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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镇的南北大街西侧紧邻
老淮江公路，也是进入镇区的主
入口。儿时的我，经常与小伙伴
们结伴去南北大街玩耍。那时的
界首南北大街不亚于高邮城的南
北大街，居住在街道内的居民甚
多，商铺云集，人来人往，热闹非
凡。南大街有镇供销社下属的酱
醋食品厂，人们习惯性地称它为

“合营”，有做秤店，有衣服加工
店，有修鞋铺，有家电维修铺等。
北大街在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是董
记批发部了。每逢节日，特别是
春节，光顾董记批发部的顾客颇
多。批发部商品品种较多，顾客
正常不需跑其它商铺，就能将所
需的商品一次性购齐。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加

之老淮江公路扩宽和集镇东扩，
以及供销社等国营单位纷纷改
制，南北大街的商铺逐渐淡出，居
住在街道两侧的居民也陆续搬
离。居民们要么搬迁到了新镇
区，要么随子女一起到了高邮或
别的城市，界首南北大街逐渐失
去了往日的喧嚣和繁荣。

现如今的界首南北大街已被
打造为旅游之地，街道内保留了
原来的民居面貌，兴建了古色古
香的界首历史陈列馆、界首大清
邮局旧址、界首乡贤馆等。

界首南北大街
□ 丁哲

记忆中，小时候家里最先点的
灯是煤油灯。煤油灯外形简陋，就
是在一个空的墨水瓶里倒进煤油或
是柴油，灯芯是母亲用棉线捻成
的。煤油灯灯光昏黄、暗淡，尽管这
样，晚上灯也舍不得多点，因为那年
月煤油是上计划的。点煤油灯的日
子，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醒来鼻
孔都是黑黑的。

后来，罩子灯替换了煤油灯。
罩子灯商店里有卖，还有配套的灯
芯。罩子灯有底座、玻璃罩，还可以
调节亮度，外形也比煤油灯看上去
要美观许多。灯芯扁扁的，用的时
候要把中间一根蓝线抽掉，听爸妈
说这样灯芯使用时间会长一点。和
罩子灯一起的，还有一种马灯，是走

晚路用的，可以提在手上，不怕风。
罩子灯和马灯仍然点的煤油或柴
油，光亮比煤油灯也好不了多少。

10岁那年，村里有五六户人家
开始安装电灯，爸爸喜欢赶新潮，我
们家也装上了。那时，电线杆高低
不等，不像现在又粗又高，有的还是
用树棍代替的，遇到刮风下雨的天
气，电线经常会挂下来。刚有电灯
那会儿，每天晚上最期盼的就是能
有电。有电的夜晚真好，开关一拉，
屋子里亮堂堂的。很多时候电灯只

是一种摆设，因为只有在过年（初一
到初五）电才会正常。过了初五电
说停就停，哪怕是一家端着碗正在
吃晚饭，也只能摸黑了。特别是正
在看电视剧，电突然没了，巴巴地等
……

日子越来越好，家里的灯越来
越多。楼上楼下，夜晚是走到哪里
亮到哪里。老式的钨丝灯泡换成了
节能灯，台灯、吊灯、LE筒灯、射灯、
感应灯，品种也越来越多。家中的
灯不再是只为了照明，更多注重了
装饰、美观。现在，不仅是家里，门
前、村口的马路上也装上了灯。夜
晚，灯光璀璨，村子光明一片。

灯见证着岁月的变化。灯越来
越漂亮，日子也越来越幸福。

灯
□ 黄桂英

我家至今还珍藏着一盏煤油
灯，灯盘已经生锈，灯芯变腐，玻璃
灯罩还完好无损。记忆中，小小的
煤油灯陪伴我读完小学、初中、高
中，是我心中的希望之灯。

在没有电灯之前，一到天黑，
家家都会从角落里端出煤油灯，划
根火柴，点燃灯芯，小小的火焰在
漆黑的老屋中跳跃，昏暗的火光荡
漾在老屋里，温暖着我们童年的心
灵。那时的煤油灯，是用各种各样
的玻璃瓶子做成的，瓶子口上加个
铁皮做的灯芯盘子就行了。最简
便的是用学生用的墨水瓶子做成
的煤油灯，既小巧玲珑，又可节省
煤油。小煤油灯灯光比较昏暗，要
靠得很近才能看清字，一不小心，
可能烧到头发，而且又有煤油气味
又冒黑烟，吸进鼻孔里满是黑色灰

