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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渣泽村
文/陈永兰

刘松：舞蹈战线的老兵

刘松表演独舞刘松表演独舞 受访者受访者 提供提供

走进
古镇宝堰
文/傅岭

重阳节，我和镇江民盟的60多
位退休盟员，一起走进千年古镇宝
堰，参观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
馆，重温红色记忆。

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
坐落在宝堰古镇老街，原址为宝堰
镇张浩明开设的“怡和酒行”。一
座两层高的园林式院落，宽阔的大
门，院墙上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

“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
这里曾见证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
月，进入院内，青松、翠竹、香樟高
高耸立，绿荫下竖立着“镇句丹金
四县抗敌总会遗址”石碑。

在一楼纪念馆大厅中央，陈毅
的半身塑像，再现了当年叱咤风云
的威武形象。左边墙上的“向南
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2 个大
字，是当年党中央根据当时敌伪夹
击新四军的形势确定的战略方针。

经过二楼走廊旁的会客室、警
卫室，西厢房是当年陈毅的办公
室，东厢房是王必成的办公室。
1938年 6月 15日至 9月 10日，他们
在这里办公居住。陈毅在此工作
的时间里，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
作，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抗日
力量。1938年 6月韦岗之战获胜，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抗
日军民的信心。陈毅收到韦岗之
战捷报，兴奋之余，当即赋诗祝贺：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
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
楼兰。”

在讲解员带领下，我们先后参
观了新四军革命史料馆、新四军革
命实物展馆和陈默摄影陈列室。
在新四军革命史料馆，我们一边聆
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观看文史资
料，重温苏南军民的战斗风貌，缅
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在新四
军革命实物展馆，有抗日军民破坏
敌人交通线使用的锄头、钉耙等工
具；新四军游击队战士穿过的草
鞋，使用过的步枪、手枪、大刀和
手榴弹，还有缴获的日军的指挥
刀等战利品。这些实物虽锈迹
斑斑，但向我们讲述了当年新四
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故事。

程默摄影陈列室里，一张张
黑白照片，记录了一个个永恒
瞬间。程默出生于宝堰镇，他
是我国第一代新闻电影摄影
师、红色摄影师，用电影机和
照相机为武器，记录了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后期许多重要
历史影像资料。参观完新四
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我
们在纪念馆门前拍了集体
照，永久留下红色的记忆，
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将永
远激励我们向前。

上世纪初，出沪宁铁路线
上的镇江南门车站，向东南方
向六七公里处，有个很小的渣
泽火车站。在渣泽火车站的
东侧有个村庄叫渣泽村，村庄
主要由蒋、任、华、张 4个姓氏
组成，村民约300户，这在方圆
几十里是个比较大的自然村。

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行
政划分，都用“渣泽”二字。据
曾在渣泽村担任书记多年的
江华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
渣泽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发动全村村民大搞农田
基本建设，他们不等不靠、自
力更生建起一座扬程 30多米
高的电灌站，用它来翻水灌溉
农田。当时他们还“两条腿”
走路，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
时，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先后办起了鞋厂、五金厂、油
坊、茶场等村办企业，集体经
济不断发展壮大，对当时丹徒
公社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渣泽村的村民们在自己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
顾全大局，听从上级号召，每
年冬春季组织村民外出无私
支援水利建设。如今的南京
秦淮河，丹阳的香草河，横山
凹的西山水库等，都曾留下了
他们劳作的身影和足迹。

渣泽村于我来说，有一种
理不清算不明的亲情，因为我
外婆娘家和我姨父的老家就
在那里。姨父的父亲是村里
的一位开明地主，即使在那个
年代，他仍然和村里的贫下中
农常来常往。我小时候，经常
听到长辈们说起亲戚时，总要
提起“渣子”，后来稍大时，才
知道他们口中的“渣子”就是
指渣泽村。上世纪六十年代
初，我老公随母亲下放到渣泽
村，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
学生时代。他们居住在村西
面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坡上，那
里紧靠渣泽火车站。1977 年

恢复高考，我老公成了乡里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第一人。

1987年，我带着出生仅两
个月的儿子到渣泽村住了一
段时间。老家三间平房，坐北
朝南，门口是块大平地。婆婆
将不大的房屋收拾得井井有
条，清清爽爽。在那里，我得
到了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
时过境迁，我还特别喜爱婆婆
用南瓜或者丝瓜下出来的手
擀面，那味道清香甘甜，至今
回味无穷。

时间如山涧的小溪涓涓
流淌。现在儿子早已成家立
业，但他孩时的童真童趣时常
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儿子小
的时候，喜欢看火车，我们就
经常带他回渣泽村，在那里，
他只要听到火车轰鸣声，就会
跑到高坡上，当看到火车来
时，他便手舞足蹈，嘴里自言
自语地跟着火车跑，像是要和
火车赛跑似的，引得大人们哄

堂大笑。渣泽村是儿子认识
自然的第一课堂：在那里，他
看到了满天星辰，认识了大白
鹅和山羊，知道了韭菜与小麦
的区分；老屋里，一家人围在
一起其乐融融地包饺子，而他
却在桌旁捣乱的场景，至今历
历在目。

