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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公祠袁新坍镇一个行政村名遥这里有一段曾引起清朝衙门
和民国政府关注的特殊案件遥

清乾隆年间袁随着黄河夺淮袁泥沙淤塞袁海岸东移袁范公堤东
大片滩涂渐渐成为产盐和可耕之地遥堤内一些贫困农民袁牵家带
口袁陆续迁移到堤外袁建灶烧盐袁垦荒种植遥新兴场一姓宋盐商发
觉有利可图袁强行霸占新增土地 (今长荡尧新坍尧海河尧陈洋)袁命
名为野北七灶冶遥 对此,灶民们心有不甘袁可又苦于没有文化袁有理
说不清袁也不知找谁说遥

就在这时袁南七灶(今东台市境内)一姓徐名风田的秀才袁仗
义执言袁联合南北灶民一同状告盐商袁姓宋盐商几番收买让其撤
诉未果袁竟买通土匪将徐秀才残忍杀害遥愤怒的灶民聚在县衙讨
要说法袁沆瀣一气的县令极力袒护盐商遥为人耿直的县衙师爷丁
恒甫暗中帮助灶民修改状纸袁 指点众人直接呈送扬州两淮盐运
使卢见曾遥

卢见曾 (1690要1768)袁 号雅雨袁 山东德州人遥 康熙六十年
(1721年)进士袁雍正(1725年)出任四川洪雅知县袁乾隆三年(1736
年)擢两淮盐运使遥 上任七月遭人诬陷罢官充军塞外袁1744年奉
召担任滦州知州袁1753年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遥

卢见曾受理了灶民状告宋姓盐商一案袁便向朝廷申报详文袁
陈述自己的主张袁文中明确规定院野灶属商亭袁粮归灶纳冶遥后经朝
廷批准袁转六部备案袁后人称此为叶卢案曳遥有了叶卢案曳袁事情本可
解决袁可野议虽定袁但灶民未及践行冶遥 1768年本已告老还乡的卢
见曾遭受后任尤拔世陷害袁同年 9月 28日因病在扬州去世遥

商灶之争虽有叶卢案曳可稽袁但盐商使尽手腕袁层层贿通袁灶
民有冤无处伸遥转瞬至民国三年(1914年)袁祖承盐商宋勉旃将这
片土地偷卖给清末状元张謇为首的大纲公司遥灶民不允袁纷纷反
抗遥 有识之士刘士林(新兴场人)等经过细致调查袁花钱买回叶卢
案曳袁据此向官府申诉遥官司打到江苏省政府袁省长韩国钧指派人
员调停遥在卢见曾当年处理此案翔实有力的证据面前袁大纲公司
不得不接受调停袁最终以三分之二土地给灶民袁三分之一给大纲
公司而定案遥

为感谢卢见曾袁灶民自发于 1920年筹资兴建野卢公祠冶和兴
办野崇雅学堂冶袁1924年秋袁一座占地近 30亩袁拥有一进三堂青
砖小瓦主房和 42间附房的祠堂及学堂 (今卢公祠小学) 终于落
成遥 清光绪年间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欣然题写野两淮卢都转祠冶和
野崇雅学堂冶两幅巨匾遥祠内供奉着野清两淮盐运使卢公雅雨之神
位冶袁左右分别供奉丁恒甫尧徐风田神位遥 从此袁野卢公祠冶便声名
远播遥 令人遗憾的是袁1939年侵华日寇盘踞卢公祠袁撤退时将卢
公祠炸为一堆废墟遥

风雨卢公祠
殷郭开国

风光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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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袁一片洒满阳光的海岸遥 在每
一个风生水起的日子里袁只要打开风景
的一角袁你就会蓦然发现袁这里多姿多
彩袁美轮美奂遥

春之篇窑绿色旋律
当春天唤醒大地的时候要要要
你看袁绿色滩涂袁一望无垠袁莽莽苍

苍袁与蓝天交汇袁包容万象袁氤氲大千袁
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袁 轻风吹起微澜袁
熠熠生辉遥 这是从远古洪荒流来的绿
色袁养育了生命延续的奇迹袁见证了沧
海桑田的变迁遥 走进滩涂袁人才觉得多
么渺小袁多么微不足道袁完全被绿色所
幻化袁所吞噬遥穿越数十里的滩涂袁方能
到达海边遥张开双臂袁迎纳海风袁顿生感
慨院滩涂能言袁定会向我们叙说前世今
生遥

