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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英雄王敖毅，早在1948年就
牺牲了。但是，我却总觉得他还活着，
并且经常能同他相遇。因为我走到哪
里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在丹徒一个陵
园，我读到一则烈士说明：“王敖毅
（1922-1948），原名贡孝兆、贡敖毅，乳
名毛毛，1938年6月加入新四军……”在
丹阳一个陵园，我也读到一则碑文：“贡
敖毅，又名王敖毅，丹阳延陵人……在
马甲村被捕……”更在来往丹徒上党镇
时，总有一个敖毅村的名字在眼里闪
现。这令我感到：敖毅，是一位活在镇
江城乡的烈士。

密切地接触到王敖毅，是见他活在
汪大铭的书中。汪大铭是从上海投入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因英勇战
斗成为新四军骨干，他一边战斗一边写
日记。我读他当年写成、已经正式出版
的《汪大铭日记》时，脉搏总是随着书中
的情节起伏而激烈跳动。书中浓墨写
到了王敖毅：日寇投降后，新四军主力
渡江北撤，王敖毅奉命坚持原地斗争，
任镇丹三区副区长。国民党回到江南，
对我茅山抗日根据地人民穷凶极恶地
加紧进行迫害和压榨，王敖毅领导群众
和他们作斗争，成果显著。敌人出榜悬
赏大米一百担捉他，仅报个信就奖二十
万元。在得到叛徒报信后，敌人于1948
年 3月 3 日清晨，突然包围了丹阳马甲
村，要村民交出王敖毅。那天，敖毅和
其他两位同志虽然确实隐蔽在村里，但
当场却没有一人肯说出来。敌人在村
里折腾半天，一无所获。他们灭绝人
性，宣称要放火烧掉全村房屋，把王敖
毅烧死在村里。敖毅突然从隐蔽的屋
子冲出，大声说：“我就是王敖毅，有种
的上来！”他一面向敌人开枪，掩护同伴
撤退，一面向村外飞奔。在打死敌人哨
兵时已冲到村外，敌人的四五挺机枪全
部转向村外的敖毅猛扫，一颗罪恶的子
弹射中了他的左大腿，殷红的鲜血喷涌
而出。

作为王敖毅上级的汪大铭，曾任中
共茅山地委副书记。他的书里充满了
对王敖毅牺牲的悲痛。他简要回忆了
当年的毛毛的一生。特别提到“在茅山
工作过的同志，很多人都认得毛毛。因
为他是地委的通讯员，以后当区长，才
取了一个名字叫王敖毅。他有一副很
好的嗓子，唱得最出色的是《丈夫去当
兵》这首抗日民歌。”

《丈夫去当兵》这首歌我也曾
经会唱：“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

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
一程。你去投军打日本，心高胆大好光
荣；男儿本该为国死，莫念妻子小娇
身！”哦，毛毛爱唱这首歌，他是时刻表
示自己参加新四军的本意“男儿本该为
国死”。难怪他为革命视死如归！

是的，王敖毅正是一位对敌斗争十
分坚决，又勇敢机智，不怕牺牲的好同
志。他的勇敢机智，用一件事即可充分
说明；1943 年，在反日伪军“扫荡”最为
残酷的斗争中，一次，他和汪大铭、张仲
英（丹阳县委书记）三人住在九里附近
的一个小村里，陷进了日寇的包围圈，
三人隐蔽在一个河湾里。在距河岸100
来米的一条大路上，敌人来回搜索，河
对面稍远处也有敌人用望远镜瞭望侦
察，稍有怀疑即鸣枪，并进而向前包
围。形势非常危急。这时，一直一言不
发的毛毛忽然像下命令似的对两位首
长说：“你们在原地隐蔽不动，我到河边
去，如果敌人下来，我开枪阻击，吸引敌
人，你们沿河边分开转移。如果三人都
在一起，危险性太大。”说完，他大摇大
摆走上河堤挖起野菜来了。顿时，好几
个敌人的望远镜对准了他。毛毛一面
挖野菜，一面不惊不慌地捉蟋蟀。他的
行动迷惑了敌人，使敌人失望地走开
了，三人也转危为安。

王敖毅的故事，当地人相传为快，
他的名声在镇江城乡久久飞扬。他的
英雄事迹真实而生动，展现了人类历史
中最感人的一面，也深深感动了笔者。
一次，笔者来到丹阳马甲村，提起王敖
毅，村里一位知情者——已经94岁的马
老太对我说：“那天反动派突然来了几
十人，把村子团团围住，还架了机枪，真
吓人啊！王敖毅是我们的区长，几个人
就住在我家前边那座房子里，我们没人
会告诉他们！”