随着社会的发展，2010年
渣泽村全部被征用，拆迁后村
民分别归入谷阳、潘宗、武将
等社区管理……在丹桂飘香
之际，我和老公来到曾经的家
——渣泽村，虽然它已不复存
在，但我们还是习惯这样说。
站在那儿，老公指着前方问
我：“还记得老妈站在那儿
吗？”恍惚间，三十多年前的往
事，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仿
佛就在眼前：身体矮小的婆
婆，得知我们要回去，每次都
站在老屋边的槐树下翘首以
盼。

本报记者 竺捷

今年 70 岁的刘松是我市
舞蹈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曾担
任市职工舞协副主席、市舞协
理事。四十多年来，他始终坚
持在舞蹈表演、创作和教学的
第一线，创作了一大批深受广
大群众喜爱的舞蹈作品。

刘松的学艺，要从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说起。那时，作为
大东造纸厂的一名职工，他被
推荐到工人文化宫参加职工
舞蹈培训，正巧结识了教舞蹈
的徐国富。彼时的徐国富还
没有调入文化宫，仍在市文工
团跳舞，当年的文化宫文体科
科长许琪玢很欣赏他，于是请
其来执教。那次舞蹈培训班
有五六十人，男女各半，学员
来自全市各家企业，都是各个
单位的文艺骨干。

不得不说，那段时期企业
职工文化生活真叫精彩。以
明星企业大东造纸厂为例，歌
舞、戏剧、书画、摄影，样样不
缺，而且几乎都能在全市排上
号。他们因此也有一个响亮
的名字——大东造纸厂工人
俱乐部。据说这个俱乐部里
各文艺队的队长，基本上也都
是镇江市各代表队的队长。
而刘松这位“大东舞蹈队”队
长，自然也是镇江市职工舞蹈
队的队长了。正因为有了文
化宫的正规训练，使他早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我市崭露
头角。例如 1986 年在军分区
礼堂举行的镇江市首届青年
舞蹈大赛，刘松和同伴表演双

人舞《星》，从名字看就知道是
当时最时髦的现代舞。

现代舞以晦涩难懂著称，
但舞台上的他，却很容易让观
众理解什么叫挥洒青春、释放
激情。不过刘松并非专业舞
者，而是从年少时的兴趣一步
步走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在市六中上初中，那时已是
学校宣传队的召集人，每年的
文艺汇演皆是其表现的绝佳
机会。后来，他就职于市房管
局下属单位，虽然工作与文艺
扯不上边，但跳舞的爱好并没
丢。一直到 1978 年他调入大
东造纸厂，这才迎来了个人成
长的重大转机——从此与舞
蹈相依相伴，须臾不离。

这里真的要好好夸一下
大东造纸厂的职工文化培养
机制。1985 年江苏省舞蹈培
训班在句容举行，为期三个
月，刘松参加了；1986 年苏州
文化宫特邀北京编导专家举
办的舞蹈培训班，为期六个
月，刘松也参加了。通过这两
次全脱产学习，刘松开始对编
舞慢慢有了感觉。比如 1987
年的男子群舞《春潮》、男伴舞

《新岸》，后来的群舞《壮士魂》
等等，其中既有刘松的潇洒舞
姿，也有他脑中的种种构想，
这样一种创作实践一直持续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国
企改制，职工文化氛围才逐渐
淡化……

今年 10月 22日，“绽放的
花蕊”——刘松原创舞蹈作品
专场演出在南山剧场上演，这
场演出是刘松十二年教学生
涯的总结性回顾。专场由序、
中段、尾声组成：《艺土耕耘》
为序，讲基本功之重要；中段
三个篇章，《含苞欲放》体味成
长艰辛，《花儿朵朵》展示教学

成果，《香飘小城》挖掘城市内
涵；尾声《新的航程》表达了刘
松“再跳十年”的愿望，为观众
呈现出一台绚丽多姿的视听
盛宴。

整场演出中，最悲情的部
分来自刘松跳的独舞《寻觅》，
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
事。刘松有个女儿，从小跟着
他参加训练和排练，小学毕业
后很轻松地考入镇江艺校中
专班，后来她还考取了南京艺
术学院本科舞蹈编导专业，到
目前为止这仍是我市舞蹈编
导的最高学历。可惜天妒红
颜，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她的生
命。《寻觅》描写了刘松失去爱
女的痛苦和挣扎，同时也有启
迪和升华。舞蹈是父女俩共
同的梦想，以“梦想”为媒，既

可以照见现实，也能够指引未
来。

在现场，能欣赏到不少刘
松的佳作：舞蹈《夜深沉》获首
届“美蕴秋歌”全国展演十佳
提名奖；舞蹈《绽放》获2023年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文艺大
赛一等奖。这次活动由市舞
蹈家协会、市老年活动中心、
润州区老年大学、京口区老年
大学共同主办，后面三家单位
都是刘松平时教舞蹈的地
方。其实，他的很多老年学员
都是零基础，对音乐、舞蹈节
奏不理解，刘松的办法是教他
们吃透旋律，循序渐进。当
然，其中最不可少的就是耐心
和细致，这也是他获得大家认
可的终极法宝。


