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明珠 15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编辑：吴莹 组版：徐璐 校对：王子璇

紫琅紫琅
诗会诗会

以报为媒
◎季永健

心窗心窗
片羽片羽

乡
野
晨
雾
◎
彭
常
青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
欢迎来稿：wyhappy781@163.com

百岁老战士的“交通”情结
◎倪松高

近期一直在整理多年来撰写的一篇篇
文稿、剪报，其中有两篇20年前刊登在《南
通日报》上的文稿引发了我深深的回忆。

事情要从20年前说起。2005年，我
阅读了多篇媒体上介绍全国优秀信访局局
长张云泉事迹的报道，为他的事迹所感动，
先后撰写了《向张云泉同志学什么》《从出
差带电饭锅所想到的》等感想心得，其中
《向张云泉同志学什么》一文刊登于2005
年5月6日的《南通日报》上，全文阐述了
张云泉的人生观、群众观和廉政观。

当年5月9日，刚刚来到观音山镇辖
区企业就业不久的我，找到当时设在观音
山镇太平路、通甲路大转盘南侧的镇政
府。在办公楼二楼东侧一间办公室，我向
办公室的一位领导说明来意，告知是来办
理转接党员组织关系的。说话间，我偶然
间看到这位领导办公桌上翻开的《南通日
报》，正是刊登《向张云泉同志学什么》一文
的那份报纸。我随即指着这张报纸对领导
说：“报纸二版上刊登了我撰写的文稿。”这
位领导说：“我刚刚看过，写得不错，没想到
是你啊。”随即，我们就聊了起来，他详细询
问我学习、工作、生活和写作的情况后，就
打了几个电话，与相关领导联系。后来得
知他叫张林华，是当时观音山镇党委宣传
委员、党委秘书。

张林华对我说，刚刚和几位领导通了
电话，介绍了你的情况，大家商议了，你的
党员组织关系暂时编入观音山镇文化站党
支部，便于你参加镇上的相关活动，了解镇
情。说话间，时任观音山镇党委副书记杜
瑞山来到办公室，和我握了握手，也对我
说，你先多了解了解观音山镇和村里的一
些情况，以后要多为观音山镇和村里写写
报道，多策划一些活动。我欣然答应。

当年5月下旬，南通日报社开展“南通
精神”大讨论。张林华约我到办公室，向我
介绍了观音山镇百年来从单一的色织业发
展成为纺织、色织、毛纺到服装行业纺织门
类齐全的纺织之镇，介绍了百年来观音山
镇纺织发展的历史，还带着我到辖区几家
规上纺织企业参观。他鼓励我从观音山镇
纺织行业的发展变迁进行总结提炼，写一
篇文章。6月17日，我以《催人奋进的“三
创”精神》为题的文章在《南通日报》刊登
后，加深了我与观音山镇及村居的接触和
联系。

无独有偶，2012年7月10日，我在省
委党校参加“全省非公经济党组织书记培
训班”时，张云泉应邀为我们授课，让我和许
多学员激动不已。课间休息，我走上讲台与
张云泉握手，向他简明扼要介绍自己曾经写
过两篇学习心得，还刊登在本市的报纸上，
他听后非常开心，一再希望我要加强学习，
不断为人民做好事，我连连点头。见面虽
短，但他的寄语一直鼓励着我不断前行。

20年来，每当看到这两篇文稿，我总
会想起当时所遇到的人与事，总会想到当
年认识的张林华，想起张林华带着我在
镇、村居走访的情景，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也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有了更多的
实践和探索。

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静心听草虫的呢喃，
不能出声，耐心让他们
把悄悄的话儿说完。

独自，站在公园的树荫下，
用心听小鸟的鸣喧，
不要惊扰，尽量让他们

把相会的时间拉长。

独自，走在公园的草地上，
侧耳听树叶的沙响，
不能停留，努力随他们
把苍灵的脚步追赶。

独自，靠在公园的河栏上，

闭眼听微风的合唱，
不要心烦，一同与他们
把美丽的柔情扩散。

一个人，独自行走在心的方向，
离尘世纷扰，看风轻云淡，
把如烟的往事默默回想，
把多情的思绪久久绵长。

听
◎陈小华

105岁的陈仰成老爷子喜爱
看电视，从最初的14寸黑白电视
机算起，已经看了50多年。看电
视成了他的日常必需，电视机成
了他生活中的伴侣，可以一日无
食，不可一日无电视。

老人特别喜欢看地下党坚持
敌后斗争的故事，往往一看就是
几个小时。若是看到地下党员为
革命英勇牺牲时，他禁不住老泪
纵横，甚至痛哭失声。

为何如此钟情“潜伏”类电视
剧？那得从老爷子的“地下交通”
情结说起。

1921年，陈仰成出生于江苏
如皋东乡小陈家庄的一个农户之
家，在动荡的社会局势和穷困苦
难中逐渐长大。

一个名叫许岩的和尚见他聪
明伶俐，收为佛门弟子，做个寺外
僧人。许师傅多才多艺，陈仰成
天资聪颖，师傅倾心传授，徒弟一
学就会，很快就吹拉弹唱样样玩
得有模有样。