尘，早上起来洗漱时，一掏鼻孔将
手指都染成黑色的了。遇到刮风
的天气，点煤油灯就不方便了，风
将灯光刮得一闪一闪的，使人眼光
模糊，看不清书本上的字，风大一
点就容易熄灭。如刮起大风，点燃
煤油灯就要关好门窗，特别是炎热
的夏天，关上门窗闷在低矮的屋子
里，有时闷得大汗淋漓，那种滋味
确实令人难以忍受。自从有了玻
璃罩子的煤油灯，晚上学习时灯光
就亮多了。煤油灯的年代，煤油比
较紧张，凭计划供应。那时，天不
完全黑下来是舍不得点煤油灯
的。为了充分利用煤油灯的光亮，
每天晚上，我们孩子们在灯光下聚
精会神地看书、做作业。大人们陪
伴着孩子，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
缝衣服、纳鞋底、织线衣，或做一些

其它家务活。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生产队

才通了电，用上了梦寐以求的电灯
泡。迈入了“电力时代”，煤油灯

“下岗”了。生产队通电那天，在我
家办了几桌酒席，户主们相拥在明
亮的电灯下，喜笑颜开，比过年还
高兴。电灯一下子把乡村的夜变
亮了，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很
大的方便，特别是孩子们能够在明
亮的电灯光下看书学习，多么高兴
啊。如今，各种各样的照明灯具令
人眼花缭乱，居民家中的吊灯、壁
灯、床头灯、庭院灯、地灯等，室外
大路旁的高杆灯、交通信号灯、草
坪灯、景观灯、泛光灯、组合灯等，
五彩缤纷。现代LED照明灯具更
是光彩夺目，景上添花。

煤油灯伴我度过了学生时代，
透过沧桑与苦涩，依然闪亮在我的
眼前。我感谢那盏煤油灯，它温暖
了我的童年，成就了我的梦想，照
亮了我的未来。

煤 油 灯
□ 施正荣

高邮面，不如高邮双黄蛋出
名，但在高邮人日常饮食中占据
重要地位，80%的高邮人早上是
吃面的，而且基本不在家烧，在路
边面摊解决；有的高邮人一天三
顿面不嫌多，外地来客酒席后主
食正常也安排高邮面，寓意常来
常往，同时，也拿得出手，让客人
尝尝正宗的高邮面，也是酒桌上
的重要话题，高邮人引以为豪。

中国面条品种很多，全国闻
名的有兰州拉面、沙县小吃里的
清汤面、武汉热干面、北京炸酱
面、四川担担面、河南烩面、延吉
冷面、陕西油泼面等等，简简单单
的面条，全国做出这么多的味道，
足以说明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
深，也说明中华儿女勤劳聪明才
智。中国面条味道是国际外来的
面无法相比的，属于世界，更属于
中国人。再从江苏省内来看，号
称江苏的“十三太保”，比起面条
也各不服输，我知道的就有苏式
的汤面、东台鱼汤面、镇江的锅盖
面，各有各的味，各夸各的好。扬
州乡镇还有一些特色面，如宝应
氾水的长鱼面、江都小纪的熬面，
具有鲜明的地方口味。

高邮面，俗称阳春面、酱油
面。其它地方的面条，也有叫阳
春面的。记得小时候学过一篇文
章《一碗阳春面》，文章中的阳春
面究竟是什么面，哪里的面，自己
也没有考究过。高邮人吃的高邮
面品种，绝大多数还是叫光面、汤
面，也是最正宗的，干拌面、鱼汤
面、青菜面属于改良型的高邮面。

高邮面有什么特别的，为什
么好吃？大家毫无疑问地都说是
虾籽酱油。我个人看法，高邮面
条自然属性或食材有三点不同：
一是面条本身，碱性大，韧性好，
下锅不容易糊。我认为既与面条
制作方法有关，还与当地的面粉、
水有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扬州、南京对高邮面需求量大，每
次还是从高邮运过去，为什么不
能就地生产，估计还是不能生产
出正宗高邮面的味道来。橘生淮
南是为橘，生于淮北是为枳，也许
就是这个道理。二是调料因素，
虾籽酱油、胡椒、味精，由于高邮
属于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六分
田、四分水，真正的鱼米之乡，高
邮湖位其境内、大运河穿其而过，
水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高邮湖的
生态虾，它地无法比拟，虾籽酱油
一般都是高邮人自己精心熬制。
另外，胡椒、味精放得多。由于注
重健康，现在的人要求味精减少
甚至不放，有的面馆会放点猪
油。三是火候，大锅、猛火，快速
煮，关火后适当“炀”一下，锅一般
靠在门前露天、透风，高邮水下高
邮面，猛火一阵沸腾后，面汤里沉
淀了不少的碱，味道也不一样了，

