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丽 版式制作：王伟4WWW.ZSPUTUO.COM 莲花潮声

本报地址：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0580-38055763817400 邮政编码：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13506600070 印刷：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

□徐豪壮

每一次踏入
都有一阵悸动，甚至战栗
园门前的淡红色石柱
广场处的花岗岩石雕
英雄豪气浩荡
仿佛自己就是那一根石柱
那一尊石雕
登临竹山面向东海
一艘艘洋船呼啸而来
炮弹越过山岚

在脚下轰然炸响
英雄不倒，那怕是断了下肢
仍然将刀深深插入山石挺

直身躯
哪怕炸掉了半边脸颊
仍然睁着独眼突入敌阵挥杀
只要有一名将士
战旗就不会倒下
广场、纪念馆、将军碑
云廊为英雄注脚
一个民族的屈辱史自此

启幕

鸦片战争遗址公园
（外一首）

□胡汉杰

古人说:“鸦啼雀噪昏乔木，清
明寒食谁家哭。”又说:“佳节清明
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然而在
我幼时，清明上坟与我而言却不是
件愁事。

清明第一天，我们去上坟，春
月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前面，大家
跟他走，一路上赏花摘豆，不亦乐
乎。到了坟上，大家息足，春月伯
装祭，祭品装好，点上香烛，我们依
次跪拜，拜好之后，自由玩耍。有
的吃甜麦塌饼，有的吃棕子和麻
糍。我拔了蚕豆梗来做笛子，蚕豆
梗是方形的，在上面扎几个洞，作
为笛孔，然后再摘一段豌豆梗，装
在笛的一端，笛便做成。指按在笛
孔，口吹豌豆梗，发出来的声音，竟

也悠扬动听，可惜这种笛寿命不
长，拿回家里，第二天就干了，吹不
响了。

在我们祭扫的墓地附近有个
“娘娘庵”，在我们扫墓的过程中
庵里的尼姑来问讯，还送给我们
几捆春笋，我们致谢后，到她们庵
里去玩，看见那里的竹林很大，身
入其中，不见天日，但是那里的空
气特别新鲜，我们的心情特别舒
畅。

清明那天，我们还要去上“众
家坟”，就是去上同族的公共祖坟，
坟共有五、六处之多，须花上整整
一天。同族共有五家，轮流作主，
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这笔费用
由祭田开支（祭田就是“众家田”）
祖宗们很有心计，恐怕子孙不肖，
上不起祖坟，叫他们变成饿鬼，因

此，特置几亩祭田，租给农民，轮到
谁家主持上坟，就由谁家收租，因
此大家都高兴作主，而孩子们尤其
高兴，因为可以整天在外玩上一
天。

上“众家坟”是有严格的程序和
规格的：先把坟地的周围打扫得干
干净净，八仙桌放置墓地中央，四边
摆好四条长凳，再将一碗碗鱼肉菜
蔬和一盆盆瓜果糕饼摆上桌，桌前
点上三柱香，香的两边点上一对红
烛。祭祀开始，禁止大声喧哗，禁止
随意走动，然后由主持人侍奉在侧，
往桌上的酒盅斟酒，酒过三巡，添饭
一碗，接着全家按长幼依次在桌前
跪拜，说出各自的诉求。

对于孩子们来说，上“众家坟”
那天，还有一件乐事是“抢鸡蛋”。
每到一座坟上除了对祖宗的一桌

祭品外，必定还有一只小篮，篮内
装有小鱼小肉香烛和鸡蛋，这是给

“守墓地”的土地公公吃的。孩子
们中，谁先向墓地的土地公公叩
头，谁就能抢得鸡蛋，有一次，我是
鸡蛋的抢得者，我捞起鸡蛋就吃，
这个鸡蛋比我平时吃的鸡蛋要好
吃得多！

上了一天坟回来，晚上吃上坟
酒。酒席有五桌之多，因为出嫁的
姑娘也来吃，吃酒时，长辈总要训
斥小辈，被训斥的内容，主要是勤
俭节约不足，挥霍浪费有余，搬弄
是非，影响家庭和谐，还有上坟不
到，吃酒必到等等。

