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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盐阜区抗日根据地
的一个晚秋，远处半空中的木制风车在悠悠
转动，秋收秋种后的田野一片空旷宁静。一
台广场歌剧在街头上演，引得观众笑声和掌
声不断。这个独幕歌剧叫《红鼻子参军》，故
事发生在1940年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秋
天，剧情围绕青年农民红鼻子和张大嘴夫妻
对参军的不同心情展开，刻画了一个朴素、
憨直的青年农民红鼻子积极参军的形象。
《红鼻子参军》在盐城首演引起轰动，后来广
泛地流传到苏北、苏中、浙东等地，是新四军
战地服务团来到盐城后演出场次最多，演出
效果最好，最受部队和群众欢迎的保留剧
目。许多青年农民看了这出戏后，深受鼓舞
和启发，毅然离开父母，离开妻儿，踊跃参
军。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发动车桥
战役前，苏中区东台县就有三千多名青年积
极报名参加新四军。《红鼻子参军》和当时流
行苏北的现代戏曲《渔滨河边》《刘桂英是朵
大红花》都是那个时代打击敌人、动员群众
参军参战的著名剧目，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
了重要作用。

《红鼻子参军》编导便是新四军杰出的
青年戏剧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
长、《黄桥烧饼歌》词作者李增援。《红鼻子参
军》是李增援戏剧代表作，与刘保罗的《一个
打十个》、吴强等集体创作的《丁赞亭》、阿英
的《李闯王》和夏征农、沈西蒙的《甲申记》被
列入深得部队战士喜爱的剧目。著名戏剧
史家、戏剧理论家葛一虹称《红鼻子参军》

“有浓重的戏剧色彩”，并将其写入我国第一
部完整的话剧史《中国话剧通史》。该剧本
后被收入著名剧作家胡可主编的《中国解放
区文学书系·戏剧编》。继《红鼻子参军》之
后，李增援在盐城又编导了独幕剧《陈家兄
弟》《便宜货》。《陈家兄弟》是《红鼻子参军》
的姊妹篇，主要写了陈家兄弟三人争相参军
的故事。

李增援的战友、著名军旅音乐家沈亚威
在《我在新四军的音乐生涯》中回忆了《红鼻
子参军》的演出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歌剧、大合唱
也有了演出的机会，如《红鼻子参军》（李增
援编剧），几乎都是民歌小调填词，有唱有
白，群众听来很亲切，戏剧写得生动、活泼、
诙谐，演出很受欢迎，一时像剧中的“鸡肉
香”一类的填词歌曲到处传唱。

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文艺干事兼抗敌
剧社秘书、著名作家吴强（后任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在《忆新四军戏
剧活动》中称赞了《红鼻子参军》：

……像刘保罗同志写的《一个打十个》、
李增援同志写的《红鼻子参军》、林琳写的
《运河边上》等剧本，我以为，与今天的作品
相比较，也还是我国戏剧文学水平线上的优
秀作品。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李增
援跟随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机关及直属主力部队从泰兴古镇古溪出发，
激情满怀，一路高唱《新四军军歌》《黄桥烧
饼歌》继续东进，来到黄海之滨的海安县。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直属在海安成立的新四
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华中总指挥部成
立后迁往盐城南门，驻扎串场河畔、文峰塔
下古老的文庙（旧址在今儒学街南首），与中
共中央中原局（后与东南局合并，扩大为华
中局）合署办公。战地服务团随总部驻扎文
庙。战地服务团来到盐城后，李增援频繁地
组织演出《红鼻子参军》《繁昌之战》《放下你
的鞭子》等剧目，使盐城老百姓第一次感受
到新鲜的话剧气息，对共产党、新四军和抗
日有了初步认识。

1941年新年即将来到，为庆祝新四军
八路军白驹胜利会师、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
指挥部成立和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华中
总指挥部决定在盐城举行庆祝新年文艺晚
会，要求战地服务团创作演出表现军民抗日
热情高涨的文艺节目。剧团主任李增援不
仅患有痔疮，而且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他
既要领导剧团，又要坚持创作编排剧目。总
部领导多次催促李增援住院治疗，他一再推
迟，等到军部庆元旦、盐城县参议会成立文
艺演出结束再考虑住院。

