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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江苏省扬中市，又名太平
洲，四面环长江，由江心诸洲组成，南北
长 30余公里，东西宽平均不足 10公里，
形成“头顶一江水，脚踩一只盆”的特殊
地形。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执行党中央
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陈毅
等人在慎重考察之后，在当年扬中县人
民的支持配合下，建成了这块我军驰骋
长江南北的“江心跳板”。颇具浪漫情
怀的陈毅还留下了“江心跳板稳如山，
众寡悬殊不等闲”的豪迈诗篇。

谋划实施“江心跳

板”的战略构想

毛泽东早在 1938 年 5 月 4 日给项
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
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
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
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
区。”文字很简短，却显示出中共中央
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
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
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
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
用。陈毅在领导新四军创建苏南茅山
根据地的同时，就已开始谋划向东向
北分兵发展。

陈毅在多次实地考察后，认为扬
中是天然的水上交通枢纽，是渡江向
北发展的最理想的地方。扬中岛东北
岸线面对苏北，西南岸线面对苏南，
120 多公里长的江岸线上，港口码头
多，船只多渔民多，加之远离城市和
铁道线，敌伪鞭长莫及，还有河港交
织、树竹丛生的地理特点，可以使敌
人小部队来了不顶用，大部队进来施
展不开，对新四军开展游击战极为有
利。再加之扬中土地肥沃、盛产稻
米，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军队的
给养可以得到保证，新四军在这里可
以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为实施好
这一战略构想，陈毅指示由管文蔚任
司令员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
纵”），把丹北抗日根据地很快扩大到
长江南岸后，迅速占领江心的扬中，
“把跳板架在长江上”。

1938年 10月 8日，“挺纵”第一支队
打下了扬中，收复老郎街、三茅镇等
地。部队进攻三茅镇时，却发现它是一
座空城，盘踞扬中的与日军有勾结的国
民党顽军并未就歼，“挺纵”司令员管文
蔚立即派参谋向陈毅报告情况。陈毅
判断这里可能有诈，果断地派人送去亲
笔信，急令管文蔚把部队撤回来。果然
不出陈毅所料，扬中守敌事先得到“挺
纵”要攻打扬中的风声，早已把兵力分
散隐蔽到乡间，并从江北增兵一个团，

准备在新四军占领三茅镇后，立即以四
个团的兵力围而歼之。

1939 年 1 月，“挺纵”第二次进击，
彻底击败了国民党顽军保安第 9旅的贾
长富团，解放了扬中全岛，扬中得以巩
固。“挺纵”一部进驻长江以北的大桥、
嘶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和群众工作。
“挺纵”在新四军第 2团一部的配合下，
接管了江北江都县的长江北岸地区。
然后，又迅速向吴家桥以北地区发展，
建立了苏北“桥头堡”。就这样，从长江
南岸的丹阳到江心的扬中，再到长江北
岸的江都，一条宽阔的“跳板”在万里长
江中架起来了。

建设政治上的“范例

跳板”

“挺纵”第二次进驻扬中后，在管文
蔚司令员的陪同下，陈毅视察了这块
“江心跳板”。陈毅指示，扬中不但要成
为军事上的跳板，还要成为政治上的跳
板，成为给苏北广大群众及绅商各界人
士展示的范例。

陈毅还特别给“挺纵”重申了群众
纪律，批评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他给
管文蔚详细交代：扬中地处要冲，商贩
往来于苏北、上海等地，数量多影响广，
必须注意执行好共产党的政策，他又吩
咐要尽量把扬中各界代表人物吸收进
抗日民主政权中来。1939 年春，“挺
纵”战地服务团和扬中县青年抗日团共
同创办了扬中第一份抗日报刊《群众导
报》。该报由陈毅题写报头，3天左右
出一期。该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及时
报道抗战战局发展情况，鼓舞群众抗日
斗志。

