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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蚶江锦亭村，
常有党员、学生慕名来到老
兵陈培塔家中，聆听老人讲述军
旅故事，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每当有
访客到来，陈培塔都会拿出自己珍藏多
年的奖章，深情回忆起自己的革命故
事。陈培塔现年98岁，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
2月转业，现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市参
加革命工作仍健在的老战士之
一。

聆听抗美援朝老兵讲述
烽火故事

1948年，陈培塔加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跟随部队辗转四平、锦州、

长春、天津、北京直至广西等全国

各地，曾参加“四平之战”“辽沈战

役”“平津战役”等，用满腔热血投

身解放战争。虽然年事已高，但每

次讲起自己的烽火岁月，陈培塔记

忆深刻，当年一场战斗紧接着一场

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所获得

的一枚枚奖章记录了他随部队南

征北战的浴血荣光。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三

大战役”之一，1948年9月12日开

始，同年11月2日结束，共历时52

天，解放了东北全境。为纪念辽沈

战役的全面胜利，东北野战军向参

战官兵和其他人员颁发了“解放东

北纪念章”。1949年1月，平津战役

结束，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1950年，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

为表彰解放华北区参战人员和纪

念华北解放，颁发了“华北解放纪

念章”。1950年5月1日，中南军政

委员会颁发“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授予参加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民

兵等。陈培塔获得的这三枚纪念

章如今依旧熠熠生辉，将我们带回

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它们见证

了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充满着

血与火的记忆。

1950年春，陈培塔随部队38

军赴河南开荒种田。就在官兵克

服困难，发展生产之时，1950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越过三八

线，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

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侵略者，

陈培塔也是其中的一员。“除了生

病住院的没有去，不然大家都去

了。”陈培塔回忆，20多岁的他作

为抗美援朝志愿军第38军334团

二营的炮兵班长（中共党员），经吉

林省吉安县到达朝鲜战场。

“从鸭绿江去，坐车才40公里，

过了桥就开始打。”1950年11月，陈

培塔同战友们进入朝鲜，立即投入

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在异国他

乡的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是世界

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要完成战斗

任务，还要躲避空袭，他们只能昼伏

夜行，穿行于深山老林中。陈培塔

回忆，到第二次战役后期，已经快过

年了，粮食和子弹都快耗尽了，但是

他和战友们仍然在朝鲜的三八线坚

守44个昼夜。

回忆攻打394.8高地（白马山之

战）时，陈培塔想起牺牲的战友，“我

是第二班的，一班被机关枪扫射到，

全班的人都牺牲了。”说到这里，他

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朝鲜战场

上，志愿军凭着不怕牺牲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战

法，不断在战斗中书写传奇。陈培

塔所在的38军因表现出色，打出了

“万岁军”的称号，他所在的班被授

予“英雄班”，荣立二等功。

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1955

年2月，陈培塔便复员回乡了。军

旅生涯中，陈培塔曾在数场战役中

立过很多战功，但如今军功章大多

遗失，现存少数，成了十分难得的

红色记忆。

“万岁军”的一员
志愿军战士2

1 三枚纪念章印刻
解放进程

退役后，陈培塔回到锦亭村

与同样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

陈孝挞一起组建了锦亭村党支

部，后来他到永春钢铁厂，2年后

即回家务农。

2015年，陈培塔获授“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

章”，2019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近年

来，时常有人前来探望这位老战

士，陈培塔总会讲起纪念章、立功

证背后的故事。“小时候，我们常

常听爷爷讲他亲身经历的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故事。”

老人的孙子陈育仁说，这些光荣

的纪念章，是老人留给子孙最厚

重的传家宝，激励着年轻一代铭

记历史、珍爱和平，弘扬家国情

怀。

（胡丹扬/文 郭雅霞/图）

光荣纪念章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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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銮渡古渡口矗立一座古朴的石