海边的绿色铺天盖地袁慢慢向四周
洇染尧洇染袁直到天边噎噎

夏之篇窑蓝色乐章
黄海袁 用博大的胸襟和有力的臂

膀袁将这块世界上最年轻的陆地托出了
水面遥

夏日袁海浪轻卷沙滩袁海鸥翩翩逐

潮袁 赶海人的剪影散落在海与陆的交
汇遥 此时袁蓝色便是一曲天地合奏的动
人乐章院 波浪是柔美优雅的五线谱袁飞
翔的海鸥尧小取的渔民是那激情跳跃的
音符遥 忽然间袁一种冲动会撞击人的心
扉要要要拥抱大海吧袁一起演奏这美妙的
亘古之曲遥

这是造物主的精心安排遥海岸线向
陆地划了一道优美的弧袁形成了风平浪
静的港湾要要要黄沙港遥 港湾里袁海风温
柔袁海浪娴静遥每到收船时节袁港湾里樯
桅林立袁舟楫安然遥 归来的渔民畅享家
的温馨遥

大海袁 是上天赐予射阳的最好礼
物遥

秋之篇窑红色史诗
红色是秋姑娘在滩涂特有的容颜遥

漫天遍野的盐蒿菜袁红红的一片袁红得
惊艳袁红得耀眼袁把天都映红了遥不知是
大片的盐蒿染红了云彩袁还是大红的云
彩覆盖了滩涂遥你不得不赞美秋姑娘的
神奇杰作遥

红红的盐蒿仿佛燎原的大火袁燃烧
在广袤的滩涂袁而成片成片的芦苇荡成
了盐蒿的精美装饰袁白花花的芦穗变成
炽烈的火苗袁在大火的上空翻腾跳跃遥

盐蒿与芦苇交相辉映袁那红与白的
融合袁谱写的是一曲雄浑壮丽无与伦比
的史诗遥 秋风起处袁掀起滩涂上一阵阵
人喧马叫的漩涡袁让人顿时想起昔日芦
苇荡中驰骋的千军万马袁盐蒿地上席卷
的战火硝烟遥

如今硝烟散去袁 人们铸剑为犁袁化
戈为帛袁大地返璞归真袁滩涂依旧蒹葭

似练袁海英如血噎噎
冬之篇窑白色情韵

射阳滩涂是冬的情韵遥国家一类珍
禽丹顶鹤把冬演绎得生机勃勃袁情趣盎
然遥

野鹤鸣九皋袁声闻于野遥 冶丹顶鹤玄
衣皓裳袁朱冠玉颜袁纯净洒脱袁俊逸风
流袁活脱脱一位天外仙子遥看一眼袁你便
被它征服袁被它吸引遥 这是真正的天之
精灵袁地之俊杰遥 它们像散落在滩涂上
的粒粒银白珍珠袁忽而长羽临风袁振翅
翱翔曰忽而凌波信步袁蹁跹起舞袁那么悠
然袁那么闲适遥 尤其是冰雪覆盖滩涂的
时候袁白茫茫一片袁丹顶鹤和冰雪融为
一体袁 只有那鲜红鲜红的丹顶那么突
兀袁那么绚丽遥 这场景袁让你真正理解
野冰清玉洁冶的含义遥

射阳四季袁是那么分明曰四季射阳袁
是那么艳丽遥

射阳河缓缓东流袁像一支笔尧像一
本书尧像一轴绵绵不绝的长卷要要要

记录着历史袁记录着今天袁记录着
四季遥

四季滩涂
颜良成

在我们这地方,有一个野喊好冶的风俗袁传说已有悠久的历
史遥商周时期袁姜太公游四乡遥一日傍晚来到一村袁见一户人家正
在盖屋袁差不多第二天就要上梁了遥 姜太公掐指一算袁第二天是
个百事不吉的日子袁上梁轻则墙倒屋塌袁重则死伤人命遥 姜太公
不忍心让这户人家惨遭不幸袁但又不能点破玄机袁便为这户人家
化解灾难遥这家主人是位善良纯朴的农民袁把姜太公安排到临时
搭建的草棚里住袁自己则到房前的槐树下宿了一夜遥

