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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猜灯谜（二十四）

假马儿
□黄步千

充满希望的清明俗谚
□孙同林

追寻粟裕在海安的身影
□汪微

意外出席越南前总理潘文凯的国葬大典
□王广祥

春风煦暖，草长莺飞，又是一年清明
时。我照例前往位于海安烈士陵园的粟裕
大将部分骨灰安葬处，在青松翠柏间，给我
心目中的“战神”恭恭敬敬地献上一束鲜
花，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他的铜像。

眼前这座粟裕大将铜像高达4.18米，
是2007年4月18日为纪念粟裕诞辰100
周年而建。粟裕大将与海安有着割舍不
断的渊源，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粟裕那次
亲自从海安赶到淮安，召开华中分局常委
会确定作战方案，就没有“苏中七战七捷”
的胜利，更谈不上淮海战役的辉煌。在距
离粟裕大将铜像不远处，便是著名的“苏中
七战七捷纪念碑”，犹如一把巨大的刺刀指
向苍穹。我不由得浮想联翩，在记忆深处
搜寻战火纷飞的年代粟裕在海安的身影。

粟裕一生身经数百战，其中最令他以
为自豪的就是“苏中七战七捷”和淮海战
役。1946年7月，蒋介石令悍将李默庵集
中12万兵力进攻苏中解放区，企图占领
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海安。时任华
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手中只有3万余
人，但他善于出奇兵、走险棋。狭路相逢
勇者胜，据说粟裕属于那种有三分把握就
敢上，有五分把握就敢全押的人，这一点，
连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林彪也非常佩
服。粟裕的制胜法宝，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核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对着地图反复权衡
固守海安的利弊得失，并决心马上跟华中

分局的其他负责同志共同商定战略战
术。当时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都设在淮
安，距离海安三百多里，而且没有任何通
讯工具。粟裕二话不说，决定亲自跑一
趟。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跳上一辆摩托
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淮安。没想到在途经建
湖县的水网地带时，摩托车根本无法行驶，
只好咬紧牙关在乡间小路上跑步前进。接
着又坐了一段路的人力三轮车，还从水路
搭了一阵小船，在距离淮安还有五十多里
路的时候借到了一辆自行车，和警卫员轮
流蹬踏，结果总共只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就
赶到淮安。华中分局的谭震林等负责同志
对他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意外，同时对他身
上这股拼劲肃然起敬。华中分局当即召开
常委会，经过研讨一致通过了粟裕的作战
方案。会后，粟裕又马不停蹄原路返回海
安，拉开了“苏中七战七捷”的序幕。

我想，这件事在粟裕的戎马生涯中，
也许只是很不起眼的一桩小事，但从中足
以看出他敢于啃硬骨头，又善于克服一切
艰难险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正
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名将。

也正是在那次华中分局常委会召开
后，粟裕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回到海
安马上实行运动防御战，随后率部主动撤
退，等待捕捉新的战机。在这一过程中，他
创造了敌我双方伤亡15比1的奇迹。粟裕
用兵，重在大局，从不拘泥于眼前的小得小
失。他得知陈诚告诫李默庵“海安是战略

重点，绝对不能让粟裕抢先占领”，于是将计
就计，先佯装坚守海安，再主动撤出，造成力
不从心的假象，最后再杀一个回马枪，让李
默庵进了圈套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粟裕说：“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人
力、财力、物力消长的对比，特别是人民站
在哪一边，那一边最后是要胜利的，而不
在于一城一地一交通线的暂时得失。”他
在海安实施“以退为进”的战术，并在最终
取得全面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思
想在粟裕的实际运用中已臻高度成熟。
当李默庵率部攻入海安，打得昏天黑地的
时候，满以为粟裕的部队已经一败涂地，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此时华中野战军3万
多人正在距海安十来公里的地方休整，以
逸待劳。难怪在接下来的苏中七次战斗，
乃至淮海战役中，粟裕率部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胜利。毛泽东称赞他“点子多，有远
见”。李默庵晚年回忆道：“粟裕卓越的战
斗指挥艺术很值得总结，他集中兵力打我
一点，而且有时是集中五六倍的优势。这
样，我的部队就吃不消了，这样的打法确
实很厉害！”苏中战役，无疑是粟裕军事指
挥生涯中的杰作之一，歼敌5万余人的