亭——“再借亭”。“再借亭”，顾名思

义，能猜测到几分，表示再一次借，借

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亭子会建在这里

呢？它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来探寻这个亭子的来历吧！

先来解读一下“再借亭”的一副对

联：“茇憩留棠芾；鳟魴乐衮衣。”对联

引用的典故出自《诗经》。“茇憩留棠

芾”说的是《诗经》中的一首怀念召公

的颂诗。诗中的召伯就是召公，召公

名奭，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

发的弟弟。他协助周武王灭掉了商

朝，功不可没。召伯南巡，怕打扰百

姓，所到之处不占用民房，只在甘棠树

下停驻车马，办理公务。人民因此怀

念他，舍不得砍伐他停歇过的甘棠

树。茇憩，是指在茅草屋里休息。棠

芾喻指惠政。看来，“再借亭”应该是

为一位百姓感念的清官所立。

“鳟魴乐衮衣”同样出自《诗经》，

这是一首宴饮时，赋诗抒怀，表达留客

诚意的诗。鳟魴，是鱼的两个种类，肉

皆鲜美，指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衮

衣，是高贵官人所穿的礼服，指的是贵

人，表达百姓对这位清官依依不舍的

情感。

据石渔村村民介绍，“再借亭”对

联所表彰的清官即明代泉州兴泉道副

使曾樱。曾樱，字仲含，号二云，江西

峡江人。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

士，历任工部主事、常州知府。崇祯四

年（1631），曾樱以右参政的身份，分巡

兴泉道，驻扎泉州。当时，海上武装首

领郑芝龙已经接受朝廷招安。但是，

流散的海盗与荷兰殖民者互相勾结，

四处袭扰。有人建议派熟悉海盗底细

的郑芝龙领兵出征，以表忠心。可是，

也有人担心郑芝龙暗中与海盗勾结。

相持不下之时，曾樱认为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认定郑芝龙会抓住机会建功

立业。于是，曾樱用全家族一百余人

的身家性命为郑芝龙作担保。郑芝龙

出兵追剿海盗刘香，果然不负曾樱所

望，大功告成。曾樱奏请朝廷开放海

禁，允许百姓出海贸易。与此同时，曾

樱抑制豪强，制止横征暴敛，将泉州治

理得井井有条。乾隆版《泉州府志》记

载，曾樱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离

任时，行李中除了一包清源山茶，别无

长物。

崇祯十年（1637）传闻曾樱即将升

迁外任。郑芝龙唯恐失去这位值得信

赖的好官，便自作主张，暗中派人到京

城活动，争取让曾樱留在福建任职。

不料消息走漏，曾樱被捕入京，接受审

讯。消息传开，泉州百姓千余人进京

为曾樱鸣冤。崇祯皇帝看到曾樱如此

深受泉州百姓的爱戴，特地下旨，“再

借”曾樱留任泉州。于是，泉州民众便

在石湖码头竖立“再借亭”碑，纪念其

德政。值得一提的是，“再借亭”碑文

出自明代著名书法家、大学士、晋江青

阳人张瑞图手笔，堪称一处重要的历

史文化遗迹。

令人遗憾的是，顺治八年（1651），

郑成功出兵南澳。清军乘机突袭厦

门，曾樱陷入重围。家人劝他登船避

难，曾樱却将生死置之度外，笑着说：

“这里就是干净的地方，死得其所，何

必漂洋过海苟活于乱世？说完，曾樱

悬梁自尽。南明永历皇帝闻讯，追赠

曾樱光禄大夫，赐谥“文忠”。

当你行走在石湖古码头古栈桥之

上，只见泉州湾跨海大桥横跨在广阔

无垠的海面上，水天一色，风光迷人；

而矗立在林銮渡头的“再借亭”，始终

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传颂着曾樱

清正廉洁、忠烈千秋的美德。

（王秀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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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借亭”，为“谁”而立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军

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毛泽东诗词谱

写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咏唱

英雄时代的英雄业绩，唤起我们的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壮阔激越的

毛泽东诗词从来都是文学家们的创

作源泉，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的谜作

浩如烟海。

朗读毛泽东《清平乐�会昌》“东
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

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

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思绪飞回到上世纪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岁月。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

义路线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

国民党第五次反革命大“围剿”中，

中央红军严重受挫，革命形势危

急。被“安排”在会昌调研的毛泽东

仍然对革命事业抱定坚定的信念，

他坚信革命“风景这边独好”，与“战

士指看南粤”，对“更加郁郁葱葱”的

远方满怀希望。谜作者抓住“战士

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二句入

面，表现毛泽东同志这种逆境中的

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古人将会意法细分为别解、双

关、借代、拢意等二十四法，现代谜人

将这些法门归纳为“工扣”与“拢意”

