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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都 遇见美

我们离开敌人哨船时，已是深夜3点多钟了，我们
顺着蟒蛇河堤，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和小雪，一路向北前
进，气温已降到零下十二三度。大家走了七八里路，个
个饥饿难忍，浑身发抖。有人时常摔跤，累得快走不动
路了。但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严参谋叫大家在避风处休息一下，动员大家咬
紧牙关，拿出勇气，克服困难，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
的战斗任务。他说：“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
时间不允许我们停留。若是错过了今夜的攻袭机
会，明天敌人就知道我们端了北宋庄的税所，肯定会
加强防备。如果我们不趁热打铁，一鼓作气，今后
再想攻袭燕子阁敌人的税所，就很难得手了，我们不
能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知道，这个时候，要是
我们能喝上一碗热粥，那该多好啊，什么困难也没有
了。可是，现在情况不允许啊!我们只有鼓足勇气，
以更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去征服眼前的困难，为
全团人能吃饱饭、穿暖衣去战斗。”

听了严参谋的这番话，大家心里升腾起了继续
战斗的勇气。卢班长和我们几个党员当场表态：“我
们不是懦夫，而是革命战士。我们连流血牺牲都不
怕，还怕什么困难？”

于是，大家鼓足勇气，继续前进，跑了不到 1 个
小时，就到达燕子阁河东。严参谋根据卢栋侦察的
敌情、地形等情况，将我们分成 3 个组，潜伏在敌税
所周围。一组的卢栋、仇贵章已潜伏到渡口的草棚
内，反复观察，却看不到敌人。由于接近了敌人，大

家情绪紧张起来，什么寒冷、饥饿、疲劳都跑光了。
大概到 5 点钟，我们发现有一艘商船正由西向

东朝我们潜伏地开来。我们误认为这就是敌税所的
哨船，于是集中精力监视这条船的动向。等船靠近
些，才看清是一条商船。

商船刚到渡口，河边草房子里就跑出两个人来，
大喊大叫地让这艘商船靠岸。商船在离渡口 20 多米
的岸边停靠下来，这两个家伙跳上船，凶狠地从船上
拖下两个商人，讯问船上装的什么货，嘴里还骂道：

“你们想逃税，老子枪毙你!”商人被吓得举起双手，
任由他们抄身，还不停向这两人求情。

趁他们吵喊的混乱之际，卢栋和仇贵章顺着草
棚边猛扑过去，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抓住这两
个敌人，用驳壳枪顶住敌人脑袋，大吼一声：“不许
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二组的同志也冲过来了，经过搜查，这两个坏蛋没有
枪，也没有钱。刚才还听到他们喊着要枪毙船上人的呢，
怎么没有枪？我们将这两人捆绑起来，带到严参谋跟前。

严参谋将这两人带到避风的坡坎上。这两个家伙
吓坏了，以为严参谋要枪毙他们，连忙跪在地上，朝严
参谋叩头，又哭又喊：“求长官饶命，求长官饶命啊!”

严参谋问：“你们是真要命，还是假要命啊？不
枪毙你们可以，但你们必须老实交代问题。如不老
实，不要怪我不客气!”

“不敢不敢，我们一定老实!”两人连声说。
“你们哪个是所长？”严参谋问。

“我们都不是所长。”一个姓张的说，“朱军所长
在河西燕子阁庄上睡觉呢。”

