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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的盐城县、人们对彭鹏的名字，
是那么熟悉。尤其是在盐城县西一片的乡镇，可
说是妇孺皆知他是打鬼子、杀汉奸的抗日英雄。
七十多年过去了，这里仍流传着他当年许许多
多、各种版本的生擒敌寇、手刃汉奸的颇有传奇
色彩的故事。

正是这位身经百战的新四军老战士彭鹏，解
放后（更名彭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乃至离休之
后，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对战友的怀念、对盐城人
民的热爱、对战争的控诉、对和平的企盼之情，用
他那双杀敌除奸的手，写下了这本四十多万字的

长篇小说。
彭鹏十七岁投笔从戎，他的青春之火燃烧

在盐城抗战大地上，他是盐城五年抗战的亲历
者、战斗者、指挥者。他用翔实的史料，独特的
视角，细腻的笔触，朴实的语言，将当年盐城抗
战中硝烟弥漫的战场，刀光剑影的厮杀，艰难卓
绝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矛盾，跌宕起伏的情节，
糅合在一起，勾画了一幅盐城军民抗战的波澜
壮阔的历史长卷。

书中刻画的人物有原型，描写的场景有实
地、事件有记载，而这些人物、地点、故事，均来自
盐城县——今日的盐都区。此书虽是以文艺作
品形式出现，但同样能作为我们研究新四军在盐
历史的史料参考，是一部比较完整、全面反映盐
城县抗战的史册，再现了盐城厚重的红色抗战历
史，弥补了一些文献资料的不足，披露了鲜为人
知的历史故事，为了解和研究盐城抗战红色文化
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史料。

《烽火蟒蛇河》是一部首次用长篇小说形式
反映盐城抗战的红色文艺作品，而更令人敬佩的
是，此书的作者不是作家，这部厚重的作品出自
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之手。解放后，彭鹏从盐城转
调苏州、扬州、镇江，一直从事地方部队的领导工
作，这部作品是他在点点滴滴的工作之余和离休
以后，前后花几十年时间，凭着军人顽强不屈的
执着，克服重重困难，数易其稿写就的。翻开这
部小说，不仅给读者展示了盐城的抗战红色历

史，同时在阅读中还给人带来难得的艺术享受。
书中对各种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对
风景的描写细致入微，情景交融。尤其是对盐城
的风土人情、民俗方言、典故传说的描述，运用自
如，信手拈来，乡土气息扑面而至，使盐城读者倍
感亲切。

盐城是一方英雄辈出、风云激荡的红色热
土，特别是新四军重建军部，华中局在此成立，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均占有重要的历史地
位。作为原盐城县的核心——盐都区，当年几乎
处处都受到了枪林弹雨的洗礼，留下了许多革命
遗址、英雄业绩和动人故事。打开《烽火蟒蛇
河》，我们看到了抗日将士的身影：他们跃马横
刀，奋力杀敌除奸；他们传播火种，点燃抗日烈
火；他们坚持信仰，大义凛然，浩气长存；他们抛
头颅、洒热血，用鲜活的生命为祖国、为民族、为
理想奏出了人生的最强音，构成了永不磨灭的历
史画卷，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红色宝藏，具
有存史、育人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
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
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阅读这
部小说，一定会使我们铭记那段悲壮与辉煌的抗
战历史，把红色基因融入到血液里，传承到工作
中，体现在使命上，激励斗志，弘扬传统，展望未
来，用红色激情开创盐都美好明天。

熊熊抗战烽火 巍巍铁军丰碑
——抗战长篇纪实小说《烽火蟒蛇河》读后选登

□ 陈广平

《烽火蟒蛇河》是盐城著名抗
战英雄彭鹏花了几十年时间断断
续续写成的 40 万字长篇小说，是
以民运队为题材，作者为原型的自
传体回忆录性质的长篇纪实小说，
是一部反映盐阜区军民在艰难困
苦的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击日伪
顽斗争的真实记录。可说是盐城
抗战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它的正式
出版是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经多
年挖掘整理，不懈努力，区委、区政
府大力支持的结果，揭开了盐城红
色抗战记忆的新篇章，是当下十分
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新教材。