我记得有人写过一首诗：“别
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
家人预理上坟事，五日前头作纸
钱。”

清明回忆

□石泽丰

墓碑

春去春又来
墓碑历经凿子的追问
从此立于荒山野岭

在飞速旋转的世界中
保持一种稳定

貌似坚固
其实字里行间

哪经得起
年复一年

一个节气的敲击

忙忙碌碌
一年的光景里
唯有清明雨

淋湿了角角落落
遍布的怀念之心

永眠

永眠，一个安乐的词
常常借清明的雨点
打在祭祖的路上

凝固成荒郊野外的一抔黄土

燃着的香

余烟缥缈成含糊不清的岁月
草长莺飞的日子
老屋里总感觉
缺少那个人

宗谱只增不减的厚度
飞旋了岁月
老去的光阴

像一炉清纯的火焰
又在炼着怀念的心

那些泯灭的字迹

那些泯灭的字迹
是早年刻下的痛
风雨一阵又一阵

把清明甩在了荒野
任谷雨前的落日舔飧

怀念是一支飘渺的烟
拂过曾经破碎的心

从碑脚前
升腾起另一份虔诚

路遥万里
再远也得年年清明还乡
只为墓碑陷在了独白处

只为碑文在怀念的句点上
停顿

清明诗三首

□望府

清明时节，是活着的人祭悼、
缅怀已故亲人的时节，岁月弥久思
越深。六横坦岙小贺家山上矗立
着的“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
显得更加雄伟壮严，碑上镌刻的

“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11个
金色大字更是熠熠生辉。

伫立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
念碑”前，缅怀着“东总”（东海游击
总队简称）倥偬岁月，缅怀在六横
岛上英勇献身的“东总”烈士。春
天，在小贺家山上有他们（烈士）的
季节花最美，松柏更青翠。

1948年4月，江南武工队第五
大队与舟山群岛游击支队部分指
战员正式成立了 80余人组成的

“东海游击总队”。
1948年8月19日夜，东海游

击总队的主力乘坐8艘大帆船从
舟山本岛的螺门村启航转移到天
台山地区。次日凌晨，抵达六横
岛。8月20日晚，国民党海军司令
桂永清，空军司周至柔，缓靖公署
主任汤恩伯等亲临舟山指挥作战，
国民党海军出动8艘舰艇及一些
船只，并且调动了2架飞机，掩护
海军陆战队和浙江省保安队等部
2000余人来到六横岛海面，企图用

“海、陆、空”立体式，以围剿东海游

击总队。
8月21日，六横岛上是一个磅

礴和血腥的雨天，东海游击总队战
士冒着雨欲血奋战，从凌晨一直坚
持战斗到下午2点，由于敌众我寡
最后不得不进行撤退，分散突围到
定海、秀山、东极、白沙、滩浒、玉盘
山等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调动
16艘舰艇、4000名海军陆战队，准
备全面封锁舟山群岛海面，并实行
逐岛“清剿”。

六横岛上这一惨烈的战役，
“东总”有百名指战员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大队长王荣轩也在之后的

“清剿”中被捕杀害。仅有政委王
起等少数人员转战至天台山地区，
同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汇合。

在牺牲的“东总”指战员中，其
中有郑尔昌和郑如水两位烈士，他
们都是出生于六横小湖贫苦渔民
家庭。1947年5月，郑尔昌在宁波
大松江交上了一位好朋友叫贺忠
根（原是六横平岩潭人）。两人来
往十分密切，可谓肝胆相照。有一
次，贺忠根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他
平时假扮成做生意的商人，其实是
四明山地下游击队员。贺忠根要
求郑尔昌做他的联络员。从此，郑
尔昌以职业挑鱼货行贩为掩护，担
任通信联络工作，向贺忠根提供六
横等地敌伪情报。次年3月，郑尔