第二天上梁时袁姜太公对老农说院野上梁最好要写副对联袁能
逢凶化吉袁诸事顺利遥冶老农说院野村里没有人会写呀遥冶姜太公说院
野我会写遥你去准备一束麻我好当笔袁再把锅底灰化在水里袁我好
当墨遥 冶老农照姜太公的话做了遥不一会儿袁对联写好了袁上联是
野竖柱喜逢黄道日冶曰下联是野上梁正遇紫微星冶遥姜太公说院野我年
纪大了袁别的忙帮不上袁就站在一边袁等上梁时喊几声耶好爷吧遥 冶

上梁了袁姜太公在一边大喊了几声野好冶袁便飘然离去遥 从那
以后袁凡是有人家盖屋上梁袁总要写副对联贴上遥此外袁木匠师傅
在完成最后一根桁条搭架时袁大喊几句吉利话袁而围观者则大声
应答院野好要要要冶

野喊好冶在盐阜地区甚为流传遥 每逢男婚女嫁尧建房上梁尧新
船下水等喜庆之事袁主事者都要喊几句吉利话袁周围人一条声地
应答野好冶遥

砌房上梁时袁主人点烛敬香磕头礼拜袁燃放鞭炮遥 稳坐房梁
上的木匠师傅一边敲斧头袁一边高声喊院野银斧高声喜洋洋袁府上
今日喜上梁曰四周安的碧玉柱袁堂中上的紫金梁遥 左边造的龙阁
楼袁右边建亭名凤凰遥凤凰亭上开金花袁花结莲子状元郎噎噎冶与
此同时袁将馒头尧粽子尧大糕等食物从房梁顶上撒下来噎噎围观
的人们一边捡拾袁一边应答院野好啊要要要冶喊好声尧应好声此起彼
伏袁与房主共庆新房落成之喜袁共享生活的快乐与幸福浴

野洞房花烛夜冶更人生中最大的喜事袁当然也离不开喊好袁不
过喊好的主角是新郎的姐夫或妹夫遥 常用的喊好词是院野洞房花
烛喜洋洋袁 亲朋好友来帮忙袁 有请老少让条路袁 让我进去闹洞
房要要要冶曰野望过嫁妆望牙床袁牙床边是俏新娘曰牙床本是鲁班做袁
金丝帐子绣鸳鸯曰鸳鸯同飞又同歇袁歇在荷花枕头上曰莲蓬结子
荷花香袁连子连孙状元郎噎噎冶气氛热闹袁欢声笑语不断遥

如今袁城市建房早由商品房替代袁农村建房也基本由开发商
代劳遥 一旦谁家自己建房袁野喊好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喜庆项目遥
而结婚喜庆则由新式婚礼代替袁野喊好冶也随之消失遥

喜庆“喊好”热热闹闹
殷张建忠

往事如烟

大柁袁是苏北盐城一带的牛车遥 这是纯木制成的大车袁两只
车轮是厚厚木板拼成的袁 直径在四尺上下袁 车架是用原木做成
的袁有很大的间隙遥 整个形态可以用野笨冶和野大冶两个字来概括遥
过去主要是用来装运海盐的袁使役的牲口就是当地的海子牛遥我
的家乡小镇袁曾是淮北盐务总署的住地遥小时候我便常常看到运
盐的大柁从屋后的土路上走过遥当时的大路主要用来运盐袁所以
也叫做柁路遥

大柁自五十年代后就逐渐稀少了遥 1969年袁我到离小镇十
多里的农村插队袁竟意外地发现了久违的大柁遥生产队的这架大
柁为我们知青建家立下了汗马功劳遥 刚插队的五个知青住在农
民家袁天转暖不方便了袁又搬到新砌的队房里遥临到秋收袁队房要
腾出做仓库袁队里决定给我们紧急砌旁袁于是大柁责无旁贷地担
当起运输的重任遥每块带草皮的泥垡有二百斤上下袁大柁每趟要
摆上几十块袁在两头海子牛的牵动下袁发出沉闷的野哑哑冶声袁在
泛起浮土的道路上压下深深的两道辙遥 砌屋日夜兼程袁 几天工
夫袁三间砖脚泥墙草屋便落成了遥我抚摸着大柁那高大厚实的木
轮袁真奇怪它何以经得起岁月的风雨和沉重的负载遥