我对村民提起为何马甲村没有改名
为敖毅村的问题，一位91岁的马老汉对
我解释：“王敖毅是在我村村外负的伤，
倒在村外野地里。敌人前去捉他，他拒
捕；敌人拖他，他就地抱住小树不放；拖
离了小树，他又攥住野草不放。敌人没
法，将他绑在门板上抬着朝白兔方向
走。因为流血过多，又不肯让敌人医治，
抬到远离马甲的陶巷时，便痛苦地牺牲
了。”这样，陶巷就有了“敖毅”这个名字。

今天，敖毅村为以烈士命名而自
豪，激发着村人勇往直前，振兴乡
土。敖毅这个名字既永垂青史，也
活在镇江城乡人民心中！

“打乒乓、打篮球、踢足球、步道上或小跑或行走，
健身器材上活动”等等，这是我平时在健康路体育公
园里，见得最多的户外健身运动。

这座位于健康路上的大型开放式体育公园，东至
解放路，西达珍珠桥，南临风光秀丽的古运河，虽地处
闹市，这里却显得一片宁静。这座体育公园，历史久
远，据《镇江市志》记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建的
省立镇江公共体育场，1937年底，镇江沦陷后，此场成
为日军的养马场，场内设施尽毁。抗战胜利后，逐渐
整修，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仍未能修复旧观。新中国
成立后，更名为镇江人民体育场，并建有室内场馆“阴
雨球场”，我市的各种重大体育赛事和群众性集会，都
在此举行。1978年改建为体育馆。随着社会的发展，
为适应全民健身运动的需要，2019年经过大规模改扩
建，现今总面积已达 3.53万平方米，除了保留原有的
场馆和市体育运动学校等，其室外新建的公共活动场
地上，设有健身广场、地上的一层400米步道、二层景
观步道，还有露天篮球场、足球场和网球场、门球场
等。并分设了力量训练区、乒乓球运动区和健身路径
运动区等专业化活动场所，还有一座供儿童进行素质
训练并富有趣味性的儿童游乐园。各类健身运动设
施可谓一应俱全。

这座体育公园是我一年四季中去得最多的地方，
每每行走在一、二层塑胶步道上，映入眼帘的是周边
枝繁叶茂的树木；场地边种植的乔木、灌木，绿色茵
茵；树丛中不时传来鸟儿阵阵的欢叫声，漫步于此，让
人心境分外愉悦。每日里来此运动健身的市民络绎
不绝，人们沐浴明媚阳光，呼吸着新鲜空气，有的三五
成群在步道上行走；有的欢快地打着羽毛球；有的伴
随着音乐神情专注地跳舞练操。每至周末或节日，这
里的露天笼式球场，青年人最多，一个个你追我赶地
打篮球、踢足球，乒乓球运动区众多市民还有不少家
长陪伴着儿童，兴致勃勃地打着乒乓球。这里处处洋
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

我细心观察，感觉到该体育公园的规划布局既科
学合理又颇具特色。该体育健身场所空间大，入口处
的广场面积达数千平方米，可供大型团体开展活动所
用；地上一层的400米步道宽达约8米，遇有雨雪或烈
日，市民可沿二层挑出的房檐下三米多宽的步道行
走；其室外一、二层上下的台阶与过道宽达 20多米；
每个健身区域场地开阔，可供数十人同时运动；一层
靠南面的依托二层过道形成房顶的区域，面积有两千
平方米左右，可遮雨。同时感觉设施与功能齐全，分
布于东西南北的各个健身活动区设置的健身器具数
量多，可分别供中老年人、青年人、少年儿童等不同群
体选择性锻炼，而且一层与二层上下尤为方便，共设
有大小五个上下通道，并专设了一座电梯可通达。再
有，该体育公园的设计富有创意，其文化气息浓郁，在
室外步道上，人们随时可清晰地见到周边高大楼房白
色的墙面上，所绘画的各种运动项目的彩色图案，既
有动感，又具感染力；我在公园围墙的墙壁上，还见着
醒目的镇江山水和下象棋、打乒乓球的人物石刻画
面，栩栩如生；“乒乓之城”、“象棋之乡”的由来也在向
人们展示着。漫步在二层露天景观步道之上，一个个
形状各异的牌匾上还标示着科学运动的方法和技巧，
一块智能步道实时记录牌，即时记录着步道上运动者
的步行里程与排名榜，此情此景，让人耳目一新。

“既可体育锻炼，又可观赏景色，了解体育文化”，
当是这座体育公园的最大亮点。公园南侧紧邻珍珠
路，人们在健身活动之余，徜徉在风景如画般的古运
河边的小道与亭台楼榭，眺望运河两岸旖旎的风光，
令人心旷神怡。我在体育公园中时常见着朋友、同
事，他们不少人家住附近。交谈之中，大家都感到这
里的环境和设施条件，比以前大为改善，每天运动
后，总要在场地周边散步观景，心情尤为舒畅。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 充满激情和活力的
健身运动，可增强体质，保持身心健康，这已成为
当今广大市民的一种共识。这里的所见所闻，让
我深度了解了我市体育运动事业的蓬勃发展，
感受到广大市民投入全民健身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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