“你们的枪和税款放哪里了？”严参谋追问道。
“我们真没枪，刚才是吓唬船上人的，所里只有

所长有一支枪，税款也全在他那里。”姓张的答道。
“那边有几个人、几条枪？”
“现在就他一个人、一条枪，还有两个人、两条

枪，押税款去沙沟了，还没回来。”
“伪军住在什么地方？”
“他们住在楼王据点里，早出晚归。”
“早上什么时间过来？”
“一般七八点钟才来，晚上四五点钟走，有时候

阴雨天还不来。”
“那你带我们去找你们所长!只要你俩和我们配

合，我就保证你们生命安全。有立功表现的，还可以
奖励。如若欺骗我们，或是反抗，当场枪毙!我们新
四军锄奸团向来说话算数!”严参谋说。

姓张的一听这话，连忙说：“我愿为大军带路，只要
大军饶我一条狗命，叫我做什么都愿意。”（未完待续）

燕子阁活捉汉奸朱协和
□ 成克翔

25蟒蛇河枪声

春末，我随团去外地演出。演员们走台、灯光音
响舞美对光对景的时候，我到剧院门口放海报。演
出要到晚上，我得把我的准备工作做好。天气很好，
不冷不热。温润的阳光洒在身上，十分愉悦。平时
不随团出来演出，我总是要坐在电脑前报这个表，写
那个稿，难得有时间与阳光亲近。那刻，我靠着剧院
门前栏杆上，闭上眼睛享受着微风拂面的惬意。

“姑娘，你们在这里演淮剧吗？”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我的耳畔响起。我睁开眼睛，栏杆外，一个七十多
岁模样的老人在问我。“是的！”我朝他点了一下头。

“哦，那，那能给我两张票吗？”他的眼神里带恳求。
看着他苍白的头发和粗糙微颤的手，我把让他去窗
口买票的话咽了下去。从风衣兜里拿出票，扯了一
张递给他。那是我用来做存档的，是剧院座位最后
一排、最差的边票。

“能再给我一张吗？是两个人。”老人伸出手，冲
我比画了一下，清瘦的脸庞挂着尴尬地笑。我没犹
豫，又扯了一张给他，老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晚上剧目准时开演，我忙着拍剧照、拍观众、拍
互动、拍乐队，在剧场里的各个方位移动，在拍全景
的时候，我看到了讨票的老人，他跟前坐着一位和他

年龄相仿的奶奶，不用说，那肯定是他的老伴。那天
观众不太多，我示意他们往前坐坐，他们却仍旧待在
原地，规规矩矩，不肯向前挪动，说人家万一来了，不
好，按票坐就好。

演出结束，剧场灯光骤亮。我去后排拿我的照
相机包，正走着，感到被人拉住了后衣襟，“姑娘，给
你橘子。”我转回身，原来是讨票的老人。我还未推
开他的手，他已经把橘子揣进我的衣袋里。我执意
不收，他急得脸通红，直跺脚。“姑娘，谢谢你！快接
着呢。”老人的老伴目光急切地附和。我还想把橘子
递回时，却被散场的观众冲开，只好作罢。

当我帮乐队收完电线后，想起了剧院门口的海
报，下一次演出还要用。我急急地跑去收拾，生怕赶

不上夜返程的大巴，每次演出结束，如果路程不是太
远，剧组都要连夜返回，收工时间卡得很紧。

“先别锁门，先别锁门！”我正在收海报支架，循
声望去，保安正要落锁的门，正在来回地抖动着。我
想该是观众落下了东西来拿。保安问他何事，门口
露出那位老人身影，他喘着粗气，手里抓着一枚小小
的绿色骨朵，“姑娘，姑娘，这是我家后院长的。别看
小，香着哩！谢谢你的票！我老伴儿今天过生日，最
爱看淮剧！”他给那花朵的样子，像塞给我橘子一样，
不容拒绝！我伸手接过，借助灯光细看，那是一枚小
小的栀子花，绿色的花托着点点大的骨朵儿、清清爽
爽地卧在我手心里，甜香扑鼻而来。老人看着满意
地走了。

不过是两张普通的票，老人又是橘子又是花。
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

锁门的保安说这老人他认得，离剧院不远，供四
个孩子上学，老伴身体又不好，家境不是太好，就靠
他回收物资生活。最近听说他老伴得了重病，没有
多少日子了。保安摇摇头唉了口气。

听了保安的话，我忽然有些后悔，真该给他们去
要两张“好”票！

一朵栀子花
□ 李桂媛

“乘兴寻芳结伴来，枯枝名
卉尽仙胎。东溟花色午年发，一
度春风一度开。”