《烽火蟒蛇河》是江苏第一部
以民运队为题材，发动群众，民主
建政的长篇小说。

1940 年 10 月 ，当 新 四 军 在 国
民党长期统治的模范县——盐城
县刚刚建立政权，在日伪顽势力仍
十分强大，谣言四起、百废待兴、干
部紧缺情况下，华中局掌舵人刘少
奇断然决定开办民运班，组织民运
队 ，播 撒 火 种 ，唤 起 民 众 ，打 开 局
面。盐阜区党委按照他的指示，把
参训的民运干部培训班学员和少
奇率领的 1000 多名乌江大队干部
分派到四乡八村。彭鹏用亲身经
历描述了与众学员齐聚盐城、参训
学习，临行前登瀛晚眺，到住进农
户，访贫问苦，以心换心，帮助贫苦
农民借粮借种度春荒，到办农会、
废陋规、建武装，识奸伪，把星星之
火燃遍蟒蛇河畔的艰难历程。尤其是在日伪军大扫荡
后，面对敌人据点林立，有人背叛投敌的血雨腥风、白色
恐怖，他们在敌人眼睛皮下，稻田深埋，艰险乞讨、遇袭
双亡到除奸雪耻、招兵买马，虎穴拔牙，不断壮大，让我
们了解到民运队的历史是一部放手发动农民，建立红色
政权的奋斗史，是组织武装农民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
发展史。

《烽火蟒蛇河》是一部反映一群民运队热血青年怀
揣梦想，在疾风骤雨中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青春之歌》。

江延、武仁、苏成、施鹃、施萍、小金都是刚出校门十
六七岁的毛头小伙、黄毛丫头，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民运
干部培训班“小鬼班”上相聚相识后，便分配到龙冈、秦
南一带，开展全新的民运工作。小说真实生动再现了江
延善思老成、苏成敦实憨厚，施萍伶牙俐齿、施鹃沉着能
干、武仁爱开玩笑，小金实在明理，一个个栩栩如生跃然
纸上。施萍与江延以赠枪为由头，护送过境，索要子弹、
病榻护理等章节的描述把一对互相爱慕的情侣写得深
情浓浓；作者还着力刻画了小金被敌包围后用菜刀砍死
2 名伪军，施鹃在监狱中坚贞不屈，押解途中跳河被乱枪
击中，用青春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慷慨捐躯的英雄赞
歌。作者成功地再现了这群小青年在日伪大扫荡极其
艰苦的环境下，与老区人民生死与共，用青春和热血谱
写的盐城的《青春之歌》。

《烽火蟒蛇河》是盐城第一部反映发生在西部水乡
游击队打击日伪顽，浴血奋战传奇故事的历史画卷。

作者通过一个个游击队打坝头、困汽艇、搞伏击、夜
偷袭、除汉奸，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的故事，生动展现了
盐阜军民不屈不挠、灵活机动开展水网地区游击战的历
史画卷。作者以自身的经历事件为线索，记载了他孤身
斗顽敌，酒馆捉翻译、浴室袭匪徒，一枪中两敌传奇故
事，再现了当年“彭鹏周础杀人无数，周础彭鹏杀人无
穷”，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鲜活场景。彭鹏笔下故事活灵
活现，如收拾特务队龙冈六分队，趁他们下乡捞好处，被
灌烂醉，船至蟒蛇河口，被伏击全歼，让人觉得故事逼真
生动，栩栩如生，大快人心。

《烽 火 蟒 蛇 河》是 一 本 记 载 盐 城 抗 战 历 史 不 可 多
得 的 长 篇 小 说 ，是 真 实 了 解 红 色 盐 城 、血 色 盐 都 的 精
品力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晓它，如今《烽火蟒
蛇 河》正 式 出 版 了 ，不 仅 仅 了 却 了 我 们 老 同 志 多 年 的
愿 望 ，也 了 却 盐 城 老 区 人 民 的 一 大 心 愿 ，是 传 承 红 色
基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好事、大喜事，建议在更
大范围内扩大宣传，让《烽火蟒蛇河》在全市全省乃至
全国大放异彩！

盐
阜
抗
战
史
的
扛
鼎
之
作

—
—

读
《
烽
火
蟒
蛇
河
》
有
感

□
方
正
育

拜读完革命老前辈彭鹏的遗著——纪实性
长篇小说《烽火蟒蛇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
海里时常闪现出当年在盐城西乡为抗击日寇、保
家卫国而浴血奋战的热血青年的群体形象。革
命前辈的爱国情怀义薄云天、感人至深，让我们
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思想得到深刻的洗礼。