“七战七捷”，也就成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
的起点。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发
给华中野战军的嘉奖电中指出：“粟裕指
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
利。”当时的《解放日报》评价粟裕：“他的
军事天才和保卫人民的功绩，光辉一样地

照耀着苏皖解放区。”
粟裕指挥海安战斗期间，还有一件事

让我感动不已。自从那次迫不得已亲自从
海安奔赴淮安商讨军情后，他深感完善无线
通信部门十分必要，这样不仅可以省去来回
奔忙之劳，还能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敌人
情报，于是立即组建华中军区司令部情报
处。粟裕不失时机地召集技术侦察人员分
析形势，渗透作战意图，让他们最大限度地
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准确地提供作战情
报。1946年8月，海安战斗进入白热化阶
段，天气异常闷热，情报处的技术侦察人员
个个汗流浃背，坚守岗位。粟裕看在眼里，
吩咐后勤部门给每人发一件汗衫、一条毛巾
和一块肥皂。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大家
更是不顾物质条件的艰苦而忘我工作，为前
线作战部队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在粟裕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这样
的遗嘱：“和我并肩战斗的同志牺牲了十
多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
在我身后，希望把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
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
起。”遵照其遗嘱，粟裕的部分骨灰永远留
在了苏中海安，海安也将长久记住这位杰
出的共和国大将。

清明来临雨纷纷，正是一年一度悼
念亡人的时节。记不清，我这一生已送
别过多少的朋友和故旧、长辈和师长，唯
有当年也是这个时节，我无意中送别越
南前总理潘文凯先生的场景是那样刻骨
铭心，永远难以忘怀。

2018年3月22日，越南胡志明市，
气温高达37摄氏度以上。

其时，我正随同中国精华制药集团
总裁周云中率领的中国专家组看望慰问
越南、柬埔寨的“一带一路”建设者，为他
们送医送药，排忧解难。途中，我们经过
胡志明市休整一天，相约去当年被越南
人民军攻克的原南越总统府旧址参观。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越南抗美救
国战争取得胜利后，当年的南越总统府
更名为越南国家统一大会堂，每天来此
参观的各国宾朋络绎不绝。上午9时许，
我们专家组的4位同志走到统一大会堂
广场大门前时，门卫婉拒了我们其中两
位身着短衣短裤的同志入内，而放行了
我和周云中。我们走进统一大会堂主大
厅时，突然发现进入大厅的人都身着黑
色西装打着黑领带。巧的是，我和周云
中当天也都是深色衬衫配着黑色长裤，
一位人民军军官上前十分恭敬地向我们
敬上一个军礼，手势指示，请进！

是进还是退？我犹豫不定。曾走过
多个国家，老成持重的中医药专家周云中
悄悄地对我说，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吧！

踏入大厅，我不觉一惊，厅堂正中，
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四边都是黑框，
阵阵哀乐在大厅内回荡。真不巧，我们
可能碰上了哪位大人物的葬礼。作为外
国参观者，我们怎可不请自来？就在准
备退出时，大厅正门突然被关上，扩音器
中传来似乎是站好队的招呼声。我再三
端详巨幅肖像上的人物，仿佛感到好像
曾在央视上多次见到过这位领导人，是
谁呢？难道是越南革新开放之父、总理
潘文凯？他可是中国人民较为熟悉的，
三次访问过中国，多次受到中共中央总
书记会见过的越南杰出领导人啊！而
且，潘还不仅是越南的改革之父，也是全

世界知名的、类似于中国邓小平式的越
共改革领导人，第一个率团访问美国，打
开越美关系的破冰者，其知名度冠盖全
球。今天是他的纪念日还是其他什么重
大活动吗？

我正在猜测时，只见越共中央总书
记阮富仲和其他几位领导缓缓走向停放
在厅中央的金色灵柩前点上一炷清香，
低头鞠了三个躬后又站到前排。不一会
儿，七八位肩扛大将、上将军衔肩章的将
军也站到我们这一排。当主持人发声国
葬大典现在开始的时候，大厅内约200
多人齐齐肃立，阮富仲走上前去，表情凝
重地致了悼词，我虽然听不懂越南语，但
从大厅内传来的阵阵低吟的哭声中，感
受到越南党政军各界对这位卓越的国家
领导人的深情怀念。