又到谷雨时节，千年古镇便
仓的枯枝牡丹花应季而开。

古色古香的枯枝牡丹园，因
先生的姨娘家住在便仓，所以多
年来谷雨前后必去便仓赏花。

今年再去，姨娘不在了，心
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往年此时，姨娘那头电话
就会如约而至：这周末来看花
啊 ，快 开 了 ；或 者 说 ，今 年 天
暖 ，花 已 开 了 ，快 来 ；又 或 者
说，今年闰月，花开了 13 瓣，好
看，快来啊！

谷雨前后，姨娘与便仓所有
的小镇人家一样，家家户户沉浸
在喜悦和忙碌中，那花儿都开在
了他们的脸上，忙碌着用美食迎
接着他们的亲朋好友前来赏花，
再平凡的人家，这时也自豪满满
欢天喜地。仿佛一夜间，沉睡的
小街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街道两旁物品吃食琳琅
满目，吆喝声此起彼伏，游客如潮。好一幅“清明上
河图”。

一到姨娘家嘘寒问暖一番后，姨娘便会拿出她
早帮我们买好的门票，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枯枝
牡丹园，凭吊身着戎装策马扬鞭的花主人卞元亨，边
赏牡丹花开，边回味那些历史或传说。

枯枝牡丹已历经 700 年沧桑，追溯其源，此花灵
根乃原主人——卞济之所植(1988 年出土文物石件记
载)。宋亡后，济之将此花从国府园中移红白二本植
于姑苏枫桥镇，后为避世又从姑苏退隐东溟(今便
仓)，其花随主人迁移于古镇便仓。到了元末，济之嫡
孙元亨——被吴王张士诚委以兵马大元帅，乃爱其
花,后张士诚败，元亨解甲隐退于便仓，将原植株二本
分成十二株，至此奇花名噪乡里。

便仓枯枝牡丹有着悠远的历史。古典小说《镜
花缘》及明、清代编修的《盐城县志》中均有记载。卞
氏元亨在溯源牡丹诗中云：“世祖恩荣紫衣时，牡丹
移自洛阳枝”。这正道出了便仓牡丹的来由与渊
源。多年来，牡丹园在不断地扩大，品种也愈发繁多
了，但与传说相关的枯枝牡丹也就是粉墙黛瓦古园
子里的那几株。

姨父英年早逝，丢给姨娘五个女儿。她用勤
劳 的 双 手 、羸 弱 的 双 肩 ，担 起 为 父 为 母 的 双 重 责
任，对孩子们既有严父的要求又有慈母的呵护，五
个女儿都被她教育成人，长大成家。而她的脸上永
远都是开朗乐观的笑容，仿佛她就是那坚强的枯枝
牡丹。

又是一年谷雨时节，枯技牡丹花开时，可姨娘的
身影早已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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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玉
霞

暮春时节，随车去西乡老家。车出青年路便是龙
冈。龙冈向西一二华里是南北向东涡河，东涡又西去
几华里是相向而流的朱沥沟，再向西便是蟒蛇河。

车跃蟒蛇河大桥，停车看这莽莽苍苍的蟒蛇河
怎样流经我脚下。我站桥上向南看过去，南来的清
波正缓缓北上，悠悠从容的宁静，一种安然的神韵。

暮春的阳光恣情灿烂。河水喜欢温情的春光，
春光给河水以柔适的温暖。温暖的河水因春光而有
了春的鲜活。看那河岸边的芦苇，迎着春光出水绽
新。芦苇初显，让河岸呈现春天的朝气与活力。

芦苇之上是树木，稀稀疏疏分布岸边和堤上。
垂枝水边的是杨树柳青。春天的杨树青葱，嫩叶翠
绿，绿得盈亮。一树柳枝垂直于河面，像极儿时河边
村姑那幽亮的长发飘飘。想起我的童年少年，无数
次走过河岸，渡河东去西乡重镇秦南仓，那时的人说
隔河千里远。