扬中作为政治上的“范例跳板”，是
战争年代我们党和扬中人民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深情浇灌而成的。“挺纵”进
驻扬中后，在政治上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和保障群众利益。1939年秋，“挺纵”在
扬中成立中共扬中县工作委员会，李中
任县工委书记。我党我军在思想上高
度重视党的群众工作，部队官兵在驻扎
期间视当地人民为亲人，帮助老百姓开
荒种地、采摘芦苇、捕鱼摸虾。同时，他
们又在军事上捍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多次展开保卫扬中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战斗。

扬中人民也以实际行动回报党的
恩情，比如被誉为“赤胆巾帼”的严桂
珍。1940 年秋，正在江边采芦苇的严
桂珍遇到被日军开枪打伤的新四军干
部陆朝彬。她冒着生命危险把陆朝彬
背下堤岸并且藏到家中，请来医生为
他治疗。为了陆朝彬养伤期间的安
全，她托人把自己的儿子贾常南送到
上海当学徒，让陆朝彬顶替自己的儿
子、改名为贾常南住在家中。经过严
桂珍三个多月的精心护理，陆朝彬伤
愈归队。临别时，他深情地喊严桂珍

“妈妈”。严桂珍也激动地说：“我原来
只有一个儿子，现在你就是我的小儿
子。”严桂珍还担任中共地下党秘密情
报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
同志、传递重要情报。

“江心跳板”保障新

四军转战大江南北

1939年 10月，在苏州、无锡一带活
动的由叶飞率领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
军（简称“江抗”）奉命移师扬中，与管文
蔚率领的“挺纵”会师合编。当月 26日，
会师合编大会在扬中八桥镇广善堂广
场召开，会场上“热烈庆祝江抗、挺纵上
升为主力”“挺进苏北、坚持抗战”的口
号声此起彼伏。陈毅代表新四军军部
祝贺两支部队会师合编成新的新四军
挺进纵队，上升为主力部队，并介绍了
国内外形势，勉励大家团结一致，战胜
困难，英勇杀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接着，叶飞宣布合编后的干部名
单，管文蔚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任
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张藩任参谋长，
陈时夫任政治部主任。新的“挺纵”下
辖第 1团、第 2团、第 3团、第 4团，乔信
民、徐绪奎、梅嘉生、韦永义分别担任各
团团长。

会师合编后，新四军挺进纵队投入
了紧张的整训，并在扬中开展了机智灵
活的抗敌斗争，粉碎了日伪利用长江天
堑对长江南北的严密封锁，保证了新四
军主力南北转战战略部署的顺利实
施。当年年底，第 2团开赴江南坚持武
装斗争，其余大部分部队于 1940年 1月
挺进苏北，参加了同年 10月著名的黄桥
战役，剩余小部分部队继续留在扬中活
动。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创建苏中、苏北
抗日根据地，沟通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联
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此外，经由扬中这块“江心跳板”，
陈毅秘密三进泰州开展统战工作，陶勇
率领新四军第 1支队第 4团第 2营到苏
北与皖北交界处建立苏皖支队，叶飞率

新四军第 1支队第 6团主力到苏北开展
抗战斗争。1940年 7月，粟裕率新四军
江南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再次经扬中渡
江，与江北新四军挺进纵队、新四军苏
皖支队顺利会师，成立了新四军苏北指
挥部。1943年 1月，扬中县抗日民主政
府动员大批船只，护送新四军第 1师第
2旅渡江南下。

续写“江心跳板”传奇

1945 年 8月 15 日，抗战胜利后，国
共两党于 10月 10 日在重庆签署了《双
十协定》，约定“和平建国”。我党为顾
全大局、履行协议、坚决避免内战，决
定把长江以南八个解放区的干部、战
士撤到长江以北。中共扬中县县委调
集了百余条木船，完成了南接北送的
光荣任务。