身处其中的我，心中委实有些惴惴不
安，但又感到能在这极其庄严的场合送别
一位伟大的人物，目睹到越南各界现任最
高领袖的尊容，深感机会是何其的难得。
我在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随意走动，更
不能与周云中随意交谈，万一有人上来查
询，麻烦就大了！

阮富仲的致辞结束后，一位身着白
孝服的中年人致了答谢词。后来我从电
视解说中得知，这位是潘文凯的儿子，在
感谢越共中央对他父亲几十年工作成绩
的高度肯定和为其举行的极其隆重的国
葬大典。随后，现场军乐队哀乐声渐起，
8位僧人手持沉香，围着灵柩慢慢缓行了
好几圈，稍倾，阮富仲带领越共中央政治
局全体委员进行了扶棺礼仪。随着告别
的人流，我和周云中也上前轻轻抚摸了
灵柩，庄严地向潘文凯总理行了虔诚的
鞠躬告别礼后，轻步退出大厅。

当天，我虽然带着尼康D3专业照相
机，却因心中感到不安，而顾虑重重。一
进入大厅就知趣地将相机挂在一边的衣
帽柜上，从头至尾没有敢摄下一个画
面。仪式进行中，我认真观察，十几位摄
影、摄像记者人人胸前都挂着红色的证
件，我想若是我这个外人贸然拿着相机
在如此庄严的场合随意走动，轻则要被

安保人员查验证件，重则立即被请出大
厅，请我喝茶查查来历。异国他乡行走
还是要讲规矩才安稳啊。

走出大厅，我和周云中都是一身汗
水！我们真没想到，这辈子我们两个中
国平民竟然无意间走进了越南最为隆重
的国葬大典核心圈，有幸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越南发展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
父，享年85岁的潘文凯先生送上最后一
程，多么意外和多么紧张啊。而最让我
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从我们进入大厅到
国葬大典结束，竟然没有一个安保人员
上来查问我们的来历，没有进行过一次
安检，也没有任何人查验我们的证件。

要知道，这可是一次越共中央政治局
全体委员，越南政府主席、总理、副总理、越
南国会、越南人民军最高领导人全部到场
的越南最高典仪啊！我越想越害怕，心中
思虑：若是其中有一个带着危险品的异见
人士进入大厅，后果如何？真令人不敢想
象……

不过，这也从中让我们看到越南党
和政府满满的自信力和与人民融入一体
的强大定力，一股无法形容的尊崇之情
油然而生。时过五载，这种尊崇之情仍
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越南土地上，我们满载着中国南
通精华制药集团数千员工的深情厚意，为

“一带一路”上众多的建设者送去了南通
制药人精心生产的国家非遗良药“季德胜
蛇药片“和“王氏保赤丸”，解除了高温下的
诸多建设者病患痛苦，尽到了中国药企的
一份国际责任。在越南的热土上，我们看
到了这个革新开放中的国家正在飞速发
展，无数国际知名企业已在这里落户，其
中我们南通市如东县大东集团也投资近
一个亿美元在越北的开发区建起了现代
化的毛巾厂，产品远销全世界。越南今
天优良的投资环境真让我们惊叹。

我们真是幸运的人，能为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潘文凯总理送上最后一程，以
此表达普通的中国百姓对越南人民的深
情，这难忘的场景将伴随我的一生，永
远铭记！

最后介绍一下花色灯谜。
随着灯谜活动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灯谜的形式也愈加丰富多

彩，出现了大量花色灯谜。花色灯谜主要有：书法谜、画谜、印章
谜、色彩谜、实物谜（哑谜）、扑克谜、邮票谜、方格谜、圆圈谜、漏字
谜、象棋谜等等。我们只介绍常见的几种：

书法谜：书法谜是灯谜艺术与书法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猜书法
谜时既要遵守一般灯谜的规律，还要结合书写体的特征来考虑，谜
底通常要带有“书、写、题、款、笔、墨、正、楷、行、真、草、隶、篆”等表
现书法特点的附加字。