一名革命者发现了忠厚老
实、办事可靠的陈仰成，认定这个
青年可以发展为革命同志，和尚
职业也是做地下工作的绝好掩
护。这名革命者就是后来推荐陈
仰成参加共产党和吸收他加入地
下交通站的周正中。

从此，陈家庄有了一个和尚地
下交通员。这个和尚不苟言笑，待
人和气，常常晚上出来散步，背诵
经文。他正是以和尚的身份为掩
护，晚上8点到庄北的土地庙取情
报。在庙后一堆废弃的瓦片中，从
东往西第6排第6片之下就是情报
的秘藏点。若是取到情报，立即送
往刘家庄的观音堂，藏入指定位
置，再由周正中9点时取走。情报
来自敌人内部我方的内线，这个内
线他们也不知道是谁。

危险总是随时存在。一次，
陈仰成刚把取到的情报藏好，明
亮的月光下突然有两个人向他走
来。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可能是日

伪暗探，于是不慌不忙地扯下裤
子撒起尿来。来人上下打量着
他，一人突然道：“好你个小和尚，
不去念经，深更半夜的，出来做什
么？”陈仰成装着猛地被吓了一
跳，还有意将尿尿在了裤子上，结
结巴巴了几声。那人提高嗓音，
厉声追问，另一人则靠近他，把手
伸向腰间的手枪。陈仰成干咳了
两声，低声说：“去看才（刚）相好
的麻麻儿（媳妇）。”说完做了个鬼
脸，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两
人看着扭扭捏捏的和尚，又看着
月光映照下尿湿了的裤子，不觉
大笑：“好你个不收心的花和尚，
也想女人啊！”他们摆了摆手，哼
着小曲走了。陈仰成赶紧岔上另
一条道，把情报送到了指定地点。

由于他们负责的这条线情报
传送正常无误，鬼子和伪军每次扫
荡前，大家都能得到消息，迅速把
家里宝贵的东西及粮食藏好，及时
转移，鬼子和伪军每次都扑空。

时间久了，许岩渐渐地看出
了其中端倪，他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从不说破，也不告诉任何人。
这位有民族正气的大和尚暗暗地
帮助和支持陈仰成，逢有夜场佛
事，在8点前，许师傅总要找点由
头支派他出去，让其堂而皇之地
离开道场，去完成任务。

这个交通站的上下线有3个
人，陈仰成和冒稳是下线，周正中是
上线，也是这三人党支部的书记。

一天，周正中告诉陈仰成，他
不仅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还
是新四军的人，上级通知他到如
皋县城的新四军部队报到，随部队
北撤。陈仰成要求跟着周正中随
部队走，周正中说，他和冒稳都没
有暴露，必须原地埋伏，积蓄力量，
等着他回来再一起干。他如果不
能回来，组织上也会派人来联系。

周正中走了，走得悄无声
息。他天天盼望他回来，可周正
中再也没有回来。陈仰成留下
了，他是周正中留在当地的种子。

日寇投降了，原来的伪军变
成了“国军”。他耐心地等待组织
来人，可也一直没等到组织上派
人来。他似乎置身在黑暗之中，
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无助，但
他心里总是燃烧着希望之火，期
望这火焰一下子照亮天地。

他有事没事总要到村头张望，
相信总有一天周正中会突然回
来。他甚至幻想周正中骑着一匹
高头大马，带着部队回来了，看见
他远远地站在路边，策马向他疾驰
而来；又好像看见周正中身穿长
衫，头戴礼帽，身背行囊，一副先生
的打扮，远远地向他招手……

多少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多少次泪水打湿了衣襟。等啊等
啊，等来的却是他敬爱的老领导
周正中在新四军北撤途中牺牲的
消息！陈仰成的心一下子空了，
感到无比痛苦。周正中同志是他
的革命领路人，他是跟着周正中
送情报、打鬼子，走上革命道路
的。不久又传来了交通站下线冒
稳同志病故的音讯，这使他更加
感到孤独，曾经的三人党支部只
剩下了他一个人。陈仰成心情抑
郁，大病了一场。

新中国成立后，陈仰成到信用
社当主任，一直干到1981年退休。

老爷子与来访者常说的话
是：“我是替我的老领导周正中活
着，也替老战友冒稳活着。他们
希望我替他们看看国家的强盛，
不再受外国的侵略，希望我看看
人民的幸福生活，不再有战争离
乱之苦。”

（注：本文为作者采访所记，
真人真事真名实姓，文中主人公
的子女口述并提供了部分书面
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