1949 年的春天，在波澜壮阔的渡
江战役中，扬中这块“江心跳板”又一
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军为了阻
碍人民解放军渡江，在渡江战役前将
沿江的船只抢的抢、砸的砸。扬中老
百姓纷纷将船只藏了起来。解放军到
来后，利用这些船只在扬中的北夹江
上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训练。4月 22 日
下午五六点钟，扬中人民驾着几百条
船只从扬中岛西线迅速渡江，驶向长
江南岸的丹徒县伏园乡渡口，将人民
解放军官兵送过长江。

这一历史性的画面被新华社随军
记者邹健东抓拍了下来，并以《我送亲
人过大江》为题，发表在当时的《新华
日报》上。在渡江江面上，只见一位身
材瘦小、梳着大辫子的姑娘，挺立船
头，正奋力划桨。现在这张照片被珍
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扬
中解放 50周年时，经过多方寻找，终于
找到了当年“梳着大辫子的姑娘”，姑
娘名为颜红英。当年她和妹妹两人轮
流划桨，父亲在船尾掌舵，父女三人驾
驶渡船，把两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送过
了长江。

扬中：军史中鲜为人知的“江心跳板”
■庄广雷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1939年，陈毅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右）。 资料照片

江苏省盐城市所辖区域是革命老区，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不仅盐阜大
地上的人民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来自全国
各地的人民子弟兵也有很多把青春热血
永远洒在了这片热土上。为纪念革命先
烈，以烈士命名的区、乡、镇、街道、村的地
名遍布盐阜大地，共计有128处。

滨海县的陈涛镇，是以一位抗日女
英雄的姓名命名的。陈涛，安徽省霍邱
县人，曾任阜宁县东北行署二区工委书
记。1941 年 9 月 4日，她和区青年队的
张崇山队长及部分队员来到了戴滩村，
由于叛徒出卖，伪军包围了他们，陈涛带
领队员们奋起还击，终因敌众我寡，21
岁的陈涛光荣牺牲。党和政府为悼念陈
涛，将戴滩村改为陈涛村，后陈涛镇也因
纪念陈涛烈士而得名。

滨海县的振东乡，是以一位华侨抗日
英雄的名字命名的。陈振东，祖籍福建省
厦门市，少时随父兄侨居菲律宾马尼拉
市，上世纪 30年代中期回国求学。抗日
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来到了盐城。1941
年，他被日伪军抓捕。在其被捕期间，虽
经中共阜宁县委、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多方
营救，最后还是惨遭毒手。建湖县东平村
是以丘东平烈士命名的。丘东平，广东省
海丰县人，新四军著名作家、鲁迅艺术学
院华东分院教导主任，1941年 7月 23日，
遭日军袭击，以身殉国，年仅31岁。

在盐城牺牲的还有几位红军战士。

阜宁县羊寨镇的世明村就是以一位老红
军的名字命名的。童世明，河南省商城
县人，新四军第 3师第 8旅第 22团副团
长，1943 年在阜宁县单家港战斗中牺
牲。射阳县发鸿街是以陈发鸿烈士命名
的。他是陕北老红军，新四军第 3师第 8
旅第 22团团长，1944年秋在解放合德的
战斗中牺牲。郭猛镇，是以烈士郭猛命
名的。郭猛，江西省吉水县人，1927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1941年，郭猛任新四军第 1师第 2
旅第 4团团长兼政委，转战盐阜地区，先
后参加了东台、盐城、上冈、兴化等地的
反“扫荡”战斗。1943年 1月 17日，侵占
盐城的日军纠集 300 多人，到冈沟堆内
黄八庄、唐刘河一带“扫荡”。第 4团在
郭猛同志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
的战斗，郭猛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0岁。

盐城有许多以两位烈士的姓合并命
名的地名，此外还有以烈士群体命名，或
以一位烈士的姓名命名、其墓地和纪念
地里埋有许多一起牺牲的无名战友。

盐都区潘黄街道，是由曾先后担
任当年的盐城县一区区委书记潘克、
黄炜两位烈士的姓合并而命名的。潘
克，安徽省当涂县人，1938 年参加新四
军，1940 年随新四军东进来到盐城，

