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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会

贲家巷向南10公里，跨过如皋、靖江
界河大桥，就进入靖江县重镇西来。苏北
通往苏南的交通要道穿镇而过，舟来车
往，水陆交通繁忙，既是设卡搜刮捐税的
摇钱树，又是盘查行人、敲诈勒索、抓捕

“通共嫌疑人”的关口。因此，国民党军
队一直将西来视为宝地，精兵布防。

1929年12月12日，薛衡竟、黎昌圣
率如泰工农红军攻打如皋周庄头地主兼军
阀周仁甫，激战两小时，攻破炮楼。周仁
甫见势不妙，带着保卫团残部逃往西来
庵。西来庵与周庄头一河之隔，相距三四
公里。薛衡竟率红军飞快追击，西来庵的
敌人猝不及防。红军一举攻克公安分局，
歼灭保安团，县警队闻风而逃。周仁甫再
逃到张黄港，被手下石宏根击毙。

西来既是财源宝地，又是战略要地，
敌人不肯轻易放手。不久，国民党靖江县

长派遣二区保卫分团进驻西来庵，收拾残
局。

二区保卫分团团长原是五省联军里的
小头头，后来流落在靖江，给一个大地主看
家护院，有一身武功。他是齐鲁人，说话夹
杂乡音土语，人们叫他老侉儿。老侉儿行
伍出身，带兵有方，深得县长赏识。长安、
卢港两地相继失守。老侉儿耳闻何昆的威
名，难免有些坐立不安，不时地前往村庄的
河畔亲自监督防务工作，强令士兵四处抓
壮丁当民夫，夜以继日地赶修工事，以免西
来像长安和卢港一样再度失守。

骨头老了更难啃。一旦西来庵工事竣
工再去打，就是难上加难。红十四军正式
建军大会召开在即，西来庵无疑是一块大
拦路石。时不我待，何昆妙计再施，立即
派出王胡子、黄大凯等人混入民夫中，见
机而行。

不是冤家不碰头。负责西来庵工事监
工的一个头目，正是长安一仗中侥幸逃跑
的老兵。他有点打仗经验，又带了几个逃
兵一起来，老侉儿便封他为班长，人称老
班长。老班长一眼认出了王胡子、黄大
凯，厉声喝道：“你们两个给我过来！”

扛着钉耙的黄大凯有些忐忑。王胡子
也一阵紧张，心里忽地想起军长说过，遇
敌莫慌，能团结的可以试着团结。他学着
何昆对俘虏说话的口气，坚定有力地说：

“这位老兄，看你也是贫苦人家出来的，
家中应该还有其他亲人吧。你这百姓何必
为难我们这些百姓？”

老班长听了，眼光中的敌意少了一
些，眼神黯淡了一些。

“你们吴队长是什么人你懂的，他可
不是傻子，在我们何军长面前，不也乖乖
地投降了。”王胡子捏捏嘴下的胡子，自

信溢于言表。说起何军长，再联想起何军
长的军威，老班长的心理防线瞬间被击
垮。王胡子继续就势引导，老班长同意了
配合王胡子等人的行动。

王胡子等人顺利进入西来庵。什么地
方是火力点，什么地方是明哨、暗哨，如
何交班，用的什么武器，王胡子都铭记于
心。他假装喝了凉水要拉肚子，躲在厕所
中画了张布防图，又写下说明文字，敌军
布防一览无余。

吃晚饭休息时，王胡子找了个机会，
派人把布防图藏在鞋底，悄悄地送给了庵
外接应的红军侦察员。
（本文由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供稿）

大年三十晚上饭桌
上，家家都烧一条鱼搁
着不吃，一般是鲢鱼，
考究一点的用青鱼。大
人告诉我那鱼是留着看
灯的。

那时，家里灯倒不
少，鱼呀、虾呀、鸡
呀、虎呀之类造型的。
正月初十过了，母亲就
从角角落落里找出来洗
干净挂在走廊上，里面
装上一支小蜡烛。“十三
上灯”，晚上灯点起来
了，母亲的圆子也一碗
一碗地端上桌了，一直
到“十八落灯”，晚上吃
过面条后让它自然熄
灭，放在盘子里的鱼睁
大眼睛也和我们一起看
灯点亮，满眼里一片红
红火火，把个滴水成冰
的冬天也照得暖烘烘的。

家里上灯不过瘾，
我还要缠着母亲到迎春

桥上买一只纸扎的大兔子灯，点上在巷子里拉一阵
子，拉累了，搁在鱼盘子旁边让鱼看个够。

我把脑袋都想疼了好多回都想不明白，鱼都煮熟
放在盘子里了，它的眼睛怎么能够跟我们一起看灯
呢？我长大后终于恍然大悟，“鱼”谐音“余”，年年
有余，这是大人们在祈愿生活年年有余，岁岁富足。

原来，清代就有人拿“年糕”说事写诗道：“人心
多好高，谐声制食品……”寓意年年登高，一年更比
一年好。其实，说起“糕”“高”谐音，人们可以追溯
到更远的一则荒诞故事。说是东汉时，费长房对桓景
说：“九月九日，尔家有难，当登高。”桓景一家如其
言上山，且佩茱萸香囊饮菊香酒，晚上回家一看，牛
羊全死了。从此重九登高饮菊花酒的习俗就流传下来
了。再后来演化成“高”也不登了，吃块“糕”就算
完成了仪式。我的家乡每年重阳节糕店里都准备了许
多三角彩色小纸旗，你买糕，店主送你一根小彩旗。
这一天也正逢我大女儿的生日，记得小时候她骑在我
背上，肉嘟嘟的小手不住挥舞小彩旗，仿佛真的登山
一般高兴！

正是因为“人心多好高”，华夏儿女似乎都乐意沿
袭“谐声制食品”这一风习。我的家乡如今谁家有孩
子考大学，亲戚朋友一早就热气腾腾地来送糕、送
粽，这比送什么都更能受到主人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过大年时，这种谐声现象几乎遍及生活的各个方
面：弄个金鱼缸摆在客厅，是金玉（鱼）满堂；贴张
大红蝙蝠窗花，是五福（蝠）临门；送棵累累挂挂的
金桔树给人家，是大吉（桔）大利……

想不到“鱼看灯”成为我童年最美好的年味记
忆，更想不到“鱼”“余”谐声称得上是中国特色，是
华夏民族语言艺术的闪光，其他拼音文字是玩不起来
的。

点燃一支烟

烟火忽明忽暗

历史和今天

未来和今天

沉重的思考

在空气中弥漫

偶尔也思考

爱情

梁祝的浅唱

低吟

一切都像夏日的暴雨

一切都像春花般烂漫

还有冬天雪花的飘舞

烟火忽明忽暗

在烟雾中我搜寻

久违的童年

磨洗时光

没有读懂很多

今天依旧不很明白

喜欢和不喜欢

忘记了讨厌

烟火忽明忽暗

久违的绅士

呼啸着向我走来

朦胧的青春

敬如神灵般的

含羞

像初醉般的温馨

在静静的天湖边

用石子划过

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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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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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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