两大类。所谓“拢意”即无需逐字逐

句落实别解，而是追求面底之间的一

种内在联系、一种呼应关系、一种本

质上的相通，就是“仅见大意，不必绾

合”。“谜圣”张起南“谜之以摹神见长

者，不在以面底字义相配合”说的就

是这个理。如果要将谜面“战士指看

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字眼与谜底

字义一一绾合相扣，在专题谜材中创

作出以“龙海知名企业”为底的谜作

恐怕很难。谜作者剑走偏锋，用拢意

扣法，信手撷取“广发、绿兴”两个知

名品牌，与谜面一一呼应。谜底“广

发、绿兴”断读为“广/发绿/兴”与谜

面相呼应。“南粤”一词始于《汉书》，

《史记》称“南越”，广东简称“粤”。第

一句“战士指看南粤”，拢扣“广东”的

另一简称“广”，言简意赅。第二句

“更加郁郁葱葱”，以“发绿”拢扣“郁

郁葱葱”，再以“兴”拢扣“更加”，“兴”

即“兴旺”之意，高度体现“郁郁葱葱”

的程度，追求的正是一种内在联系、

底面呼应、本质相同的拢意效果。这

条拢意谜以“浑写大意”的笔法，追求

扣合上的“传神”，是南派灯谜的典型

代表作。

读史明理，读史崇德。毛泽东诗

词蕴含巨大的精神力量，此谜能让我

们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时，对毛泽

东诗词的理解更加入脑入心，鼓舞斗

志。推为佳谜，令人信服。谜底：广
发、绿兴
（谜作者/评析者：蔡祖德/纪培明）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灯 谜 赏 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猜龙海知名企业简称二

安平桥，曾用名五里桥、西桥、

安海桥，是连接晋江市和南安市的

一座桥梁，是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

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

海港大石桥，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

作，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

安平桥建于南宋绍兴八年

（1138），是全部用花岗石砌筑而成

的石墩石梁桥。原桥长2255米，

面宽3米左右，两旁有石栏杆，桥

上有五座亭子：东桥头“超然亭”，

西桥头“海潮庵”，桥中为“泗洲

亭”，其东西两旁还分设路亭各一

座，供游人憩息。

安平桥建于波涛汹涌的晋、南

交界的海湾，桥基是沿用北宋建洛

阳桥时采用的筏形基。桥墩有三

种形式：一种是船形墩，在水流湍

急处；一种是半船形墩，在一面水

急一面水缓处；另一种就是方形

墩，在水流缓慢处。全桥有桥墩

361座，疏水道362孔。这个数目，

也是很罕见的。

在建造安平桥时，所用的巨型

石板，相传是从对面的金门岛采运

来的。这些用“他山石”琢成的石

板，长的11米，短的5米，重量一般

有4吨至5吨，最重的25吨。在海

岛上采石、用船运到工地，比从陆

上采石，然后用车运或人力扛抬，

要省工省力得多，体现了古代汉族

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艺术创造

力。

（本版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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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桥

十个烧酒仙，九个倥倥颠。
意思是说十个嗜酒者，九个经

常醉酒而神志不清，走起路来摇摇

晃晃，很滑稽。告诉大家嗜酒的人

多数都是酒后失态，劝诫大家不要

贪酒。（烧酒仙，指嗜酒者、酒鬼；倥

倥颠：摇摇晃晃）

十个跋缴九个输。
意思是说十个人跋缴，九个人

输。告诫人们赌博总是赢少输多，

赌博是害人的东西，千万不可碰。

（跋缴：赌博）

十根指头有长短。
意思是说我们人的十根手指

头都有长短。形容人或事都是有

差别的，不要事事强调一致或绝对

平等。经常被用来形容亲兄弟的

能力也是有差别的，不要指望都一

样。

十艺九不成。
意思是说学了多种技艺，可样

样都不精通，形容艺多不精，也告诫

人们不要什么都想学，到最后什么

都没学会。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意思是说河道的水流不会永远

不变，十年后可能会向西流。比喻

人的运气不会永远不变，也会轮流

转换。

十步九回头。
意思是说走几步路，就回头

看。形容人做事犹豫不决或难舍难

分。

十路全。
意思是各种技艺集于一身，比

喻某个人是个全才，各方面都擅

长。（十路：各种技艺）

十二月甘蔗倒尾甜。
意思是说农历十二月，甘蔗尾

总是比甘蔗头甜，比喻人总是会苦

尽甘来。

（王秀婷整理）

闽 南 方 言 知 多 少

以“十”开头的闽南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