1941 年 7 月担任盐城县一区区委书
记。1941 年，在审判叛徒的时候，潘克
被敌人包围，他揪住叛徒投入杨花河
里，同归于尽。潘克牺牲后，1942 年 4
月，黄炜接任区委书记。黄炜，安徽省
肥西县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毕业于抗大四分校，随刘少奇

率领的干部大队来到盐城。1943 年 8
月 7日，黄炜在敌人的一次突袭中不幸
牺牲，年仅 23岁。

滨海县的吴姚村，也是由 1943年 10
月在天场对日作战中牺牲的吴荣光、姚
木清两位英雄的姓命名的。
“东坎街道三烈村”，则是以在 1943

年 7 月在阜东县浦西乡遭敌杀害的孙
志敏、孙海洋、孙永军 3 位烈士命名
的。射阳县的四烈村，是以 1947年 5月
在东三港战斗中牺牲的王玉干烈士、
1947 年 5 月在新生乡战斗中牺牲的黄
秀芳（女）、陈正亚、王文俊烈士命名
的。东台市的五烈镇，是为了纪念唐学
海、陈维仁、许文华、孙保民、李友存 5
位烈士而命名的。

东台市三仓镇的红烈村是以6位烈士
命名的。窦洪昌、范桂生、许学和、曹国良、
唐发春5位烈士，都是在1943年被日寇杀
害的；窦景龙烈士则是本村人，农民抗敌协
会会长，1948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

射阳县海河镇的烈士村是以 18 位
无名烈士命名的。1944 年农历五月初
十，新四军第 3师第 7旅第 20 团第 3营
22位勇士，在塔港阻击日军，与敌血战 7
个多小时，接连打退敌人 5次冲锋，我军
18名未满 20岁的战士壮烈殉国，均没有
留下姓名，18位勇士被集体安葬在海河
村境内，此村也改名为烈士村。

滨海县天场镇的秉义村的命名，源
自 1940年 12月被敌特杀害的区委代理
书记戴秉义，同时遇害的还有 10多位区
委工作人员。海峰村的命名，是为了纪
念 1942年 2月 28日新四军第 24团攻打

沟墩敌据点时牺牲的第 7连二排副排长
陈海峰及同时牺牲的其他无名烈士。

射阳县兴桥镇的诚民村是以李诚民
烈士命名的。1942年 9月 14日，当地四
区副区长兼区大队队长李诚民遭敌包
围，当他指挥部队向西南撤退时，不幸中
弹牺牲。此战牺牲 6人，被俘 6人，其中
5人惨遭活埋，共11名烈士。

多年来，盐城市一直把这些以烈士
命名的地名看成是盐阜大地上珍贵的
红色印记。这些以烈士命名的区、乡、
镇、街道、村，是当地人民群众的骄傲，
烈士的纪念碑、亭和墓地也成了当地人
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具影响
力的基地。

128处！这座城以地名缅怀英烈
■朱冬生

八路军瓦解日军最常用的手段，是
在战场上向日军喊话，宣传八路军主张，
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的本性。这种短兵相
接的做法，有“精神手榴弹”之称。

据老战士康茅召回忆，在町店战斗
中，经过我们战士战场喊话，有一个班的敌
兵停止放枪，并向我们这边跑来，可惜因为
后来日本军官放枪，打死了几个，结果其余
的都跑回去了。西公岭战斗结束后，敌工
干事喊着日语去寻找，背回了两个日军伤
兵。令人惋惜的是，在许多战斗中当八路
军喊话后，日军答话时，由于指战员们不懂
日语，失去了许多可能争取的日本兵。

战场喊话引起日军高层的恐慌。就
在广阳战斗后，天津敌军司令部发言人曾
在广播上声称：“八路军在战场上用政治
口号动摇‘皇军’，今后‘皇军’当以毒瓦斯
报复之。”这虽是敌人施毒的借口，然而却
也可以看出敌人对我宣传政策之害怕。