《烽火蟒蛇河》是一部盐城西乡的血泪抗日
史。这部纪实性自传体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
了 1940 年至 1945 年间，发生在盐城西乡抗日救
国保卫战的故事。小说叙事宏大，内容丰富，共
45 章，40 多万字，描写了以江延、苏成、武仁等为
代表的新四军民运队员以及盐城西乡群众等众
多人物，叙说了当年新四军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游击战争，最终
夺取抗战胜利的历史事件，勾画了一幅盐城西
乡军民团结抗战、众志成城、奋勇杀敌的可歌可
泣的历史厚重画卷。

据了解，作者彭鹏就是小说主人翁江延的
原型。他既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当年西
乡军民抗击日伪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抗战时期
的盐城西乡，曾流传“彭鹏周础，杀人无数；周
础彭鹏，杀人无穷”这句话，有力说明了作者是
一位受百姓敬重拥戴、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
英雄。在艰苦卓越的岁月里，彭鹏、周础带领
民运队员与民众打成一片。老百姓不惜牺自
我，也要拼命掩护民运队员，军为民，民爱军，
民运队员与西乡的百姓在战斗中结成的鱼水深
情，令人动容，让人反思。作者从构思到写这
部作品，先后历经数十年。起初，作者只是想
把自己在盐阜地区的战斗经历及故事记录下
来，可几易其稿后，他从回忆中走出来，凭借深
厚的文学功底，对故事人物进行合并和取舍，
最终创作成这部长篇小说。这位当年战斗在盐
城西乡的革命战士，始终没有忘记盐城西乡的
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方热土。即使他离开盐
城，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依然对这片热土无限
眷念，寄深情回忆于笔端，写下一个个真实、生
动、饱满的战斗故事。

《烽火蟒蛇河》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盐阜百废待兴，相关部门
对发生在战争年代的重要战役进行了整理和记
录，但存留至今的只是条目式大事记，抑或是简

短的战役概述，对其他战斗则是缺乏详尽的记
叙和描写。尤其是对普通军民奋勇抗战外来侵
略而浴血保家卫国的壮举，更没有相应的文字
记载。

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盐城西乡乃至盐阜地
区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不计其数。虽然我们也读
过一些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但那只能是个人经
历的回忆，字里行间闪现着一些历史事实的记忆
碎片。盐城市及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后，组
织精干力量，对珍贵的抗战史料进行抢救性挖掘
与研究，整理出一大批纪实性作品和研究成果。
然而，终因革命前辈相继谢世，许许多多的战斗
故事因为无法采访而湮没于历史长河。因此，长
篇小说《烽火蟒蛇河》的问世，无疑为我们还原了
盐城西乡抗日军民与日伪之间展开你死我活斗
争的那段悲壮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
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
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艰苦历程以及在抗击日寇
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对推动后人纵深研究新
四军历史，可谓雪中送炭，为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未被收录史册的战斗故事，深入研究盐都抗战红
色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称得上是暗室
逢灯、迷中指路。

《烽火蟒蛇河》填补了盐城抗战题材小说的
一项空白。除上世纪 90 年代本土作家朱剑先生
执笔写过一部反映鲁艺学校学生与日寇英勇作
战、壮烈牺牲的电影《喊魂》外，我们尚未读到一

本以本地抗战为题材的完整的叙事文学作品。
《烽火蟒蛇河》的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为人
们极限还原了那段苦难岁月里的本真面貌，真
实再现了红色革命场景。如果说，现存于世的
抗日战争史料是一幅粗线条的泼墨山水，那么

《烽火蟒蛇河》就是一幅浸透作者心血的工笔长
卷。因为作品反映的历史真实、经历真实，所以
叙事完整、故事真实。他以饱满的、立体的画
面，呈现了一群爱国青年在那特殊岁月的所思
所想、所作所为。这些爱国学生，为了民族的独
立和人民的解放，弃文从戎，浴血沙场。他们抛
头颅、洒热血，用激情壮志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长城，集中展现了中国人的民族
气节和家国情怀。

尽管作者不是小说家，但《烽火蟒蛇河》的语
言丰富多彩，尤其是对盐阜地区的歇后语、俚语
等运用，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体现了作者深厚的
文字功底和文学基础。作品还为我们描述和还
原了上世纪 40 年代盐城西乡的民俗风情及风物
特产，这为研究当时的地方民俗文化，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读这部小说，就是要铭记
革命先烈和前辈们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弘扬他们
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从中汲取红色营养，更加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守初心，敢担当，尽职责，为
推动盐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市排头，奋
力谱写现代化崭新篇章，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盐城西乡抗战史的饱满还原
——读彭鹏长篇小说《烽火蟒蛇河》有感

□ 陶根阳

红色丛书红色丛书《《蟒蛇河纪事蟒蛇河纪事》》评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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