自我猜测有这个缘故。
谈了高邮面的三点自然

属性，我更看重高邮面的三点社
会属性。一是便宜、便捷，3块钱
1碗，另加1个炸鸡蛋，高邮人早
餐基本标配，4.5元，吃得满足，省
去自我烧饭的烦恼，这样的价格在
现代城市生活里已难寻觅，同比山
东的网红拉面哥。二是人间烟火
味，高邮市区的小面馆究竟有多
少，没有确切统计过，但远在百家
之上，没走多远就能发现一家面
铺，往往以家庭经营（夫妻、父母一
起帮忙）为主，生意好的店铺可能
雇佣一些人。高邮面馆往往以店
铺老旧出名，常常就在小巷里，地
方不大，环境、设施简单，锅、碗、门
头烟熏得越深，越有食欲，反而装
修得越好、越干净、越现代，生意越
不好。夏天捧着面瓷碗，站在路
边，挤得满头大汗；冬天，站在屋
里，面盆里热气腾腾，熟人打招呼
的比比皆是，这是一种简单生
活。三是情谊，高邮人朋友之间
相邀吃个面条，遇到熟人主动顺
带付个面款，一碗面条折射出高
邮人的热情善良、民风纯朴。一
些社会组织或有爱心的企业家，
主动给环卫工人发放面券，可就
近面馆吃早饭，面铺定期凭券结
账，体现了新时代的文明风尚。

若问高邮哪家面馆好？每个
高邮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
特，为了证明自己，有时相互争论
一番，最后一般以“改天请你尝下
子”落下帷幕。高邮人相对公认
的有陈小五、红灯笼之类，但统一
口径基本上都是：吃正宗高邮面，
不要到正规饭店、大酒店，就到路
边摊子，不要看着不起眼，往往味
道就赞了。

外地人来高邮工作，刚开始
吃不惯高邮面，认为偏咸，且纯粹
光面，没有“搞头”，但经过高邮面
的天天见、顿顿磨，耳濡目染、身
体力行，口味渐渐被同化。当离
开时，已不自觉地爱上高邮面，甚
至情不可拔，回去后经常念叨高
邮面，时不时关照高邮朋友寄点
高邮面过去。高邮人到外地工
作，也时常怀念高邮面的味道。
离家越久，事业越有成，对高邮面
的想念越深。高邮人在外地吃
面，普遍的说法：这里的面跟高邮
面没法比，还是高邮面好吃。高
邮面大有走出去的气势，现在扬
州、南京打着高邮面幌子的不少，
面、虾籽酱油也是高邮送过去，为
了适合当地人口味，进行了改良，
浇头、干拌、鱼汤等等，但味道还
是有差别。

一碗高邮面，吃的是同一味
道，但感觉千差万别。有的吃出
家的思念，有的吃出人间烟火，有
的吃出生活情怀，有的吃出文化
韵味……

高 邮 面
□ 冯春松

到了周山，我才知道这里并没
有山，镇子是以革命烈士的英名命
名的。不过，家父仍坚持说：“走遍
周山，尤其到了周山烈士陵园，你
便会发现周山是群山……”于是，
敛色循路走进周山烈士陵园，瞻仰
周山烈士纪念碑，上刻原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国上将叶飞题
词：“周山烈士永垂不朽”。