昌被正式吸收为东海游击总队队
员，并奉命在六横各地活动，与小
湖郑如水、郑信帮、韩央定和双塘、
礁潭等地一些“兄弟”秘密聚会，扩
大队伍。

当地反动头目察觉他们的一
些秘密活动，便指使一些反动爪牙
秘密跟踪盯梢并通缉。1948年4
月，郑尔昌被迫带领郑如水离开六
横岛，来到当时驻扎在普陀螺门的
东海游击总队大部队，并介绍郑如
水参加了游击队。郑尔昌被委任
为“顽强中队”分队长，郑如水为

“顽强中队”副分队长。此后，他们
多次参加定海等地武装游击战。

“东总”战士突围撤离六横
岛。当时，郑如水被留在六横岛，
隐蔽在家乡小湖。8月25日，被敌
人发现，郑如水与敌人顽强拼搏，
负伤被捕。于当天下午3时，郑如
水被敌人连戳37刀，英勇牺牲。

再说郑尔昌在撤离时带领五
名战士，避开敌人道道岗哨，夺路
下山，潜移到小湖外的海边，乔装
为涨网渔民，驾着一艘涨网船撤离
到象山去。船到中途，不幸被敌舰
雷达扫见，被追捕带上军舰。敌人
立即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并严刑
拷打，郑尔昌坚强不屈。1948年8
月25日，郑尔昌等在余姚被敌人
杀害。

为纪念“东总”烈士，教育后
人。六横镇投资建造了东海游击
总队烈士纪念园。主要建筑包括
纪念碑、广场、史迹陈列室等三大
部分。烈士纪念碑高18米，宽5.6
米，碑正面镌刻着“东海游击总队
烈士纪念碑”金色大字，由原浙江
省委书记薛驹题写；碑的背面是由
六横镇政府敬立的碑文。纪念碑
造型别致，气势壮观。

东海游击总队史迹陈列室位于
半山腰，陈列室由10个部分组成：
大厅中央为“前言”，用中、英文简介
东海游击总队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
功绩；“东总”的革命史迹示意图，简
介“东总”在舟山群岛的革命斗争地
点；“东总”的组织沿革；“东总”18位
主要干部简历；“东总”革命斗争传
历，包括“风暴初起”“中流砥柱”“威
震四海”“惊涛骇浪”“风雨同舟”“乘
风破浪”等方面内容；“东总”革命烈
士名录；“东总”牺牲战士（未评烈
士）名录；纪念与回忆，有省、市及部
队部分领导题词，“东总”老战士回
忆文章等。

蓦然间，我想起我国著名诗人
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的《有
的人》中的一句诗：有的人死了，他
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
了。“东总”烈士，你们虽死犹生，永
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东总”烈士碑前的缅怀

□翁盈昌

“一年一度雨清明，大地处处
闻悲声。守候亲人不忍去，一缕青
烟慢升腾。”清明节前夕，在整理照
片过程中，看到105周岁老寿星李
纪林组照时，又回想起采访时的点
点滴滴。

“鹤驾已随云影杳，鹃声犹带
月光寒。”105周岁的李纪林老寿
星于2021年12月20日仙逝。悲
声难挽流云住，哭音相随野鹤飞。
老寿星的一生是平淡的一生，是辛
劳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

“活百岁松钦鹤羡，数一生苦
尽甜来。”老人独居在沈家门街道
平阳浦社区（村）一间不太宽敞的
房子里，虽然家具不多，却整理得
有条不紊。门窗对着大马路，进门
是饭桌，桌边有冰箱、衣橱，里角是
张床。虽然是冬天，蚊帐还挂着，
说是为了防灰尘。

定沈线从老人家门口经过，号
称平阳浦“南京路”的公路，每天车
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景象给老人
带来欢乐，同时也给老人带来不安
全因素。然而，老人已过惯热热闹
闹生活，连午睡也不觉得吵，习惯
成自然。“我住在这里，熟悉的过路
人都会与我打招呼，邻居进来坐坐
聊聊天，这里很热闹。”