在战场上，八路军瓦解日军的办法
颇有创意，比如唱日本歌。其中，常用的
一首歌叫《回国去吧》，歌词是：“马在嘶
叫，路遥遥，夜又快来到了。今天露营又

是草作褥，倾听秋虫悲哀地鸣叫！离开

故乡越过了海和山，来到这遥远的陌生

异地，星夜寒侵身，忘不了爱妻！今天的

战斗才停止，在这安静的片刻，当看到故

乡的来雁时，独自地泪如泉涌。晴朗的

天空，阴霾的心房，谁愿化为无定河边

骨？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弟兄们，回国

去吧！”

八路军第120师将楚汉战争时期“四
面楚歌”的办法搬到了战场上，对付日
军。在上下细腰涧战斗中，当八路军将日
军击溃并围困在山里时，便在四周山岭唱
起日军思乡念亲的歌曲。歌声给日军心
理造成很大打击，30多个日军跪在地上向
八路军缴枪。第二天，俘虏多田讲道：“昨
夜听到了歌声，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会有
这样一支军队能在火线上将生死置之度
外，为一定的主义，这样沉着地斗争。”一
名叫吉田正雄的日俘，经过教育后坚决不
愿再回去，就留在我方部队里工作。当他
第一次换上我们的军服时，向别人炫耀着
说：“我现在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八路军瓦解日军的做法，造成日军
军心不稳，矛盾加深，唤醒了一些日本士
兵。当他们得知八路军不杀俘虏后，日
军内部对战争绝望的自杀之风，逐渐被
逃亡和投诚八路军所代替。

1939 年 1 月 2 日下午，在山西省东
南部一个偏僻的村庄王家峪村，一千多
名八路军官兵正集合在一处开阔的空地
上。这是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警
卫部队指战员正在庆祝 1939 年元旦。
黄昏时分，人们点起汽灯，准备演出文艺
节目。这时，3名青年登上舞台，引起全
场官兵的注目。会议主持人向观众介绍
说：“这是三位日本同志，名叫杉本一夫、
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他们在舞台上正
式宣誓：“从今天起参加八路军。”掌声
中，朱德总司令走上舞台，握住杉本一夫
的手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
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的新生，证明
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
人，不久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

这年的11月7日，在山西省辽县麻田
镇八路军前方总部，由杉本一夫、小林武
夫、高木敏雄、松井英男、吉田太郎等7名
被俘觉醒的日军士兵，成立了“在华日人
觉醒联盟”。其宗旨是：(1)呼吁广大日本

人民和日本士兵觉醒，起来反对非正义的
侵略战争；(2)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揭露日
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侵略中国的本质。这
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成立最早的日本人
反战团体。“觉醒联盟”成立后，组织机构
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
了支部。1940年至 1942年，在太行地区
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在冀南军区
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在冀鲁豫军
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在太岳
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在八路
军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觉醒联盟”积极投身于反战宣传活

动。由于杉本一夫等日本反战人员来自
敌方阵营，了解日军心理，他们向日军反
戈一击，打得更准，效果也更好。八路军
的反战宣传从此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
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
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1941年 3月 20日，山西省汾阳城日
军士兵 8人集体逃亡；7月，晋中地区先
后有数起日军士兵投诚，该月 27日，太
谷日军士兵 19人携枪逃出据点；9月 15
日，冀中平北日军据点一名翻译（日本
人），携手枪两支，投奔八路军。山东省
肥城县日军，先后有3人投奔八路军。

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敌后根
据地蓬勃发展。反战同盟本部，由日本进
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组
织，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
支持下，于1940年在重庆成立。1940年 5
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高山进
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帮助下，
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
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
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
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
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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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军史人物

亮相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盐城人民祭奠光荣捐躯的革命先烈。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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