阳历新年将到，盐城县街头繁华的店铺
高挂大红灯笼，开门迎客。一艘又一艘南来
北往的船只停靠繁忙的登瀛桥码头，送来大

江南北的抗日青年和革命志士。一身灰布
军装、佩戴臂章、打着绑腿的新四军战士，意
气风发地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李增援走访了解到盐城民间有过年挂
灯笼的习俗，从中得到启发。他和剧团副主
任、《黄海渔民曲》词作者司徒扬商量，一起
作词，创作一组新颖别致的歌颂军民合作的
大型表演唱《大红灯》，生动形象地表现盐阜
区抗日根据地工农商学兵和妇女儿童，迎接
黄桥战役胜利后新年来到的无限喜悦心情，
表达完成各自神圣职责和积极支援前方战
士打胜仗的坚强决心，展现华中抗日根据地
光辉灿烂的远景，鼓舞军民抗日的必胜信
心。

太阳出来遍地银，
过了寒冬又是春，
年年遭劫年年乱，
今年家家喜盈门。
军民合作一条心，
快快活活过新年。
你打锣，我敲鼓，
大家来唱新年歌，
你我笑呵呵。
大红灯，红又红。
……
李增援把创作完成的《大红灯》五段歌

词交由战地服务团音乐组副组长沈亚威谱
曲。这是一首典型戏剧风格的作品。沈亚
威在作曲过程中，借鉴盐城民间器乐元素，
把《大红灯》谱成五段曲，在速度上做了八次
变化。1941年迎新年元旦文艺晚会在华中
总指挥部大礼堂文庙隆重举行，第一个表演
节目就是李增援导演的大型表演唱《大红
灯》。演出时关闭舞台灯光，扮演工人、农
民、商人、妇女、儿童、新四军战士的演唱者，
手执一盏内燃蜡烛的红灯，站在阶梯式平台
上，远远看去，层层叠叠的歌队犹如一座火
红的灯塔，有领唱、对唱、合唱。当演唱到最
后“新年新年万年新，红灯红灯万年红”时，
观看演出的华中总指挥部领导和军民代表
热烈鼓掌。1986年的金秋十月，纪念新四
军重建军部四十五周年暨新四军纪念馆落
成文艺晚会在盐城举行，气氛热烈的黄海剧
院再次飘响歌剧《大红灯》那亲切而熟悉的
旋律。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军区政
治部文化部部长沈亚威，观看演出后对晚会
总导演激动地说，“你们怎么想起来这首歌
呀，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激动得眼泪忍不住
往下流，一下子就想起了过去的战友，想起
了过去的同志，想到了李增援同志。”

军部庆新年文艺晚会后，李增援马不
停蹄地组织战地服务团与抗敌剧团、盐城
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盐城县商会大楼举行
文艺晚会，庆祝盐城县参议会闭幕。李增
援正准备住院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
生。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全军整编为
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撤销新四军八路军
华中总指挥部及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
人员除保留一部分在军部外，其余整建制划
归新成立的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战地服务
团（后改编为文工队、文工团，东部战区前线
文工团）。李增援担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
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沈西蒙为剧团副主任
（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总政治部文
化部副部长，电影《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
哨兵》编剧之一）。当时，李增援健康状况已
经很差，战友们劝他抓紧治疗。军部领导安
排李增援到新四军第一师驻地东台后方医
院住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他和
战友们的诀别，“珍重”和“后会有期”成了他
们的临别赠言。

1941年2月的一天，雨雪纷飞，战马嘶
鸣。新四军第一师主力部队顶风冒雪，离开
东台驻地出征泰州，讨伐公开投降日军的国
民党高级将领李长江。部队出发前，师长粟
裕特别交代负责留守的第二旅政委刘培善，
要他通知留守后方的机关和单位迅速撤离
东台交通沿线，以防我军开赴前线后日军扫
荡报复。1941年2月21日这一天，无论抗
战文艺史，还是新四军话剧史，甚至中国话
剧史，都应该永远铭记。早晨，芦苇上凝结
的薄霜透着初春的寒意。当李增援跟随新
四军第一师后方医院从水路刚转移到东台
城北古镇西团龙王庙（今属大丰区）时，突遭
日军三艘汽艇袭击，李增援和其他轻伤员为
掩护重伤员撤退，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盐城彭将军及其后裔