2021年8月24日，笔者再次
采访，看到老人鹤发童颜，眼睛不
花，耳朵没聋，思维清晰，记忆力
好；腰背没驼，手脚勤快，动作敏
捷，精神健旺，老而强健，与笔者握
手时，手心热烘烘的，且有力气。

老人每天傍晚5点钟就寝，清

早5点钟起床，养成雷打不动的起
居习惯。

问他每天怎样锻炼身体时，老
人说，前几年以走路为主，近来，怕
汽车撞着，就不在马路上走远路
了。

前几年，老人有时在隔壁房间
同大伙搓搓“一分两分”小麻将。
牌友说他“麻将搓得嘞嘞响”。而
老人虚心地对笔者说：“现在搓麻
将次数也减少了许多，不像以前天
天搓了。”

老人一生没生过什么大毛病，
很少打针吃药，更没进医院住院。
问他血压、血糖情况，老年说，都没
问题。

老人每日中餐和晚餐由居家
养老食堂送来，不用自己烧饭买
菜，过上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打
开保暖饭盒一看，有热气腾腾的三
盒小菜一盒白米饭。餐桌上，还有
子女送来的红烧带鱼、梅鱼和用豆
制品烧煮的“下饭”。老人风趣地
说，“介多下饭餐餐吃不光，‘卖掉’
（老人说倒掉为卖掉）怕罪过，剩下
饭由他们（子女）处理。”为此，饭桌
上下饭天天换新鲜。

老人与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住
得近，与另一个女儿也在同一个区
域。儿子和媳妇、女儿和女婿一天
几次上门来看他，搓麻将时帮他做
搭子，长期“泡”在一起。孙辈们也
常上门孝敬。可谓是“青山不老，
百岁寿星福泽厚；绿水长流，子孙
满堂绵继远。”

老人满100周岁时，开始领取
政府高龄补贴500元/月，每年重阳
有5000元的慰问金。上一次采访

时，老人笑咪咪地对笔者说：“每月
拿政府500元长寿津贴，实在有点
难为情。”字里行间表露出老人感
恩心态。

每逢佳节，市、区、街道领导上
门慰问，社区干部更是“一天十八
趟”见面打招呼。

旧社会，受三座大山压迫和剥
削，老人过着牛马不如生活。解放
前，他在一家冰厂里干苦活。挑冰
苦啊！冬天天冷，水田结着冰，冰
厂把天然冰收集起来，卖给抲鱼
船，赚现钞票。

天寒地冻才有冰，有冰就得早
起，太阳出来，冰化了，岂不白搭。
要把水田里冰挑到冰窖里，走的是
湿路——脚踏在冰水里，下身湿透
了，脚像刀割一样疼。三担挑过，
上身开始冒热气。不一会，全身湿
漉漉的，像只落汤鸡——上身是汗
水浸透的，下身是冰水弄湿的。如
此高劳动强度劳动，却得不到应有
的报酬，好比“出牛力，吃猪食”。

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1944
年农历正月十八，侵华日军在沈家
门平阳浦板桥头遭到游击队袭击
之后，狗急跳墙，很快实施报复行
动。

连忙从定海、沈家门等地调集
120余名侵华日军，六辆大卡车分
东西二路包围平阳浦板桥头周围
李家、夏家。放火烧掉200多间房
屋，造成数百群众无家可归，流离
失所。

李纪林家的4间平屋也燃起
熊熊烈火，“快，里面有孩子！”李
纪林冲进卧室，一脚踢开房门，从
床上抱起3岁的儿子往外冲。

“介坏‘东洋人’哟，把阿拉屋
烧塌了，粮食烧成炭，今后阿拉生
活怎样过呀？”晕头转向的李纪林
一下子被母亲的号淘大哭惊醒，突
然清醒过来，第二次冲进屋内，与
伙伴一起奋不顾身跳进火海，抢出
4箩稻谷、2箩蕃薯干。