时隔不久袁大柁又在一次突发灾难中袁将我们的命运同它紧
紧连在一起遥当时上面号召大养生猪袁饲料成了大问题遥深秋袁队
里到百里之外的海滩上交钱押了一份滩袁 组织了一批社员去采
撷盐蒿种袁牛柁负责运载粮食尧行李袁将零散的盐蒿秸运输归拢
到便于水运的河边遥滩地在堤外袁采蒿人住在一个高土墩上以防
海潮遥

农历十月袁海潮一般是不会漫上滩地的袁没想到那一阵下了
几天雨袁东北风又猛袁浑浊的黄海卷起重重大浪袁海水浸漫了整
个滩地遥 风雨如注袁海潮汹涌袁四野茫茫袁土墩成了孤岛袁而且潮
水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遥老队长让十几个人统统爬上牛柁袁说如
果一旦潮水漫上土墩袁一定要抓住大柁不放遥一种别离人世的悲
哀笼罩了整个滩地遥大柁成了人们求生的寄托遥所幸的是海潮渐
渐退落了遥 面对死亡的威胁袁我们没有掉泪袁而一旦有了生还的
希望袁却抱着大柁狠狠嚎了一场遥 从此袁我对大柁更有了一份特
殊的感情遥我觉得它是一部历史袁它是一种精神遥几十年尧几百年
的路袁它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遥 看到它袁我既感到一种重负
的压抑袁又感到一种沉重的撞击袁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遥

时过不久袁队里添置了胶轮板车袁大柁便正式退役了袁被分
解另作它用遥然而袁它又怎能在我脑海里抹掉呢钥当乘车飞驰在
平坦光滑的柏油路面上袁 我眼前便常常浮现大柁轧下的两道深
深的印辙遥

难忘大柁
殷周如福

舞会 王万舜 摄

有些东西尧有些事情尧有些人袁不因时间长而
忘记袁反而让人真正品味到生活的真谛袁这就是
合德老街老店遥

租寄商店
六七十年代袁合德街上的居民生活水平还十

分低袁每家的被褥就那么几条遥 一有亲戚来袁就要
到租寄商店那里租几床被子袁再打一个地铺袁亲戚
住宿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遥

当初的合德租寄商店就在朝阳街遥 主要经营
被褥尧衣服出租袁有的将闲置的金银手饰尧生活用
具等有来抵押遥 有的人家因生活所迫袁还将换季
皮衣尧自行车尧手表临时拿来抵当袁拿十几元钱回
去应应急遥 有的逾期没钱赎回的物品袁则由租寄
商店处理袁俗称野绝当冶遥

租寄被子袁虽然它已成为历史袁但那段经历袁
人们不能忘记噎噎

茶食店
老街上有一家茶食店袁店铺不太大袁但门头上

的招牌很吸引人遥主要加工油炸馓子尧果子尧脆饼尧

桃酥尧果角子尧雪花果子噎噎
每天清晨袁天还麻花亮袁茶食店的师傅就早早

地来到店里袁生炉子尧和面袁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遥
当第一炉脆饼出炉后袁 早已等候的市民蜂拥

而上袁一会儿功夫袁就把刚出炉的脆饼抢光了遥
凡老街上那家姑娘嫁人儿子结婚袁 都要买些

果子回去泡茶招待客人袁 就是人们常说的 野果子
茶冶遥

茶食店袁一个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小店遥
豆腐店

一般上了一点岁数的老年人袁 都记得小街上
曾经有家豆腐店袁生意特别红火遥 那时的豆腐尧百
页尧茶干都是凭票供应袁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遥