在盐城历史上，有一位彭将军。他
驱倭寇、平内乱，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
功勋——他就是盐城彭家一世祖彭大
卿将军。

在建湖县上冈镇草堰口社区永丰
村境内，有一处将军墓。墓碑高矗，四
周翠松常青——墓的主人就是彭大卿
将军。

彭大卿，字洳湘。生于元仁宗帝中
叶。少年好学，醉心习武，学得一身好
武艺。元顺帝初年，武科开考，他名列
第一。

元顺帝十年，彭公大卿被朝廷封为
将军。后出征苏北、山东一带沿海，外
抗倭寇，内平贼匪。

时年，在江苏、山东沿海一带，倭寇
横行，盗贼四起，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苦
不堪言。朝廷多次派兵围剿，皆不得根
除。后委派彭大卿将军挂帅出征，力求
清除贼寇，还地方一片清平。

大卿将军不负众望，他身先士卒，
体恤民情，经过数年征战，终于肃清贼
匪李二余党，荡平东洋倭寇外乱，使山
东、江苏一带沿海重回安宁。

平乱之后，大卿将军班师回朝，功
列旗常，被元顺帝诰封王室，授光禄大
夫之职，德配满氏，诰赠一品夫人。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元朝末年，
由于奸党弄权，皇上昏庸，致使朝纲不
振，社会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

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农民领袖纷纷
揭竿而起，元朝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在此情况下，大卿将军审时度势，既不
愿与奸人为伍，更不愿为腐朽王朝殉
葬，毅然弃官为民。于公元1356年左
右，携家人从苏州迁至盐城北乡杨家
巷，课桑麻，教耕读，创立基业。

从此，彭家从大卿公始，在盐城这
一方土地上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薪火
相传，源远流长。直至今天，已传26代
裔孙，人口五万人之多。

大卿公素来刚正不阿，敦厚仁义。
在朝为官时，忠心为国，泾渭分明；在野
为民时，勤俭谦让，乐善好施。见路人
之饥寒，则时常筹措衣食进行周济；见
到尸骨之暴露，则买棺木帮助掩埋。

大卿公严谨治家，形成了一套完整
严格的家风家规家训。受此熏陶，后代
子孙能人辈出。明清时期，就出现过尚
书、御史、知府、守备、大夫、总兵等。如
明初的二世祖彭贵一，曾任吏部尚书，
官列正二品；三世祖彭仲仪，曾任都察
院都御史；四世祖彭宁，曾任淮安府府
台等。

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大卿公的后
裔，更是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英雄
豪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
战争中，彭氏一家有数百人义无反顾地
投身革命，抗击日寇，血洒疆场，为中国
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据不完全统计，在盐城市，进入革
命烈士名录的彭家后裔就有68位。

他们有的参加新四军，转战大江南
北；有的在地方，进行武装革命，打击日
伪顽；也有的在隐秘战线，同敌人进行
殊死搏斗。其典型代表就有：

烈士彭正扬，出生于1918年，1942
年参加地方抗日武装，1944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喻口区陈良乡武装指导
员。1947年农历四月初三，在阜宁沟墩
战斗中，为保卫船桥，和敌人英勇战斗，
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烈士彭金友，出生于1921年，1942
年参加新四军，曾任一师粟裕、陶勇部
某班班长。1946年秋，编入谢振华部
12纵队，担任排长。1947年4月，国民
党黄百韬兵团北犯，彭金友所在连队奉

命在射阳黄尖进行阻击，不幸壮烈牺
牲，时年26岁。

烈士彭祥太，出生于1926年农历
二月，1944年参加新四军，任12纵队
84团3营8连班长，他作战英勇，曾五次
受伤。1946年冬季，在涟水战役中壮烈
牺牲，时年20岁。

在涟水战役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彭
书群烈士，以及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彭
贵余烈士，在临泽战斗中牺牲的彭正壁
烈士，在阜宁大沽庄战斗中牺牲的彭正
法烈士等彭家的热血男儿，他们的英雄
事迹永远记载在彭家的族谱上，他们的
革命精神永远绽放在共和国的大地上！