周山，原名周中奎，1917年出
生，浙江普陀人。1936年2月，周
山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上海职业界
救国会，经常参加抗日集会及示威
游行。“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他
积极主动参加抗日救护队，经常冒
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淞沪沦陷
以后，他奉命撤至皖南屯溪，继而
参加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
路。1938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不久便担任军政治部组织部统
计干事。1939年秋，周山奉命送密
电码到苏北，遂被留在挺进纵队担
任保卫部长。翌年初夏，陈毅和叶
飞派他和陈同生代表新四军去泰
州和国民党鲁苏皖区游击总指挥
李明杨、副总指挥李长江谈判，竟
然遭到“二李”扣押。他毫不畏惧，
大义凛然地阐述新四军抗日主张，
要求停止国共摩擦，合力抗日。在
黄桥决战中，由于敌人猛烈的炮火
封锁，新四军通讯联络经常完全中
断，他一次又一次亲自奔赴前沿阵
地传达上级命令。他这段传奇式
的经历，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话剧
和电影《东进序曲》的创作素材。
1941年至1946年春，周山转到地
方工作，先后任中共苏中三地委社
会部长兼公安处长，三地委、二地
委组织部长，苏中区党委委员、社
会部长，苏中行政公署公安局长等
职。其间，他率工作队在柳堡乡进
行“三三制”政权试点，其经验推行

苏中地区。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
派发起全面内战。新四军被迫北
撤，周山奉命留在苏中坚持斗争。
10月上旬，高邮、宝应等县相继失
守，11月24日，他去国民党军队重
点“清剿”的高邮界首区周家垛部
署反“清剿”斗争，遭到国民党二十
五师两个连和“还乡团”的围追堵
截，在突围中牺牲，年仅29岁。为
弘扬周山精神，高邮人民解放后特
设周山区，后改为周山人民公社，
即今周山镇。

一寸山河一寸血。据《江苏省
烈士英名录》和《高邮县志》记载，
周山这片热土上共有200多名革命
先烈长眠于此。为缅怀烈士，周山
镇还有3个村庄是以革命烈士英名
命名的——

志光，原名陈春园，1923年出
生，上海浦东人。他学生时代正逢

“八一三”淞沪抗战，故改名志光，
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
1939年3月，他参加常熟抗日义勇
军。1940年，他随军渡江北上做
民运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 10月，他随军挺进高邮，
任六区委组织科长兼游击队指导
员。1942年10月，县政府机关驻
防六区张家汉，突然遭到来自高
邮、界首、一沟 3个敌据点的400
多名日伪军围攻。在这场保卫政
府机关的战斗中，志光不幸中弹牺
牲，年仅20岁。

狄奔，原名狄钧生，又名赵抗
成，1918出生，江苏武进人。1935
年在常州中学就读，因参加“一二
九”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开除。1940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任澄西县四区区委书记。1941
年党组织委派狄奔赴高邮县龙华
乡、四安乡(今周山镇一带)开展抗
日工作。1943年5月，狄奔率领游

击队配合县团武装歼灭伪军70多
人，俘虏伪军100多人，缴获四挺机
枪和一门小炮。1944年调到高邮
县委，先后担任民运部长、宣传部
长等职。1946年11月25日，狄奔
在晏小庄穿插突围时，腿部中弹，
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英勇牺牲，
年仅28岁。

周坤，原名周国良，1924年出
生，江苏高邮人。1944年报名参加
抗日军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6年11月，周坤在周家垛
战斗中突围，在与组织失联后继续
从事地下斗争。1947年6月，出任
龙奔乡乡长。1948年2月，他和母
亲薛玉珍在家中遭敌包围，终因寡
不敌众被捕。母子均遭严刑拷打，
并被杀害。周坤就义时年仅24岁。

周山烈士陵园还有一座吕家
垛战斗烈士纪念碑。1942年12月
28日，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
三营一排经过吕家垛，遭到日寇围
追堵截，战士们浴血奋战，直至壮
烈牺牲。这里有42位无名烈士遗
骸合葬于此。他们真正做到了不
怕抛头颅洒热血，而且连名字都没
有留下来。

一园忠烈，满目英豪。这里聚
拢着中华民族共御外敌的不屈气
节、视死如归的英雄魂魄和舍生取
义的忠烈情怀，成为这个民族宝贵
精神遗产的存放地。据说，牺牲时
他们几乎没有年过三十，因而周山
烈士陵园有着浓郁的青春气息。

回望周山，除了油然而生的敬
仰，还有深深的沉思与灵魂的拷
问。

活而不厌的是夕阳的迟暮，死
而无憾的是旭日的青春。用激越
高歌渴求战斗的歌者，大都不会埋
骨沙场；用热血去思维的青年却哼
着青春之歌走向了无声无色无始
无终的永恒。漫步在周山这片红
土地上，我总感觉身边有山，脚下
有山，而且渐渐地在心中有了一个
新的高度，那是一种无法用尺丈量
的心灵的高度……

周山是群山
□ 周倜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