村东南方是宽阔的过河尖。过河尖是四岔河口，
横塘河与蟒蛇河在此交织，延展出渺渺茫茫的水面。
东去西来的乡亲们，南下北往的白篷帆，显现独特气
象。四岔河口水天一色，波光粼粼。但在并不遥远的
旧时代，遇有梅雨连袭，阔水常常破堤而涌，乡亲们谓
之发大水。大水淹没田园家园，游离失所的乡村人家，
多有背井离乡去江南，成为望乡惆怅的远方游子。

解放后的党和政府，带领沿河人民开展治水除
患，组织数万民工挥锹深拓，肩担清淤，疏浚河道。
竞赛的红旗插在河岸，震天的号子回荡河床。汗水
融冰的寒冬，人声鼎沸。奋斗不止的付出，终于改天
换地出一个崭新的河流，水清流澈。我们村庄一度
名曰新河村，后来改为园垛村。

寻常的日子里，清凌凌的蟒蛇河水，流进密如蛛
网的河渠沟塘，流进村庄的每一水缸，流进我栖居的
城市，被城市人民誉为母亲河。梅雨时节的蟒蛇河
吸纳无数小河的排水，再一路东去入海洋。风平浪
静的蟒蛇河，孕育了西乡的万顷良田，浇灌出稠密的
庄稼，丰润出饱满的五谷。西乡的秧禾因水肥而壮
实，西乡的鱼虾因水美而肥硕，西乡的芦苇因水润而
丰茂，西乡的草木因水洇而葱茏……西乡因为舒缓
清流而成声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蟒蛇河水孕育了丰盛的稼穑仓廪，也孕育了我
童年的梦想。那年五月天的假日，我乘父亲大船到
盐城运酒糟，第一次叹望蟒蛇河的悠长与阔放。那
时的木船还是帆扬清风，纤绳搭肩。风顺时白帆凭
鼓一路的犁波，乘风破浪在河面。但遇顶风，只有船
工上岸拉纤了。粗壮的绳子拉动木船的同时，牵动
一个少年的思绪，什么时候能乘那轮船走盐城，不再
让父辈们躬身拉纤了？

不期想六七年后的日子，参加工作到乡里的我，
果然乘着轮船来回于蟒蛇河中，看河岸纤绳依然在，
直到通往西乡的盐楼公路途经河西我家乡，才告别
水路行船蟒蛇河。这一告别差不多三十七八年，直
到蟒蛇河脱胎换骨成风景文旅般画廊。我和好友一
众，从龙冈镇首下道蟒蛇风光带，南去大纵湖。

站在风景如画的河岸边，静听蟒蛇河流水在轻
唱。布谷鸟掠过那水面，一路飞翔一路叫，叫黄了麦
浪，叫醒了黎明的村庄。蓦然想起那年大清早，八岁的
我跟随父亲去秦南码头乘那轮船去我上海舅舅家。雾
色蒙蒙到过河尖上渡船，一渡将近半个多小时。那时
就想这蟒蛇河上要是有座木桥，那该多好啊！想不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蟒蛇河果真有了桥，而且是畅通汽车
的钢筋水泥桥。放眼大河南北，还是多座桥。真是走
进新时代，天堑变通途，隔河不再千里远。

离别故乡许多年，再回河野正春风。河还是那
个河，但河的面貌大改观，有道是人换思路河换装。
全新的设计理念，勾勒出风景河道如画廊。飞檐水
榭通河边，花红映河觞。黑色公路逶迤河两岸，通达
物产丰饶的大纵湖风景区。沿河通湖的蟒蛇河风
景，成为西乡文旅行程又一惊艳打卡地。去时走河
西，回程在河东，一河潋滟趣不同，河东河西皆风景，
蟒蛇河走进宏图大展新时代。

回 走 盐 都 母 亲 河
□ 夏 牧

顾正山 摄

红色故事连载红色故事连载
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
盐都区融媒体中心盐都区融媒体中心

