大树
被挖去，但整体仍有林木繁茂之

感，烘托着一份历史的氛围，显得
隐逸、闲适。

相对于东燕而言，西燕还是保
留了不少老屋的，整体更有古村落
氛围。在村庄的中央地带，就有一
座古朴的老屋，可以看到花纹精美
的砖刻，据说已有上百年历史了。

天色渐晚时，我开车返城，车
至拉马河桥，有人告诉我，村内还
有一栋过去的地主老宅，于是折返
寻访。七拐八绕，多方打听，终于
得见。这座老屋经过改造，外观已
看不出古相，但屋内有两间还保留
着原有格局。

据介绍，这处地主老宅原先规
模庞大，前后好几进，有居住区、

会客区、厢房，还有糟坊、染坊、
碾坊等，被没收后分给村民。如今
除了这座老屋，其余均已不存。

据了解，屋主人姓孙，解放前
参加革命，解放后工作并定居在上
海，这座老宅就是当年分给他的。
孙老先生反复嘱咐故乡亲属，要尽
量保留室内原貌。

留住老屋，就是留住过往记
忆。乡愁切切，想来这也是老人的
一份乡情使然吧。

由孙氏迁徙衍生出的西乡“燕
庄群落”，是如皋村落文化中的一个
独特现象，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值得深入研究。得空再去看看
另外几个燕庄。

我儿时在如城读书，因此对百年老校如师附小印象深刻。近来，
我意外见到数张石受琢老师家中流出的旧照。石受琢老师是安徽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在如师附小教书，后来又参军，成为一名光荣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数张旧照中，有一张他站立的照片及青年时照片比较清楚些。还
有一张女孩照片是他在如师附小的学生。这些照片背后多张写有“如
小”，可见与如师附小有关。本来还有一张是他与数名如师附小的老
师拍摄的合影，可惜时代已久，不太清楚，未能选刊，颇为可惜。这
些老照片的存世再现了当年如师附小校园中的师生情谊。

兴办小抗大

1940年8月，抗日民主政府——
如皋县政府在卢港成立，随后接管励
志中学，季恺兼任校务主任，季藩任
董事长（《如西中学大事记》）。次年，
学校更名如西中学。这所中学在苏

中解放区名声很大，赢得“小抗大”的
美名。学校团结了众多党内外名人，
除去季恺、季藩兄弟，还有黄逸峰（社
会科学家）、何景平（“苏中八老”之
一）、赵耀如（励志中学创办人）、张朝
模（后任职江苏省政协）、汤亚熊（烈
士）等。如西中学还培养出阮武昌等

知名校友。季恺任校务主任，参与校
务管理；季藩任董事长，需要筹集办
学资金。

兄弟二人齐心办学的模式，不
仅仅只局限于如西中学。为了联合
抗日，又为抗日培养后继力量，季
恺以如西中学为典型，四处兴办基
础教育。江安区原有两所小学，教
育比较落后。如西县财政困难，季
恺动员季藩拿出家产，用于办学：
仅在江安区就开设周应、张应等4
所完小、20多所初小，聘请公费教
师93人。1943年，季恺又积极创办
如西县经建实验学校，兼任校长，
为解放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护送大学生

如西位于苏中，地处上海与苏
北之间，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德
国记者汉斯·希伯都从此经过，前
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许许多多青
年、大学生，也经此中转，北上抗
日根据地。季恺为他们做好后勤保
护工作。

东南大学宣传部原部长李承
烈、武装部原部长葛伯玄等人回
忆，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辛，抗日青
年经过如西，季县长总要好好招待

他们，请大家吃一顿“宴席”，一
盘红烧肉和一些蔬菜。季县长从不
参加“宴席”，但会风趣地告知大
家：“这一顿你们是客人，下一顿
就是自己人了，我们过一样的生活
了。”所谓“一样的生活”，就是吃
当地的 儿粥、萝卜干。

季县长爱护青年，名声很大，
敌人对他心有余悸。一回，一批爱
国青年从长江上岸后，不慎误入敌
区。青年们在桥边遇到一股武装人
员，即刻表示要见“罗季”，即如西
县委书记罗克、县长季恺。敌人竟
然不敢抓捕那批青年，而是乖乖地
为他们指明方向，告诉他们不可随
便开口，直到经过前面大树，再向
西进入某某村，才可打听“罗季”
的住处。果不其然，那批青年顺利
到达解放区。季县长见过他们后，
派出侦察兵前往敌区打探缘由，敌
人何故大发善心，放过那批青年。
敌人表示，季二爹 （季恺排行老
二）向来不留情面，严惩敌人，投
奔季二爹的人，有谁敢惹，否则性
命不保。

季恺作为如西县长，不惜钱财，
又坚守原则，团结了大量党外人士，
又注重培育新生抗日力量，不愧是一
名值得后人敬仰的统战尖兵。

统战尖兵季县长（二）

□彭 伟

黄逸峰 何景平

西 燕 庄
□马志刚

如师附小师生旧影
□老 王

南乡子·狮子头

荸荠去除皮，排斩声声若马蹄。猪肉五花鲜带嫩，
谁疑，指点庖厨有大师。

油热勺勤犁，润养调回灶火低。色泽渐黄翻上下，
嘶嘶，早有馋虫暗朵颐。

南乡子·跑油肉

肉数五花香，煨焖砂锅小火忙。八角生抽争上色，
冰糖，酥嫩油油溢酱黄。

带汁迭成行，片片轻盈放赤光。不腻不肥真可口，
名扬，美个容颜添寿长。

南乡子·红烧江鲢

鲜嫩拔头筹，晓去春江网上舟。闪闪青鳞皆刮尽，
过油，煎出鱼皮状似球。

料酒汁中收，撒把椒姜老蒜头。一勺生抽来着色，
汤稠，强把馋津咽下喉。

南乡子·水晶猪蹄

猪爪浸缸盆，泌去浮油泌去尘。抛入锅中加料酒，
除腥，快速烧开用勺耘。

捞出待煨炖，先拔糖丝后抱春。小火不停翻与炒，
勾魂，色泽晶莹太可人。

《东皋美食咏唱》选刊（一）

□冒有祥

豆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