这家豆腐店就靠在老街小菜场的隔壁袁 加工
豆腐的师傅姓韩袁人家也称野韩氏豆腐店冶遥

加工豆腐是一门很苦很脏的差事袁 一般人还
真的吃不消尧 受不了遥 前一天下午就要用水泡黄
豆袁晚上还要用小钢磨磨豆浆袁再用木架吊起纱布
摇摆过滤去掉豆腐渣子袁然后用大铁锅煮袁最后用
固定框子垫上布挤压水分成型遥

天还没有亮袁 买豆腐的老大爷老奶奶就拿着
淘箩子或瓷盆子去盛豆腐遥一会儿功夫袁几盘豆腐
就卖完了遥

回忆逝去的老街袁重温曾经的老店袁依然感到
温暖而甜蜜遥

合德的老街老店
殷刘德成

黄烧饼袁是贴在自制土炉中烧烤生产而成袁两
面金黄袁香甜爽口袁因金黄颜色而取名野黄烧饼冶遥
射阳陈洋是黄烧饼的发祥地袁有野陈洋烧饼要要要接
着头打冶的民间歇后语袁可见烧饼市场之旺遥

黄烧饼工艺讲究的是野酵正尧火正尧碱正冶袁这
样生产出来的饼才能具有野金顶尧铜底尧玉镶边冶的
效果遥 因其口味纯正尧 食用方便而深受群众的喜
爱遥 陈洋过去叫陈家洋袁是射阳老县政府的所在
地袁是射阳县政治尧经济尧文化中心袁集镇繁荣袁商
贸兴旺袁因而野陈洋烧饼冶也名俏四方遥 乡人走亲
访友袁都要带上一袋陈洋特产野黄烧饼冶遥

陈洋黄烧饼一直都是不用馅料的袁呈圆形袁烤
火面撒上芝麻袁芝麻清香诱人食欲袁因而农村在讨
价还价时有句俗语院野两个钱买块黄烧饼袁 还要看
看芝麻多少呢浴 冶只不过现在的黄烧饼也有长方
形袁饼坯用刀切而成袁然后烧烤遥 过去人们吃饼是
为了充饥袁现在却大有讲究袁有老鸭汤泡黄烧饼袁
有鸡汤泡黄烧饼噎噎

黄烧饼的面粉用料一般都选择精粉袁 用传统
的酵头进行发酵遥 面粉发酵时兑水也非常讲究院
一般是七成热水袁三成冷水遥 水温低了饼会发硬袁
不往炉壁上粘袁做出来的饼口感不绵曰水温高了袁
做出来的饼就会发腻遥 正宗的是野金顶铜底玉镶
边袁绵甜爽口黄烧饼冶遥

虽然随着草灶被煤炭炉尧液化气灶尧电磁炉等
各种炉具所取代袁又随着市场上面包尧蛋糕尧比萨

饼等西方食品的涌入袁黄烧饼正逐渐淡出市场袁近
乎绝迹袁但古老的陈洋集镇上袁还会有一两家坚守
者袁 仍以执著的精神沿袭着亘古不变的手工制作
方式遥

制作黄烧饼是一项非常忙碌尧辛苦的工作遥每
次制作袁先要用碳火将炉膛烧红袁烈火熊熊袁火焰
逼人遥这时用碳将火压住袁野贴饼师傅冶便迅速地抓
起饼坯袁两只手左右开弓袁一手拿着两只饼坯袁从
炉膛的左右两侧袁一直贴到顶端遥 转眼之间袁炉膛
贴满饼坯遥 然后再用火叉拔开碳块袁 顿时火焰腾
起袁温度陡升遥不消片刻袁饼坯渐渐鼓起袁饼面开始
焦黄遥芝麻香味袁扑鼻而来遥于是再用火叉拨碳压
住火头遥 师傅一手持铲袁一手取饼袁将满炉烧饼铲
上锅台的匾内遥 黄烧饼特有的香味便在陈洋满街
弥漫开来遥

小小的黄烧饼袁传承了历史饮食文化袁浓缩着
地方饮食文化的底蕴袁 链接的却是乡里乡亲和海
内外游子浓厚的乡情遥黄烧饼固然好吃袁但现在的
从业人员已经稀少袁 将来谁还延续土炉里那通红
的炉火呢钥

陈家洋特产黄烧饼
殷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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