在彭氏后人中，更有一位令敌人闻
风丧胆的民兵英雄——彭保香。

彭保香，彭氏19世裔孙，1916年3
月出生于南洋镇北舍村。自小家境贫
寒，农忙时靠帮别人打短工为主。他于
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
担任民兵中队长、联防大队长、盐东县
民兵总队军事干事、参战团副团长等
职。在战争中，他积极组织地方武装，
配合主力部队，运用机智灵活的战术，
狠狠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
利。

机智夺敌枪、虎穴取子弹、与敌巧
周旋、活捉小鬼子、为民除汉奸、镇压土
匪头、活捉两伪军、棒杀严金堂等战斗，
都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美谈，使日伪顽
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彭鹏是彭氏家族的又一个杰出代
表。

彭鹏，1923年出生于建湖县草堰
口，17岁投笔从戎，是盐城抗战的亲历
者、战斗者、指挥者。正师职离休后，他
创作了纪实性自传体作品《烽火蟒蛇
河》。他用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细
腻的笔触，朴实的语言，将当年盐城抗
战中硝烟弥漫的战场、刀光剑影的厮
杀、艰苦卓绝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矛盾
与跌宕起伏的情节糅合在一起，再现了
盐城波澜壮阔的抗战场景，具有重大的
史料价值，成为了解和研究盐城抗战红
色文化的珍贵史料，为家乡人民奉献了
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
金
国
钧

本版绘图：吴雨欣

□
吴
荣
生

丁小脚智送陈毅

旧社会由于封建残余思想盛行，妇
女地位低下，女孩四五岁就有“裹脚”的
习俗，还美其名曰：“三寸金莲”。中高
刘庄的姑娘丁德仪也不例外，从小就被
戏称为“丁小脚”。

“丁小脚”自幼聪明伶俐，头脑灵
活，思想进步，她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毅然投身到抗日
救国的洪流之中，她的英勇事迹传遍了
盐阜大地。

特别难忘的是1941年7月中旬，日
寇对盐阜地区发动疯狂的大扫荡，并重
点围剿华中局机关及重建的新四军军
部。为此，我盐阜地区广大军民奋起反
击，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华中
局机关领导及新四军高层为了确保机
关及军部的安全，更方便开展敌后工
作，决定向西北农村秘密转移。一天下
午，一位军官骑着一匹大白马，领着两
位随行人员，从宋楼方向沿着河岸向
西，行至中高刘庄时，由于人生地不熟，
需要向导，恰巧遇到了从上冈铁石乡回

娘家的“丁小脚”。“丁小脚”一眼便知是
“自己人”，二话没说，便将他们三人领
回家，烧菜做饭热情款待客人。

由于里下河地区沟河纵横，水网交
织，道路泥泞，木桥朽烂，无法骑行。特
别是我区境内和周边地带敌情非常复
杂，敌据点时常有日伪军出没，目标显
眼，“丁小脚”灵机一动，规划了一条切
实可行的水路护送路线图。“丁小脚”把
二叔丁如林、大哥丁德纯以及邻居谷连
江三人找来，四人围在厨房的一张桌子
旁，“丁小脚”用右手食指蘸水，在桌上
画出北出华林港，西走北沿河等路线，
并且让三人按照时间点出发。若半路
遇上日伪军汽艇巡逻，将船驶进哪条内
河避险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最后再三叮
嘱三人，并进行任务分工，丁如林、谷连
江负责行船。她特别交代大哥丁德纯：
你站在船头，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负责监视，聆听远处，发现情况要妥善处
理，及时变通安全的路线。“丁小脚”随即
又安排三人找来一条带篷的大木

船，让三位客人乔装打扮，换上哥哥、叔
叔的老粗布衣服，趁夜幕降临，请三位客
人连人带马都上了船，连夜护送出了华
林港，驶入北沿河，途经十四区交通站
时，稍做短暂休息，继续前行至陶家舍，
然后上岸，再由丁德纯护送三位客人向
新四军临时驻所北左庄而去……

事隔月余，上级领导向丁德仪传达
了陈毅军长的感谢信（口信）时，人们方
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英俊、魁梧、骑着
马的军官便是陈毅军长。

二叔丁如林每每谈起往事，便半开
玩笑地说，“陈市长还欠我一套装新（新
郎结婚穿的）衣服呢！”（陈毅新中国成
立后任上海市市长）。据老干部高士成
回忆，当时为了安全，陈军长他们脱下
的新四军军装被埋入泥土中，因年代久
远，已无法找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