例如：谜面为“鲁迅”（猜曲艺形式一、书法谜）山东快书。
在天愿作比翼鸟（猜五言唐诗句、草书书法谜）空结同心草（薛

涛诗句）。
画谜：画谜是绘画和灯谜两种艺术的综合表现形式，猜射时需

根据画面所蕴藏的含义进行联想、推敲，谜底要带有“画、图、绘、
写、丹青”等与绘画有关的字词，但并不强求。

例如：一幅题款为王者香的兰花国画（猜三字外国歌剧）图兰朵。
印章谜：印章谜又称“金石谜”，它巧妙地将篆刻艺术融入灯谜之

中，猜印章谜首先要根据印文内容和谜目来思考，谜底一般要带有
“印、章、鉴、铭、金、石、玺、朱、白、阴、阳、盖、刻、治”等与印章有关的字。

例如：印章谜印文为：“祖国万岁”（猜浙、陕地名各一）金华、永寿。
印章谜印文为：“骄阳似火”（猜三字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
花色灯谜一束，请君试猜：
1.行书书法谜，谜面：竞走获金牌（五字俗语）
2.正楷书法谜，谜面：“月到中秋偏皎洁”（成语一）
3.草书书法谜，谜面：“春风又绿江南岸”（五字电视剧名）
4.印章谜 印文：问梅消息（探骊4+2）
5.印章谜 印文：玉兔东升（三字前外交部发言人）
6.印章谜 印文：“直挂云帆济沧海”（三字地理名词）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谜底：1.行行出状元（行行读xingx-
ing,前一个：行书，后一个：行走）2.正大
光明3.青青河边草4.石头记人·探春
5.章启月6.印度洋（度通假渡）

任哲维，原名任德宜，1918年生于
江苏东台，4岁时定居南通。学生时代
打下国学基础，又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热
爱文艺，发表了一些习作。在铁路工作
时，曾有散文作品应征入选茅盾主编的
《中国的一日》。抗战期间和胜利后做过
泰州、镇江、南通等地报纸副刊编辑，撰
写了大量诗文。因热心参加进步文艺活
动，1946年被推选为南通文艺协会七理
事之一。“三·一八”南通惨案后被迫逃亡
上海，在宝山顾村中学任教，同时为上海
《东南日报》《文汇报》撰稿。1949年后
先后任教于南通女师、苏北师专、扬州师
院附中、兴化戴窑中学和南通中学。
1979年退休后，与卢心竹等发起成立紫
琅吟社并任《紫琅吟草》主编（1979年-
1996年）。一生笔耕不辍，创作诗词、散
文、杂文、评论、戏曲、故事新编等数百万
字，见于南通和部分省、市报刊以及各地
的诗刊、诗集。曾任南通市政协委员、紫
琅吟社社长，南通诗词协会会长、江苏省
诗词协会常务理事、《江海诗词》编委。
著有《从心集》，主编《南通耆英集》《今人
咏南通》等。

任哲维是一位制联高手。他与老派
的诗赋家不尽相同，更擅长“景观联”和

“赠庆联”。尽管有些作品很短，但择词
尤为考究。如《南公园》联：

明月有情窥柳色；
清风无意送荷香。
上联之“窥”，一字千金。明月“窥”柳

色，既符合情景，也符合物事——自然之
物，虽难以出彩，且看观测点之不同及修
辞手法之妙用罢了。其《应征诗钟》联曰：

诗国漫游君进步；
才人辈出我思齐。
此为联家与对象的对视、对话。“君”

既指联语对象，也泛指游览赏鉴“诗钟”
者，包括联家本人。以此，拓展与吟诵同
步之联想的空间。

平直的联语非谓其“庸”，有时能流
传下来的联语，反而出自平直却严谨之
作品。如《赠〈江海晚报·夜明珠〉》：

江海浪滔滔，鼓动春潮澎湃；
明珠光灿灿，增添夜色辉煌。
“夜明珠”为该报名栏，招引“夜色辉

煌”“鼓动”文艺春潮，当之无愧！上联
“江海”，下联“明珠”紧扣对象，指向明
确。任何话语形式，只有清晰、明确，方
可理解并铭记，并达到较长时间稽留的
效果。在有目标地为《老年大学凌云楼》
撰联中曰：