梨花落后清明，清明过
后谷雨。

喜欢谷雨节气，多半因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是播种
希 望 的 起 步 。 儿 时 谷 雨 时
节，母亲忙着搬出家中形态
各异的瓶瓶罐罐，里面盛放
着黄瓜、辣椒、茄子、豇豆、南
瓜、丝瓜等种子。他们一边
挑选着，一边自语道：“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们
也在耳闻目染中懂得了此语
的意思。各类饱满的种子挑
选出来，母亲便充分利用农
活之余的清晨或傍晚，精神
抖擞地深翻院中土，堆积农
家肥，因为此时播种着各类
种子正当时，更需要有一种
与时日赛跑的心态。种子育
成苗，移栽，容不得丝毫懈怠
……诚然，对于农事了如指
掌的母亲，谷雨时节种瓜点
豆，早已熟稔于心，因而母亲
谷雨时节的忙碌心情是跳跃
的、欢快的，因为谷雨时节你

哪怕播下了一粒种子，节气也不会辜负你。用不了
多久，农家菜园、篱笆院墙，一颗颗黄瓜、南瓜、丝瓜
嫩绿的小脑袋便探出土地，逢架必攀；一棵棵辣椒、
茄子、番茄秧看似羸弱，却透着勃勃生机，移栽后，
半月不到一月有余，便长成叶片丛生，葱茏一片，开
花结果……如今虽说大棚种植技术普遍推广，能吃
到各种反季节的蔬菜瓜果，但我的西乡父老乡亲还
是喜欢恪守谷雨时节种瓜点豆的农事原则，在他们
心中，遵从季节规律长出来的蔬菜瓜果，更多含有
土地的味道、乡村的味道、乡愁的味道……

喜欢谷雨节气，多半因雨水湿润和鸟鸣浓稠。
谷雨的雨，是万物生长的营养剂，瓜果蔬菜的种子需
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快速破土而出；麦苗、油菜承蒙
谷雨之雨的恩泽，拔节结荚早晚可观其变。谷雨时
节的鸟鸣是大自然最美的律动，清晨或傍晚，布谷
鸟、黄鹂、喜鹊、啄木鸟、麻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鸟
儿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清脆婉转，乡下门前院后如
此，城里有树的小区亦如此。你若早起，肯定会被鸟
鸣的愉悦声所吸引，所叹服……

喜欢谷雨节气，多半因树树新绿渐成荫。或许
因忙碌，你早已忘了抬头和一棵树对视，殊不知，在
谷雨时节注视一棵树正逢时。你可以错过一棵树整
个冬天的静默，却不可忽视树在春天萌发的翠绿，那
是节气的力量，那是树和叶的神奇，更是新生命的所
在。一树新叶在风中摇曳，那是新生的赞歌，那是向
生如夏花之绚烂的过渡，用不了多久，每棵树都会长
成一片树荫抵御着炎夏日光的照射……

喜欢谷雨节气，多半因关于谷雨古诗的诗境之
美。“谷雨洗纤素，裁为白牡丹。异香开玉合，轻粉泥
银盘。”这是唐人王贞白谷雨时节赏牡丹的审美意
境；“过尽僧家到店家，山形四合路三叉。清明浆美
村村卖，谷雨茶香院院夸”这是宋人陆游清明谷雨时
节的所见所闻和生活情趣；“春事阑珊酒病瘳，山家
谷雨早茶收。花前细细风双蝶，林外时时雨一鸠。”
这是明人方太古观察山家庭院生活的细腻和真性
情；“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正好清明
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这是清人郑板桥谷雨时
节品茗观竹闲适洒脱的快意人生……每一首谷雨的
古诗都给后人留下无限的审美意境和陶醉想象。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看着落花流水，难
免不滋生惜春伤春之哀愁，但只要注视着一树树渐
成荫的新绿和一棵棵破土而出的嫩苗，向阳而生，努
力向上，一股新生的力量就会敦促你我奔赴又一个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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