“东洋人抲人了，快逃呀！”无
家可归的群众哭声连天，听到抲人
声逃的逃，藏的藏。“阿林，快逃到
侬姨娘家里去！”李纪林母亲边逃
边叫儿子快跑……

冷不防，李纪林母亲被侵华日
军拦住，要她说出游击队下落。母
亲一问三不知，就被毒打。李纪林
急中生智，绕过鬼子兵，迅速逃进
平阳下张家姨娘家，隐藏起来，终
于逃过一劫。

没能逃脱鬼子魔掌的近100
名村民，被赶到板桥上跪着，其中
有4名村民无辜被枪杀。

回忆苦难往事，老人牙齿咬得
格格响，在老人心底里仍埋藏着仇
恨。

让老人值得自豪的是，曾为抗
日游击队担（送）过饭。

游击队伏击前夜，为了不暴露
目标，挑选老实可靠的李纪林送
饭。每餐就餐前，李纪林从平阳下
张家挑来热气腾腾的饭菜，供游击
队员用餐。游击队员吃饱睡好了，
有足够精力投入战斗……伏击结
束，游击队除烧毁日军一辆吉普车
外，还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文件。
这次伏击，也有李纪林的一份功
劳。

“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
百岁人。”

青山不老

□任佩飞

突然想念我的外婆，已经离开
我们8年了。每到清明，外婆家小
院的果树便慢慢开花了，有金桔，有
桔子，有文旦，还有就是这个柿子。
外婆是个外强内柔的小老太，秋天
柿子被鸟吃了，就在那惋惜，被人偷
了，就在那暗骂。她的嗓门全村最
大，小时候调皮的我们，总是几里外
就能听到她在那呼唤我们，一边骂
我们皮，一边帮我们收拾残局。

对于外婆，我是爱的。我父母
在外地做生意，我跟妹妹童年跟少
年是外婆抚养长大的，供我们吃穿，
安排我们学习生活。而这份爱，对
于我来说，又是沉重的。外婆刀子
嘴，每次会骂我爸无用，我妈无能，
觉得我们两姐妹可怜，让我性格变
得很内向、胆小。

外婆去世后，小舅重建了外婆
老家，那棵柿子树就留下了，春天开
花，秋天每年柿子黄澄澄的时候，他
们便摘下来送给我们，让我们捂起
来软了吃掉。

我对外婆的爱，就像这柿子，看
似很爱她，但实际上却是涩涩的，少
年时期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承受的感

情，外婆晚年生病的那几月，我很少
去看望。一来我怕像风一样的小老
太无助地躺床上，我接受不了，我也
会难受，二来我还是怕我内心这份
苦涩无奈的少年时代感情又随记忆
翻出来。

抽空还是会去看望她。但外婆
是一如既往地用她的方式爱着我，
我结婚没有车子，她会说佩飞，外婆
希望你能买辆车子，我结婚6年才
生下孩子，外婆无比期盼地在庙前
为我祈祷有个宝宝，我怀孕那时候，
外婆生病了，我妈没告诉外婆这件
事情，等女儿生下来两个多月，外婆
就去世了，一直不知道她的祈祷实
现了。但我相信，她一定在冥冥之
中保佑着她的儿孙们。

再也没有人为我大声的呼喊
着拦公交车了，再也没有人抚摸着
我的手掌跟我聊天了，再也没有人
说我是她的小女儿了。一晃8年
了，对外婆的爱也随着几行泪水再
次唤醒了，原来我不是不爱她，只
是她是我内心的软肋，我不想触及
而已。

柿子一年年的长了开花了熟
了，外婆您在另一世界不要太操心
了，好好休息。

外婆家的柿子树

相约而行
山径上人流涌动
各自散入一排排黑色的墓碑
擦拭碑面，摆放祭品
点燃香烛，合手祈祷
人们机械地重复着
躬身之际，美好的祝愿传

给了已故的亲人
火焰升腾，带走了世人的

祈愿
两个世界在袅袅青烟中彼

此融通
留着半两骨灰的小盒子
存贮了万千怀念和祈求
彼岸花从向阳处开到了背

阴面
又从一座山开到了另一

座山

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