老有所安伏枥犹存千里志；
学而不厌凌云更上一层楼。
上联用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典，下联用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王之焕“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典，巧妙糅合，使华夏传统之自强不息的
励志文化，与追求学业与进取的吟咏对
象“老年大学”有机结合，话语与其背景
水乳交融，显得质朴、贴切而隽永，给人
以力量。

“意送荷香”
任哲维

□李建东

假马儿：小孩以竹作马，做做样子的。
假意怪：为标榜自己，故作姿态。
傿傿长短：比较一下长短。
俯就：降低身价，勉强凑合。
僵霜：冬夜，无风无雨，寒意袭人，被衿生冷，下霜的过程。
借酒三分醉：假醉，借酒发疯。酒成了做错事的理由。
偷空：挤出空闲时间。
偷冷：乘人不备。
偷油老鼠：蝙蝠。
侭数：老是，有点得寸进尺的意思。
侭先：俗话说，先来先得，后来没得。
侭礼儿：尽力礼待。
债鬼儿：一身是债的人。
债多不穷：债多得麻木了。
候你：等你，答应你。
俸外：正当俸禄、薪水外的收益，引申为额外、另外、格外。

谁人得似牧童心 CFP供图

清风徐来，杨柳依依。太阳到达黄经15度，交清明节气。
清明一词的含义是“天清气明”。《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

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的俗谚很多，“清明到，儿
尽孝”，是说清明是重要的祭祀节日，是民间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清明时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开始春耕春种，民间又有“清明前
后，种瓜种豆”“造林栽树，莫过清明”的农谚。

清明节，是如东人“上坟的日子”，有“冬到寒食一百五，家家上
坟添新土”之说。一般扫墓在清明节当天；新逝去亲人的家庭，提
前一两天上坟；亲人逝世满三年，会在惊蛰过后举行“满坟”仪式，
儿女携带祭品在坟前祭奠；对“老坟”的非直系后人，可在清明节
后至立夏一个月内“上坟”。清明节还是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机
关、学校组织到烈士陵园扫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人们还根据清明这天的天气对年景做出推断。俗语说“寒食
刮了坟头土，不刮不刮四十五”，指清明节刮风主旱，这年春天将出
现干旱天气。“清明杨柳朝北拜，一年还上十年债”，意思是当天如
果碰上小南风，当年会有好年成。此时，正值麦子拔节，农人开始
忙于施肥、锄草、治虫等田间管理。

清明的饮食风俗是吃蒿儿团。中午，人们将祭祖的饭盛一点
给耕牛，犒赏它们一年的辛劳，有俗语：“打一千、骂一万，等到寒食
吃顿饭”。耕牛在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耕地、
拉磨、碾压等等，它们为人出了不少力，主人因此对其爱护有加，把
它们当成哑巴朋友。

清明节，民间有插柳、戴柳习俗，这时，柳枝已经舒苞吐芽，青
翠可爱。人们在凌晨折柳，插于大门、屋门的门框两边，插于窗口
和磨眼里。家庭主妇还用柳条抽打墙壁、灶间、席后、床下和一些
旮旯处，一边抽打一边念念有词：“一年一个清明节，柳条单打青帮
蝎，白天不准门前过，夜里不能把人蜇。”小孩子将柳枝编成圆圈，
戴在头上，甚至在狗的脖子上也戴上柳条圈儿，又有俗谚说：“清明
不戴柳，红颜变皓首”“清明不插柳，死后变黄狗”。人们认为插柳
能接阳气，迎吉祥，避邪祟。农村妇女为孩子折下嫩绿的柳条，拧
下“离骨”的外皮做成柳笛，吹出各种音调，俗称“拧哨”“吹哨”，这
种自制的柳哨让农家孩子在祭奠的沉重日子里生出一份快乐。

清明，春回大地，处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好友们结伴
来到野地，或漫步大道小路，沐习习暖风，看桃红柳绿；或席地而
坐，舒畅胸襟，赋辞唱和，别有一番情趣。

清明是庄重的，人们在祭拜的静默中回想祖先的恩德，传递家
族香火的责任。清明是愉悦的，人们踏青原野，沐浴温暖的春风，
让生命在自然中清新地跃动。清明亦是忙碌的，人们辛勤耕作，用
汗水浇灌漫山遍野的葱绿，期待秋天的遍地金黄。

年年清明，清明俗谚给人们带来希望，有清明，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